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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宝清县志》是宝清解放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社会

主义新型县志。一部志书的出版是一方智慧的结晶，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一世一

地盛衰的写照，物质文明的纪实。《宝清县志》的出版，是宝清县两个文明建设中

的一件大事，值得庆祝I

宝清地处祖国的东北边陲，座落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她山清水秀，环境优

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著名的三江平原上重要麦豆产区、国家商品粮基地

县，因其地得天独厚而闻名遐迩。

宝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为肃慎、女真之地，是满族肇兴和发展的故乡

之一。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里曾长期形成了人烟稀少、大地荒芜的局面。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列强纷纷侵略中国，尤其是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竞相争

夺东北，鲸吞蚕食，贪得无厌，造成东北边陲榛莽遍地，满目疮痍。在国家“移

民实边’’的浪潮中，从清末民初起，一批批拓荒者从苦难深重的辽南和关内涌向

东北，他们千里奔波、万里跋涉而落户于完达山下、挠力河边。这些中华英雄儿

女，含辛茹苦，披荆折棘，以劳动和汗水唤醒了沉睡的宝清大地，拉开了宝清近

代开发建设历史的序幕。然而不久，“九·。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于日寇铁蹄之

下，宝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浴血奋战，宝清成为东北抗日

斗争时期重要的游击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英勇的贡献。近半个世

纪以来，宝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以坚

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发展经济，建设家园，已使宝清

大地焕然一新，使宝清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回顾历史，有多少生动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多少珍贵的资料需要辑存，有多

少丰富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编史修志的迫切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

一代人的肩上。

编史修志是中华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书

堪称浩如烟海。我国修志始于秦、汉，盛于明、清，但民国以来，社会战乱，编

史修志也趋于消沉。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治久安、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全国便出现了“盛世修

患”的高潮。 ，

宝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1年成立，下设县志办公室，选配了专职编修

人员。采取了专群结合、上下结合、县志机关和各部门结合，用众手合成的方法，

开展了县志编修工作。经过了11个春秋的艰苦劳动。几易其稿，几经审批，于1992

年9月胜利完成任务。这部传世之作凝结着修志者心血，他们秉笔直书，精心著

。*—叠露吁。茹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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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此，党和人民将永远感谢他们j

《宝清县志》是宝清的地方百科全书，它记载了宝清县自清末民初以来至1985

年近80年发展变化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宝清县自然、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历

史和现状。采取了以事分类、横分竖写的方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全

书设自然地理、建置、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政

党社团、政权、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武装兵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

育、社会和人物等共18编，80章，315节，共110万字。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县志是一部存史、资治

和教化的传世之作，也是一地的“官书"。它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

而知古．继往而开来"，不但为国史、通志提供资料，而且也为各级领导制订规划

和决策提供根据，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让我们

充分地利用它，鉴古知今，开拓未来，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借《宝清县志》出版之机，谨向参加县志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和支持县志工

作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l

妻挲萎冀量警要警蓑胡琳宝清县人民政府县长⋯1。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书为社会主义新方志，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新的体例编

纂而成，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以便发挥其存史、教化、资

治的作用。

二、志书详今略古，详近及远，详异略同。贯通古今，以今为主，尤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力求突出时代特点。

三、取事主要以1916年宝清设立县治起，下限至1985年底，但对自然地理、

历史沿革等章，根据资料适当向前做了追溯。

四、志书体例以事分类，以类为志，横排竖写，以横统纵，纵横交错。

五、结构取编、章、·节、目四层，全志在概述、大事记之后设建置、自然地
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政党社团、政权、公

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武装兵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人物等

共18编，80章，315节。

六、文体采用语体文，体裁取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

表附有关章节之中。

七、“概述”列诸篇之首，扼要综述全县的历史和现状、经济优势及发展战略，

以方便读者了解其全貌。

八、大事记，取编年记事体，以时系事，记述全县发生的自然、社会、人文

等诸件大事、要事、新事。

九、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宝清县地方组织的重要活动，分

别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不另立章节。

十、按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者多为本地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对

社会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以及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对革命烈士不能一一尽书，

设烈士英名表以昭后代。 。

十一二、本志材料大部分来自基层上报材料、县内外档案及有关文献，为节省

篇幅，一般末注明出处。

十二、本志数据，1949年以前的统计数字主要来自县内外档案，1949年以后

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县统计局和县有关基层单位。 ．

十三、解放前采用历史>--j惯纪年，后注公元纪年，1946年7月2日宝清解放

后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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