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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盛世修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

统，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一项重

要的文化建设事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力这场内乱，

使编修地方志工作搁置下来，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编修地方志

的客观环境才开始具备。

《二道河子区志》始编于1986年，历时二十载，经

过广泛地搜集资料和精心地编纂，现终于成书出版。这

是二道河子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文献，是二道河子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丰硕成果。

二道河子地方建置晚，历史短，且为旧时贫民集中

区域，不仅经济萧条，而且文化尤为落后。著书立说、

文化遗产皆为空白，纵然前往省市各大图书馆查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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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也难能目睹有关二道河子历史的记载。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时期中，始有生活在本土的人写出反映本土过

去与现实状况的一部著述，实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注意坚持立足当代、详今

略古的原则，将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全区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改造旧街道，建设新

城区，发展生产，移风易俗等巨大成就，载入史册；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团结奋

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创的新局面详加记载；将全区

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伟大业绩，编辑

成书，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从筛选运用资料到编纂成书，编纂人员始终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

在地方志体例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突出二道

人民艰苦创业，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奋斗活动；突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绩、新变化、新风貌。编纂

本志书的目的是通过真实反映二道河子区今昔的历史发

展过程，使全区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与现状，

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贯彻落实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资料的

依据；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

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提供

乡土教材。，

《二道河子区志》的编纂成功，‘是市、区各级党、政

领导高度重视和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专家学者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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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3

合作的结果，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晶。值此志

书出版之际，特向为《二道河子区志》编纂、审定、出

版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备战”为名，将一些

档案卷宗付之一炬，致使部分资料无法补救，加之我们

的水平有限，不足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府区长 磁鹰赵

2005年11月



凡例

长春市志》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

析的态度，务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的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8年

底。

三、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长春市志》下限时间的

长春市行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资料按这一规定难以处

理的，仍按历史行政区划记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长春市志》采用两级结构，即由总志和若干分

志组成，记述层次为章、节、目。内容比较复杂的分志，

在章前设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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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人物》一章(不标数

序)。关于立传人物，坚持在世人和外国人不立传的原

则；坚持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各历史时期人物的原则；

坚持以正面人物为重点兼及反面人物的原则。对于不够

立传标准但需入志的人物，主要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

同时也采用表、录的形式加以记载。

六、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大事记》一章(不标

数序)，原则上采取历史编年体，记录足以反映历史进程

和各历史阶段基本特征的大事。

七、总志与部分分志必要时设《附录》。

八、入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酌加职务，但不

加尊称。

九、本志的境内地名，除历史地名外，今名以《长

春市地名录》为准。国内境外的今地名，以1988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为准。使用历史地名均加

注今名。

十、本志涉及的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的《外国

人名译名手册》为准。

十一、本志内容记述中的历史年代沿用通称。但自

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

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这一时期统称为沦陷期间。

十二、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以中国

传统纪年为主，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以公元纪

年为主，一般不加注民国纪年。除引文与特殊情况外，

原则上不用伪满纪年与日本纪年。

十三、本志的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

会1955年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历史人



凡例 3

名、地点为防混淆酌用繁体字。

十四、本志的标点符号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中

的规定为准。

十五、本志的数字书写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以1994

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

际单位制及其应用》中规定为准。

十七、本志的引文统一使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

在引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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