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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开老边区志乘之史的《老边区志》，历经七载，现已问世。这

一浩大的文化基本建设工程的落成，为老边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建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资料宝库。随着日月的流逝，她的价值将变得

越来越重要，并不断发挥其特有的功用。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

大事。

志乘之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修志的历史源远

流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全面记述一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发

展的历史与现状，并纂成史册，既可以为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又可起到存史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作用。这就是志书的

“资治、存史、教化”作用。

老边区历史上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自封建社会的清朝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行政区划屡经变更。境内的各

乡、村曾几度为营口、盖州、大石桥和海城四市(县)分辖，直到

1957年9月，经辽宁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营口市郊区”(今

老边区)，政区才趋于稳定。因此，老边区历史上向无志书。有关

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资料很难捕捉，仅有少量的可从友

邻市、县的旧志中撷取。大量的资料主要靠走访和调查获得，这就

进一步增加了修志工作的难度。

为了编纂好老边区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区委、区政府积极创造

条件，解决困难，使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展。《老边区志》送审稿

于1991年9月11日经营口市地方志篇纂委员会审定通过。

新编《老边区志》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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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理论为指导，遵照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

会议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编纂原则，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老边区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记述了建区以来各行各业的发

展变化史实。主要内容有行政建置、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卫生、科技、人物、风俗习惯等。上溯千年，下至当今，内

容丰富，包罗万象，可称为老边区的“百科全书”。通览全书，可

将全区孕育、成长的历史过程尽收眼底。同时，更会给人以极大的

鼓舞，使全区人民为老边区的美好未来更加努力奋斗I

一项浩大的工程离不开一砖一石来垒砌，更离不开建造者历尽

无数寒暑和汗水的浇铸。编纂一部地方志亦是如此。一字一句，一

事一迹，一节一目，集百业而成全书。本志凝聚着全体编纂人员的

艰辛，也体现了全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和全区人民众手成志的支

持与合作。编纂期间，得到了原在老边区工作和生活过的领导和各

界人士的热情支持，还得到了省、营口市和外市、县、区志办领导、

专家、学者的热忱斧正。这里一并诚致谢忱l

《老边区志》虽已问世，但因我们笔软墨淡，又初涉大作，加

之先天无章，瑕疵之处必裸露纸上。望读者勇为勘正，以为后续此

志者裨缺补漏。

受区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简言为序，以致祝贺l

荡键’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委书记

1993年4月12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老边区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系统地记载老边区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编纂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准确得当地记述区

内的各项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

者，以有重大影响和知名的本籍人为主。对健在的市级以上党政军

领导干部和省劳动模范等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则以简介和列人物表

扼要记载其主要经历，对革命烈士编以英名录。

三、时间断限：除行政建置起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外，

余者上限以1 957年建区为始，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内容，如文

物考证等，追本溯源不受此限。

四、内容编排：全书以篇、章、节、目记述。卷首设有序言、

凡例、总述、大事记。正篇依次为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

农林渔、畜牧蔬菜、农机水电、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财贸、

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党派团体、政权、社会、人物等17篇。

各篇冠以概述，提纲挈领反映篇内重点。为突出城市郊区副食品生

产这个特点，将农业篇一分为三，即农林渔、畜牧蔬菜和农机水电。

另，根据老边区所辖3乡1镇1场l街的实际，为避免重复修志，

将乡镇场街志合为一体，并做为一个独立部分列于区志之后。最后，

以附录终结。

翱甜墨赢蝴留4茹_嘎葫愧赫管1盔誉嚣募臻羞％雾#幕啦目糟-稿疆叠矛毫r幽—蠡噘l{

礴_a；4‰4并Z一；t；{‰殇嬲硼溺溯缁-笏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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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例设置：采用年体和通纪体，以志为主，辅设述、记、

传、图、表、录等体裁。各种图表分别插入各章节之中。

六、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历史朝代，沿用

明、清、中华民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

(后)；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称为东北沦陷时期。

七、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如需标记朝代，则公元纪年写

在其后的括号内。公元1 000年以后的年代，一律省略“公元”二

字。

八、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民国以前的

王朝纪年和夏历纪年等用汉字。

九、资料来源：档案、史志摘抄和民间座谈采访，专项调查等。

来源广泛，行文中不宜一一注明。统计数字，以本区统计年鉴为准。

志中统计年鉴未有的数字，均从调查中所得。

十、表达形式：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简洁、朴实、明快，恰

当地表达所记述的内容。

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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