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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现任

主任黄波

副主任黄真久 朱万和 刘承忠张忠海 ．

委员吴云江 陶景生 韩跃东王彦 刘景全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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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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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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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明

李玉信

傅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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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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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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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久

杨家生

于真

张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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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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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

王曜午

殷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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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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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啸

《洮南市志》总编室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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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忠海(副编审)
副主编马士超樊秀云(实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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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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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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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世世代代，洮儿河哺育着这方

勤劳勇敢的儿女；历尽沧桑，辽阔的洮南大地演绎出一首首雄壮的

史诗。

洮南历史悠久，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清光绪三十年，(1904)

设治，为奉天省之一府。1913年撤府设县，1929年废道存县后为辽

宁省治下一等县。近百年来，朝代更迭，异族入侵，兵匪为患，天

灾人祸，洮南的流岁坎坷而悲壮。为开发解放这方土地，曾涌现一

大批贤达名流、仁人志士；为捍卫、建设这方土地又涌现无数英烈

和先锋楷模。其经验可资可鉴，其业绩传古流芳。

追溯往昔，洮南修志之善举实乃久远。自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始至1929年止，曾编修《洮南府乡土志》、 《洮南县

志》和《洮南县事情》，在人文历史、自然风貌、风俗民情等诸方

面留下了珍贵资料。但由于时代、观点的局限，尚有轻重倒置、是

非混淆、褒贬失度之处。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编修新的《洮南

市志》，成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盛世修志。改革开放为洮南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发展，也为洮南

方志的编修提供了新的机遇。1984年7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全

体工作人员翻阅档案、摘抄资料、广征博采、历尽辛劳，用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时16载，几易其稿，终于使

100万字的《洮南市志》付梓问世。这是全市几百名参与修志工作人

员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洮南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它必

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作用。

《洮南市志》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得益于吉林省和白城市地

方志工作部门领导、专家和学者的及时指导和大力支持，凝聚着

《洮南市志》十届编委会领导和所有参与修志人员的心血。借此



《洮南市志》即将问世之际，我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深

深的谢意。

纵览《洮南市志》，内容翔实、纵贯古今、横跨百科、包罗万

象，是洮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是洮南风土人情、地理自

然的演变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的洮南百科全书。它将为我

们了解洮南发展的历史，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可靠的科学的依

据。一部《洮南市志》，是一套难得的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好教

材，它将激励全市人民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的把握和建设今

天。新编《洮南市志》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它将使44万洮南人

民的聪明和才智，得以沿袭和发展；使民族传统与美德，得以继承

和弘扬。

我们坚信，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伟大征程中，有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有全市人民的万众一心，昂奋努力，载入明天史册

的，必将是更加富庶繁荣，更加文明美好的新洮南。

中共洮南市委书记王曜午

洮南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波

二o O o年一月十五目



凡 例

一 《洮南市志》，上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下5艮1987年。

根据需要，部分内容渊源至事物的发端。

二全书开篇设《概述》，以概括全貌，提示内在规律；大事记

置后，以编年体为主，个别采用记事本末体。

三本书体例，采用志、记、传、表、录形式，以志为主；采用

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方式，力求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体现地方

特色；结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散

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

五传略遵循“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的原则，人物排列以卒年

为序。

六本志称“解放后"，指1946年1月29日洮南解放后； “建国

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七本志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缺的则采

用各部门提供的数字。

八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记叙体，现代规范语体文；文风力求严

谨、朴实简洁。文中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个别表述情况，采用汉

字小写数字。

九本志历史记年，清朝使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成

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资料，多源于各级档案、图书部门的馆藏资料和县直各

部门编写的志稿(或资料)，少量为当事或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

凡入志资料均有据可查，但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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