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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伴随着新世纪前进的脚步，《丰满区志》编辑出版了。本志记载了丰满区

从1992年到2001年10年的历史。

丰满区志记述的10年，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10年。全区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大力

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

全面进步。全区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步入全省先进行列，人民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实现了由郊区到城区的历史性转变，走上了富民壮区奔小康的新

征程。

本志既是郊区历史的延续，也是丰满区历史的开篇。它翔实地记载了10

年来全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工作。它客观地记述了

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进程，尤其是在改

革开放，富民壮区的实践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新经验。它全面地反映了

全区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了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画

卷，是丰满区10年区情的真实写照。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鉴往知今、

服务现实、保存史料、惠及后代的一项基础性建设。本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基本上反映了丰满区的全貌，具有一定的资政价值，也是一笔具有存史价值的

精神财富o

《丰满区志》的编纂工作，从2002年5月起在不到两年时间编辑完成。在

此期间，得到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全区各部门以及有关人士的大

力支持，他们为志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编辑人员也付出了辛勤

的努力，这些都为本志书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代表区政府一并表示诚

挚的谢意!

区长乡t雅
二00三年十月八日

l‘‘『【flll’}II}‘’}’}’f‘f}

．勺，



凡 例

一、《丰满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存真求

实的方针，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丰满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体现丰满区

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自1992年，下限到2001年12月。对某些断限之前

出现的事物适当上溯。

三、本志编写体例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采用述、记、志、传、图、表、

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除概述、大事记、特载外，设有专志12篇49章163节。在篇目设

计上，注重史料的实用性，即以收录动态资料为主，对相应的静态内容，不再列

篇设章。

六、本志所用简语、简称，首次出现时加以全称。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如涉及古代史部分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一般省略“年”字。

八、本志书资料来源于丰满区各部门志、乡(镇)志、街志及区档案馆相关

资料。志书使用的主要数据，均以区统计部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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