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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平县志 序 I

序
、

新编《建平县志》出版发行，这是我县政治生活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一件盛事，为建平县存史．．资政、教化，提供了一套内容丰

富的“百科全书”。为此，谨向担负修志重任，不辱修志使命，案
牍劳形，砥砺编研，付出十余载艰辛劳动而矢志不渝的编修人员，

向所有关心、支持和为修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建平地处辽宁西部，县境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域内被誉为

“中华文明新曙光”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

了一千多年。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智慧的建平

人民，繁衍生息，辛勤耕耘，用汗水和鲜血谱写了无数壮丽篇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平人民

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平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繁荣社

会，使这块古老的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政通人和、

百业俱兴、物阜民安的喜人局面。这其中有许多生动的史实需要记

载，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及时，

准确地把建平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详记在案，集史成书，把建平

人民改造社会、战胜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一世代相传，是历史

赋予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o

古往今来，著史修志之主旨，在于以史为镜，以鉴后人。建平

自民国20年(1 931)首纂县志，时因战乱，未能付印。此后半个多

世纪，再无新志以载建平历史，诚为可叹。为此，修一部贯古通今

的地方志书，续写建平历史，已成为全县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盏

世当修志。1 985年，中共建平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的统一部署，决定开始编修《建平县志》o县志编纂办公室的

同志们自受任以来，广征博采，求源探迹，从浩如烟海、纷纭复杂

的史料中一拔云天，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精心指导纂修专业志，

乙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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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纂县志奠定基础；精研篇目，潜心著述，数次增删，严谨求实，
历经十四个寒暑，终于使1 50余万字的《建平县志》总纂成书，完成

了一项慰籍先祖，有益当今，荫及后人的浩大工程。
新编《建平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近百年来建平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发展变化的历史。全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言流

畅，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和详今略古的原

则。它是记载建平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是世人了解和认识建平的

一个窗口，是供领导借鉴历史，科学决策的一面镜子，是激励全县

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本生动教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翻阅县志，抚今追昔，回顾建

县近百年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才能发展中国，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改革开放是富民

强国的必由之路。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上，戮力同心，艰苦奋斗，把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建平县21世纪的历史新篇章!

申共建平县委书记

建平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明“罕I ．’f

驴元
一九九九年八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

建平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体例与结构。本志编纂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除引文外，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志中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24编专业志，末

缀附录，后记。在各专业志中，一般采用编，章、节、目的框架结构。

三，编纂规则。本志编纂遵循“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

略同”的原则。

四、断限。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一般尽可能溯至事端，下限大致迄于1993年末，个

别内容有所延伸。

五，纪年。志中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书写，用括号加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清代

以后用阿拉伯数字标示公元纪年。志中记载1945年以前的月、日，均为夏历。

六，纪事。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编，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

章中。机构设置，除《政权政协编》简记外，在其它有关编章中记述其沿革。

七，称谓。本志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对志中出现的各级领导人，直书其名或冠其

职务。志中历史地名沿袭原名，首次出现时括注今名。志中中华民国时期系指1912年1

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简称民国时期，东北沦陷时期系指1931年9fJl8日至1945年9月

2日，简称沦陷时期，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6月18日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目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人物录》中收

录副县(团、处)级以上干部、省(军、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具有副高

级以上职称和获硕士学位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各界人士。

九、计量。原则上遵循《计量法》的规定。若所依据的材料的计量单位，不便换算

为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原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在行文时不可避免

的，予以照录。

十、资料。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1931年《建平县志》，各部门《专

业志》和知情者的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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