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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1·

增城是我的故乡。得知本县修县志，由衷地感到兴奋和喜悦。盛世编史

修志，其效益是难于估量的。一本集地方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及其兴衰起伏的史料于一体的志书，对于为今天的社

会主义建设进行战略研究、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对于为人民群众了解县情、

乡情无疑会起着重大的作用。一本具有科学性、综合性的县志是全面的县情

资料宝库。编纂地方志，就一个县来说，称之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是当

之无愧的。

增城县建置始于东汉，以往有编纂县志的传统。旧县志保存了地理环境

和人文景观的可贵资料，但另一方面，又遗留着宣扬封建礼教和污蔑人民群

众的糟粕。令人遗憾的是，民国以后修志工作中断，80年来留下一片空白，

新的县志必须从头做起。编纂县志的同志们知难而进，经过几年艰辛劳动，

积累了大量资料。以开拓创新的胆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最新的学术探讨成果，还人

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此一切，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严谨

的学风，从而保证了县志较高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我翻阅了<增城县志>全稿，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翔

实的历史资料书。它一定能够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长久地发挥作

用。 ．

增城位于广东省中部，是广州至粤东各地的主要通道，并毗邻港澳，有

“黄金走廊”之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有反

抗压迫、反对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华侨、港澳同胞众多，他们爱国爱乡。

上述这些是增城的特点，也是增城的优势。这些优势，在旧中国得不到很好

利用，新中国成立后，增城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重大

成就。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1979年后，开放改革步子迈

得不大，从横向看，增城的建设仍相对地滞后，居于珠江三角洲兄弟县的末

座。近几年总结了经验教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城固有的优势发挥

出来了。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业绩，远远超过40年的总和。

2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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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一

其卓越成就为世人瞩目，是增城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o<增城县志>编纂

的时间下限为1993年，根据详今略古、放眼未来的原则，对此都有比较充

分的记述。这是值得称道的。

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增城撤县设市，为增城县近2000年的历史划

上了句号。这样<增城县志>编纂的资料，就和1994年建市后的开创事业

衔接起来了，为新设置的增城市今后现代化建设方方面面，提供了宝贵的史

籍。在1994年1月，我参加增城撤县设市的庆典时，写了首诗志贺：荔城

建县越千年，物阜民丰百卉妍；改革春风吹大地，迎来设市撰新篇。

在<增城县志>出版之际，我祝愿增城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征途上，前程似锦，再创辉煌!

吴介民

1995年1月于北京

(吴介民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中

国马列论文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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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增城县志>的出版，是增城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增城自后汉建县至今，已近2000年。在漫长的年代中，人民群众开天

辟地，创造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增城很早就是珠江三角洲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带之

一。被誉为广州东部的一颗明珠。

从修纂断限于清宣统三年的<增城县志>至今，已80多年。在这期间，

特别是近70年来，增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

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不断发挥主观

能动性，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向前。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

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增城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全力

求发展，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呈现出百业兴盛的大好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增城必将向更新的高度腾起!

增城素有修志传统，仅从明代永乐年间至清末，就编修县志13次。新编

<增城县志>的问世，是修志史上又一里程碑。新县志体例齐全，史料丰富，内

容充实，笔法严谨，不愧为存史之书、教化之篇、资政之册，将为建设增城、振兴

增城发挥巨大作用。各级干部应作为熟悉市情的资料宝库，作为资政的借鉴、

决策的参谋；革命老同志可作为回顾峥嵘岁月、焕发壮志豪情的乐章；各界群

众和青少年可作为认识家乡、增进乡土感情的爱国主义教材；华侨、港澳同胞

可作为了解乡情、沟通信息的索引；投资者可作为咨询情况、熟悉投资环境的

指南；旅游探胜者可作为寻访风景名胜、了解风土人情的途径。

我们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精心指导县志编纂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地方志办

公室，对在人力物力上支持修志的各部门，对参与、指导编纂或提供资料与

口碑的专家和有关人士，尤其对笔耕八载的主编徐亮及编辑部、办公室全体

同志表示谢忱!

张房有郑金榕

1994年12月

(张房有，原任中共增城县委书记，现任中共增城市委书记；郑金榕，原任增城县

县长。现任增城市市长)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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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由总述、大事记、35个专志卷及附录组成。编纂工作遵循实

事求是的原则，立足当代，回溯历史，面向未来，力求反映增城的历史、现

状和特点o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下限止于1993年。修志纪

略及附录适当下延。

三、本志纪年，清代及清代以前一般采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每节中

同一年号一般只注首次)；民国时期一般使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四、政区、政府机构名称，历代官职均按当时称谓。“中国共产党增城

县委会”简称为“中共增城县委”或“县委”。地名一般使用现行标准名称。

五、数字书写，按照国家有关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建国后统计

数字，主要采用县统计部门的资料，小数点后一般只保留两位数。

六、本志各种产值价格，除有注明外，均为当年价。

七、人物入志，以“生不立传”为原则，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因事系

人。不限生卒。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总述，有叙

有议；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九、本志使用标准简化字。对古代著作及旧志序言一般不加翻译。只加

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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