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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心赞助《梅豚丙村镇志》出版经费(3000港元以|^-)

褚绑貌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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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丙村镇地处梅县东部，东枕阴那，襟带两江，山川秀丽，物阜民康，人文蔚起，昔为丙

村三堡之中心，梅县三大圩镇之一。千百年来，丙村人民代复一代，历尽沧桑，艰苦创业，

布播文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镇人氏齐心协力，进

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丙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氏经济和各项事业得

到全面发展。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l亿多元，成为梅县第二个亿元镇，出现社会稳定、

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局面。为全面记述丙村镇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加强对

地情的研究，中共丙村镇委和丙村镇人民政府于1989年秋，组织人力，着手编修《梅县丙村

镇志》，经过编纂人员两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于1992年初定稿，1993年10月出版，正所谓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黟，实为丙村的一大喜事。这是时代的新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成果。

《梅县丙村镇志》是丙村有史以朱的第一部地方志，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地域

性、综合性和科学性。编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穿古今，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对丙村地方千百年来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

物，特另l】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后，丙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

取得的成就茂其经验教训，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综录，突出丙村“文化之乡"、 “华侨之

乡秽， 拓足球之乡黟的地方特色。尽管志书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

地亏性文献，起着“资治，存史、教化"之作用，并将促进丙村“两个文明矽建设的发展。

丙村是我的故乡。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工作、战斗在丙村三堡和韩江一带，1945年

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羁恋鸟旧林，池鱼思故渊"(晋，陶渊明诗)，数十年来，对家乡

人民和故乡的一草一木仍怀思念之情。近年来，因工作关系和有关家乡建设曾多次回乡，目

睹家乡的巨大变化，内心极为感奋。此次《梅县丙村镇志》稿成，编纂领导小组嘱余作序。

借此机会，向家乡父老问好。并祝愿家乡建设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谢文思

1992年冬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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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名为《梅县丙村镇志》。全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组成。志首设概

述，综叙镇情，总摄全书，为全志之纲，设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丙村地方发生的大事、

要事，为全志之经，志为主体，采用篇、章、节、目4个层次编排，共设5篇，计27章110节。

依次排列是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后为人物，末为附记，辑录断限后的大事、要

事，以补正文。概述、大事记和附记均不列入篇的序列。

二、本志取事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丙村地方设锦洲，金盘两堡起，上限尽可能追

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7年，个别处有所下延。下限后的1988年至1993年上半年的大

事、要事作附记入志。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丙村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综合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8年的史实。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随文设置。

五、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立篇章，对镇内相同的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按事物性质

入篇。

六、本志按志书惯例，生人不立传。凡在世人物贡献大，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在大事记

和有关章节中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革命烈士除专r丁立传者外，

另编英名录。

七、本志篇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秒的

用全称，其后则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舻，所称“解放后黟，系指1949年5月丙村解放

之后。记事中凡简称“党黟和“党的"是指中国共产党。

八，历史纪年：民国和清代之前均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九，政区及政府、官职等名称，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I地名名称，一般用现行

标准地名，如使用历史地名时，则注明今名。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记数与计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

名称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度量衡单位名称，一律换算成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采用公制。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名称，不便换算的，仍采用历史习惯名称。

十一、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部分为记事本末体。除

《概述》和篇章中的《综述》带有夹叙夹议外，其余均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叙

之中。

十二，本志资料大部来自县、镇和部门的档案材料及旧志书，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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