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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政和县志》编纂成功，为我们了解政和过去，认识现状，展望

未来，提供了历史借鉴，令人欣喜。

政和踞闽北边陲，周边与南平地区的建瓯市、建阳、松溪县，宁德地

区的周宁、寿宁、屏南县及浙江省庆元县等六县一市相连。境内有洞宫

49景、锦屏170洞、宝岩10秀、奖山8奇及佛子岩的奇山怪石等景区。

历史上名人志士荟萃。宋代龙图阁直学士、太子伴读邵知柔，太学生陈

朝老，明代礼部侍郎吴廷用，中宪大臣陈恒，清代书法家宋人杰等都是

政和一代名流。那些揭杆而起、反抗封建统治的英雄，如元代农民起义

军“头陀军”首领黄华，明代矿工起义领袖叶宗留等，是政和历史上熠熠

生辉的人物，在现代革命史上，中共政和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创建者杨则

仕，传奇式的游击队领导人陈贵芳，堪称政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垂名青

史。
’

政和悠悠近千年县史，阅历人间沧桑。在人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

年代，政和十分贫穷落后，人民长期过着“火笼当棉袄，瓜菜当粮草，竹

篾当油灯，棕衣当被盖”的悲惨生活。1 949年，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后，

政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老区人民艰

苦创业、敢于开拓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自力更生，建设新山区，使政

和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和人民坚持

改革开放，向“政通人和、振兴经济"的目标奋进，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

进。农业持续增产增收，粮食自给有余，优质高产农业开发已形成特色

规模。1991年，全面消灭宜林荒山，巩固和发展了林业重点县。水利电

力设施发展很快，成为全国第二批初级电气化试点县。地方工业和乡镇．

企业初具规模，外贸出口总值大幅度增长，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市容整

洁，商贸繁荣，游人交口称赞政和“秀色可餐喜浏涟，满面春风一小城”。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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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全县700多公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联结三省、直

达24个县市。邮电通讯日臻完善。继全区首家实现乡村自动电话后，

又开通了5000门程控电话。科教文化发展迅速，中小学“四率”保持省

颁一类水准；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科技网络基本形成；计划免疫提

前三年达到部颁标准；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政和人民取得的辉煌业绩，雄辩地证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带来

的丰硕成果。

新编《政和县志》是一部集政和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人物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纂史料，既详述现代，又追溯到古代各

朝，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真实、客观、全面地记载政和的历史和现状，充

分反映出政和的县情和社会风貌，是进行“知我政和、爱我政和、建我政

和”教育的良好教材。

新编《政和县志》述前世之成败，考当今之得失，是政和历史全貌的

客观反映。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新《政和县志》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前进

的脉博，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又快又

好发展政和经济的途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肩负着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当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轨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弘扬“开拓奉

献，政通人和’’的精神，为振兴政和建功立业，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中共政和县委书记吴家洋
1993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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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山川锦绣，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古往令来，政和人

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其功绩可歌可泣。但在新中国成立

前，历史上仅五次修志，而且偏重于人文地理，轻经济，轻民生，所辑历

朝史料十分有限，劳动人民创造的许多业绩被湮没，可惜可叹。

我是1986年来政和工作的。适逢县委、县政府组织人马修志，安排

我分管此事，以后还兼任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时过七年，新县志终于

编成。这是政和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和编委会全体同志为此感到十

分的欣慰! ．

新编《政和县志》共百余万字，为本县所有县志中内容最多、资料范

围最广、最具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部县志，也是政和县的“百科全

书’’。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主要记述辛亥革命以后政和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适当上溯其渊源。

特别是全面翔实地记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和人民为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进行浴血奋战、顽强斗争和

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政和而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使其“一穷

二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让这些光辉的业绩长存于世，、

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新编《政和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它能J顿利编纂完成，

是全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各部门通力协作的结果，是全体采编人员辛

勤劳动的结果，是省、地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的结

果。在此大功告成之时，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愿政和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祝愿政和

人民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
一

政和县县长杨根生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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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详今略古为原则，记述

全县发生的各类事物的历史与现状。上限自五代后晋天福六年置关隶

镇始，下限至1988年，个别延至1990年。

二、本志按中编一级平列编排。设概述、大事记各1卷，专业志31

卷，人物志1卷，共34卷。志首为图照，志尾为附录。概述为全县历史

概貌的简要记述；大事记仅点明每年发生在政和县的重大事件；专业志

以类立卷，横排纵述。各专志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顺序编排。每

卷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对政和

县做出突出贡献的本籍人和在政和县活动的各类外籍名人的具体事

迹。对一般事迹的，则立人物表。

三、本志数字和计量单位的表述，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年代久远，

不便换算的，保留原状。 ，

四、本志使用“新中国建立前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if__-，，脚。

五、本志所记述的朝代、年号，民国以前用汉字书写，民国年号用阿

拉伯字书写，每节第一次出现时加括注公元纪年，其后括注则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书资料来源：省、地、县和政和县各部门有关的公文档案，

有关的史书、旧志，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编写的志稿，少量为有关的口

碑、实物、资料等，经考证整理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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