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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清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记述清流自

宋元符元年置县至今近千年来的沧桑演变的历史。尤其以大量篇幅记

述解放后中共清流县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业绩，真实地体现了清流人民历尽艰辛、奋勇拼

搏、建设新清流的精神风貌。解放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清

’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新
‘

县志以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清流。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清流的经济繁荣和社

会发展才有确切保证。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惠

及子孙、利在当今的千秋大业。古人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新编《清流县志》容

纳了历史和现实的丰富的史料，有着大量可供后人借鉴的启示和经验，

不仅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爱乡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为各界人士

研究清流、认识清流、为发展清流经济献计献策提供资料宝库。鉴于

此，县委、县政府始终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地方文化建设事业，

列入议事日程，予以关心和支持。经过全体志书编辑人员的通力合作、

辛勤耕耘，《清流县志》终于付梓成书。它的出版，将进一步激励清流

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团结拼搏、开拓前进。

l 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流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有待继续开发的宝

劳勇敢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清流人民，将在这块古老、充满

蓬勃生机的土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具有中国特色

主义道路，励精图治，奋勇拼搏，绘绣出更新更美的画图，谱

加壮美绚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清流县委书记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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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口80年代中期；县委、县人
。，， 民政府毅然决定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前后近十年间，全县上下殚精

，．竭虑j，同，心协力，终于在1994年完成百余万字《清流县志》稿的编写 、!

，’ 任务，并付梓出版，可喜可贺· ． 一．

清流山川秀丽，环境优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向有内陆鼓浪 ．_

’

，j ．屿之美誉·清流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清流境内有古人类文化遗r

址，有纪念唐开国元勋萧王禹的璃公庙，有毛泽东旧居·在这块浸染着 ： 。

烈士碧血的古老土地上，14万勤劳勇敢的清流儿女，在改革开放的大 ．·

潮中，继承发扬老区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从实际出发，努力拓宽视

野，加强横向联系，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以其丰富资源的优势，利
’·’

用科技研究的成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推动各项事、
‘’

． 业向前发展·清流以其林之茂、粮之丰：水之富、+草之肥、矿之多而

。蜚声海内外。 一'_·

。：

一． 新编《：清流县志》资料翔实，结构严谨，体例完备，文风朴实，文．，

字流畅，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远超越旧志，是一部用新观点，新 。

o方法、新资料编纂而成系统记述清流历史与现状的新志书。
’

一、。

．‘新编{：清流县志》充分反映了清流各项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尤
‘： 其如实记述了解放后各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探索规律，总结
√ 。经验，乘胜前进·对研究清流、认识清流、建设清流将提供翔实的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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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清流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新编《清流县志》的目的所

我们深信，《清流县志》将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清流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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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年

实，一般不作评议： +．

，

五、凡地名、官职等，均依当时的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古代采用

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每
节第一次出现，则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

“解放前(后y修，系以1950年2‘月22日清流解放时间划分。
“

六、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和重大影响的本籍人物为主，亦兼收入个别阻碍历史进程的反面人物，
并酌收个别长期在清流活动有重要贡献的外籍人士，排列以生年为序。

有关人物名录表资料由各部门及有关人士提供。 ·。 ，．’

七、‘本志的数字表述；按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执行。．’ ．

一

!八、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家谱、旧志j报

刊、杂志、专著等，各项数据，除乡镇企业、金融部门数据来自本部

门外，其余均以统计局资料为主。对采访口碑、回忆资料均经核实查
证后载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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