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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志》编就出版，是琼中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

成果，是全县人民值得庆幸的大事。．

琼中县地处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北麓。半个多世纪来，琼中县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1948年3月建县后，特别是全岛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

义改造，接着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琼中社会主义发展

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琼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

局面：粮胶茶果丰，农工贸旅兴；万众齐开拓，黎村苗寨新。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将琼中一地的社会发展和伟大

变化记述下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使命。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琼中的历史和现状，为各级

领导机关制定决策，拟订工作计划，发展琼中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乡土教材。功在当代，惠及子孙。我深

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建设灿烂辉煌的琼中是大有裨益的。 ．

这是琼中第一部志书，编纂工程浩繁。它的编成出版，得力于县志办公室的

全体同志的辛勤劳作，得力于各单位的密切协作和支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指导帮助。值此县志出版之机，遵嘱为序，既对这一文化建设成果表示祝贺，也

向有功于县志编纂的所有人员深致谢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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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一 凡例

， 凡 例．，～一 -．·一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琼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及附录组成。概述和大事记列于志首，统摄

全书。各专志按疆域建置、自然地理、农业、水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

税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军事、公安司法、劳动人事、

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人物排列，共20编74章296节，是本志主

体。志末附录各种文告、诗文史料23篇。

．．三、本志贯串古今，上限不作硬性规定，下限止于1990年。 一

‘四、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文体编写。述提要，记叙事，传载人，图

含图和照片，表统计、罗列，录辑存。以文为主，图、表为辅o』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后以公元纪年。

年代前未写明世纪即为二十世纪。 ，．

。

”

六、入传人物以本县籍人士为主，兼收客籍人士。“生不立传"，有突出业迹

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或以录记载。 。

--七、文中“解放”指1947年本县解放，“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行文中

出现“党"而未写明何种党派系指中国共产党。地名以县地名办核定的为准，历

史地名括注今名。军事编中“共产党部队’’所用代号均为曾用与现用代号。

八、数据以县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为主，统计部门阙如，用有关部门数据。

九、数字书写。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词和

表述性语言中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元的年、

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一
‘7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各部门及旧志书，部份来自社会调查。
t。

‘一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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