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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县志是记述一个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书，它包罗万象，分

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多方面内容，为一县全吏．

县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既为当地人了解本土情况，也为执政者掌握地方情

况所需。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县志的编修，将其视为“辅治之书”、“资治之书一。韩

愈、寇准等人在任地方官时，都曾索求。图经"(即地方志)借以了解地方情况．

明、清时代的知县通过查阅县志了解情况的，也不乏其人。一些有见识的地方官

员，“以志为鉴"，以志“佐时务一。地方志书这种资治作用，使我国在封建时代就

形成了历代修志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地方志书编纂工作。50年代后期，全

国修志工作兴起。“文化大革命修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否定民族传统，大搞民族

虚无主义，修志工作被迫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为了继承

和发扬民族传统，保存历史文化，国家重新开展全国性修志工作。编修新方志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了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全国各省、市、县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

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新方志应当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有计划、有

步骤地进行。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

进行有效的决策。新方志要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

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

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应能够用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

本县遵照这些要求组织有关人员编纂<林口县志》，经过20年艰苦努力，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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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成了修志任务。《林口县志》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20年来，编写人员四处寻访，深入调查，搜集素材，潜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多次编写，力求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县志，其诚可敬，其志可嘉。

借阅稿之机，通览全志，感到此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融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地方性于一体，达到了《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基本要求。

《林口县志》正文分概述、大事记和30编。概述和大事记均为综述性文字，30

编为专题分述性文字，编、章前的无题序为综述性文字或引言。采用这种综述、分

述相结合的记述方法，目的在于方便读者理解和把握书中内容，使读者既能在总

体上对全志内容有一个概括性了解，又能分别了解各类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书前

凡例阐明了本志编纂体例和行文规则，书后附录对正文起补充、印证和说明作用。

《林口县志》是本县第一部志书，为开创性作品。此书系统地记述了林口县域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内容丰富、广泛、真实、具体，是了解县情的百科全

书。
t

书中记述了县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体卫、社

会生活和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时间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断在1992

年，为各行各业的全体干部、职工提供了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是全县

各级干部提高政治远见，进行科学决策，增长知识才干的必备读物，也是全县各

界人士察古通今的资料宝库。

志书集中反映了林口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清代，葛成隆领导黑背金矿工人

起义，举起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抗日战争时期，县域成为抗日根据地和游

击区。各族各界爱国同胞团结一心，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郭铁坚、杜吉臣

等许多人家全家参加抗日军队，聂开荣、黄桂清等许多人家成为接待、掩护和救

助抗联战士的保垒户。冷云、杨贵珍等八位巾帼英雄用年轻的生命，满腔的热血，

谱写了闻名中外的“八女投江"英雄史诗，可歌可泣。解放战争时期，县域作为

后方根据地，广大人民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许多青年参军参战，从东北剿

匪开始，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建国后，林口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显著

成绩，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向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尤

其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的乡土教材。

我相信，在未来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林口

县志》必将对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出积极的资政育人作用。

由于此次修志为本县首创性工作，涉及年代久远的资料颇感缺乏；近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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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较丰富，但繁杂无章，相互矛盾的情况多有存在。尽管编写人员为此做了

大量的整理和鉴别工作，疏漏之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篡昌茎会曩萎窒至差梁桥林口县志编委会主任一
一

1998年2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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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7 侈Ⅱ

一、《林口县志》依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黑

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和《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由中共林

口县委领导，林口县人民政府主持，众人编纂而成。

二、本志分上下两卷，共30编，分编、章、节、目、子目等5个层次，编、

章之首一般设无题序。

三、记述事物的时限上限起自发端，下限至1992年。记述原则是略古详今，

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事情。叙述时间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中

1945年以前、正文中清代以前的纪年注明朝代年号，带有历史时代分期性的写明

朝代或历史时期。东北沦陷时期指1931年9月18目至1945年9月2日，解放后

指1945年8月14日林口县域解放以后，解放战争时期指1945年9月3日至

i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抗美援朝战

争时期指1950年lo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文化大革命"时期指1966年

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1978年12月23目

以后。

四、在行文中，清代末期简称清末，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清代末期至中华民

国初期简称清末民初，伪满洲国简称伪满，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名称中省略“中华人民

共和国’’。

五、林口县域、县域均指今林口县行政区划全境。凡有涉及当时林口县行政

区划的地方，在行文中予以写明。以前、以后、以上、以下均包括本事物在内。

六、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照片穿插其中。概述、大事记排前，附录排后，

均不列入编的序列。

七、除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外，其他均采用按事物类别横

排j按时间先后纵写的记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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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事记按年分节，按月日分段。为使一件事叙述完整，跨年、月、日的

事件记入发生的年和月、日的节、段中。月份不清的事件，记入“年内"段中。

九、人物编从有史料文献记载之人物写起，只记载其在今林口县行政区划内

最有影响的活动，不设人物全传。在人物叙述上按历史时期和类别设章节，顺序

按活动时间先后排列，反面人物附后。

十、对历次政治运动根据。宜分不宜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大

事记和有关章节中，不作专题叙述。

十一、记事遇到的地名、机构、官职等均依当时称谓。旧地名一般在每编正

文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名；对人物一般直出其名，不加政治性定语，必要时加职务

称谓；缩略语加注一般放在其最常出现的编中。

十二、记事遇到的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

的计量单位名称需要保留时，予以加注或换算。

十三、记事遇到的币种按当时币制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人民币流

通前所使用的货币除注明者外，均已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十四、行文中各类统计数据，在没注明具体情况时，均为年末统计数据，以

县统计部门编写的《林口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没有公布或不详

尽的，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自然地理编土地资源节中1992年全县耕地面积

数据为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的土地详查数据，与《林口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的

数据不一致。乡镇企业编数据由主管部门提供，其中乡镇工业数据因统计标准与

《林口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不一，有些数据与工业编中的乡镇工业数据差别较

大。工、农业总产值均为不变价格。

十五、使用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记数与计量

等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农历、序数、概数、固定词、词组、惯

用词、缩略语等用汉字。

十六、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反复核实后裁入，除必须者以外不注明具体

出处，只在附录中统一列出资料名称。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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