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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里木盟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在乌兰浩特旧址 王维嘉摄

哲里木盟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在通辽市内旧址 陈宝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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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版 序 文 一

哲里木盟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志》出版、问世了，是一件值得庆

贺事情。

编史修志，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了，旧志遗产十分丰富，是中华

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建国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

导同志都非常重视编志工作。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

等同志就倡导编纂新志，遂正式建立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

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编志工作的开展，提

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九八三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经中央批准恢复工

作。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领导同志对地方志工作作了重要批示。一九

八五年四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

于加强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要求各地对编志工作“进一

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

问题"。

我们公司自一九五二年始建，迄今已是三十三年的历史了，应当编

纂一部反映公司建筑业特点的专业志，定名为《建筑志》好。这不仅是适

应时代的要求，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在社会主

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做好编志工作，弄清我公司的历史，对于加强我

公司两个文明建设，激励今人，教育后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常在想：我们这些老一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都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年代和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上都亲手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给后代留下点什／z,。公司《建筑

志》的出版、问世，这正是一部在历史上我们老一辈留给后代难得的宝

贵财富。



编纂公司《建筑志》，是我公司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

工作是从一九八六年四月份筹备，成立编志机构，抽调编志人员，任命

《建筑志》总编辑和编辑及顾问，七月份臻于完备，开始命笔，编写《建

筑志》写作提纲。为了尽快地完成我公司这部《建筑志》书，他们日以继

夜，星期日都不休息，查阅、搜集、考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

资料；多次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和随时随地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有关同志

进行采访，获取大量的口碑资料。在此基础上，清晰天度，考衷古界，

调剂众议，广征书稿，予杜是非⋯⋯。在盟、市史志办的关怀和指导

下，在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具体主持和领导下，在公司有关科室

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公司《建筑志》编辑人员努力工作和艰辛的劳动，

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底、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公司《建筑志》初稿，

约十五万字左右，共分八章二十六节，分门别类，有条有目，文图并茂。

公司《建筑志》，是属于厂矿企业专业志的一种。在编纂公司《建筑

志》中，编辑人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写法上做到了：

纵述沿革，模陈现状；概述整体，展现形势；概括门类，揭示全貌；面

中有点，体现特色；前后对比，反映变化；略述源头，承上启下。做到

了严格掌握材料标准、文字标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尊重史实，

勇于探索，反复严肃研究考证；以志为主，按时间顺序展现，注意扬善

弃贬。符合志书写作要求。

公司《建筑志》，它是我公司建筑企业发展历史的真实记载，内容广

泛，丰富多彩，可谓建筑企业的一部“百科金书"，是对公司广大职工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四方所识，久远之事”，“博采方志，得于旧闻⋯⋯亲切可信"。

我深信，公司《建筑志》的编纂和出版，必将引起公司广大职工和各方人

士的兴趣，并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顾启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初版序文二

编修史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无数世纪以来，我们勤劳智

慧的祖先，世世代代在华夏这块大地上，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与光辉

的业绩，都是我们的祖先通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才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我们也只能通过史志和书籍的记载，才能领略到先人们活动，历

史的变革。才能在先人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汲取一定的经验和

教训。使我们能以“知古鉴今"的精神，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选择捷

径，少走弯路。

我国志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以后已初具规模。隋

唐时代，已经出现了“盛世修志"时期。其后，宋、元、明、清各朝，

对地方志的编纂更加普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六年的《十二年哲学规划草案》中，就提

出了编纂地方志的任务。一九五八年，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十

年动乱，这项工作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中央重视

编纂史志，才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一九八一年，在太原市召开了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这是继承

民族文化传统，编纂新型地方史志的一次大动员。一九八二年九月，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要求各有编修史志任务的单位，均应成立领导小组，并配备必

要的办事人员。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又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

强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的报告》。这就迸一步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和形成

了一个编写新地方志的“盛世修志"的高潮。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企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活

动，都可以反映出各该时期历史的社会活动的一个侧面。通过企业史志

的记述，统计资料和图表，可以一目了然地反映出企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发展与变化。从而可以达到承上启下、鼓励今人、教育后人的目的。所

以说，编纂史志是留给后代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千秋事业。古代的

教育家们，常以“青史留名"这个字眼去激励人们努力去做一番事业，

而这里说的“青史”，也就相当于现代的史志了。

编纂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史志，在思想上，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在方法和撷取资料上，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充分体现

改革是我国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向。在核实历史资料上，是存真求实，不

因人废史、溢美、隐恶。在内容和体例上，也应该是坚持改革、努力创

新，去芜存菁。努力使志书成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历史

百科金书，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自然面貌。

公司的志书，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开始筹备，抽调人员，经过座谈、

采访、查阅、搜集资料；编写提纲，学习经验，考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与统计数字。在时间紧，人员少，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一年有余的时

间里，能够编纂完成十五万字左右的初稿，这应该说是领导重视与编纂

人员十分努力的结果。综观志书金稿，展现了在各个时期中公司发展壮

大的概貌，是各个阶段历史事实的全面记录，符合志书体例的要求。

从这本志书里也看到了，在各个时期中，参与我公司历史活动的全

部职工(包括调出和已故的职工)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

在这里应该向那些为公司发展壮大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敬!

同时，也向那些为公司的事业而壮烈殉职的同志们致哀1

4

王海楼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公司《建筑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顾启志

副主任委员：董万山 张学忠 王宗信

委 员：张全 王志 李树祥 纪秀波 孙福成 陈国良

顾

主

总

编

郑辉峰

问：王希明 王海楼

编 志 办 公 室

任：李树祥

编：林长军

辑：邰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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