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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现存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档案去伪存

真，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围场土地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章节，按时

间顺序记叙事实。

三、对全县的称谓。表达县境域概念时一律称围场，其行政区域的称谓，

在民国初年建县以前称木兰围场或围场；建县以后至成立民族自治县以前一

律称围场县，以后在不用民族自治县全称时一律简称县；对本县土地管理局

的称谓，称县土地管理局。

四、记述历史朝代，用史学界通称；记述行政建制、政府机构、职务等

_律用当时的规范称谓，如厅、县、自治县、厅署、县公署、县政府、县人

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同知、县知事、县长、县革命委员

会主任等，并按历史时限划界区分。

五、本志上限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下限至1996年底，附录中任

职人员名录延续到1999年。

六、本志纪年：

(一)在《大事记》中，为了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展示历史发展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律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用公元纪年；在正文中，为了行文的方便，以围场第一次解放(1945

年8月)为界限，解放前用历史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二)历史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光绪二年

(1876年)等；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民国13年(1924年)；公

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1949年、1978年等。

(--)日伪统治时期一律用民国纪年，如1938年，用“民国27年(1938

年)"，不用“伪康德五年"。



(KI)纪年中的农历月、日一律用汉字书写，公历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

．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除概述部分和章节导语外，一般述而不论，

直书事实。

八、本志结构分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章、节、目、子目序码用

汉语数字统一排列，以文字记述为主，所附图片表格则随文设置。

九、本志行文用第三人称，不用本县、我县或本局、我局等称谓。

十、本志内所涉及的人物直书姓名，后面不连带所任职务或“先生"、

。同志’’等虔称。

十一、凡表示概念的数字和古文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书写；凡表示数量，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涉及4位以上数字不点分节号；涉及小数点后面数

字一般只取2位。

十二、文内计量单位名称，一般以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均用汉字书写，不用字母、符号。当代面积计量单位，有平方公

里、公顷、万亩、亩、分、平方米；叙述史实所涉及的现代以前地积计量单

位，按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使用，不予换算。

十三、文内涉及古地名以历史资料为准；今地名以县地名办标准地名为

准。

十四、本志一般不加注释，必须加以解释的，在正文内用括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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