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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北京市东城区志》正式出版，值得庆贺o

《北京市东城区志》的编纂历时九载，数易英稿，凝聚了东城区各级领导、域

蠹各旁人士争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东城区文化建设的一

项重要成果。

《北京市东城区志》作为东城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忠，结束了东城区无志

的历史，有“利粪代而惠后人”之功效。

东城区是北京事中心城区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现

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域内就有古人类活动；西周以降，今区域有明确归属；

元、明、清三代，作为全国政治中枢和决策中心的皇宫坐落在域内o 1919年5月

4鸯，五霭运动在域内爆发，在以姥为开端的中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城内又

相继爆发了三一八运动、“一二·丸”运动等一系列萃命斗争。1949年lO月1

日，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中共

东城区委、东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为党政军首脑糖关服务，梵毽益扩大

的国际交弦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工作和生活服务”

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进行积极的努力和探

索，使东城区发生着霹新月异的变化。

志书乃一地之史书，一方之总览o《北京事东城区志》分门剔类、贯通古今，

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内容，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东城区的发展脉

络和历史轨迹，发挥存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东城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

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北京市东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6月‘v计T u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科学、准确、全面地记述东城区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为1995年底北京市东城区行政区域。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限力求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止于1995年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体。

五、本志采用编章节目体。以类系事，以事系人，除概述、大事记、专记外，分。．

设32编。编下设章、节、目。

六、本志人物事略本着生不立传原则，本籍客籍并重，排列以卒年为序。

七、本志中机构组织、单位名称和专用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北京市序号

中学均用简称，序号用汉字。

八、本志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并用的方法。辛亥革命前用历史纪

年，必要时前冠朝代称谓，后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纪年o+历史纪年用’

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前未注明世纪的即为20世纪。

九、本志指称，“解放”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行文中“党”、“中央”、“市委”、“区委”、

“党组”、“支部”，未指明具体党派者，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

十、本志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规定的法定

计量单位。1955年3月以前的人民币币值除注明外，均折算为新币值。

十一、本志所用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遗缺的由主

管业务部门提供。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籍、图书、报刊、回忆录、实物等。对确有入志

价值。但存有疑义的史料，本着有著存著、有疑存疑的原则，照实收录，不做定论。

十三、本志历史地名必要时加注现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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