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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斗门县志》面世了，这是斗门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新编《斗

门县志》是编撰人员十载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在此成书之际，谨向所有参

加修志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编《斗门县志》记述了斗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

自然环境、民风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略

古详今、充满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

斗门地区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可追溯到太

平天国时期。县志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斗门地区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斗争画卷，革命先驱者的丰功彪炳史册，他们的光荣传

统将千秋万代发扬光大。

处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斗门地域，毗邻中山、新会，与风灾水害纠缠了

几百年。斗门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起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斗门人民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跨越到时代的前列，在一张白纸

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画图——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斗门县屹立在南海之滨。

从县志翔实的记载中，可看到斗门人民经历怎样的艰辛去创造出惊天动地的

伟业。现在与将来的创业者，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启迪，去开拓更加远大的前

程。

一方水土一方情，水情就是斗门突出的一个县情。过去，风灾水害把斗

门人民逼到死亡的边缘；今天，大海、大江、大河、大堤、大桥、大沙田、

大公路，构成了令人惊叹的斗门独特的风景线。一切都如此和谐，一切都充

满活力!县志重现了斗门人民翻江倒海改天换地的壮丽场景，雄辩地证明：

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一切愿为斗门献身出力的人，都应该通过县志，了解斗门的演变，把握其底

蕴，从而汲取十分有益的经验教训，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侨乡，是斗门的另一个县情。飘洋过海的炎黄子孙，纵使被生活抛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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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海角，但中华文化的纽带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县志记述的每个动人

事迹，都洋溢着海外赤子浓郁的民族情、爱国情、乡情、亲情，充分体现中

华民族无比强大的凝聚力。

古人认为县志能“资政、教化、存史”。这部县志，确是一本治县通鉴，

一辑县情百科全书，一册乡土教材，一个包罗各方的资料库。读了这部县志，

使人感慨、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新中国成立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使斗门人民经历了翻身作主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次飞跃。展望未

来，斗门人民只要同心同德，勇于开拓，斗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一定会

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中共斗门县委书记吴军

斗门县人民政府县长黄悦松

。-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是斗门县历史上第一部按地方态规范化体例编纂的县志。全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

对本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和编纂。

二、内容结构由述、记、志、传、图、表、录和照片等组成，以志为主

体。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之外，志体正文按篇、章、节、目的

层次排列，共分18篇113章，每章之内分为若干节和目，全志约为130万字。

三、本着详今略古原则，记事重点放在建国后，特别以建立斗门县以后

为主。上限年代按所记述的内容需要而定，没有划一限制，下限一律定在

1990年底。《大事记》记至1999年。县的领导干部任职，记至2000年底。

四、记述的地理境域，是以1965年建置斗门县规定划分的县境疆土为限

(包括平沙、红旗农场)o

五、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其经过和影响，以“宜粗不宜细”

的原则分散在有关章节表述。单位领导人更迭，只记述县委常委、县革委常

委、副县长、政协正副主席、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县武装部正副部长、

正副政委，代表大会选举制的群众团体正副职。其余委任制的部、委、办、

局和企业的领导人，除以事系人需要表明外，此志不作记述。

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政府、官职和行政区域名称，按当时习惯

称呼记述，不作更改。

七、历史纪年方法：清代前按朝代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年；民国时期按

民国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统一以公元纪年。

八、记述的地面、山丘和水位高程，均采用珠江基面高程为准。计量单

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米、公里、平方米、立方米、公升、公斤、吨等等。

但记录耕地面积，仍按习惯采用市制亩为单位。此外，凡引用史料仍按当时

计量单位名称，不作换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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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记述的数据、年代、公历年月日均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述世纪、农

历采用汉字。数字以本县统计局或各职能部门纪录的数字为准。

十、本志文风以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为原则。文字采用

第三人称语体文。除了《综述》、《概述》外，一般都以记述为主，“述而不

作”，“寓褒贬于记述之中”o

十一、大事记是按年代顺序，逐件记述本县从古到今自然和社会的重大

事件，凡年深事远时间不详者，一般放在月末、季末、年末记述。

十二、本志行文的“建国”前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称。

称“党”、“县委”、“地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县、地区、省

各级组织。

十三、人物传、录按“生不立传”原则，记述原籍本县、在本县工作，

或原籍外县、在斗门县工作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人物，采用“传”或“表”、

“录”方式记述。著名人物，功绩资料齐全者立传，资料不全者入录。入传的

人物，均按卒年先后排列。

十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县档案馆和各有关职能部门编纂审定的志

稿；中山、新会两县的旧方志；有些资料来源于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专家

专题著述，此外，还有来自《斗门乡音》、《斗门文史》以及本县的民间族谱

和民间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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