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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嘉文 余金照 ，

f

《连平县志》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几订篇目，数易其稿，今天终于出版问世。

这是连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盛事，是连平史料编纂的一个里程碑。

连平地处粤北九连山脉腹地，为105国道人粤第一县，是广东省第一个生态县，并

被列为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这里山川锦绣、气候宜人、资源丰富、风物荟萃、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自明崇祯七年(1634)建州至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漫的历史

长河中，连平人民勤劳勇敢，贤豪辈出。明末陈万九连揭竿，义及数省，朝廷震恐；第

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颜伯焘厦门御敌，英夷丧胆，蜚声华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

连平人民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军和国内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涌现了一

大批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他们的业绩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新中国成立后，连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全县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平人

民意气风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艰苦创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开山门，筑

巢引凤，开发资源，富民兴县，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工农业生产

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是连平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

新时期。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历史上连平就有修志的传统。文献可考者，自明崇祯七年

建州以来，已先后四次修志，但刊印流传下来的仅存清雍正八年的《连平州志》，俗称

“卢志”。迄今为止，修志中断已250多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其间两个半世纪连平

竟无完整之史籍，甚至连史料也极其罕有，此乃一大憾事。1981年党中央发出盛世修

志的号召，中共连平县委、县人民政府极为重视，积极响应，认真组织力量，开展这

一千秋长存、万世流芳的工作，使编修地方志得以承继下来。Ⅸ连平县志》对连平历史

进行科学的记载和客观的总结，析兴衰，明得失，既有益于当代，又存史于后世。

镁连平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

翔实的史料为据，以横列纵叙、事以类从的方法全面系统深刻记述了360多年来连平人

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连平县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民政等方面的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连平的

历史与现状，是一部了解连平县情的“百科全书”。该书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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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结构严谨、体例完备、文风朴实、图文并茂，体现了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

高度统一，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浓郁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地方志。该书的出版，

将使人们更加了解连平，激起热爱连平、建设连平、振兴连平的热情，必将对连平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将是连平人民进行爱国爱县教育的教科书，各级

领导进行科学决策的借鉴，投资者开展经济协作的桥梁。藉此书出版之际，衷心期望

每一个热爱连平、关心连平的人们，广泛开展读志、明志、用志，以史为鉴，扬长避

短，兴利除弊，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连平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后，连平人民将在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

定会续写出更加灿烂夺目的新篇章，连平的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连平县志》凝聚了全体编纂人员的心血与智慧，也得到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及有

关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和精心指导，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密切配合。在此，谨向为本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谨此为序。

2001年12月8日

(刘嘉文现任中共连平县委书记，余金照现任连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f

；；|’血■曩辩曛^；i，’．．j11I量，Z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