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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克山县志》出版了，这是克山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首创

之举，值得庆贺。这部县志的出版，填补了县内存史资料这项空白，

实为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令人欢欣鼓舞。《克山县志》的出版，

使全县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光辉业绩，终于得到真实、

系统的记述，俾以告慰前辈，激励今人，留传后世。

在建县70余年的短暂历史上，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古

老而富饶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创建家园，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 ；

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才智，把昔El的“北大荒”建设成为塞外米粮

川。回顾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克山人民饱经了旧社会血和泪的苦 《

难。日伪14年的殖民统治，使克山人民历尽沧桑。在各个历史时期，

均有大批革命先辈、仁人志士，反对封建割据和日伪当局的残酷统

治，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为保卫克山，开发和建设克山，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树立坚强

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艰苦奋斗，

重建家园，开辟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天地，创造新生活，推动科
一

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振兴及社会的进步。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克山县同全国各地一样，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呈现出一派·

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精神文明建

设日新月异。经历40年的建设，克山大地已展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壮丽画卷，成为祖国北疆的边陲重要县份之一。 ．

《克山县志》，通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1915一1985年克山县的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

历史与现状·。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伟大胜利的真理；反映了各项事业兴衰起伏的客观史实；铭记

了几代人的丰功伟绩；赞颂了引以为自豪的勇于献身的“北大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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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再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绚丽画面。编者站在时代的高度，

纵观历史，横陈诸事，统揽全局，贯通古今，对浩瀚的历史资料，弃芜

存菁，去伪存真，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鉴别；对历史人物和历史

事件，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尤其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史料，坚持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记载

工作中的成就和失误，客观、系统、准确地反映了本县的史实，使这

部县志基本作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编纂形式和内

容诸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创新。从多角度、全方位地为各级领导

和各界人士了解县情，发展经济，治理政务。繁荣文化，学术研究，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具

有较高的“资政、教化、存史"的价值。亦可使关心克山的省内外广大

读者了解克山，熟悉克山，成为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

的文字指南。

7编史修志，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要求高．难度大。

尤其本县设治以来从未修志，历史文献十分匮乏．民国案卷残缺不

全，El伪文档焚烧殆尽，搜集史料实属艰难。然而。为编纂一部较好

的县志，修志人员发扬为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知难而进，历

经艰辛，六改篇目，三易其稿，终于使百余万言的《克山县志》付梓问

世。这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成果，是修志人员辛勤笔耕、呕心沥血的

结晶。在志书出版发行之时，特对省、市志办的热心指导，各界人士

的亲切关怀及兄弟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对编

纂人员情愿甘苦。默守寒窗，锲而不舍，潜心修志的精神表示赞赏。

多少年来，克山人民渴望编写出一部溯古揆今、资治当代、惠及

子孙的地方史志，这一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克山县志》的出版．

使一方县情，展卷可得。历史的借鉴，必将有助于全县人民和各级干

部，加深认识克山、研究克山、热爱克山，进而更好地建设克山、振兴

克山，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克山做出更大的贡献。

克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明海才
一九九O年九月十El



凡 倒

凡 例

一、《克山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篇专志、人物、附录组

成。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全志结构

为篇、章、节、目4层。共设22篇1 01章397节。为叙述方便，根

据需要在文中设若干小标题作细目。

二、《克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

记述县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三、记事原则，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自1915年设

治起，对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 985年。

四、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布章，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

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突破部门界限，突出专业特点；

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横分竖写，纵横兼备；交叉内容，采用详此

略彼的互见方法表述。

五、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纵括历史．横陈现状；大事记．

采用编年记事，钩玄提要，兼顾纪事本末，以彰明因果；其余均用

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叙之中。

六、历史纪年，清末以前采用当时习惯称谓书写，夹注公元纪

年；民国以来，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其中：1945

年以前年份夹注民国或伪满纪年，以资参照。 ·

志中所称“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23日克山县光复之后。

七、政区、地名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称谓。

八、各项数据，一般均以全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数字为准；统

计资料缺项者，采用各有关单位的数字。

九、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关于出版物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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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物分人物传略、革命烈士表、人物简介、军功劳模表。

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和影响者为主，亦

收入个别反动人物；因本县开发较晚，人物突破本籍之限，兼收曾

在克山学习、工作过的客籍人士；省民政厅确认的革命烈士收入烈

士表；党政军副司局(师)级以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界副

教授及相当于该级以上人员，列入人物简介；省级劳模及军级二等

功和相当该级以上奖励者收入军功劳模表。
、

十一、所载著述、文章，取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者省以上展览

的文艺作品、学术论文，含书法、绘画、摄影等。

十二、计量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方

案》规定执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均按现行

计量单位折算。

十三、人名称谓，首次出现时．名前冠以职务。除特殊需要外，

一律直书其名；各机关单位称谓，首次出现书以全称，以后一般采

用习惯用法。如“中共克山县委员会"写为“县委"。

十四、图表一般附在有关篇、章、节中。

十五、l 945年后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于党派社团篇“中国共产

党克山县地方组织"章内设专节记述。

十六、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县档案馆，县内各乡

(镇)以及各部门提供的史料；少量取自大连、长春档案馆和图书

馆及有关报刊、专著、回忆录等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为节省

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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