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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2002——————

‘人人常委会i二仃秦元祥

续修“山亭区志》(1983～20C)2)．IJq Jgd91"并．教劫其碥．终|f”#Ⅲ版。这是全区人Lt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也是展现山亭盛世风貌n0厦婴文化成*!．¨J戽”膨t。

山亭．物华火‘}f，人杰地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过上n0二0印．勤劳勇敢的山亭人民在K委、区政

府坚强领导下，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拗精I皇{冶，创造r辉煌的'lk-'qi，[司民经济千¨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取得r最大突破，K域经济持续映述健嚎发展，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J“

业得到改善和加强，综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各项1葬业蓬勃发腰．精神文f"j建设跃上了新的台阶，民

⋯j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lCli活水‘F不断提，：‘二全区政越人稀I．百业俱兴。

为r争面反映20年来山亭隧经济建设和tf：尘‘mIk发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02年7月．区委、区政府

研究决定续修《山亭【《志》(1983～2002)，井作为稍伸Z⋯建改的·件夫书老抓。在区委、区攻ff．t；l"Y3=J!导和

支持下，我K史志1二作者率着‘jl卜ffLt进、实事求是的精神，博采众家之K，突破传统的修志模式．用新材

料、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秉笔直}；'编纂出』，这部地方特色鲜叫、图文并茂的新占恬。它p，、矧。艾的

文字和图片资料，融思想性．科学降、资料性为--t+，伞丽，系统地，r绷rIIl亭IK 20年来国民经济和礼幺

事业发展各个方而的基本情况，真实地W现了山亭I天各级行L}|：f J．钎仃扦·Ik所发7k的j i J：变化乃我们作

今后工作中科学决策和管jl提供r可靠的依据，为教订r孙后代热爱家乡提供厂生动的乡{：教材．M时也

为区外各界人士了解IU亭、认口川J亭、开发tlI亭提供_r较力完整的资料是一部体系完整，文约’箨t-I_{'J地

情书，一个服务当代，垂鉴V,I-In的资料库。

《山亭区志》的问世，承蒙省，市史志办的领导，许多岂M志．々家学者，备兄弟K(ff r J殳，山部f J



————四EⅡ6ⅡI瓯堕i

‘人K歧孵f誓氏 政协⋯．‘：-I<蚕毗2 i·啊董沂峰

赶支持指导．争Ⅸ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协助．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区史志办公室全体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不惮劳苦．辛勤笔耕．广征博采．科学嘭

正，精，[、谭篙布章，反复修改稿件，编纂出板这部百万言的宏篇巨制．((ELi亭区志》的出版．倾注着各级轴

导的心血，浸透着史志工作者的汗水，在此一并致谢，

中共山亭区委书记

山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特寄意垒区人It．坚持以邓小平理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i史，深刻地了解过去，准确地把握现在．科学地谋划未来，振奋精神

；区的明天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事业更加辉煌．前程目

山亭区人民政府区长

政协山亭区委员会主席 菇毒
00五

＼，．，

^Y

际鉴山之借愿书地祝成真心志认衷

区

，。此观图㈤展宏。发睡用学再为科，

修落协烂面心灿全同加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全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续编《山亭区志》上限为山亭区建区年限1983年，下限为2002年。

有些内容记述时间适当上溯或下延，个别事项上溯至夏朝时期，下延至2005

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全书设有概

述、大事记、27篇专志、附录、索引、后记。各专志采用篇、章、节、目体，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为续编，对某些本志时段内变化不大的事物或从简记述，或适

当并归处理。

五、本志资料大部分由区直各单位、乡镇(街道)提供，统计数据以区统

计局编制的统计资料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数据来自文献和有关单位、乡

镇(街道)现存档案，极少数反映人民生活情况的数据为调查所得，一般不注

明出处。

六、计量单位一般使用汉字，少数地方从行业习惯使用计量符号。长

度、重量、体积单位一律用公制；面积单位除耕地用亩作单位外均用公制；人

民币以元为计量单位。

七、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在需要时于公元纪年后在括号内标注历史

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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