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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翟象坤

现在出版的《南关区志》是长春市第一部区志，是南

关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之初，我担任胜利区委第一

任书记(当时的胜利区为今南关区的一部分)。当年，曾

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组建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发展

经济，移风易俗，建立革命新秩序，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

友情。不久，我离开了胜利区到市里工作。抚今追昔，四

十多年来南关区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昔日的古城

变新颜，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巨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的十年，在这历史上短暂的一瞬间，南关区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写出了它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城区改造和

建设加快，工业生机勃勃，商业发展繁荣，副食品基地已

见规模，文教卫生事业El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7’



2 序一

这部区志，指导思想明确，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改革与开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关区160余年来的

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解放以后全

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比较充分地记述了古城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迈

出的新步伐。．

全书资料翔实、丰富，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

性和地方性的统一。通篇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反映了古

城区各方面的巨大成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更加增强人

民坚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激

发人们热爱南关、建设南关的感情。这部志书是在全国尚

未出版城市区志的条件下动手编纂的。在体例上既有继

承又有创新，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传统的志书形式，注
j 重从反映本区的区情确定篇章，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

性特色。它重视宏观记述，反映了本区事物发展变化规

律，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它的问世，必将有助于

， 全面了解区情，对正确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必将有助于开

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改革，促进城市发展。

在这部区志出版之际，我谨表示祝贺。

1992年4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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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怀安
张德富

《南关区志》历经六个春秋，今天终于出版了。它的出版是我

区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庆贺的。

南关区是长春市最早的古城区，地处伊通河之滨，历史悠久，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较早，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商业发达，是长春’

市最早的商埠区。文化源远流长，世代劳动人民在这里劳动生息，

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曾饱受内忧外患，直至1948年得到解放，人

民才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用自己的

智慧和劳动改造旧城区，‘建设新城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如春风化雨，吹拂滋润南关大地，使古城区焕发了青春。经人民奋

发努力，全区日益变化，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经济振兴，社会发展，

呈现出一派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取得显著的成就。

历史上编纂的地方志，曾有过涉及本地区的《长春厅志》和

《长春县志》，但并非记述本区的专志。这些旧志书虽然也涉及到栩
L留



区的一些史料，但因受时代的局限，缺乏正确观点，资料残缺不全，

尤其是经济内容很少记述。《南关区志》是历史上记述本区史实的

第一部志书。它是本地区的百科全书，记述了自1825年至1988年

163年间南关区域的自然、政治i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军事

等方面的演变、发展的轮廓，内容较丰富，资料较翔实。这部区志

贯通古今，按志书的要求，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许多珍贵历史

文献资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研究，实事

求是地记述本区的事物，既反映历史风貌，’也体现了时代精神。对

于解放以来的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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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地反映全区工作上的胜利和曲折，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充分反映南关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真实记录了这一伟

大历程。本志在形式上，既继承了传统的志书形式，也有创新，立

足于反映本区的历史与现实。它的出版，．对于认识区情，提供了依

据；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

’

《南关区志》的编纂完成，是在市、．区党政领导下取得的成果，

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专家、学者以及关心区志人士的共同努力

的结果，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值此《南关区志》．出版

．之际谨向参加编纂、审定，提供资料和为支持区志编纂、出版做出

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1

19．92年4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长春市南关区志》由总述、专志各篇、人物、大事记等组成。总述，综述

区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建治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

类，纵述史实。解放前，以所辖地域范围；解放后，以隶属范围为主要记述对象。

设建置人口、工业、商业、蔬菜畜禽、工商管理物价管理、财政审计、市政建设环

境保护、劳动人事、中国共产党南关区地方组织、民主党派、群团、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政权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关区委员会、政法、军事、教育、卫

生、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民政等22篇，共88章，210节。总述、人物、大事记

不入篇的序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1825年，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

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8年。 ．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 五、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不

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2 凡例

六、文体：总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先书朝代年号或干支，再括注公元纪年；辛亥

革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书所称“解放前”和“解放后抑的时间界限为1948

年10月19日(即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本市区，全区人民从此获得解放)。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均用现

行标准地名。

九、各项数据：一般均用本区统计局数字；统计局鼷钓，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旁卞o ·

十、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为主，亦收入个

别反面人物；以本区籍人物为主，亦收入在本区长期活动的客籍人士。立传人

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为序排列。

十一、数字书写：

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成语、词汇、专用名称和

表达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

2．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传统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十二、本志材料来源：省、市、区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有关报章、刊物和专

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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