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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白美云

副主任 刘耀龙黄天恩 陈建劫陆顺天

顾问 林发森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乃展马子祺韦国耀韦显能

叶崇焕许汝参陈其丰陈瑞衡

陆厚庄黄明松

主 编

副 主编

编 辑

摄影、绘图

编 务

审稿单位：

审稿人员：

复审羹霎!

羹羹蓁薹s

翼蓁冀蓁，

翼錾蓬雾；

霎雾薹纛羹至蓁萋羹薹

菱篓蓁

萋薹雾羹蓁墓

≠麴鋈冀蠢雾雾雾i
霎羹雾藿薹囊耋霾雾囊薹墓攀

蓁 羹

薹薹羹

薹羹薹船民登记o

4 月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成立，北海一中党小组改为支部，受特支领导。

5月11日 北海抗敌同志会成立，王文昆等7人任干事。

5月，市内门牌更新，分甲乙丙丁四等收取门牌费，贫下户列为丁等的，可以免收。
9 月11日 日本军舰2艘在涠洲岛登陆，杀岛民10余人。60余名渔民因逃难而葬身鱼

腹。日军洗劫20天后撤离，大批岛民逃到北海，政府发动市民安置难民。

10月22日 日军飞机首袭北海，轰炸七星江桥，1枚炸弹落人附近田野中。

10月29日 日军飞机再度空袭北海，投弹1枚落于外沙龙母庙港内，卖菜农民和驳艇

女船民各1人被炸死。

11 月20日 拂晓，日军舰2艘突入涸洲港，烧毁港内渔船400艘，杀岛民3人，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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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前设《概述》和‘《大事记》，后分28篇及附录，着重反映隆安县地理、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篇下分苹、‘节：目，共llo章35l节。

二、本志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以志体为主。

三、本志贯串古今，略古详今。志事时间上至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年)，下到1985年。

部分内容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

．

· ·四、本志《大事记>记述本着大、新、异的原则。即全县自然和社会发生有重大影响的

变比或变动；重要新事物的产生或旧事物的消亡；自然、社会出现的奇异现象。，

五，按“生不立传”的通例≯．人物篇只选著名革命烈士、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已故知名

人物和能工巧匠立传。对于不宜立传者，编入<英名录》’或《名人录》。。

六、本志取材于各级档案馆、业务部门和旧志、报刊、专著、碑文、家谱等以及知情人。

的口碑资料j经核实后载入。文内或表上应用的数据j除有说明或署名者外7，余为县统计局：

所提供．

，，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国号纪年j初次出现或隔节出现时均

用括号注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月、日的记载，明、．清朝代是．

农历，，’民国始为阳历． ． ．4 一．
、 八、本志所用“解放前”或“解放后“一词，系指1949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隆安县城之前或之后．

九、本志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贝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及补。

充规定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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