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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部《惠东县志》在新世纪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付梓面世了，这是我

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大成果。谨此，我们代表中共惠东县委、县人民政

府，向为编纂《惠东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及关心、支持志书

编修工作的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地方志，通过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

状、自然与社会，融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于一

体，形成“一方之全书”，可以起到“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使

“前有可稽，后有所鉴”，为谋一方之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历史借鉴。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延续不断。惠东具

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传统。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至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惠东境内的梁化均作为县、郡的治所，成为古

代南粤为数不多的“名郡古县”，被称为“蛉东雄郡”。在此之后的历朝

历代，也都出现许多灿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惠东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广东省重点革命老区

县。但是，由于惠东县建制较迟，惠东从未有过自己的地方志，惠东境内

悠久的文明历史仅零星散见于《归善县志》和《惠州府志》，建国前后革

命斗争和改革发展的辉煌历史以及自然社会、风土民俗等亦尚未有一个完

整系列的记述。苜部《惠东县志》的问世，填补了“前无可稽”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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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属可喜可贺!

《惠东县志》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志书，遵循“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现状，力求体现当地环境资

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同时又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形成颇具时代特

征和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该“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合

理、记述客观，集中凸现和印证了惠东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如火如荼的

革命征程、与时俱迸的改革发展轨迹以及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这项艰巨

而浩繁的文化工程，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省、市地方志部门的指导

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由200多位撰稿、编辑人员经年累月、殚精竭

虑而合力完成的。从1985年6月成立县志办并着手准备修志开始，历经18个

寒暑，众手谋篇，数易其稿，终于瓜熟蒂落，脱稿付梓。可以预见，它的

问世，对于人们了解惠东、认识惠东、建设惠东、发展惠东将会起到“窗

口”、“钥匙”和“明镜”的作用。

通过修志，鉴古察今，稽前启后，资政诲人，服务于新时期的现代化

建设事业。当前，惠东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相信，只要全县

上下继往开来，群策群力，与时俱进，奋力开拓，就一定锯把惠东的辉煌

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续写惠东发展的新篇章。

值此《惠东县志》出版之际，谨为文以斯为序。

l，

中共惠东县委书记秀石叹

惠东县人民政府县长』1鲂毒
U

二oo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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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惠东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

治、存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

是地记述史实，力求体现改革精神，反映地方特色。

三、本志由志、述、记、传、图、表、录组成。志为主体，采用篇、章、节、

目四个层次编排，共设33篇、140章、449节。志首概述、大事记，志末为附录、编

后记。

四、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本志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上

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5年。

五、本志文体除概述和志中的综述可议论外，其余篇章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

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纪事本末体。

六、惠东县与惠阳县多次分合，且部分地域曾列入海丰县，本志记述地域范围

以1995年所辖范围为限。

七、惠东县全境于1949年10月解放，“解放后”一般记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简称“建国后”)。

八、行政区域、政府机构、职官、地名均按当时的历史称谓。古今地名有异的，

注明今名。

九、本志对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及民国纪年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清代

以前的历史纪年则用汉字。新中国成立前以公元纪年在先，夹注朝代年号；新中国

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记数与计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度量衡单位名称，一律换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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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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入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

以本县籍为主，亦载少数在惠东有较大贡献、影响较深的外县籍已故人士。人物只

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入表人物以在惠东工作者

为主，也收录在外地工作的惠东籍人士。

十二、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本县新编乡镇志、部门志、《归善县志》、《惠州府志》、

各级档案馆档案材料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有关口碑资料，均不注明出处；本书

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所缺部分则采用有关单位的统计数字；附录所辑，均

原文照录。

i，，。两，，，；；，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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