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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编修村志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

载长岭村历史的发展脉络，真实地展现长岭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走过的足

迹，了解村庄之变迁，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此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忆往昔，长岭于清初建村，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封建社会

统治，遭受了殖民主义蹂躏，先祖们在这片热土上和睦相处、辛勤劳动、繁

衍生息。解放后，长岭村民在党的领导下，爱党、爱国、爱家，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经过60多年的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懈努力，团结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的伟大胜利。

看今朝，长岭社区依山傍海，地处风景区，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

富，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质朴勤劳的长岭居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开拓奋进，谋福民生，以和谐、平安社区建设为目标，以加快城市建设

为内容，积极探索“依托区位优势，发展壮大经济”的新路子，优化生产、

生活环境，推进社区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风雨历经300年，展望未来更辉煌o《长岭村志》的问世，对于加快长

岭经济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借助于村志，加深对长岭村

的认识，关注长岭，利用长岭的有利条件，参与长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谱写长岭社区更新更美更加辉煌的明天。

长岭社区党支部书记

长岭社区居委会主任 蚤j 1司1通Ij劣j劂1刚

201 1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长岭村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状况。

二、本志上限时间起自建村，下限至2010年，个别内容予以适当地上

溯和下延。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有述、记、表、传、录、图等内容，分篇、

章、节、目等层次。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个别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

指1949年6月1目前后，“建国”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五、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人物篇所记的劳动模范、党代表、人大代表指县(区)级以

上，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党、政、企、地方科级以上人员。

七、本志的文字、数字、标点、计量单位原则按国家规定书写，个别采

用习惯用语。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区(县)、街道和村档案及区志、族谱、口碑等，

经查对核实而取用。

九、姓氏繁衍表，上以族谱为准，下以户籍档案为照，没有族谱的姓

氏，只按照家谱抄写，供后人参阅和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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