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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专

分局长 郭兆太

《图们铁路分局志》在改革、开放，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下，应

运而生。这是图们铁路分局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分局志。这部志书的编

纂出版，对于我们借鉴历史，指导现实，大有益处。 、

编史修志，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纵观历代有政治

远见的地方官，只要他想励精图治，把地方治理好，没有不重视地方

志工作的。他们把地方志看成是“辅治之书’’，曰之为：“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人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编写铁路史志，对于认清国情路情，鉴古观今，服务现实，规划

未来，对于推动我分局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件

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可谓千秋万代之业。

图们铁路自1922年修建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在“长夜难

明"的旧中国，它饱受屈辱，步履艰难。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
、

党的领导下，国们铁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设备面貌焕然一新，运

输生产蒸蒸日上，为发展延边地区经济文化，巩固国防，沟通全国铁

路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图们铁路分局志》问世了。这是图们铁路分局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取得的一大成果。这部志书是从1 985年7月起笔，到1993年

11月搁笔，历时八载有余，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取精用宏，编纂成

书。较翔实地记述了图们铁路67年的风云变幻，更谴兴衰，展现了图

们铁路修筑史实、运．输生产、经营管理、科教卫生、党群工作、公安

司法、职工生活等各方面的一幅幅历史画卷。对资政、教育、存史；对

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对发扬优势，扬长避短；对开展爱国主

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都必将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亏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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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今略古，努力体统时代特点和图们铁路特点。文字简练朴实，力求

通俗易懂。但由于历史资料dt乏和我们水平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上级领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图们铁路分局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得到吉林省志·铁道志编委

会、沈阳铁路局史志办公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同

志的悉心指导和兄弟局、分局档案史志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过去在

囤们铁路工作过的老干部提供了大量资料。众人修志，才得以完成此

举。图们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在编撰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石开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辛勤地劳动。今借《图们铁路分局

志》出版之际，谨向重视、关怀、支持《图们铁路分局志》编纂工作

的各级领导和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编撰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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