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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一大

长春

的政

详今

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变化。

朝阳区是长春市的一个新兴城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入

长春后，将长春定为伪满洲国首都，强行将这一地区30多个

村屯迁走，进行所谓国都建设，使这一个地区成为伪满洲国

政治中心和开发建设的重点。长春解放后，朝阳区有了统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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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区划建制，1955年正式定名为朝阳区。解放四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朝阳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发展建设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完善、文教

卫生事业发达、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区o《朝阳区

志》系统地记录这些光辉的业绩，是朝阳区历史的真实写

照o

《朝阳区志》既反映历史风貌，又体现时代精神，可以充

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

史问题。在方志体裁上有继承，也有创新，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突出朝阳人民

艰苦创业，改变旧城区的活动；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新成就、新变化、新风貌。目的是真实地反映朝阳区今昔的

历史发展过程，使全区各级领导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历史和

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为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和资料依据；为向广

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朝阳区志》的出版是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

在此，我们谨向参加编纂、审定、提供资料和为支持区志编

纂、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忆往昔，朝阳人勤奋创业，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看今朝，

朝阳人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

任感，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努力用我们辛勤的

劳动抒写朝阳的新篇章。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2年9月18日

，Ii—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长春市朝阳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采取篇章结构，各篇并列，篇下设章、节、目等层次。全书

共21篇，83章，297节。并设《概述》、《大事记》、《杂记》，约50万字。

三、本志上限一般在1931年，下限到1988年止D个别需要溯源的

事物则适当上溯。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

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按编年体和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六、本志以文字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使用当时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

命后用公元纪年。本志称“解放后”系指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

后。“沦陷时期”系指1931年9月一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
；

／f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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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八、各项数据一般用本区统计局数字，个别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

九、人物生不立传。对本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或有影响的给

予立传。立传人物只记简要生平事迹，以卒年为序排列。

十、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外，

均用现行标准地名，有的地方则古今地名对照。

十一、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j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 、

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

日用阿拉伯数字。四位以上阿拉伯数字采用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问

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

十二、本志材料来自省、市、区档案资料、旧志，有关报刊和专著以

及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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