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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新编《密云县志》历经十载，数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密

云县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密云县，自明朝万历年间编修出第一部县志起至1938年止，前后

共编修六部县志。为了发扬编修方志的优良文：’，。传统，把中国共产党领

导密云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其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的历史面貌记录

下来，1987年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开始编修密云县新县志。

新县志贯通古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全面记述了密

云地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新县志是

一本县情资料书，它对我们了解密云县情、进行重大决策和开展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县志也是进行爱

党、爱国、爱家乡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也一定会激励后人为改

变家乡的面貌奋勇前进。

《密云县志》的成书，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成果。在此，仅向给予

我们关心、支持、帮助、指导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向为县志成

书而不辞辛苦、甘于寂寞、殚精竭虑、勤奋笔耕的全体编写人员表示感

谢。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勤劳勇敢的密云人

民已经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也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未

来。

中共密云县委书记孟秀勤

密云县县长张连印

1998年6月

旨日



凡倒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上限一般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断

于1990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辅以图表、照

片，采用编、章、节、目结构。

四、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县籍为主，兼收客籍人士。

排列以卒年为序。

五、历史纪年，清以前使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后使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记述中的新中国建立

前、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称。

六、计量单位，使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有部分

未经过换算。政区及机构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一般使用现行标准地

名，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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