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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伟 发

序 ·1·

读了新编《罗定县志》，颇有感触，写下数语，聊以作序。

本志书重于写实，颇合志体。它重点记述罗定这个山区县从1912年至

1985年共74年的社会变迁。其中，民国时期的38年，政府腐败无能，劳动

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又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加之旱灾频繁，以致贫困落后，民

不聊生。然而，环境的苛酷却促成罗定人勤劳拼搏、奋发图强，风云人物乘时

而出。为人民谋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李芳春，为抗日救国浴血奋战的爱国

名将蔡廷锴，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的36年，制度优

越，政治清明，兴利除害，换了人间。喜见民康物阜，百业兴旺。然而，前进

的道路也不平坦，有猛进也有停顿，有经验也有教训。事实告诫人们，要加快

经济振兴步伐，既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既要敢想敢于，又要注重县情，从

实际出发。这两点务必认真记取。

本志书记述了70年代后期以来，罗定人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

引下，坚持改革开放振兴罗定经济的事实。这7年时间，县委、县人民政府根

据形势和县情，适时提出。地利不足人和补、交通不便通信补、资源不足科技

补"的发展经济战略；同时实行“跳出山门"和‘‘打开山门"的决策，积累起

步资金和了解外部信息，引进资金和先进科技，大力发展自营工业和三资企

业，大力开发本地资源和发展高效农业，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科技水平，

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这条改革开放的成功之路，我们必

须坚定地走下去。

这本志书是罗定的“百科全书"，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演

变过程的记述，又有风土人情、民俗方言和名人要事的介绍。对读者，可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领导者作决策颇有参考价值；对学术界评古扬今教

育后代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县外朋友了解罗定亦可作为向导。因而，这

本志书很值得各界人士一读。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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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罗定县志》编写出版这一盛世之举，是罗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

果。值此机会，我谨向发起修志的上一届县领导同志，向参与和支持编审工作

的全体同志和各界朋友，向指导编志的省、市方志办的领导和专家、教授、学

者，致以衷心的感谢I

任)

1992年7月1日

(本文作者为中共肇庆市委常委、中共罗定县委书记、罗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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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记述，以专志为主

体。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人物及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

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的写法，简约地记

述本县的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叙史实，设25编104章357节；人物，分

人物传和烈士名录两部分记述。立传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卒年为序排

列，统一以公元纪年·。清代以前的人物，已载入旧志的，不录原文，只列旧志

人物传索引。烈士英名录收录经省人民政府和部队军以上机关确认的烈士，按

牺牲先后排列。对确有重要事迹的在世人物，则用以事系人方式，记入有关章

节中；附录，选载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当代学者对县情的研究著述等比较重要

而又不便写入正文的文章、资料。

三、本志上限一般在1912年；大事记、政区建置等篇章，以及有些需溯

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5年。其中大事记延续至1991年底。

四、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1985年本县行政区为界，特殊情况需越界

记述的在文内注明。政区名称、政府机构、官职名称，’均按当时当地的称谓。

古地名与今名有异者，一般括注今名；建国后的地名记述，以1983年9月出

版的《广东省罗定县标准地名录》为准。

五、数字和资料。解放后的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为主；统计局

没有收集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对同一事物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又不

能鉴别真伪时，则两证并录，并加以注明。 、

六、建国初期使用的旧人民币，已换算成等值的新人民币入志。

七、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数字书写、标点符号使用，按1987年国

家语委等七部门发出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1990年3月

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计量单位，建国前

部分，一般按当时习惯，建国后部分，按国家统一的规定记述。

八、本志记述的20年代、30年代等，均为20世纪中的年代。建国前

(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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