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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按照国务院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

精神，在编纂《吉林市志·中国共产党吉林市地方组织志》工作中，全

面记述了吉林市自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以来，领导全市人民，为

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前赴后继的历史和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建设英勇斗争的艰苦历程。

虽然《吉林市志·中国共产党吉林市地方组织志》记述的只是吉

林市地方党组织活动的简要历程，但一滴水可以反衬出太阳的光辉。

从志书中可以看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中国人民

幸福的今天。

无数事实证明，历史并非笔直地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道路坎坷、曲折，胜利来之不易。尤其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加上地方工作上的某些失误，吉林

市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然而，瑕不掩瑜。这

些局部的、暂时的：并且通过党自身力量纠正了的错误，绝对影响不

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抹煞不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功绩。

知往鉴来，《吉林市志·中国共产党吉林市地方组织志》在着重

记述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为汲取历史教训，对错误也作了如实的记

述，以期鉴古知今，激励全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深化改革开放，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创建更加美好

的明天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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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由于水平所限，纂写中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党内外有识之士，不

吝赐教，以便修改、补充o

《吉林市中共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2月



凡 例

凡 例

一、《吉林市志·中共地方组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详近略远，重点突出，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二、科学地、真实地记述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以党的各个历史

时期的工作重心为主，以部门职能工作为辅，部门工作围绕中心工作

撰写。求深不求细，求特不求全，既要符合志书的共性要求，又要突

出区别于其它专业志的不同特点与鲜明个性。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及重大政治事

件，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分别记述于有关篇章。对“文化大革命”史芤列入志书附录

中，以资存史。

四、修志断限上自吉林市(地区)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开始，下限

止于1988年吉林市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五、全志设为5篇，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综合体

裁，以志为主。 厂
p



2 凡 例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文书档案、报刊和地方党史资料，为节省

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引用其它文献资料和特定辞语，注释于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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