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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育 t

把历史写给未来 ．

■

(代序言)

王维丰

在中国共产党拜泉县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拜泉县人民政府的主持下，在各地方、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县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第一部新方志《拜泉县志》出版了。我代

表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对它的问世表示热烈的祝贺l对那些为‘拜泉县志》的编辑和

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资料编纂新方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是得益当代，教育后人，惠及子孙

的一件好事。 ’

县志，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一是汇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社会，政治，经济，l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科学著述。它不仅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的历史文化遗产，而

且对于发挥当地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的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将

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拜泉从1906年设治建县迄今，在近80年历史中，曾有过2次修志；第一次，民国4年

(1915年)1月，由知县张祖溶纂修的《拜泉县志’，第二次，民国7年(1918年)3月，

由县知事张霖如修，胡乃新等纂的《拜泉县志》。此外还有伪满洲国康德2年(1935年)，

由伪县参事官(副县长)岩奇久男，伪县长孙柏芳编写的《拜泉县事情》。仅有的2部

旧志，对于存史，资洽、教化，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大量篇幅是为封建地

主和反动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充斥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意识和封建糟粕，而真正关乎国计

民生的社会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等资料却很少。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45年至今这40年，正是我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前赴后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

的时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正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时代。这40年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拜泉县党政军民，同国民党匪徒，伪县长王忠

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同土匪恶霸的残酷压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

章·在激烈的斗争中，为拯民于水火，救国予危亡，无数革命先辈刨造了可歌可泣的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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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事迹，上千名先烈，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和崇

高气节。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艰苦奋斗，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因此，编写出一部事

实确凿、史实无误、观点正确、内容翔备、体例完善、综合本县全貌的历史文献一一

‘拜泉县志》，对保存史料，鉴往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现改革，服务于四化建

设，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次新修县志，既非旧志续修，亦非断代写史。原则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古

为今用，古今兼收，以今为主，纂写一部突出时代特点的新方志。《拜泉县志》的编纂

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科学性。1981年6月成立编修领导小

组(后改编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编辑人员和工作人员，在省、地(市)业务部门的

指导下，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阅读和收集了大量资料，采取了广征博采，专

群结合妁编写方法。在一些老同志和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下，切磋琢磨，用近4年的时

间，四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终于脱稿成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进入了

新的历兜发展时期。全县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续写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

章．但愿这部志书，在全县人民续写新的历史篇章中，起到它应有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2／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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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例

一，志必有据。此次新修县志，广征有关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档案图书，同时兼

搜辑口碑资料。

二，记事原则上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治起下限至1985年。对县内历建沿

革则适当向前追溯。

+三．为适应新志书内容的需要，打破了旧志的体例，全志立概述，大事记，建置，

自然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工商物价，财税金融，城乡建设，党派群

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

人物，附录，共25篇，111章，283节，约85万字。

四、‘概述’本着纵括历史，横陈现状，阐明本县在全地区，全省乃至全国中的地

位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特点的原则编写，使之成为全书之纲。

五，‘大事记，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以时为经，是志书的纵贯穿

线。依照“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的原则进行记录。

六，各专业志不追求“小而全，，，侧重于突出专业特点和地方特点。一些交叉的内

容，按事业归类，有的用详此略彼的互见方法表述。

七，‘人物志>以在本县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或有过卓越贡献的已故人物为主。其

中含有革命先烈，英雄模范，能工巧匠及社会贤达等。在编写时，。按，生不立传"的原

则，对有特殊贡献的生人则撰写人物表，或入有关章节。

八，记入本志口领导人更迭"内容的，职务在县团级以上者入列。包括县委、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的正副职I武装部，公检法，监委的正职。解放前各时代的职官记

载，亦照此原则入志。

九，志中所载艺文，取省以上报刊发表或省以上展览的文艺作品，学术论文，含书

． 法，绘画、照片等并记书名和作者o ．

十，‘附录’载有旧志简介和内容概述，地方文献辑存目录，旧志诗文选辑、杂记

及县志编修始末。

十一，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书写，后面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清光

绪三十二年(1906年)．1945年本县解放后，使用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二，志书中用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印发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引用古籍原文

及用作姓氏时，用繁体字．标点符号，按1971年修订重排的‘新华字典>附载的‘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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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用法简表》标点。

十三，志书中的语言，除引用原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力求语言严谨，朴实，简
洁、流畅，不滥用古词语，不用半文半自的语言。

十四，志书的行文，均按黑龙江省地方志行文统一规定执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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