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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志》编辑部

(以任职通知的排列为序)

一、准备和组稿阶段(1990年7月一1995年6月)

主 编：胡灵光(1990年7月--1991年7月)

常务副主编：

副 主 编：

顾 问：

游益森(1991年7月一1995年6月)

游益森(1990年7月m1991年7月)

彭祖熙(1990年7月一1995年2月)

朱祖平(1990年7月一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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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民(1995年6月--1996年9月)

孙 行(1995年6月一2001年)

刘国丽(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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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志》编辑部

属下各编辑室人员

第一编辑室(党群战线)

主 编：徐乃蒙 副主编：梁嘉伟 吴德君 邓德洋 成 员：杨楚芬

王世新 陈述尧 吴意春 王伟民 李 熏 李少光杨作旭 黎 丽

欧 准 何慕珠 王梅先 李景睦 叶庆雄 李功针 李扬爱 冼明基

肖根玉何金联 曾 萍

第二编辑室(政府、人大、政协、计委系统)

主 编：张贞耀 凌容生 副主编：韩永泉 成 员：侯炳培 袁世卿

张文铭 饶纲均 李国华 黄永习 李锦天 华 星 梁铭昌 杨松魂

一一一黄细军一向志强 梁妙珍邓志球 腾建春 何星源聂旭光陈运琴

梁廷海 张朝盛 邓 进 郑业成 关德辉 李 楠余伯禧 林立芳

张 深

第三编辑室(建委战线)
，

主 编：邹镜光 副主编：潘癸潮 成 员：叶丽梅 杨云起 詹益秋

刘丽华

第四编辑室(经委和交委战线)

主 编：廖建航 副主编：黄晓芳 黄在楣 成 员：陈 平 罗福东

李 鸿 钟启寿 董书海 刘乐生 罗裔章 邹桥胜 戴建华 张 军

李东坚 罗仲朋 周镇藩 黄观海 李荣政 赖杨眉 李敏霞 曾志文

赖春华 范伟荣 梁梓年 易兰馨 陈镇招 洪 益郄泽馨 徐明定

何振春 徐日辉 卢建成 肖家贤 杨坤芳 关德廉 陈子波 刘华荣



第五编辑室(农委战线)

主 编：刘国华 副主编：曾祥发 龚本立 成 员：任润林 卜怡颜

程全章 唐锡鸾 林斌 陆国雄 林杰荣

第六编辑室(财委战线)

主 编：邓伟年 副主编：魏坤达 黄嵩峰 苏 唯 周南衍 廖绍尧

胡克耿 吴琰发 赖月恒 蓝 江 李金荣 余力生 成 员：汤环跃

欧建辉 苏韶娟 余志伟 严德富 杨树华 黄 伟 陈建军 苏 勤

黄延盛沈赞文

第七编辑室(外经委战线)

主 编：陈荣火 副主编：林仕霖 温国浪 罗荣署 成 员：李友文

黄玉安佘华罗继盛

第八编辑室(教委战线)

主 编：杨发麟 肖昌铁 副主编：陈汉烈 成 员：罗 开 潘建文

陈茜芬黄兴亚

第九编辑室(宣传和科委战线)

主 编：肖汉谋 副主编：徐志滨 李木盛 陈伯尧 刘习专 李亚子

李璇光 成 员：黄明奇 刘 济 李 山 马荣树 李赞青 梁永镒

朱德洪 梁辉章 陈新方 汪孝贤 王 刚 肖克平 黄世平 胡良颜

廖 荣 崔耀钟 王新国 陈阅恒 刘芳林 侯明强 陈建群 朱绍冬

黄汉梁林可耀

第十编辑室(口岸战线)

主 编：江永腾 副主编：邱春南 成 员：罗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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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辑室(政法战线)

主编：邓旭辉 副主编：胡一兵 成 员：植常明 吴仕宽 曾宪坚

郭绍明 吕良记 陈美超 廖继林 陈柏春 黄少婷 吴锦昌 刘承辉

胡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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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汤维英

新编《韶关市志>历经十一载，三订编目，六易其稿，总纂成书，这是

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韶关山河壮丽，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经

世代先民的艰苦创业，繁衍生息，使文明日进，财货日通，人才辈出．成为

中原与岭南文化的交汇处，南北方货物的集散地。近半个多世纪来，韶关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顽强斗争，建立起人民政权。新中国

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以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现代

化建设，谱写出震古烁今、灿烂辉煌的新篇章。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本

志已将其大要一一载之于史册，传之于后世。

志书是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它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自古迄今，发挥“资治、教育、存史”的重要作用，可

谓功莫大焉。新编《韶关市志》继承了历史志书的优良传统，择其所善，取

其所长，又吸取了当代志书理论的新成就，加以光大。它力求以唯物史观为

指导。对本市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等作

全面、系统地记述，使其贯通古今，体例完备，观点明确；力求以科学方法

论为编纂方法，在对事物的陈述中明其褒贬，识其规律，寓经验教训于史实

之中；力求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略古详今，着重记述当代经济、政治变革和

各项事业之得失，记述当代人民的创业精神和业迹。今天，我们也欣喜地看

到，本志具有如此鲜明的特点和优点。

中共韶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倍加重视，积极决策，拨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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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款，组织各方力量通力合作，使市志得以顺利地如期完成。全体编修人员十

一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伏案劳作，耐得寒暑，耐得清苦，为完

成这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付出了他们的心血和才智。我借此谨向为编纂本

志而做出可贵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一件精神产品具有的意义，不但在于它的出现，更在于它对实践的指

导。《韶关市志》的问世，是值得我们为之高兴，但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认

识韶关的工具，在振兴韶关的实践中发挥它的咨考借鉴作用。我期望社会各

界和同志们能够阅读它、珍惜它、宣传它，藉以鼓舞和激励我们生机勃发地

继往开来，再创新业。
●

●

《韶关市志》编辑部嘱我为序，略述数言，权以为序。

(汤维英同志，原为中共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序 二

覃卫东

序 ·3·

《韶关市志》的出版发行，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全市人

民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国各有史，九州有志。粤

北地区亦是如此，从南朝始，历代共修州、府、县志一百多种。故漫漫千余

年，举凡本地建置沿革、政教号令、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循吏英才，伟绩

丰功，大体粗存梗概，了然在目，对粤北地方的“资治、教育、存史”起了

重要作用。

自古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建国后首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便在全国各地蓬勃

兴起。韶关市委、市政府不负使命，于1985年冬及时作出编修《韶关市志》

的决定。随后建立了机构，组建了队伍，指定了领导。在所属各县抓紧编修

县志、市直各部门纷纷编修专业志的同时，市志总纂亦于1991年正式启动。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千秋大业的艰巨工程。新编《韶关市志》，须汇地

理、史事、人物于一篇，明古今变化轨迹于一册，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

性于一体，卷帙浩繁，殊非易事。先后参加编修《韶关市志》的同志不下

200人。他们不辞劳苦，四处搜集资料，溯源疏流，拾遗补缺，并进行了精

心整理、起草、修改，前后六易其稿，历经十一载，沤心沥血，终得在2001

年出版问世。这些同志甘于清苦，兢兢业业，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

令人敬佩。借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向关心支持

修志工作的所有单位、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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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韶关市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唯物史观，用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贯通古今，记

述了韶关市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方面的演变，上溯千

余年，纵横数百里，凡大事要事、经验教训，均有所载，是一个蕴藏丰富的

资料宝库。手持一卷，可以鉴古而知今。她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

全面、准确地了解、认识市情；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各行各业进行科学决

策；对加强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对专家、学

者、研究人员开辟新的科研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过去对韶关的历史知之不多，近两年阅读了《韶关市志》送审稿，感

到深受启发，深受教育，感到对韶关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看得更透彻一

些．心里更踏实一些，从而更加领悟“治国以史为鉴，治郡县以志为鉴”这

句古训名言。《韶关市志》是我市丰厚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部“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百科全书”，是每位领导、干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修志的

意义在于读志、用志，给人们以多方面的智慧和启迪，达到鉴古知今的作
．

用。希望各级领导、广大干部职工都能认真阅读《韶关市志》，掀起宣传地

方志，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热潮，以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

展。

(革卫东同志，原为韶关市市长，现为中共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凡 例

凡例 ·1·

一、指导思想。本志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唯物史观，遵照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韶关市的历史

和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城市特点。

二、体裁、结构。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诸体，以志为主体；按照事物

分类，以设卷、章、节、目为主要结构形式，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共设20卷

107章)、附录四大部分组成。

三、书写行文。按照<(韶关市志)书写行文通则>执行。

四、地域范围。为1983年6月至1987年12月韶关市所辖的3区12县，即北江区、

浈江区、武江区和仁化县、南雄县、始兴县、翁源县、曲江县、乳源瑶族自治县、乐昌

县、连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阳山县和英德县(此排列是以广东

省民政厅的公布为序)。本志所称之“市”，即指1983年6月地、市合并后的“大市”。

合并前的韶关市，在记述中为了以示区别，冠以“原”字。

五、时间断限。上限不限，视材料而尽量上溯。但遵循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

则，本志以记述建国以来韶关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重点。下限则据1988年2月

划出连阳英德5县归清远市管辖的特殊情况，断至1987年。大事记、附录以及图照等，

则视需要断至1999年。

六、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原籍在韶关市者为主，非韶关籍人士

(含外国人、外籍华裔和华侨)，但长期居住本市，并有重要影响者，也予以立传。传记

人物的排列以各人的卒年为序。在世人物，有确需记述的事迹，可在有关卷章节目中以

事系人予以带出。烈士以录简介，只录韶关市区的烈士(即其家属户口在市区)，各县

烈士由各县志收录。

七、时期划分。为记述方便，本志多处出现古代(古代时期)、民国(民国时期)、

建国后(建国后时期)，或建国前、建国后这样的时期划分。本志所称的“古代”，是指

清朝以前(含清朝)时期，非指中国历史所称的“古代”(1840年以前)。本志所称的

“建国前”、“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日1949年10月1日之前或后，非指

韶关市的解放日(韶关市区解放日)1949年lO月7日之前或后。

八、数字、计量。本志引用的统计数字，韶关市统计局的统计项目有者，悉以韶关

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无者，则以主管部门的内部统计数字为准。几说并存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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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度理，选用其中之一，其余则加注说明。韶关地区曾辖之县于1983年至1987年已不

属韶关市管辖者，其历史上之统计数字一般予以剔除，倘无法剔除者，依原资料照录．

但加注说明。计量单位，一般遵循历史上习惯使用的单位。建国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

的使用，尽量按国务院1984年2月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执行。

九、人民币，一律采用现行币制。1955年以前的人民币币额均已换算为现行币额。

十、地界和保密问题。市境地界及各县地界，均以韶关市国土局的界定为准。各事

业的保密范围，由各主管部门和市保密局依据保密规定把握审定。

十一、其它。为使志书行文简练，本志采用一些简称。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事物名称

较长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习惯简称，以后多次出现时用简称。另外，本志

所称“省”指广东省、“市”指韶关市，“市委”指中国共产党韶关市委员会，“市政府”

指韶关市人民政府。民国时期的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称省府、市府、县府。

本志按各卷、章、节、目等层次记述各项事物，仅表示该事物在志书中的位置，不

涉及这一事物管理机构的行政级别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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