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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历时六载，几易其稿，精心编纂，一部具有地方性．时代性、

资料性的《方正县志》即将付梓问世了。这件惠及子孙的大事，

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详今略古，求

实存真，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均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则，1作了客观的反映。即翔实地记述了方正发

展的历史过程，又通过各项事业的兴衰揭示了发展规律． 口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确可激励今人，启迪后世。 』0 1，．，

方正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我爱莲秀丽的山

川，富饶的物产，勤劳智慧的人民，可歌可泣的历史。今捧读志

稿，感触至深。这部志书纵述历史，横陈现实，既追溯了历史源

流，更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现实画卷。英雄的方正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推翻了。三座大山”，走上了社会主

义的金光大道。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到处都呈现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繁荣兴旺景象。．

历史已经和正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

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

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部志书又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对人民群众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建设可供借鉴的资料库。

值此志书甫成之际，愿与全县人民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兴

利除弊，继往开来，为方正县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伟大的社会

主义祖国现代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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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郑洪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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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县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治以来已有80余年历史。此

间，仅民国8年(19 19年)知县扬步墀修了一部《吉林方正县志》。

这次修志，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实乃壮举。在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县志办全体同志的共同

努力，历经8载，这部社会主义的新的《方正县志》终于杀青付

梓。我做为一名黑龙江新编地方志工作的组织发动者之一谨表祝

贺。

‘据我所知，方正县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主管县长不但在

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帮助解决修志经费，而且亲自为：修志人．

员解决入党、住房，家属工作安排等实际问题。这些，都无疑促

进了县志办工作人员的热情，保证了县志工作的顺利完成。

另外，《方正县志》的编纂也是全省投放人力较少，收效较大

的县份之一。全志编纂仅用三四人，而且保质保量，一气呵成。

不但节省了人力物力，也缩短了总纂和志稿送审的时间，这一点

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就志书本身来说，县志从方正实际出发，以中等编立目，分

为自然地理，建置、农业，工交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党派群

团、政权政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人物等1 2编。类简

目清，记述得体，地方特点突出。诸如农业详寒地水稻稀植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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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党派群团详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记述，军事详抗日战争时

期的兵事记述，自然地理、文化等编则详旅游事业的记述，都为

县志增添了光彩。

县志编成，有益当代，惠及子孙，它是一项长久的系统的文

化建设，其作用和影响必将与El俱增。其赵君诸位编纂人员之

功，亦必将随之载入史册，而久远流传。在《方正县志》出版之

际略述数言，以作纪念，是为之序。

王文举

一九九O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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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 985年。

· 二、历史纪年1 945年东北解放以前均按当时的习惯纪年，同

时括号均加注公元纪年。

。三、本志在撰写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翔实地记述

了本县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及经验教训，记述了方正县80年的

历史概貌。
、

，． 四、志书中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遵循搿宜分不宜合一，

。宜粗不宜细一的原则，未设专章集中记述，而散记于《大亨记》

及有关章节之中。

五，记入本志的人物，本着不为生人立传，以本籍为主，兼

顾外籍的原则，对历史上起推动和阻碍作用，并有较大影响的已

故者，撰写了传略或简介，名人录加以记述。记入“烈士英名表”

者均是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牺牲的革命烈士。‘

六、本志由记、传、图、表、录等形式组成。内设大事记、

自然地理、建置、农业、工交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党派群

团，政权政亨，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人物等共12编。

志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各编均本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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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主，古今兼收，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原则，做到经纬分

明。

七、有的山，河、‘地名在历史上出现写法不一的现象，撰写

前经多方考证，均保持了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如发源于尚志境内，

流经尚、延，方三县的蚂蜒河，解放后有的称“蚂蚁河”，并被

标入省及国家出版的地图。现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仍称蚂蜒河。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北京、南京，吉林、沈阳，大连、哈

尔滨等地国家和省、市档案馆及图书馆。其次是选自县档案馆和

县直各单位编写的有关资料、专业志和知情者的El'碑资料。．

九、本县历史档案曾三遭焚毁，所剩资料残缺不全，志书中

出现遗漏、断空及互不衔接的现象，在所难免。

十、本志引用的数字均为《方正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所

载，少部分由业务部门提供。

十一、文内需加说明的事和习惯用语，均在第一次出现时加

括号标明。

十二、本志所用之《方正县行政区划图》、《方正县地形地

貌图》、《方正镇平面图》，《方正县疆域图》及照片均是1 989

年绘制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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