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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志》凡例

一、《吉林省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记载吉林

省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吉林省志》记事时间，原则上以清顺治十年(1653年)宁古

塔将军设立为上限，以1985年为下限。

三、《吉林省志》记事空间，以1985年吉林省行政区划为准。

依此难以处理的，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四、《吉林省志》为记叙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

体裁。

五、《吉林省志》依据学科分类，兼顾当今社会分工，设若干卷，

有的卷下设分志；大多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o
’

六、《吉林省志》立传人物标准，以对本地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

为基本依据，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历史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兼及

反面人物。在世者和外国人不立传。对本行业本部门历史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但不宜立传的人物事迹，采用以事系人或列“人物表”、

“英模录"的形式反映。

七、《吉林省志》使用的主要数据，以省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

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经过核实。

八、《吉林省志》使用绘有国界的地图均经省测绘局审定。

九、《吉林省志》使用国名、地名、机构名、文化名、各类专用名

称均写全称，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历史地名均写原



名，在括号内注明今名。凡外国国名，重要或常见的地名、人名、党

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对人物的称

呼，除引用原文外，均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十、《吉林省志》对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

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根据行文的语言环境确定具体称谓。凡作

为历史时期，均称“东北沦陷时期”。在行文中涉及到日伪政权机

构、职官，在其原名前加“伪”字或加引号。

十一、《吉林省志》纪年采用传统纪年-9公元纪年两种方法。

辛亥革命前，一律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日伪

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必须标出时，在年号前加“伪”字。

十二、《吉林省志》引文忠于原文，对原文中的错字予以矫正，

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引用古籍或古地名、古人名，使用简化字容易

引起误解者，仍使用繁体字。



编辑说明

一、《吉林省志·方志志》收录范围：方志志以辑存省、市、县三

级志书和《吉林年鉴》出版情况，文件和规章、制度、规范、会议、学

术成果为主要内容，兼收一些相关内容。

二、《吉林省志·方志志》记述时限：上限自1983年8月27日中

共吉林省委办公厅下发吉办发[19831 77号文，成立吉林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之日起；下限至2003年末基本完成第一轮修志编纂任

务止。吉林省地方志工作大事记时限稍有突破，上限上溯到1981

年。

三、收录有关地方志文件的原则：国务院、中宣部、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文件，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及省人事厅、省编

办等文件均原文照录；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文件只选录主要文件

标题、文号、发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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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热潮兴起在中国大地，出现

“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这项悠久的文化传统重获新生。1983年8月，中

共吉林省委成立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省各市州、县也陆续成立修志

机构，由此吉林省展开了第一轮省、市、县三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

作。到2003年末，在全省方志工作者二十年的辛勤耕耘下，吉林省基本完

成第一轮修志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志鉴成果o<吉林省志》总体设计89部专业志，全部通过终审并陆续出

版。市县志总体规划50部，全部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总文字量达1．

4亿字。在各级政府编写出版三级志书的同时，大批部门志、行业志、山水

志、名胜志、乡土志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这类志书近2000部，总

字数约6亿字。在修志的同时，各地还编纂出版了地方综合年鉴、行业年鉴

和部门年鉴，为续志积累了宝贵资料。《吉林年鉴》于1987年开始编纂出

版，至2003年连续出版17部，各级各类年鉴总文字量近1亿字。此外，还

开展了旧志整理工作，经组织专家学者校点、标注了10余部旧志，并出版

发行。编辑旧志资料类编，出版了《自然灾害篇》、《矿产矿务篇》、《林牧渔

篇》。

地情开发。在编纂志书过程中，搜集了近50亿字的各种地情资料，其

中抢救了许多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各级地方志部门编纂出版了一系列省

情、地情书籍，一些市、县还建立了地情馆、展览馆，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

用。《八·一五这一天》、《长白山志》、《吉林百科全书》等一大批省、地情类

书籍出版问世。由省地方志编委会主办的。吉林省情网”于2001年6月开

通，发布省情信息近2亿字，内容囊括了吉林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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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省情信息平台。

理论研究。在第一轮修志工作中，全省各级修志部门和广大修志工作者

一边从事修志实践，一边进行理论研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修志

实践。省地方志编委会主办的修志理论期刊《方志研究》，编辑发表了一批

质量上乘的修志理论文章，促进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被全国志界誉为“南

有《史志文萃》，北有《方志研究》”。吉林省地方志学会针对不同时期修志

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多次召开理论研究会和学术交流会，形成了

一批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对修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有一些方志

论文获国家和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修志体制。20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修志工作，把修志工作

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保证了修志工作有组

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第一轮修志坚持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

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省、市、县三级志书均实行三审制，使

新编志书质量得到保证。

修志队伍。全省各级修志部门始终把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年来，

建立了以专职队伍为主、专家学者为辅、专兼职相结合的修志队伍，形成了

专家修志与众手成志相结合的结构优势。为提高队伍素质，采取办培训班、

研讨班或以会代训等形式，对修志人员进行培训。在第一轮修志过程中，不

仅培养了一批修志良才，还涌现出许多甘于奉献、潜心修志的先进模范人

物。全省第一轮修志工作的完成凝聚了全省修志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他们

淡泊名利、爱岗敬业、铁心修志，为全省地方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修志质量。第一轮修志工作按照保证观点正确性、资料可靠性、记述真

实性、著述科学性的要求，制定和实施了《行文规范》、《审稿验收制度》和

《质量标准》，构成了完整、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在成书过程中，通过落实

责任制，实施编、校、审和印刷出版等环节的全方位质量跟踪，使志书的政

治观点、资料运用、地方特色、体例结构、文法文风，以及印刷装祯等方

面，都达到了规范要求。全省第一轮三级志书总体质量较好，在全国新编地

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和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有58部获奖。

新编地方志工作是在修志事业断了几十年情况下开始的，无论是在人才

的接续上，在体例的创新上，还是在编修的组织形式上和理论的探索上，都

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首轮修志走过的路充满着艰辛和甘苦，面临着二轮

志书的启动，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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