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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始末

《抚顺市志·商贸卷》从1992年5月开始组织编纂，尉常荣担任主编，王春兰担任副主编。截止

1998年，由王春兰完成了篇目设计、组稿工作，尉常荣主持了篇目评审。1998年7月，尉常荣退休，

同年12月确定邢转顺担任此卷志书的主编。此后，王春兰对全书进行了总纂，邢转顺对全书进行了通

纂和审定。

《抚顺市志·经济管理卷》从1992年5月开始组织编纂，尉常荣担任主编，李玉成担任副主编。截

止1998年，由李玉成完成了篇目设计、组稿工作。同年12月确定李江接替尉常荣担任此卷志书的主

编，1999年8月确定边佐卿接替李玉成担任此卷志书的副主编。此后，由边佐卿对全书进行了总纂，

李江对全书进行了通纂和审定。

《抚顺市志·社会生活卷》从1992年5月开始组织编纂，赵广庆担任主编，张炯担任副主编。截止

1994年，由张炯完成了篇目设计和部分组稿工作，赵广庆参与了以上工作。1994年5月赵广庆退休后，

由张炯担任此卷志书的主编。此后，由张炯完成了全书的组稿和总(通)纂工作。2000年3月，确定

王春兰、张普担任此卷志书的副主编，参与了此书的编校工作。

市志执行总编李江、邢转顺认真审定了以上3卷市志，市志常务副总编张炯具体组织了以上3卷

市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市志责任编辑王春兰、张普参与了以上3卷市志的编校工作。

在《抚顺市志·商贸卷》(第六卷)、《抚顺市志·经济管理卷》(第七卷)、《抚顺市志·社会生活卷》

(第八卷)的编纂出版过程中，市长周银校、副市长邓欧十分重视，从我市紧张的财力中批拨专款保证

了以上市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的修志工作。同时得到了市财政局、档案局、统计局等单位及

辽宁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在编校、出版中得到本院兄弟处室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在编纂工作中难免出现疏漏之处，恳请斧正。



一《抚顺市志·商贸卷》(第六卷)、《抚顺市志·经济管理卷》(第七卷)、《抚顺市志·社会生活卷》

(第八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抚顺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书以1840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有些内容的记述突

破上限。

三、本志书坚持横排竖写，详今略古，力求横不漏项，竖不断线。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

图、表、录。按篇、章、节、目四层记述。内容较简的只分章，不分节。

四、本志书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不立传。凡在抚顺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抚顺籍

和外籍人物，不分其出身、职级，均可入志。

五、本志书用公元纪年，夹注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权和官职称谓等一律采用当时通称。古今

地名不一致者，夹注今地名。对人志人物直书其名，不记称谓。

六、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力求语言通顺，文字简练，合乎语法规范，按规范要求使用简化字、

标点符号。

七、本志书按国家规定运用、书写各种数字、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国家统计部门，部分统计数据由本市主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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