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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武威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遵循国务院《地方志工

作条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全面真实地反映武威市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准确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各行

各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人民群众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热情，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本志断限年代，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006年底。

部分图片和内容有所突破。

三、本志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谋篇布局，详今略古，

横排纵述。结构层次分为卷、章、节、目、项五层，部分项下设子项。

四、本志中述、志、记、传、图、表、录、考等多种体裁并用，以志

为主。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五、历史地名、计量单位、机构、官职等称谓，均依历史习惯。古

地名首次出现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历史纪年、各朝代年号

用汉字表示，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前者加

“前”，公元后者不加“公元”。中华民国时期的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

六、数字用法，执行国家标准GB／T15835--1995((出物

字用法的规定》。

七、本志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不使用“建国前、后”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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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物以传略、简介、表录等形式记载，正面记述。生不立

传。简介人物为党政军界正地厅级及以上人物、国务院表彰的劳动

模范、学术界部分正高级职称人物。表录人物为党政军界副地厅级

人物、学术界高级职称人物和省部级英模人物、先进工作者。入志

人物以武威籍(民勤、古浪、天祝县和凉州区出生)为主。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当代资料，多

从档案部门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社会调查获得。出现资料

不一致者，经考证核定后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部分

资料和数据参考、引用了新编的各县市志的有关内容。为节省篇

幅，所用资料和数据，未一一注明出处。

十、本志在征集资料时，个别部门、单位及行业，未按要求提供

资料，加之编者掌握资料有限，致使部分内容特别是人物收录记述

不全，有待以后修订时补充。

十一、本志以武威市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在记述历代内容时，

适当记述当时行政区域内的事物。

十二、本志的注释，采用脚注或括号注，当页编码，当页注释，

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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