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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I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

二、编纂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如实记述本

溪地区保险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旨在为更好地发展保险

事业提供可资借鉴和科学依据，对广大职工进行传统教育提供基

础教材。
。

，

三、内容编排：《本溪保险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

经营管理、保险业务、条款费率、人物、附录等部分组成。以序言开

篇，申宗明义．以概述接续，展示全貌；大事记为全书之经是志书的

纵贯线．综记大事、要事；经营管理、保险业务为志，是全书之纬，分

事详述；记载人物事迹、业绩，借以催人奋进；附录殿后收存珍贵资

料；照片、图、表散见有关篇章中。． j，

． 四、结构：篇、章、节三级结构，力求领属得当，上领下领得住，

下跟上跟得紧。 ，

五、体例：按事物属性横分门类，以时为序纵述史实；除概述及

各篇章的无题简述外，均重在记述，叙而不论，寓褒贬和观点于事

实记述之中。

六、断限：上限自195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本溪市支公司成

立，下限断至1990年，有的篇章因事而异上溯事物的发端，并适当

下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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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有的内容涉及清朝，在公元纪年

后括注帝王年号。涉及民国纪年在公元纪年后括注民国年号。

八、文体：采用语体文，叙事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质朴。，使用汉

字、标点，以国家规定为准。

九、称谓：对上级机关名、本企业不同历史时期名、群众团体名

等，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对人物名称一律直书其名和职务，

不加任何褒贬之词。

十、数字：以本单位统计机构核定的数据为准；数字的书字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 ，

十一、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只设主要领导人简介}

市公司以上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高、中级专业人员表。

十二、资料：本志资料来源广泛，不一·注明出处，必须标明出

处的在行文中随文括注，不另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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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早在周代就有编史修

志之举。可谓源远流长。如果说春秋时所著的《尚书·禹贡篇》是方

志的雏形，那么西汉末期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问世，已把全

国性的详细的系统的区域志建树起来。宋元时期，使地方志的体裁

和形式日臻完备。明、清代，则是我国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

的兴盛景象正如一部旧志序中所述；“邑有邑志，卫有卫志，郡有郡

志，省有省志，合邑为郡，合郡为省，合省为天下。”民国为清之余

续，也有相当数量的志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修

志工作，5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提出修

志倡议}60年代初期国务院下达了《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

意见》，但未及开展即遭十年内乱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喜逢

盛世，举国上下，长城内外，众手修志，令人振奋。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本溪市分公司就是在这个喜人的盛世．组织力量编修本志的。

《本溪保险志》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继

往开来的文化建设大业。《本溪保险志》是第一部记述本溪市保险

事业历史兴衰起伏发展过程的专业志书，为我们了解和掌握本溪

市保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指导和推动保险工作，将起到特有的

“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并以其独有的

地方保险特色，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重

要的内在联系。因此，通过这本书，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促进本

溪市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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