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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1989年1月～2000年12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朝阳区在历经时空跨越的

同时，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跨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真实、全面地

记述和反映在此期间朝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重任，

完成这一重任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第二轮《长春市朝阳区志》编纂好。

经过全区各方面的协同积极努力，第二轮《长春市朝阳区志》今年出版

问世了。这是全体朝阳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志书，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整体风格致力于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特点突出，力争实现知识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充分展示朝阳发展的时代特征、过程特点和地

方特色。全志采取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方法，通过据实记述朝阳区在此十

二年间从自然到社会的人口、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

展与演变的来龙去脉，突出了朝阳人团结一致、顽强拼搏、与时俱进、勇占

排头的新风貌、新变化、新业绩。它凝聚着全体朝阳人的智慧与汗水，蕴蓄

着朝阳人的情感与追求，体现了朝阳各界通力合作、志在发展的精神和品格。

用事实说明了朝阳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思想指引下，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具体过程o

20世纪90年代末，朝阳区是长春市的行政大区、经济弱区、财政穷区o

1990．1994年，在较短的时间里，朝阳区经济实力跨入了全市先进行列。后

经1995年和1999年两次全市性的行政区划，朝阳区的经济实力两次被削弱后

实现了两次快速发展，认真地回顾、品味这段历史，分析、研究这段历史，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充分揭示朝阳区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当前应该高

度重视的研究课题。这部朝阳区志，必将进一步坚定全区上下“热爱朝阳、



建设朝阳、振兴朝阳”的旺盛斗志，动员全区各界充分了解朝阳的过去，从

中感悟朝阳人立足实际、开拓进取、加快发展的胆略和气魄，总结朝阳人勇

于战胜困难、勇于拼搏争先的成功经验，共同创造朝阳新的美好的未来0 0 0 0 0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志书的问世，对促进朝阳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造福于朝阳人民，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轮《长春市朝阳区志》的出版，是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大力

支持，具体工作人员秉笔直书、废寝忘食、辛勤耕耘的结果。在此，我谨向

各部门、各单位为修志工作提供资料、参加编纂、审定和支持区志编纂、出

版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二年创业，十二年沧桑，昔日的成绩催人奋进，未来的辉煌待人开创。

时代赋予的使命，必然要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相信，我们期望，敢于胜利、

善于胜利的朝阳人，定会用诚信与服务、勤劳和智慧谱写朝阳实现跨越的新

篇章。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

己传
2005年6月10日



凡 例

一、第二轮《长春市朝阳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1989—2000年间的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采取篇章结构，各篇并列，篇下设章、节、日等层次。全书23

篇111章322节，并设《概述》、《大事记》，约68万字。

三、本志书上限从1989年1月起，下限到2000年12月止。个别在第一

轮区志中没有记载的内容，本书中进行了补充，突破了上限。

四、文体：本志书在编纂中以记叙为主，在《概述》中及个别章节中有

少量议论。本着还历史于本来面目的原则，大多数只记述事实，不作评论。

五、在人物的叙述上，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并有所选择，有重点地加以

记叙，英雄人物、劳模除外，主要叙述生年事迹。

六、本志以事实为主，辅以表图，照片采用彩色照片，数量上较第一轮

区志有所增加，增加志书的资料性、观赏性。

七、志书中各项数据均来自历史资料，有据可查。

八、地名、区域、机关均使用当时名称o．

九、数字：以1987年1月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名发布的

《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标点符号：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署1990年3月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一、志书中涉及的计量符号、名称，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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