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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言

中共鞍山市千山区委书记 齐万鹏

《千山区志》(1986,--,2000年)即将付梓问世，这是继1989年12

月出版发行的《旧堡区志》后千山区的第二部志书，是千山区史志工

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千山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

改革创新、存真求实原则，在努力搞好与《旧堡区志》有机衔接的前

提下，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千山区1986,--,2000年各项事业的重

大变化和辉煌成就，充分体现志书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达到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高度统一。《千山区志》是千山区具有权威性、

严肃性、科学性的资料书，不仅为千山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

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也是惠及子孙、造福后代的壮举，使全区人

民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知古、继往开来，也为社会各界人士了

解、开发建设千山区提供咨询和服务。

1986"-,2000年，千山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方针，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开放，开拓

进取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全区农业快

速发展逐步形成产业化，工业迅猛发展逐步形成规模化，第三产业超

常发展逐步形成社会化。全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

明显提高，是改革开放使千山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是改革开放给

千山区带来了实惠和昌盛。

15年间多少事，一部志书记沧桑。愿全区人民以史为镜，以志为

鉴，鉴古知今，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不断谱写千山区更新更美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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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千山区

此机会向关心修志的同志们和全体编辑人员深表谢意。

《千山区志》稿成之时，编者索序，欣然命笔，不成为序，以示祝

贺。

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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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千山区志》(1986---2000年)为新编《旧堡区志》(1989年

12月版)之续志o、

二、指导思想：《千山区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全面、客观、准

确地记述千山区1986年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新成就和各项事业发生

的重大变化，努力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高度统一，充分体

现志书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使《千山区志》发挥其资治、教化、存

史之作用。

三、断限：因《千山区志》是《旧堡区志》续志，故《千山区

志》上限为1986年，下限为2000年底。为体现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做

好与《旧堡区志》的有机衔接，某些内容突破上限适当上溯；为体现

事物发展的完整性，某些内容作超下限记述。

四、篇目与体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于日趋强化的事物，如

土地、水利、环境保护，予以单立篇目；对于日趋萎缩或接近消亡的

事物予以降低层次或记述至消亡；对于应详实记述之事物，如保险、审

计、技术监督等事物则作升格提位处理；《千山区志》是独立成卷的一

部志书，为便于读者阅读，对于自然地理、建置沿革等内容经压缩后

在本志中从简记述，避免机械重复。

为力求体例与内容相适应，本志坚持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

的原则，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事近相聚、事同相并的布局设计篇

目，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按编、章、节、目、

子目五个层次的表述框架编纂。全书分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19

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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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和编纂始末，计24个部分、61章、275节、574目、444个子目。

全书以“序言"开篇，开宗明义；“概述”，有述有议展现全貌；

“大事记”，为全书之经，纵述大事、要事；“志"为全书之纬、之主体，

分事物门类、按时间顺序记述其发展变化规律；“录”为殿后，辑存重

要文献与不便入志的史料；各种图表则散见于各章、节、目之中；88

面彩色照片置于卷首与卷中，以体现志书的存史性，提高其可读性。

五、文体：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简化字，语体文，语言力求准

确、简明、朴实、流畅。“概述”，采用史志结合体；“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辅之记事本末体，只记史实，不作评述，补充正文记述之不足。

同日、同月、同年的大事，用“是日"、“是月”、“是年”和“△"号

记之；“志”，即各专业编，只记史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史料之中。

为处理好与《旧堡区志》的有机衔接，在各编、章、节之前设无题

“概况"，以承前简述，但只述不议。

六、地域范围与称谓：以行政区划为准，凡被划出的地域(村)，

自划出之日起不再记人本志。政区及机关称谓，均沿用当时称谓；地

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对入志人物直呼其

名。

七、时间表述：做到具体确切，避免使用含糊不清的时间概念。纪

年表述均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清代前的朝代纪年和夏历

(农历)月、日用汉字书写，并加括号注明。以月、日名称表示节日、

事件词组的用汉字表述。

八、计量单位与数字的书写：计量单位按国家统一规定书写。数

字均采用区统计局数字或采用经鉴别的各有关单位档案中的有关数

字。数字写法，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但定型词、词组、成语中的数字

用汉字表示。数字不用分节号，可用小数点。

九、人物：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记述。“人物传”，坚持

生不立传，以卒年先后为序，简要记述1986年以来逝世的区级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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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市以上劳动模范的简历、事迹；“人物简介"，简要介绍1986年以

来历任正区级领导干部，全国、辽宁省劳动模范，鞍山市特等劳动模

范及各界名人；对1986年以来的副区级领导干部，市以上劳动模范，

全国先进个人，各界名人均编人“人物表"中。

．十、资料来源：入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区档案馆，区统计局各年统

计手册，区直各机关、各镇街档案室；摘录《千山区工业概览》、《千

山区土地志》、《千山区水利志》、《千山区粮食志》、《千山区名人录》、

1986---2000年《鞍山年鉴》、《中共旧堡区组织史资料》；选用区机关、

各镇街提供的资料；对于有关人士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选用。

㈡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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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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