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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共塘厦镇委、政府曾启动镇志编修工作，当时仅有李佛灼1人，至

1989年12月，形成约3万字的资料汇编，后编修工作中止。

2003 年 11 月，镇委根据市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精神，成立镇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由镇委书记、人大主席张国平，镇长叶锦河分别任正、副主任，编委成员由

镇主要部门、单位及村（居）委会领导人担任，从而形成了由镇委领导，政府主持，

各部门、单位、村（居）委会人员参与的修志格局。到 2008 年 2 月，《东莞市塘

厦镇志》付梓出版，共历时 4 个多春秋。期间先后经历了搜集资料、编写和总纂 3

个阶段。

2003年11月至2004年12月为搜集资料阶段。镇首先成立镇志办公室，并聘请

退休教师李连尝、黄润、杨绍华3人为专职编辑，负责全镇地方志编修事宜；其次

召开全镇地方志工作会议，对镇、村志编修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三是镇志办编辑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先后到市志办和兄弟镇（区）志办请教，学习交

流修志经验，组织人员参加由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修志学习班，提高业务

素质；四是通过各种形式，对各撰稿单位、村（居）委会专（兼）职撰稿员进行

培训。到2004年3月，全镇共有60多个单位、20个村（居）委会成立了编写组，共

有200余名热心人士参与，在全镇形成一个编修地方志热潮。与此同时，镇志办根

据市志办下发的镇志基本篇目，并结合塘厦实际拟定出《东莞市塘厦镇志》基本篇

目，全志共设20篇，后又根据市志办编辑刘丹意见，改设为23篇。接着镇志办人员

实行分工合作方式，明确责任，并按照篇目分头到有关单位、村（居）委会指导，

督促撰写分志稿或直接参与搜集、调查资料。期间，相继召开座谈会30余次，搜

集资料（包括各单位供稿）达150余万字，各编辑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改写。到

2004年12月，镇志初稿60余万字初步完成。

2005年1月至2006年7月为编写、反复修改阶段。镇志初稿形成后，经镇政府

同意，决定先报市志办审阅，然后再根据市志办意见进行修改。2月，市志办明确

由编辑刘丹负责对镇志的审阅、把关工作。刘丹在工作之余，不辞辛苦，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经4个多月的审校，分别从篇目设计、资料取舍以及语言文字等诸方

面提出修改意见，同时，还为镇志提供了民国期间的资料。之后，镇志办根据意见



·546·东莞市塘厦镇志

对志稿进行理顺，列出详细调查资料提纲，并采取召开座谈会、访问知情人、到有

关单位进行专题调查等措施，对志稿进行补充和修改。到2006年7月，镇志第二稿

顺利完成，并送市志办审阅。

2006年9月至2007年11月为总纂阶段。9月，镇根据市志办复审意见，决定为进

一步提高志书质量，尽快编纂出塘厦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同意聘请1名专家对

镇志进行全面系统地修改、总纂。期间，由刘丹推荐并经市志办同意，将志稿交由

江西省志办副编审刘以发审阅、总纂。10月，由于总纂工作繁重，刘以发在审阅部

分志稿后，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进行。11月，市志办派编辑姚少华接替刘以发的总

纂统稿工作。至此，镇志编修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首先，镇志办再次对篇目进行调

整，将全志分设为22篇；其次对志稿重新进行类分、归属，并按照调整后的篇目进

行整合、剪裁；再是对志稿史实逐一审校，对有关数据进行转换和统一；四是对叙

述方法、语言文字进行全面修改、润色。至2007年2月，顺利完成新篇目第一稿。3

月，为加快编修进度，镇志办制定了攻关方案。4月上旬，镇召开全镇地方志工作会

议，对全镇地方志工作进行再布置和督促，并对需补充内容的少数单位提出要求，

限定时间上报。4月底，镇志第二稿60余万字顺利完成，并复印近40份分送镇领导

和镇志顾问审阅。5月18日，镇政府又专门下发《关于征求〈东莞市塘厦镇志〉修改

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村（居）委会、办公室对镇志稿进行全面认真审校。6

月中旬，镇志办根据各单位意见再次进行认真地修改，同时与改动较大的单位进行

座谈，核对史实。7月，又相继召开对口单位评稿会10余次，组织镇志顾问评稿会

10余次，对志稿逐篇、逐章、逐节进行讨论，征求意见。8月中旬，镇志修改稿第三

稿近70万字终于脱稿，送呈镇领导审阅。9月底，经镇领导审阅并同意报市志办审

批。10月，市志办同意交付排版。期间，市志办主任潘朝明，《东莞年鉴》执行主

编刘念宇分别对彩图排印和志稿进行细致的审查，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2007年12月，志稿又顺利报送岭南美术出版社审批。2008年2月交付印刷。至

此，整个镇志编修工作全面完成。

《东莞市塘厦镇志》的编修，始终是在镇委、镇政府领导下进行的。镇党委书

记、人大主席张国平，镇长叶锦河曾多次过问修志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镇委委

员、党政办主任黄国文直接抓镇志编修工作，多次主持召开全镇修志工作动员会、

座谈会、协调会；计生办主任李忠铭多次到镇志办了解情况，关心镇志工作进程；

党政办副主任陈广莲及时了解修志进展情况，解决修志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到镇

志办嘘寒问暖，关心编纂人员的健康和生活。这些都给予编纂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与

鞭策。在编修过程中，还始终得到了镇志顾问、离退休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

心与帮助，尤其是数名顾问不顾年老体弱、不辞辛苦，多次对镇志进行审阅，提出

意见，校正史实，为镇志编修做出了贡献。《东莞市塘厦镇志》的编修，还始终得

到了市志办的业务指导与支持。尤其是市志办主任潘朝明对镇志的编修工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镇志编修工作中的问题。《东莞年鉴》执行主编

刘念宇、编辑刘丹多次到塘厦了解修志进展情况，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直到最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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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刘念宇仍对志稿字酙句酌，对文字进行敲定。在此，对所有参与镇志编修的单

位与个人以及关心、支持本志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修志工程浩大，加之历史久远，资料匮乏，更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志稿难

免有错讹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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