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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少小离家数十载，戎马倥偬两鬓白。喜得新志案头阅，乡情依依暖心

怀。 ．

长汀是我的故里，民风古朴，好客热情，常使人忆起孩提时憧景。那

秀丽的山川，红色热土，无不萦回在心。它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唐开元

建县，已逾一千二百五十余载；它是八闽客家的首府，在这块沃土上孕育

发展了客家文化；它是中央苏区的重镇，素有“红色小上海”之称。1 932年

初，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均先后成立于此，时为福建的政

治、经济中心。正是在那火红的年代，我加入了红军，投身革命。阔别家

园，南北转战数十载，。弹指一挥间”。建国后，偶遇公务机缘，曾返眷恋之

故土，看到古城新貌，山河变迁，心中甚为欣慰。但政务冗忙，来去匆

匆，终有走马看花之憾。今喜得《长汀县志》贯通古今，载百业之兴衰，

记古城之新颜，乡情>--j俗，兼收并蓄，客家人的开拓进取，．老区人的精神

风貌，一一展现眼前。新编《长汀县志》付梓无疑有。资政、教化”之功

能。中共长汀县委，长汀县人民政府率修志仁人，几易寒暑，辛勤耕耘，

书长汀人民艰苦创业拼搏奋发之举，志社会主义伟业之功，服务当代，惠

及子孙，实乃可喜可贺。祝父老乡亲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发扬老区

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把家乡的山山水水建设得更加富饶美

丽，愿家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鹏程万里。

长汀方志委的同志嘱我作文，以为《长汀县志》序，谨以前言聊当序

言。

杨成武

1 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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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长汀县志》编委及总编室的全体同志，秉着对党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

度负责精神，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一丝不苟，几易寒暑，现经省、地审

定，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百万余言巨著。新县志的付梓是长汀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在此，我对参加新县志修志付出辛勤

劳动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新编《长汀县志》是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

而成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地方文献。

长汀人民既有客家人开拓奋进的优良传统，又有老区人的革命风采。

长汀习称汀州，历史悠久，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也是客家发源

地，汀州有着客家人勤劳纯朴、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著称于世；‘长

汀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七处之多，居全

省之冠。汀州的山山水水无不闪烁着革命先辈留下的光辉业绩。

新县志集古今之大成，汇百科之精华，融。资政、教化、存史”为一

体。它记述了客家人披荆斩棘艰辛创业的步步脚印；也浓笔重彩地书下了

老区人民为革命前赴后继的奉献精神。我们开卷披阅，既可了解长汀各项

事业的过去和现状，也可知道长汀人民在那艰辛跋涉的岁月里始终与党风

雨同舟的精神风貌。鉴古而知今，知今将创未来。当前，长汀人民在党中

央、国务院、省、地委的领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地

沿着党的十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用好用活

用足各项政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山区发展

步伐而奋发图强。适逢盛世良机，出版《长汀县志》，深信它将对全面振兴

长汀各项事业发挥其。资政、教化”之作用，为长汀人民大展鸿图做出贡

献。

中共长汀县委书记

廖桥榕

1 9 9 3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

编纂。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一般均上溯自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7年，个别事物有

适当延伸。

三、本志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穿插

其中，录为补充。除《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外，各分志均以横分门

类，纵写史实的记事体进行记述。根据科学和社会分工实际，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物

质、后精神、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排列顺序。全志设38卷，每卷一般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

四，本志设有《苏区述要》，苏区采用公元纪年，集中记述自1929年3月至1934年

10月长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风貌和革命老根据地的建立与发

展业绩。

五、《人物》分传、表、录三部份组成，凡籍隶本县或虽籍隶他县，但对本县历史或

社会发展有所建树，对长汀人民有过贡献的已故人物均予立传入志．有代表性的反面人

物，亦予写传，以示惩戒。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1987年仍健在的对本县历史或社会

发展有所建树．对长河入民有过贡献的英雄、模范、学者、名流、县以上党政军负责人，均

用人物表的形式入志。已立传者，不再人表，经省以上部门认定的烈士入英名录。

六、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除部份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少数有

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一律采用国家正式颁行的简化字，行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流畅。。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地名、历代政府、职官、均按当时历史习惯称谓，不另加政治

性定语。民国以前(含民国)先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地名书写，凡记述历史沿革用原地名，

必要时注明今地名。

八、本志数字书写，习惯用语、词汇，成语、表述性语言中数字及数字专门名称应用

汉文数字表述。志书中公元纪年时刻、年龄、百分数、分数、统计数，应用阿拉伯数字表

述。单独使用的个位数、整数和约数，用汉字。

九、本书资料，除部分以搜集采访的口碑资料外，其余均选自各级档案馆，各部门提

计局年鉴数据．未收入统计年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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