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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1·

新编《新会县志》已于1995年10月出版，其时间下限至1985年。为

赓续1986年至撤县设市的1992年7#-间的史事，特编纂《新会县志续编》。

此续编坚持求实存真的方针，尽力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字规

范，使新编《新会县志》整体完善，以达到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和存史的

目的。

编纂县志的续编是一项新的尝试。在广东省和江门市方志部门的指

导下，在新会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全体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续编终

于完稿付梓。由于经验不足，不当之处难免。恳望专家、读者指出疵漏，

纠正误笔，以为将来编纂新会市志提供借鉴。

是为序。

黎★节
一九九七年七月

(注：何羡松为中共新会市委书记

黎力行为新会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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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二

序 二

地方志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生生息息，永

无止境；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历史记录，它代代相济，永

不断章。

《新会县志续编》是一本断代志。一个县在出版第一部社会主义新

方志之后又编修第二部地方志，在我省，新会是第一家。

《新会县志续编》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从新会来说，1986年至

1992年，是深化改革、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大发

展，将这段历史详细记录下来，既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1992年又是新会撤县建市的时间，这部县志为“新会县"打下完整

的句号。从全省来说，它具有开创作用。对于探索续编的写法，有很大意
义。 ．

《新会县志续编》观点正确，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文字简朴。它和

《新会县志》(简称“前志’’)相衔接，有延续性；对改革开放的内容，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用新的观点作了较详细系统的记述，有现实性；

它以1986年以后的材料为主，也包括全县(市)一些最近累计材料，有全

面性。对于前志已有充分记述，1986年以后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内容，

如建制沿革、风俗习惯、宗教、方言、姓氏等，从略；对于“前志"有错漏

的则给予更正和拾遗补缺；既继承“前志"优点，又注意适当调整结构，
减少层次。总之，它是编得较好的o

《新会县志续编》将新会县的辉煌成绩载入史册；未来的《新会市

志》，必将是更加辉煌的篇章o

、 黄勋拔

一九九七年七月

(注：黄勋拔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例 ·3·

一、《新会县志续编》(下称《续编》)为新编《新会县志》的赓

续，上限自1986年起，下限至撤县设市的1992年止。

二、《续编》结构除《序言》、《概述》、《大事记》、《附录》外，

只设《政治篇》、《经济篇》、((文化篇》、《人物篇》等4篇38章。自

然地理、姓氏族源、宗教信仰、方言谚语、民风民俗、水文气候的情况，新

编《新会县志》已有记述o 7年来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从略。有关

人口的变化和军事、侨务的工作分别载入《概述》和《政治》篇。

三、立传人物，仍按。生人不立传夕夕．的原则。收录对象除7年来应立

传的著名人物外，对新编《新会县志》漏载的人物，均予补录。

四、《续编》记述的新增内容，如国土、监察、老龄工作等，则逾越上

限。
‘

五、1992年10月8日新会撤县设市后，有关记述如机构应称“市"，但

为保持县志记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仍以“县刀记事至1992年底止。

六、编纂《续编》‘的指导思想、记述方法以及对地名、职官、纪年、数

据的规范要求，悉依新编《新会县志》的《凡例》所述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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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濒I临南海。

新会，历史悠久，战国时为百越地，南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设新会郡，隋开

皇十年(590年)撤郡设县，1992年10月8日撤县设市。。新会”之名至今未变。

新会，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

长，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四季宜种，物产丰饶，有。鱼米之乡"，髫水果之乡"

与“葵乡"的美誉。

1992年，全县总面积1679．22平方公里，人口87．92万。共设置19个镇，364个管

理区，38个居民委员会，2471个村民委员会。县治会城镇o

1986—1992年。新会人民继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行科技

兴农，科技兴工，使全县工农业生产再上新台阶。全县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为19．61％。社会总产值年均

递增率为19．68％．o 1992年，社会总产值945165万元(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

比1985年增长2．52倍。其中农业128980万元，增长54．5％；工业699481万元，增长

3．98倍；建筑业39161万元，增长76。4％；运输，邮电业21034万元，增长2．02倍；商业

56509万元，增长2．6倍二

农业在基本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合理调整了生产结构布

局。农、林、牧、副、渔均取得大幅度增长。

农业(种植业)朝矗三高”方向转化。1992年，稻谷面积397139亩，比1985年减

少74583亩，总产减少7252吨。但稻谷品种向优质谷转化。是年，优质谷面积240629

亩，占稻谷面积的61．9％；蔬菜141650亩，比1985年增加41931亩，总产增加58262．7吨l

柑桔橙面积88951亩，比1985年增加21768亩，总产增加62024．9吨。j善他作物，花生减

少40834亩，总产减少4034吨；糖蔗减少41403亩，产减少155826吨。{旦1992年农业(种

植业)产值仍达59647．33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比1985年增长21．86％。

造林绿化成效显著。1989年．经省、市联合验收工作组验收，新会林业用地绿化

率为80．3％，农田林网绿化率为98．89％，沿海防护林带绿化率为100％，公路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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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8．4％，县城区绿化覆盖率为33．09％，均超过省定标准。是年，新会被评为广东省

第一个绿化达标县。实现绿化达标后，县委、县府作出口达标不松劲，再上新台阶”

的决定。1992年，全县绿化率87．9％，森林覆盖率32．6％，活立木蓄积量113．5万立方

米，比1985年均有大幅度增长。

畜牧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养猪养鸡由过去单家独户提供商品为主过渡到由猪、

禽专业户提供商品为主，禽畜品种由低产种向优质高产种发展。鹌鹑、鹧鸪、山鸡、

珍珠鸡等已普遍进入家庭餐桌。1992年，畜牧业产值28030．89万元，比1985年增

长58．5％。

副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92年总产值为8480万元，比1985年增长7．36倍。

渔业生产持续增长。1992年，塘鱼放养面积98944亩，比1985年增加28458．5亩，总

产增加16806吨。养殖品种除经提纯复壮的“四大家鱼”外，还发展了新优品种桂

花鲈、淡水白鲳、大口龙虾、珍珠位、鳗鱼、美国青蛙等。淡水捕捞、海洋捕捞产量逐

年上升。1992年，全县水产品产量80049吨，渔业产值30979万元，比1985年分别增长

1．4倍和1．3倍，连续7年超历史并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水利工作显见成效。全县在基本解决了旱患和有效控制洪涝灾害的同时，继续

贯彻“巩固改造、适当发展"的方针。7年来’，共投入建设资金13080．66万元，完成

土方2668．93万立方米，石方101．54万立方米，混凝土3．172万立方米，新建和维修配

套大小工程420宗，进一步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92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

60．76方亩，其中旱涝保收的56．28万亩。1989—199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水利建

设先进县。

工业以大办实业、追求技术进步为主攻方向o 1986—1992年，继续大刀阔斧调整

工业结构，实行国营与集体并重，县办与镇办齐举，使工业经济取得了高速稳步发展。

1992年，全县工业企业有4760家，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66家，集体所有制工业企

业379家，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4284家，其他所有制企业31家。工业总产值699481万

元，比1985年增长3．98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92年与1985年比，化学纤维36706吨，

～增长3．66倍；水泥407400吨，增长1．76倍；手扶拖拉机38942台，增长73％。1979年、

1983年，新会县合成纤维试验厂及新会涤纶厂两个化纤厂先后建成投产后，县委、县

政府即定出“两纶兴百业"、“葵乡变纺织城"的工业发展新目标。至1987年，先

后建成了县针织印染厂，织造一厂、织造二厂、无纺布厂、地毯厂，纤维母粒厂和锦纶

厂。其中纤维母粒厂于1986年4月建成投产后，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色母粒生产厂；

锦纶厂于1987年4月投产后，成为当时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锦纶厂。1992年，全县纺

织服装工业总产值19．8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8．31％，比1985年增长3．71倍。与

此同时，对传统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工业项目。1986—1992

年，县农械厂的手扶拖拉机生产能力除逐年增加外，还开始生产农用运输车(小四轮)。

1992年，该厂与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合作成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新会汽车厂，，。生产

“汉江牌’’微型汽车。是年，全县有13家企业开发生产30多个高新技术产品，两家

企业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新会电机厂一跃成为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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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共66家，总产值268266万元。其中超亿元的有涤纶厂，

锦纶厂、合成纤维纺织厂、农业机械厂、机电厂、纤维母粒厂和新盛纺织厂等7家。集

体所有制工业企业379家，总产值265778万元。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工业18家，

产值45208万元。新会工业已形成化纤、纺织、服装、精细化工、机械、电子、电力、轧

钢、造船、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造纸、食品、饲料、塑料、非金矿采选、葵制品等行业

的工业体系。大批企业的设备、技术和产品档次均达到国际或国内80年代末、90年代

初的水平。为新会工业今后的整体发展打下良好基础o

，建筑业有很大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中心的会城镇变化尤为显著。1986—1992年。新建房屋面积共351．4万平方米，年均

50．2万平方米，比1980—1985年年均9万平方米增长了5．5倍。城区面积扩大到28平

方公里，比1985年5．82平方公里扩大3．81倍。农村新建各类房屋面积共245．7万平方

米，各镇的墟镇建成区面积共21．15平方公里，比1985年的n．63平方公里扩大了81％o

运输、邮电业发展迅速。7年来，共投资4亿多元，改造建设水泥公路174公里，其

中一级公路42．7公里。新建100米以上长的大桥9座。结束了三江、睦洲、古井、沙堆、

小冈、双水、罗坑、崖西、崖南、牛湾、荷塘等11个镇靠渡船渡车的历史。对水路的干

流、支流航道进行了全面整治，其中崖门出海航道于1992年2月已完成首期疏浚整治

工程j 5000吨级海轮可进入新会港。1992年与1985年比，全县通车公路683．8公里，增

长13％；汽车7416辆，增长1．7倍；机动船2224艘、35659千瓦，增长44．9％和1．6倍；陆

运货运量42万吨，货物周转量2452万吨／公里，旅客周转量14339万人／公里，分别增长

1．8倍、2．6倍和11．4％；水运货运量198万吨，货物周转量13135万吨／公里，分别增长

57．9％和47．7％；港口吞吐量206．6万吨，增长1倍；市内电话用户16615户，增长8．3倍；

农村电话用户11404户，增长4．7倍。县内程控电话可以直拨全国360个城市和156个

国家和地区。电信业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还开办'了无线通信新业务。1992年，开办

无线寻呼用户13102户，电话图文传真业务217户，移动电话1466户，开办了公众信息

服务中心160电话信息咨询台。信息咨询项目有工商信息、旅游指南、消费指引、天

气预报、交通消息，娱乐热线、心理咨询。电话用户只要拨通160，信息中心通过电脑

信息库可向用户提供所需的信息。1992年，邮电业务收入5737万元，比1985年增长

12．56倍。

商业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营销方式从过去以采购商品为主，变为推销商品为

主；以零售为主，变为批零结合；以当地市场为主，变为当地、外地市场双向开拓；从

封闭的行业经营，变为本行业为主，多元化经营。1992年，商品购进总额429484万元，

商品销售总额407104万元，接收进口和进口11777万元，供应出口和出口12334万元，年

末库存43950万元。均比1985年有大幅度增长。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32289万元，比

1985年增长3．3倍。商品零售总额139537万元，比1985年增长1．57倍。对外贸易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外贸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

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轨道，外贸出口增长速度与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同步提高。全县

外贸收购总值，1986年为36190．9万元，1992年为62413．1万元，7年年均递增9．5％。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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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出口总值，1986年为7500．8万美元。1992年为18741．7万美元，7年年均递增25．33％o

金融系统已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

多功能的金融服务体系。1992年，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99611万元，外币存款余额1509万

美元，港币存款余额20663万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8．84倍、11．57倍和5．23倍。各项

贷款余额为人民币400227万元。外汇4914万美元，比1985年分别增长2．76倍和12．3倍，

保障了全县经济发展正常合理的资金需要。

财政收支大幅度增加。1992年与1985年比，全县财政收入23362万元，增长2．46

倍，年均递增19．4％；其中各种税收20863万元，增长2．1倍。财政支出17859万元，增

长3．77倍。上解支出9900万元，占财政支出55．4％o

人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1992年，职工工资收入人均4256元，农民纯收入人均

1565元，城乡居民储蓄银行年末余额人均3586元，比1985年分别增长2．03倍、1．44倍和

4．89倍。全县消费品零售总额117116万元，人均1338元，比1985年增长1．20倍。随着

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普遍从过去的自行车、缝纫

机、收音机，手表等“老四件"转向电风扇、收录机、洗衣机、电视机等“新四件”。

据1992年对农村80户抽样调查，每百户拥有量是：电风扇272．5台，收录机57．5台，洗

衣机15台，电视机91．3台，比1985年成倍增长。城乡居民住房，不仅面积扩大，而且

质量提高。新建住宅多是混凝土框架结构。楼高五六层以上，内有厨房、客厅，饭厅，

卫生间、浴室、自来水等设施。单家独户、别墅式的住宅也逐步兴建。参加国内游，

港澳游、海外游逐年增加，1992年，城乡居民参加国内游有11246人次，港澳游17574人

次，海外游382人次。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和思想保证。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体育，文物保护等都取得了新
成果。

文化事业有长足发展。除县治会城镇先后建成景堂图书馆新楼、冈州画院、新会

影剧院、儿童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外，还建有农村镇级文化中心16个，影剧院12家，

基层文化室276问，图书馆(室)175间。全县机关、学校、厂企、街道都设置有各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场所。每年都举办大型的歌曲竞赛和各种文艺作品成果展览。1986—1992

年，全县在省级以上获奖、发表、展览、录播的文艺作品共2060件。

教育事业成绩喜人。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

教育均处于江门市领先地位。1986年3月，新会被评为省中小学校舍建设特级县。

1987年12月，经广东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检查团检查验收，新会已全面达到九年制

义务教育的各项要求。1992年，全县新建、扩建校舍建筑面积37．3万平方米，投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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