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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

原岑溪县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

“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创造了撤县设市的条件。经申请，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EI发出通知：根据民政部《关于广西

壮族自治区撤销岑溪县设立岑溪市的批复》，国务院已批准岑溪县撤县

设市，以原岑溪县的行政区域为岑溪市的行政区域。这是岑溪县社会发

展的一个历史转变，是岑溪人民的大喜事。原编纂《岑溪县志》，在这时

也即将付梓。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为，应将《岑溪县志》改为《岑溪市

志》，在原县志稿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将80一90年代编纂的新志

书《岑溪市志》作为岑溪撤县设市的献礼。谨识。 ．’

中共岑溪市委书记 肖军忍

岑溪市市长江涛
一九九六年五月

／



序 二

新的《岑溪市志》，即将付印问世了。初训是岑溪人，生于斯，长于

斯，也服务于斯；世蒿来岑工作已二十多年，与岑溪人民共同生活、共同

工作，同甘共苦，也可说是半个岑溪人了。’我们两人都先后担任过县志

编纂委员会主任，这本新的社会主义地方志《岑溪市志》的编成付印，不

仅我们感到欣喜，相信全县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是十分高兴和

欢迎的。

地方志的作用，是“资治、教化、存史”。岑溪从明代开始曾先后由政

府或个人编过七次志书，现在能看到的仅剩下两本：一是民国23年

(1934)重印清乾隆四年(1789)编的铅印本，全书约8万字；一是解放后
1960年编成的《岑溪县志》初稿油印本，全书约37万字。前者成书于闭

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后者编写时又适逢“左”倾思潮出现的年代。虽然两

志都为本县不同时代记下不少历史资料，但两志与现在相隔，远的已有

200多年，近的也有30多年，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时代局限性，内容不

全、观点偏颇等问题的存在是在所难免的：即使这样，两志现在能保存

下来的已是寥寥无几，已属于珍本、孤本。这就使我们更难了解本地方

的历史，更谈不上资治和教化了。盛世修志，1981年，成立县志编纂委

员会，组织编写人员，从事新《岑溪市志》的编写，投入这一工作的采编

人员共200多人(包括市志、专业志和乡、镇志)，他们查阅和研究了大

量的古籍、府志、省志中有关本县的记载和本县现存的两志书以及档案

资料，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作为编写本志的资料依据。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编写了这本门类齐全、资料翔实的新《岑溪市志》。它包括了

本县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备方面的丰富内容。据此不但可以

了解市情、乡情，有助于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决策

时参考，还可以从记述的历史和现状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它不仅服

务于当代，还将惠及后世，是岑溪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



成果。
。

解放以后，本市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失误，受过挫折。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

拓，大胆探索，在开展外引内联，吸引外资，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

业，为加快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2年6月，自治区对外开放

会议在我市隆重召开。《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个会议时把岑溪誉之为“广

西的深圳”；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深感名实难副，绝不能因此

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全市党组织和各级政府，要领导全市人民继续

努力，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使

岑溪更加繁荣昌盛。到下一世纪再续编新志，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陈初训李世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三

读史使人知兴衰，读志令人明今古。新《岑溪市志》之出版，对于通

地方之古今，明往昔之交替，拓展岑溪之未来，均意义深远。

岑溪历史悠久，社会变迁，先人业绩及人文风俗诸方面于市志中应

有记载。盛世修志，为“资治、教化、存史’’也。

岑溪山青水秀，气候温和，河流纵横，地藏瑰宝，自然资源十分丰

富。新中国之建立，加速其发展之势；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生

息繁衍于这块土地之人民，在原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乘国家改革开放

之东风，凭开拓者一腔之热血，上下一心，努力拼搏，创造辉煌业绩。进

入90年代后，我市以天生丽质之“岑溪红’’花岗岩为龙头产业，带动交

通、能源、通讯、城镇建设以及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蒸蒸日上，

农业综合开发硕果累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诸方面走上快车道，成为“广西农村经济实力十强

县"之一。1 993年与1 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4倍，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5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8．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4

倍。岑溪被誉为广西改革开放先进县。

社会安定事业旺，政通人和百业兴。编纂《岑溪市志》乃岑溪万民之

共同意愿。编志人员f历十二春秋，笔耕不已，更有专家学者莅临评稿，

修改补充，数易其稿，市志乃成。此百多万言之巨著，内容甚丰，涉及面

广，自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概括其中，可谓洋洋大

观。有此市志，便可遗泽后世，激励今人后辈爱我乡梓，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在岑山溪水之中再创辉煌，是为序。

／。

廖春林江涛



凡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详今略古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及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市

，情，统摄全书，必要处略加议论。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相结合，记述建置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各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共分32编130章、442节。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力

·‘求图文并茂．o
。

三、本志在记述上尽可能做到纵不断线、横不漏项、详述当代，下限
‘

_般截至1 990年底，大事记及部分编章内容，根据需要和可能，延至定
‘

稿时止。
7

四、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卒年时间先后为序。烈士英名录中

所收录的烈士以民政部门确认的为准，以牺牲时间先后为序。人物表中

的人物，重在近代和当代。行政职位在副厅级以上者，技术职称在副教

授或相当于副教授级以上者，军职在副师级以上者，凡属本县籍的(含

在外县工作的)或外籍在本县工作的，不论生卒，均尽可能收录。

五、数字、纪年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
j

j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本志所记“解放’’前后，

以本县解放时间1949年11月28日为时间分界线。

’六、地名、政区及机构名，有时间性的，均用当时名称；无时间性的，

则用现名如岑溪市、市政府等。地名如古今有异，加括号注明。计量单．

位，解放前的按当时习惯使用的记述；解放后，一律以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货

币，原则按各时期的计算单位记述；解放后的人民币，一律按1 955年币

制改革后的新币值计算占 ．

“

’

七、解放后的统计数字，基本上以县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数为准，

如统计部门无该项统计数，则以经核实的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入志。



八、本志资料来自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图书馆、档案馆、正史、旧

志、族谱、碑记、有关报刊、专著、历史文物以及知情人的口碑资料，经考

证核实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记述的距离，除县境纵横距为直线距离外，其余均以当时

驿道、通行道、公路的里程计。

十、本志选用或引用的古文，为便于阅读，由编者加上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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