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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 "盛世修志"是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志载盛世"是我辈理应承担的光荣使命。

《青冈县志>> (1986 年 - 2005 年)历经十载铁笔耕耘，几易其稿，得成鸿篇巨制。 实为全县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新续修的可青冈县志》详细地记录了 1986 年- 2005 年间，青冈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是继《青

冈县志>> (1905 茸 - 1985 年)编辑出版之后，我县又一彪炳汗青的史作。 集聚着全体编寨人员的汗水

和心血，值得敬慰!

两部青冈县志记载青冈百年历史。 百年青冈世事沧桑，陵谷交替，养育众多的菁英先杰，积淀深厚

的人文历史。

现如今的青冈人，革故鼎新，激浊扬清， ßl市前行，他们果敢地走出家门，放眼全国，亦工亦商，

发家致富，或筑巢 51凤，繁荣家乡 。 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衣择品质，食择配餐，住选楼房，行则乘车，

已不在是青冈人的奢求。

新续修的《青冈县志)) ，依时为序，纵贯历史，横陈百科，体例完善，客观地反映了 1986 年- 2005 

年间青冈县的全貌。既有宏观统揽，眼底尽收全县县貌又有微观细察，沧桑世事，志中了然。全志溯本探源，

彰显地方特色;略古详今，突出时代风貌。 一志在手，犹如全县在胸，从政者，可观兴废得失、察古知今;

为民者，可知桑梓月明 、 发展艰辛。 其"借往喻今、经世致用"的意义不可估量，是我县文化建设的又

一重大成果。 全体编篡人员功德可彰!

修志之意，旨在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青冈县有着值得骄傲的过去，也创造了今天的引以为豪，更

有着明天的令人向往，生长在青冈这块土地上的 51 万人民将扬长避短，科学决策，以史为鉴，勇于担当，

再给蓝图，再创佳绩。

中共青冈县委书记 王雪峰



序 -
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古今皆然。 《青冈县志)) ( 1986 年 - 2005 年)饱含着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

凝聚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全体编篡人员的辛勤劳作，终于编竣付梓。 这实为是全县人民的一大盛事!

作为编篡委员会主任，尤感欣慰。

新续修的《青冈县志》是一部本地"百科全书全面、系统、 真实、准确地记述 1986 年- 2005 

茸间青冈县历史发展，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情况，客观地反映了青冈县全貌。 是继《青冈县志》

( 1905 年- 1985 年)编辑出版之后，我县文献研究领域取得又一成果!标志我县史志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新续修的《青志县志》共有 180 多万字，尽叙青冈人文圣变之要略，详记青冈菁英贤杰之功德，反

映青冈经济文化之衰盛。 编寨人员力求存真去伪，努力突出时代特色，十年寒暑，数易其稿，终成鸿著。

他们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值得钦佩!

统览全志，涵盖厚重，结构严谨，溯古通端，体例完备，行文流畅。 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事物规律，把握发展脉络，是非曲直，皆不讳言;经验教训，成

败得失，秉笔直书。 既有宏观鸟瞰，一县概况，尽收眼底;又有微观透析，沧桑巨变 、 志中尽观。 如卷

在手上，全县了然。 让治学者读之为史，让从政者览之为镜。

地方志是一地最集中 、 最丰厚的地情资料和信息载体。 一志在手，洞烛县情; 一志相承，教益民众。

鉴古知今，才能继往开来;前赴后继，才能薪火相传，借助这部县志的出版，诚望全县人民，继先辈壮志，

扬拼搏精神，聚集体智慧，尽民众之力，施发展大计，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尽力献策，力求人尽其力 、

物尽其用，把青冈县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志书修撰工程浩繁，虽经多方努力，精雕细琢，但差错疏漏难免。 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次修志

时纠谬补遗。

青冈县人民政陆拍多



凡例

…、《膏肉县志》以马列主义、电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亵重要思想为指峙，

坚持科学发展观。时事求是，离观点子事实中，以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统一。

二、本志上限时间为 1986 年，为了对…事物叙述的清楚，保证事物的指摄性，部分内

替适当上溯。下限为 2005 年。

二、本志是原《青冈果志>> 1985 的模志。两部志共实录了青冈县百年历史，较详细记

述了青冈县 100 年间的政治、文化、科技、教商、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大事、要事。

四、本志遵循"横排竖骂，以横为主"的原则。采用篇、章、节、目四级结构形式编写，

…般篇下无题序。

五、本志采用诺体文记述，运用记、述志、传、阁、裴、策等文体、以志为主，罩在记煌。

六、本志资料来源有梢蔬资料，统计资料，有关单位专业志稿，也有一部分活资料，修

恋人员对 1500 万字的资料，经认真细读取舍，反复参证，力求准确无误。

七、本志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生可入志"的原则，以简介事迹为主，嚣在记述。

八、本志中亵格编制了索引 O

九、本忘记述所用文字，均按国家语富文字盎会颁布的《简化字总表》执行。

十、本志所使用的数牢，抱大多数数字使用《膏冈县回民侵济统计资料》上的数字。地

名以《蕾肉县地名策》为准。



QING~ANGXIANZHI 

青冈县靖河凤光

晗一黑公路膏冈段

青冈县夜景



在陆(

青冈县中央大街夜景

青冈县中央大街街景



青冈县商贸城

青冈县万寿菊

QI~GGANG XIANZHI 

膏冈县青化
民爆器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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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

青冈县怕
景家园小区

中共青冈县委、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青冈县
实验小学



INGGANG XIANZHI 

青冈县中医院

青冈县第六中学

青冈县第一中学



在县志(

青冈县人民公园

青冈县博物馆披毛犀

青冈县博物馆猛码象



QI~豆豆ANGXIANZHI

青冈县牧业

晗一黑公路青冈段



在时(

青冈县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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