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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康平县位于辽宁省北部辽河西岸，境内低山、丘陵、草场、水

域等多种地貌兼有，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举。是国家商品粳

’基地县和国家“三北"防护林重点县，素为粳豆肉蛋之乡，资源丰

富，民风健朴。自1880年设县以来，迄今已逾百年。其间，旧朝新

国，几经更替兴衰，历史迂回曲折，向前发展a在漫长发月里，康平

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哀共济，开荒创业，垦地耕田，并发展

林、牧、工、商各业，抵御外侮，反抗压迫，保我中华，争取解

放，为开辟保卫康平这块热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无

坚不摧的英雄气概。祖辈先民，仁人志士和当代英模，以囱己的勤

劳勇敢、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业绩。康平山河交貌，大地生辉。

无数精英，千秋功业，囱应铭书青史，汞世流传。编修一部全

新的康平忘书，是当代人建树的大业，是留给子孙万代的宝贵财

富。

旧中国时期，康平无县志，这是历史上一大缺憾。清光绪末

年，由李绍纲、徐芳合编的《康平县乡土志》，是康平仅有的一方

志书，文字仅及四千，内容过简。“九．一八"事变前；一度编修

康平县志，行将脱稿，不幸在战乱中散失。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

初，人民政府组派人员编修县志，不久草书成册6由于特殊的历史

背景，内容真伪混淆，’体倒殊不确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威世修志，全国风行·在中共康平县委和县

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机构，调配人员，开始新县志的编骂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兰 壁

历经1 3载，三次延展下限时间，县志时间跨度拉长为1 I 3年。经编

写人员积极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康平县志》完稿审定，

卸将出版。这是全县人民企盼巳久的一件大喜事。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编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一部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编纂的新方志，将以其可观的容量保存地方’文献，传之+后

世，‘成为留给历史的文化财富，新方志以相当规模，记载一方之自

然、社会的历史永现状，必将为康平改革开放，施政决策提供科学

根据，进而兴刹除弊，扬长避短，搞好经济建设，新方意，“书一

方之人与事，激千秋之爱与憎”，无数英烈、志士在改造山河，。争取

人民解放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及其光照日月的精神品质，对人

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新形势下更是一部极好，教

材o
’

’

，

新编《康平县志》，从全部意义上看，是康平县第一部县志。

在编写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严格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精神，详今略古，去伪存莫，实事求是，论从史出。作为首部

县志，在大事记述、建置沿革和社会民俗等部分，适当上溯，引古

钩沉，’’二为拾遗补缺，再可展示发展中的今昔连续，记述建设成

就，对建国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百业兴旺，浓墨重

彩，’力求详备。杀引资料，从广博中沙里淘金，反复核实，。扬糟

粕，存精华。记述中以事系人，力戒浮夸溢美，还事物以本来面

目，‘不指点评说，不加议论结语。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不断学

习、吸收方志学理论的新成果，。并借鉴优秀惹书的好经验。材料增

删j记述繁简，都从康平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点与时代特色9’



垒 兰

新编《康平县志》，时间跨度大，从l9世纪80年代到20世

纪90年代初，此一个世纪还长。从llI川河泽、丘壑田林等自然状

貌，到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体育新闻以及民族、宗教、

风商习俗等，记述内容，相当广泛。但由于种种原因，载于文字的

康平历史资料，深感不足，虽补之以若干口碑资料，仍有残散不敷

所用之憾。加之查询征集工作不够，编写水平有限，虽巳成书，犹

未尽如人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垦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o

．编写一部新县志，犹如一项浩大工程。在编写过程中，县志办

公室诸同志竭诚尽智，勤恳工作，付出艰辛劳动。同时也得到铁岭

市、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省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老同志的指导

以及县内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掾作。在此，向所有为编写《康平

县恚》做过积极贡献的同志致诚挚谢意。

欣逢《康平县志》出版，谨此为序o

康平县县长 王淮延

l 9 9 4年8月



凡 例

'《康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和“四项基本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康平的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记述时间，上自1880年建县时起，下迄1992年止。对建置沿革和需要追索

渊源部分作必要上溯。
’

三，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概述"叙中有议，以叙

为主，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其他皆为记叙体，文申不加评论，坚

持“论从史出”。

四、全志除“概述"， “大事记"外，立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党社

团，政权、政法、民政人事劳动，军事、农业，、工业、 城乡建设环保， 交通邮电、商

业粮食，财税金融、工商物价计量、教科文卫新闻和社会，人物等18编72章，并辑

“附录刀o ．

五、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单列章节，散记于“大事记"中，只记大要，不作详

述。

六，人物志按生不立传原则，以革命烈士以及在革命建设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已故人

物为主，兼记各界名人，也有极少数反面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烈士英名录主要收录

康平籍烈士。
。

七，一律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公历纪年后夹注朝代帝号(东北

沦陷时期不加注伪帝号)和民国纪年。

八．康平全境解放时间是1947年儿月17日，至1949年lo月1日，这段时间记叙中称

“解放后’’。
’

九、县志资料一部分取自辽宁．吉林和大连．长春，锦州等省市图书馆、档案馆和康

平县档案馆；一部分为县直各部、委，办，局和有关乡镇提供，一部分采自《康平县乡

土志》，还有一些专访的日碑资料。编纂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志书所用数字，主要依据康平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统计局缺项数字，由各有

关单位提供，力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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