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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1月成立，历时近十载，组成人员经过6次变动。

主任徐春华(1985年1月至1986年5月)

黄煜祯(1986年5月至1988年4月)

陈潮雄(1987年8月至1988年4月任副主任，

1988年4月至1991年3月任主任)

张伟乔(1991年3月至1992年3月)

黄兢基(1989年9月至1992年3月任副主任，

1992年3月起任主任)

副主任赖燕枢(1985年1月至1987年8月)

陈奇(1985年1月至1989年8月)

张兆雄(1985年1月至1988年4月)

郑康明(1985年1月至1988年4月)

叶景浓(1985年1月至1988年4月)

廖雨帆(1988年4月起任)

李俊龙(1989年8月起任)

张祝强(1991年3月起任)

陈仰望(1992年3月起任)【刘尔题(1985年1月至1987年8月)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包括先后任过委员者)

马应松毛保辉叶元泰许运兴冯寿源刘辉熊

杜志中张祝强张启文张冠炉张惠中陈潭逊

陈添来陈运发吴发祥杨增兰李道先利月婵

罗权安I钟声I钟佛燕钟新航钟新民黄增灼
龚流明黄志强彭林彭长远谢华蒋作绍

赖一新赖谷均廖雨帆潘滔黎业球魏百超

办公室主任陈奇(兼，1985年1月至1987年5月)

黎业球(1985年6月至1987年5月任副主任I

1987年5月起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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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邓铭培

龚火生

陈炎凤

《紫金县志》审定委员会

1991年1月成立。1992年3月，部分成员作了调整。

主任李俊龙(1991年1月至1992年3月)

陈仰望(1992年3月起任)

副主任张祝强叶锦棠

委员赖百蕴黄晋华黄进华马火林叶卓群

黄百良赖耀熙廖可参吴冠宏邓金保

陈添来李兆林黄志强杨增兰杜伟南

(任过委员的还有罗新豪、邓扶平，因工作变动，

未参加审稿工作)

主 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编 辑

绘 图

摄 影

工作人员

《紫金县志》编辑部

黎业球

丘子均(1991年5月调离) 陈炎凤钟金炼

龚火生 叶启青马兆銮蓝素兰曾金水

廖开让陈继兰温济权魏百开贺步云陈本生

邓月成钟天福邹雨情郭文才练立权叶盛祥

江林昌 刘志敏赖焱荣黄汉寰黄思成韦昌伍

张兆鹏简继来黄锦先陈世渊 (参加部分篇、章

初稿编写的有邓光陈匹舞何达人钟素标黄建伟)

郭文才李良灵龚瑞明 黄富阳 叶金昌 郑兆芬

梁博文朱满彭家山

李美容

月年

m伽伽至起起月月月

5

8

8年年年

6

3

3

8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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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啼开千门喜，东风吹入万户春。在全县人民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

际，新编《紫金县志》出版问世，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紫金是山区县，群山绵延，山川秀丽。不仅有众多的竹木、水力、矿产、

地下水资源，而且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古竹的越王石巍然屹立，南岭的文天

祥屯兵遗址依稀可辨，孙中山先祖的公馆旧迹尚存。

紫金是文明古邑，民风淳朴，人民勘劳善良，吃苦耐劳，热情好客，富有

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秋江、神江、琴江水世世代代孕育了许多仁人志士、名流

硕彦和英雄人物。

新修县志详尽介绍了紫金的资源、环境、物产、民情风俗，全面地反映了

紫金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为人们认识紫金、了解

紫金、建设紫金提供了一部完整的综合性资料书，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紫金是广东省重点革命老区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

期，本县就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反清斗争和讨袁起义。1927年，建立紫金苏

维埃政府和炮子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本县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震

撼东江，解放战争中，紫金人民配合粤赣湘边纵队解放了紫金。新中国成立以

后，全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团结奋斗，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后，紫金的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增，人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文化、教育、卫生各方面工作都有新的突破，交通、能源、

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紫金的面貌日新月异。日

月更新，古往今来，全县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斗争经历和光

辉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发扬光大。 ．

紫金古称永安，自明隆庆三年(1569年)建县至今，400余年问，曾经纂

修县志三次。第三次是清道光二年(1822年)。从那时到现在，时间相隔170

年。这100多年，正是中国经历变迁最多、最大的时期。如今盛世修志，填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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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空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其意义深远。在中断修志170年的情况下，

撰修新县志，工程是非常艰巨浩大的。《紫金县志》时经八载，备尝艰辛，为

书28篇，兼有卷首一帙及附录、续记、编后记，洋洋130余万言，溯古及今，

图文并茂，备述有加，比较客观地反映紫金的全貌。它的问世是全县修志人员

心血的结晶。谨向精于指导修志的上级领导、各有关专家、人士，向全体修志

人员，特别是四年来为县志出版而默默耕耘的编辑部33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

和敬意。

值此《紫金县志》出版之际，援笔数言，当与全县61万人民鉴古知今，群

策群力，兴利除弊，开拓前进，为建设文明富庶的新紫金而贡献力量。

是为序。

． 仫姒
季像裕

1992年12月28日

(黄兢基现任中共紫金县委书记，李俊龙现任紫金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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