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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修志，旨在知衰，以借鉴，

图安邦o《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经过编纂人员的努力，历时五

载，已告竣付梓。这是吉林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建筑材料工业演变

过程的书籍，将为吉林市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具有资料

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镜鉴o

《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是时代实录和科学编纂的结晶。编

纂人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征博采资料，先后到5省9市14

个档案馆、建材部门，查阅档案、图书等400多卷(册)，发出征集资料

函100多件，访问知情人120余人(次)o通过实地调查、档案选摘、群

书采录和口碑考证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搜集资料800多份，约有

300多万字，为编纂《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作出了很大贡献。

按照吉林市修志工作统一部署，1986年7月成立局级编纂机构，

1989年整理出《资料长编》，是年7月撰成初稿，后经4改篇目，3易其

稿，在吉林市建筑材料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不断提高

编纂质量，终于在1991年10月完成了编纂《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

这一浩繁工程，最后经市地方志编委会初审通过o

《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设8篇23章78节，约32万字。全

面记载了吉林市建筑材料工业发展和兴衰起伏，记述了建筑材料工业

发展中的大事、要事。同时还附有经济发展规划、重要文件、历年指标

完成表及《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编纂始末。全志力求观点正确，

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点突出，内容丰富，是吉林市建材工业志百科

全书，是“资治、教化、存史”的宝贵文献。

编纂吉林市第一部《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虽然编纂人员做了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记述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资料匮乏，加之无先

例可循，无经验可鉴，志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多提意见，

以利今后更好地做好修志工作。

《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1 991年1 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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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例

八、《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对钢材、木材、炭素等建材产品

不予记述，分别纳入物资志和冶金志中。

九、《吉林市志·建筑材料工业志》在编纂过程中，本着“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原则，力图资料翔实，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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