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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旨在从人物角度来反映兴宁的古今情况，以供海内外有关单位及

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兴宁参考使用，并为推动兴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书先出版一、二辑，今后陆续出版以下各辑。第一辑为建县至民国

时期历任县长，第二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县(市)委书记和县

(市)长。

三、关于县长的称谓，秦代起称“县令”；宋代起称“知县”；民国时期1926

年前称“知事j’，后称“县长”；解放后称“县长”，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

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尽管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其职责基本无异，故本书

第一辑标题统称为县长；至于行文上则按其时的称谓入录。

四、兴宁建县于东晋成和六年(331年)，至明朝始有县志记载，故历任

县长名录从明朝起，以时为序，分朝代入录及选介。本书下限为1995年。

五、本书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随着历史的发展，选介人数比例逐渐

增大；至解放后，则每任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简介。

六、本书采用以入系事的方法进行编写；各个朝代还附有一二篇记述兴宁

情况的短文，以增强可读性，使读者在书中能了解到一些历史情况。

七、为便于读者了解兴宁的近期情况和发展规划，本书附录市委书记曾超

麟和市长林佛全的有关讲话(报告)；为便于读者了解兴宁人在外地任知县或

县长的情况，本书附录两份资料在后。

八、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均受到历史和阶级的限制。在阶级社会里，统治

者具有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一面。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请读者

独立思考，作出客观的、正确的判断。

九、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是：《明清兴宁县志》、《兴宁先贤丛书》、新编《兴

宁县志》和《兴宁文史》等。历史上有些县长政绩明显，因资料不足，未能选

介，可谓一件憾事。

十、编辑本书是一次探索和尝试， 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辑部)



-皇▲

J予
中共兴宁市委书记 曾超麟

我市地方志办公室着手编纂《兴宁人物志》系列丛书，旨在从人物角度来

反映兴宁的古今情况，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值得予

以鼓励和支持。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及杰出人物是历史的创造

者。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志书在记述经济活动和

一切社会活动中，应正确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藉以激励人民为创造

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达到发挥志书“经世致用”的目的。这是我对出版这

套丛书的一点看法。

《兴宁人物志》第一辑为《建县至民国时期历任县长》，第二辑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o读稿后，感受颇多：其一，

历史上的兴宁知县、县长，比较重视人才培养、尊师兴学。一座兴宁学宫经历

了多次修葺扩建；北宋出了个探花罗孟郊，代代建碑或建亭、建塔、建堂纪念，

为后世树立了兴宁人的楷模和表率，等等。历史上不少知县、县长都为兴宁的

人才成长做了铺路搭桥的工作。其二，历史上的知县、县长在发展兴宁经济方

面亦做了不少好事，为“小南京”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这也是值得后人纪念和

效法的。其三，在众多的知县、县长中，确有一批清政廉洁、刚直不阿，敢于

除暴安良、为民请命者。他们的德政业绩，影响深远，兴宁人民铭记在心，久

而不忘。其四，本书采用以人系事的方法，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况。一千多年

的兴宁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宁的社会经济才能得到快速

发展，全市人民才能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纵览古今，历史悠久、生机勃勃的兴宁市(县)，我们可爱的家乡，人民

勤奋过人，才华横溢，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乡、人才之乡。古往今来，人民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我们要把兴宁建成“经济繁荣、科教领先、社会安定、

生活小康、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粤东商贸新城市。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

力提高市民素质，真正树立重才、爱才、招才的良好风尚，培养和造就大批能

够担当重任的各业将才，形成一个万马奔腾、快速发展兴宁社会经济的新局

面。

抚今追昔，心潮澎湃，前人创业艰难，后人任重道远。我们深信，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人杰地灵的粤东宝地兴宁，必将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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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芝
／＼ 宁市丁巾

兴宁市交通发展公司和广东
省交通开发总公司合作投资1800
万元兴建的兴宁市交通商业城，
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0平方米，是目前我市较大型
的内联项目之一。交通商业城楼
高9层，地处素有粤东宝地之称
的兴宁城镇金三角区；是独具以
公用型客运站为龙头的，集食、
住、行、贸、乐于一体的，多功能服
务的综合大型商贸市场。大楼底
层的客运站，每天有发往各地班
车ii0多班次，旅客日流量5000
多人次。底层1i00平方米的60
多卡摊档，和五至九楼的60套商
住房已售(租)完。四楼的宾馆酒
家已筹备就绪，准备开业。二、三
楼的180个摊档除已出租部分
外，仍有4200多平方米的商场面
积待租。热诚欢迎海内外嘉宾来
人来函洽谈承包或合作经营，一
律给予优惠。

交通商业城，致富铸功名。

．．．上一

父 通商业城

△兴宁市交通商业城

△兴宁市交通商业城落成庆典。前排右

起：全国政协常委黄甘英、中共梅州市委书记

谢强华、香港嘉应商会会长刘宇新、中共兴宁
市委书记曾超麟

q兴宁市交通发展公司经理刘兴宏在庆
典大会上致辞



兴宁市邮电局

骢 址：广东省兴宁市兴城
镇曾学路20号

局长、党组书记：陈汉文
副局长：王水源、李维明
党组副书记：黄继玉
电 话：(0753)3332986

一、邮电通信“八五”期末与“七五”期间的对比：

邮电业务总量完成5501万元．超额完成“八五”计
划数4650万元，比“七五”期末增长7倍。

<1 邮电业务收入完成5634万元．超额完成“八五”计

音划数4500万元．比“七五”期末增长8倍。

赢 邮电固定资产总投资1．9亿元，超额完成“八五”

占计划数1．4亿元．比“七五”期末增长11倍。
局 电话交换机总量达6．2万门，超额完成“八五”计

局划数4．96万门，比“七五”期末增长5．9倍。实装电话

长总数达3．69万部．超额完成“八五”计划数3．3万部，
陈比“七五”期末增长5倍。话机普及率达3．5部／百人．

汉比“七五”期末提高2．8个百分点。
又 二、通信能力增强。

1 995年．固定资产总投资7767．9万元。兴城移动
通信扩容24个，增加新圩、径南、岗背等3个基地站各
1+7个信道；完成梅州988寻呼台联网和组建我市

983寻呼本地台；增开兴一一梅和广一一兴DDN数据
通信网12个端口和32个端口；增开长途电路450条
等。

三、邮电业务增长。
1 995年，邮电业务总量达5501．41万元．比上年

△市邮电局办公大楼

增长43．72％。

四、企业效益增加。

1995年，实现邮电业务收入5634．38万元，占计

划112．23％。比增45．02％；全员劳动生产率(按业务
总量计)83230元／人，比增32．45％。

五、职工福利提高。
1995年，分配调整职工家属宿舍50多套，使干

部、职工生活有所改善。

△兴宁洋里邮电局新建办公楼



兴宁市第一中学

*宁一中始刨f i906

年，是市重点中学、广东省一

缎学幢。 贯“檀m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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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中高&教师37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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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达“省一级标准。有教学

★楼、科学馆、各科专用课

；j等；翥?葛；；昌i蒜： m”*颖、造mn特*}*m*馆

H}室、高速自动印刷机和太#148^，本科院幢114的。每}《*高等院校#目、
女§《统$功№q脑口备 ^省大{38^。参m±目市B球{枉输送丁不’人

自自地l 8000平方米的i动学科竞赛获奖的有32^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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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R。每年高考升学率都被誉为“国脚的摇篮”。著名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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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考t国家计划省大专“伟英(女)、郭亿军、梁锦标、东省模范集体”。r东省文
t的就有300^。其中重点张小文等都是这间学《输送明单位”等光荣称号。

豁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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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n^女i4

兴城镇是广东省兴宁市辖镇．

市政府驻地。1 959年i月建制人民

公社，l 988年设立兴城镇人民政

府，沿用至今。位于兴宁盆地中央，

城区面积lO 8平方公里．人口

105224人。扼闽、粤、赣三省要冲t

是通往广州、江西、福建龙岩、广东

汕头、梅县、平远、丰顺、五华等三省

10多个市县的要遭．粤东地区陆路

交通枢纽；是粤东重要商品集散地．

△*城填＆府m舟女#

以商业繁荣而著称。辖区有兴田、东
街、大新、河背、城东、城北、西郊、南

郊、宁江等0个管理区、办事处。产

业以商贸、餐饮、旅业、纺织、漂染、

轻工机械、化工、建筑、运输为主I农
业以种植水稻、蔬菜、淡水养殖业为

主，水稻年亩产历年保持“吨谷

镇”。从1988年起工农业总产值超

“亿元”t 1995年达到2 0944亿元，
l 903年被列入广东“南粤百镇”。

一△麟￡壬、《府《导成*

地址一广东省搓宁市兴城老街4号

办公室电话：(0753)3柏6178

衄码5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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