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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人民靠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拓荒原辛勤耕耘，斩荆

棘艰苦奋斗，把荒漠之域逐渐辟为沃土良田；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哺

育家乡的大地，使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美、甜遣了自己光辉的历史o

．新编《延寿县志》真实地记录了延寿县的沧桑变革，是全县人民历

史的缩影。延寿县自设治以来，曾六次编修县志，一次是清光绪三

十三年(1907年)长寿县知县刘清书监修王炳辰等纂的衩长寿县乡

土志》o一次是民国1 7年(I 928年)开始；民国19年(1 930年)完

成的县志稿，后因“九·一八"事变未能付梓：伪康德4年(1 937年)

伪县长委县教育局礼教股股长续修延寿县志，亦未付梓。伪康德9年

(1942年)，伪县长又委教育局局长杨光溥再次续修县志，于伪康德

lo年(1943年)3月付梓。现存者便有光绪年问的《长寿县乡土志》

和伪满康德10年出版的《延寿县志》。这两部志书’对延寿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风土人情有一定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二些有价值的

史料，但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问‘夹杂着许多糟粕，加之历史

车轮又向前飞进了数十年，重修县志，势在必行。建国后，党和国

家十分重视地方史志工作，于1957-年-厂呷唤延寿县委成立了县志办

公室，开始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工作人员历时两年半，收集了50

万字的资料，设计了篇目，还写出了部分初稿，后因处于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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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被迫停止o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方针使全县各项事业

日新月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呈现

出繁荣昌盛，百业俱辩的着雾p直世昌明，修志乃兴。为此，我县

于1980年再汰威立暑志鳊纂委员会，设立修志办公室，县委，县政

府调集人员，聘请顾问，重新开始编纂工作。·全体修志人员不辞辛

苦，伏案疾书，忘我摹耕，呕·鼙沥血，历时十载，数易其稿，终于

像新编《延毒县志》问世·这是全县24万人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叉一太成幂，为罐毒县的文化事业又添．．瑰宝。

，新编《延寿县毒》以马列主是’：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横排门类、纵述始末，

剪窄古今，?详今略古，悬崎部有新观点r新材料，新方法、新体制

和时代气息的新志书9． ¨，

新编《藤寿暑专》上继老人，后启来者，有益当代，惠及子孙，

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未叉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唇全县人民，．在

缝往开米的征途中，紧跟中国共产党，开拓前进，把家乡建设得更

加富饿更枷昌童，．谱写冀壮丽的历史篇章。 -，

●

●。

‘
r’

●、 ●

中共延寿县委书记 李洪超

．．⋯． ⋯ ．1 990午4 R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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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的《延寿县志》，历经十载，编修人员运用辫证唯物主叉

观点，以人民利益为准绳，秉笔直书，述前母之兴衰，考当今之得

失．新县志汇集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

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可以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对发挥当

地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可以

起到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是一部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好志书。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宏观计划和微观指导的可靠依

据，是各类科技人员调查研究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当今，四化大业日新月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艰巨

任务摆在我们全县人民面前。我们县政府如何从战略高度上做出规

埘与部署，如何结合延寿县特点，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变劣势为

优势，振*延寿县经济。这需要县政府从总体上、从多角度上，多

层次上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多从地理，历史．风俗习

惯上进行研究，不但要清楚延寿县的过去和现在、还要清楚延寿县

的地表和地下、物产和人文等诸方面，这样才能制定出合乎科学、

合乎规律，合乎延寿县情的决策。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借助新编

《延寿县志》是最可靠、最方便的。

新编《延寿县志》，不仅为延寿县人民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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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可借鉴的宝费资料，还给久居外地的延寿人送来了有关故乡

的方方面面信息，加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将会自觉地为家乡的繁

荣昌盛献计献策。

我深信这部新编《延寿县志》必将在我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延寿县县长徐志文

1 99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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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一、本志为社会主义新志书，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

新的体倒编纂而成，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以

便发挥其存史、教化、资治的作用o

二、取事主要从1903年建立县治起，下限到1985年末。

三，体例是：以事分类，以类为志，横排竖写，以横统纵，纵

横交错o ．

四、结构取篇、章、节、目，全志分概述和大事记及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共6篇，48章226节。

五，采用记述式的语体文，体裁取序、述，记、志、传、图、

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随志，分附章节之内·

六、志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贯通古今，以今为

主，．尤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力求突出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点。

七，篇章比重不求平衡，经济篇占较大篇幅，比重居各篇之

首，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八、“概述"列诸篇之前，扼要介绍本县的历史和现状、经济

优势及发展战略，方便读者了解其全貌。

九，大事记以时系事，取编年记事体，记述本县发生的自然，

社会、人文等诸件大事、要事、新事。

十、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延寿县地方组织

的重要活动，散辑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不另立章节。

{‘碡善墨疆吨I'，．¨、，k缸墨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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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按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者多为本地比较著名

的革命烈士，对社会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以及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

人士。同时，选择少数反动人物，作为反面教员。

十二、全志材料大部分录自县内外档案，以及部分地方史资

料，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十三、本志所出现的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 946年1月24日为界

限；建国前、建国后系以I 949年lo月1日为界限。

十四、人物篇中当代在外地任职人员表中，是指1985年前，

在外地任地师级职务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延寿籍人。

十五，行政区划中的村、屯数包括农、牧场的村、屯级建制。

十六，照片截止1 990年10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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