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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荣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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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地方志源远流长，种类卷帙浩繁。部分
志书中4；虽然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记述了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内
容，‘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修志者阶级的局限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发明创
造得不到重视，科学技术没有应有的地位，因此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科
技志书o

‘

科学技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而产生，又推动着生产的发展，生
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历
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科学技术
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总结科技发展的历史，编写独立的科技志书就成
h历史的必然。第_二部《德州地区科学技术志》的问世正是适应了这一
科技发展的历史潮流o”。

《德州地区科学技术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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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以丰富翔实的史料，通俗质朴的文
笔，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德州地区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与现状，揭示了科
技进步和经济建设，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关系。该志突出科技工作的特点，
重点记述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建筑，医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牙口作用，

同时记述了科技管理、科技队伍、科研机构的发展进步；有突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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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物也列传略记载；科技特色、·地方特色鲜明，时代特征突出，具
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参考价值，。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盛世修志的新成果。对资治、教育、存史、修志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o 、一，

编写科技志史无前例，没有范本典籍、编写经验借鉴，记述时间

长、 范围广，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崭新的开创性工作，《德州

地区科学技术志》的问世无疑凝聚了省、地业务部门和地区科委及有关

单位和广大编写人员的艰苦劳动和心血。他们发掘史料、搜亡索隐，沤
心沥血、精心编写、十易篇目，历经六载，终成此宏篇巨著，在省内率

先完成，填补了科技工作的一项空白，艰苦卓绝，可想而知。谨代表地

委、 彳亍署向有关单位及编者表示真诚的祝贺。

牙斗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则百业兴；．科技落后，则被动挨打，

这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o．德州地委、行署提出_科技兴德，，J
的战略方针，把科技工作放到首要位置。《德州地区科学技术志》必将

给这。一方针增添新的内容和活力，给各级领导决策科技工作提供历史借
鉴， 鲐广大科技工作者有益的启迪，在“依靠科技、振兴德州”中发挥

巨大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励经图治，为发

展科教，振兴经济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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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观点正

确、史实准确，行文规范。

二，内容：记述金区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建筑．医学等科学技

术的发生，发展与现状；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记述全区科技管理、科技队伍、科研机构的发展状况。

三、体裁：本志序、述、记，志．传、录、图照、表八体并用，以

志为主；行业科技史横陈门类，纵述始末；文字记述为主，采用语．体

文、记述体。

四、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限至1987年；部分重大科技活动如科

技成果评奖等，适当下延。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线，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纪年：采用公元纪年o 1949年前的纪年括注中国历史纪年，使

用中国历史纪年的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

建国前、后o

七、人物传略：收录1987年底已故的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物，包括

本区和在本区工作过的人士o
‘

八、地名、机构、职务职称。按当时名称实录，与今名不同括注今

称；名称太繁者首次用全称，此后简称o

I九、数字计量单位：按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规定应用o

／。-心，。



十、资料：源于档案、文献典籍，及省、地有关业务单位提供编

写，不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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