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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

想，锐意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迈

出了新的步伐，创造出光辉的业绩。

值此盛世，政通人和，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

古通今，于1 985年始修《双阳县志》。这次修志，县志办。

公室的同志们八载笔耕，四易其稿，倍受艰辛，为双阳编

纂出有史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双阳县志》从本



双阳县志

县县情出发，溯本求源，上下贯通，力求明规律于兴衰之

内，寓褒贬于记事之中，一县风情录存其内，今昔纵横展

卷可得。这对于深入研究和认识县情，探求规律，对各级

领导实行科学决策，必然会有其重要作用；对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材，堪为服务

当代，惠及子孙的一方之百科全书。

《双阳县志》在编修过程中，吉林省方志委副主任王

季平、长春市方志委副主任翟象坤等领导多次来双指教；

省市方志部门的专家与学者悉心指导；县内各部门提供

大量而翔实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不顾

年老体弱，不嫌麻烦，为编修本志出力献策。当此成书之

际，我代表双阳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致以诚挚

的谢意!

因志书纵贯古今，横涉百科，历史跨度大，包括门类

多，加之历史资料不全，虽经反复核实考证，书中难免有

漏误之处，诚望读者指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深

信双阳人民不仅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也定能创造美好的

未来。

1 992年1 2月



凡例

一、《双阳县志》由概述、各专志、人物、大事记、附录五部分

组成。概述列志书之首，综述县情；各专志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为序，按事物性质分类，对相同的事物，不论其隶属关系．按事归

类，共设29篇，篇下设章，章下分节，‘节下设目。为了突出地方特

点，将梅花鹿从畜牧篇析出．单独设篇。乡镇企业也单成一篇，但

其统计数字包括在农、工、商等有关篇之中；人物，以本籍为主．本

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按革命烈士、革命干部、名人及能工巧匠

分类作传，党政领导主要传写已谢世的正县职并卓有贡献的人物；

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设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与人物均排在专志

之后；附录列志书之尾，收录不便纳入正文的重要文献，凡专志篇

中已有附记，不再重记附录之中。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从宣统二年(】91 O

年)设县时开始记述，对有些需要上溯的事物，适当地突破了上限；

下限记述到1988年末．并详异略同，以利反映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治、

‘---I-I-_．-r【7I}‘L-·_rL·I·7L--·_『}}·『_--I-I-r，’‘‘-I



2 双阳县志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四、全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文字

为主，辅以表、图及照片，力求符合新志书新体例的要求，增强本

志的可读性和立体感。

五、在经济、文化等篇之首，以无标题文字提示概要，因无题

文字属于简述，兼有议论之笔。

六、文体采取语体文，除概述和各篇无题文字有叙有议，叙议

结合，其余均用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资料之中。

必要之处有画龙点晴式的结论性论断。

七、入志的资料，除各个部门提供的资料外，大部分来自县档

案局的档案。一部分是查阅外地的档案和调查的口碑资料。

八、书中涉及的人名，都直书其名，不加其他称呼。为了反映

某一历史事实，必要的只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加上职称。

九、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汉字先书朝代年号，再

以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凡同一朝代同一年号在一处连

续出现时，只在首处加注公元纪年，余者不再加注。辛亥革命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民国之前记载的月日为农历，民国之后改为公历。

十、本志所称“解放后捧均指1947年7月21日双阳解放。政

区及机关名称．均指当时的名称。地名都按当时原地名记述，必要

时用括号注明今名。

十一、数据来源，解放前以档案资料为据，解放后一般均以县

统计局法定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再用各有关单位的数字。乡

镇企业产品不固定．】985年之前，县统计没包括法定数字之中．因

此乡镇工业产值加上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产值，大于工业总产值。

由于区划几经变化．涉及的当时全县数字是当时区划范围内的数

字。工农业产值均为1980年不变价。

十二、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除引文中照录旧时计算单位外，一

律按国家统一规定。将旧时的丈尺折成公里、米；斗、升折成吨、公

斤计算；垧折成公顷，每公顷以1 5亩计算。

十三、本志的数字书写不论整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4位以及4位以上的数字，采用3位分节法，节与

节之间不用逗点分节，用空半格分节。5位以上的数字，用万或亿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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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解放后币制经几次改变，书中凡未注当时货币种类者，均已

折成现在的人民币计算。

十四、本志的引文均采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在引文之后，

用①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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