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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口

。新编《东沟县志》历时九载，今朝成书问世，实为盛事，当致贺志喜!

1985年9月，东沟县委、县政府调集人力编修《东沟县志》。力求用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东沟历史，以科学的方法编纂志书。在成书过程中，自始至
· 终坚持了科学、求实、进步的原则。纵观此志，上接清光绪二年(1876年)，

下衔改革开放之1985年，记事百年有余，从清至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制安东县，再为东沟县，社会变迁，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沧海

桑田，集于一览。凡30篇，170余万言。卷帙浩繁，内容翔实，纵横捭阖，上

下贯通。

4一部好的志书，不仅是地方历史的再现，更具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

《东沟县志》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从这部志书中，后世的人们可以看到清朝

末年封建王朝丧权辱国，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苦难岁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民生凋敝以及英雄的东沟人民为推翻一切剥削和压迫而进行的不屈不挠、可

歌可泣的斗争和在建设家园、振兴东沟的历史进程中的壮举。《东沟县志》既

是东沟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也是启迪后人的百科全书。甲午海战的硝烟，

“九·--A’’的悲歌，解放战争的烽火，抗美援朝的义举，改革开放的步伐⋯⋯

《东沟县志》，兼收并蓄，以横为主，横排纵写，于今人、后世，都不失为一部

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教材。

感谢《东沟县志》的全体编纂者，以他们的汗水和心血铸成了这部激励今

人、惠及子孙后代的宝贵史册。谁知志中字，字字皆辛苦。感谢国家、省、市

地方志专家、学者、同行的慨然相助和悉心指点。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和省地

矿测绘院印刷厂为县志出版做出的贡献。县志的编纂还得到了县直有关部门、

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东沟县已走过了她的昨天，而今正以新的姿态

迎接充满希望的明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此志书出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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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一

行之际，东沟县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3年6月18日，国务院批

准撤销东沟县，设立东港市。我们衷心希望，以《东沟县志》为鉴，再创东港
更加辉煌的未来。

一 值此县志出版之际，缀文以为序。，． 一⋯

中共东港市委书记姜作勇

东港市 市长唐贵昌
’

1994年8月18日



凡．，例

一、编修是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东沟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

“资治、教化、存史"，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以清光绪二年(1876年)安东县设治为记述上限，以1985年末为下

限。对有些内容(如图片、人物、方志编纂等)根据需要作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是志以现行政区为主要记述范围。对历史上曾经管辖过的地域，除特

殊需要外，一般不予记述。

四、是志为记述体著作，采用篇、章、节、目结构，以记叙为主，兼用图、

表、录等表述方法。除《附录》外，一律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

五、是志《人物篇》分为传略、简介、表，以在当地从事活动的人物为主

要选录对象，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正面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人民群

众为主。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

六、清及清朝以前用当时朝代纪年，中华民国用民国纪年，并均加注公元

纪年。鉴于东北沦陷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况，自1931年9月18日起只用公元纪

年。历史朝代年号在同一节中出现较多且时间相近，则不屡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一律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七<是志所称“解放’’，系指1945年10月安东县被辽东人民自卫军解放

这一特定时间；。收复安东县，，系指1947年6月安东县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

收复这_特定时间(俗称二次解放)o

八、计量单位、统计数字的使用，分别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

《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记述历史事实，必要时保留旧

计量单位，但注明今制。使用数据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缺少者，采用

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九、表述地名，一律采用当时的名称；有变动者，注明普查后的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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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数字书写按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是志所用资料，经核正后载入，编纂时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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