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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jL一

目

化学工业是吉林市的主导性支柱产业之一，在国家“一五”期

间重点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在

吉林市建成投产，形成染料、化肥、电石三大化工厂，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此后陆续兴建的吉林化纤厂和江南炼油厂、石井沟联

合化工厂等一批化工企业和星罗棋布的小型地方化工企业，构成

了以吉化集团公司为龙头的化工企业集团。1988年，经济成员单

位有83个，职工13．7万人，固定资产净值163．4亿元，生产装置

362套，累计上缴利税132．1亿元，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吉林市也因

此成为共和国闻名的化工城。
、

为继承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优良历史传统，展示新中国成立以

来吉林市化学工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吉林市工业的振兴提供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全面响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在吉林

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积极组织和吉化公司及江城化工总厂的

支持配合下，于2006年11月最终完成《吉林市志·化学工业志》编

纂出版工作，这部系统展现吉林市化学工芈发展变化的地方志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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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为推动吉林市工业经济加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在《吉林市志·化学工业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吉化公司

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提供了大量详实资料，为该志的问世创造了条

件。在此，向为该志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

意!

编修化工志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由于撰稿过程中人员

的变动，又加之对4匕：r-专业的了解和编纂水平有限，编纂中疏漏不

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6年12月



凡 例

尼 例

，

一、《吉林市志·化学工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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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吉林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时代特色、地方特

色，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为1938年，下限为1988年，记述了吉

林地区化学工业51年的发展历程。

三、本志记事空间，以1985年吉林市行政区划为准。依此难

以处理的，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四、为方便阅读，采用不同的纪年方法。辛亥革命前一律使用

我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方法，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一律使用

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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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文体，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风严谨、

朴实简洁、通俗易懂。

七、本志中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1976年。

八、本志中使用数字除引用原文外，均按1986年12月31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中宣部出版局等部门颁布的 -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中采用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前均采用各历史时

期通用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按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采用国际单位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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