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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县志》历经十五个春秋的编纂磨砺，今已付梓。它是大洼县首

部志书，记述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赞颂大洼人战天斗地、

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激励后来者再创辉煌的奋勇斗志；是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官修”地情资料著述。适于考史实、察是非、明得失、定

决策，宛若微型档案馆和信息库，足资“治地方者”之镜鉴。

大洼县地处辽宁省西南部，两河环抱，面临渤海，地势平坦，资源

丰富，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因开发较晚，故有辽宁“南大荒”之称。

近五十年，大洼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辛勤劳作，开发建设国营农场，

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拓变为鱼米之乡。改革开放后，为实现富民、裕村、

强乡、兴县的战略目标，又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拓前进。

《大洼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于一体，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其史料

翔实，数据准确，内容完备，具“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对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

承编本志者，酷爱修志事业，刻苦探索，钻研学习，不畏艰辛，不

计苦累。内查外调，广征博采，认真考证，推敲斟酌，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几改篇目，增补内容；五延下限，六易其稿，笔耕十五载，终于

完成编纂任务。虽略延时日，但其敬业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确

保志书质量，且重笔浓墨记述改革十五年的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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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的完成，有赖于全县党、政、军、民、学、农、工、商各

界一体协作；得益于省、市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专家、学者的指教。于

此，谨致诚挚谢忱。

借《大洼县志》出版之机，恳望全县人民鉴古知今，解放思想，锐

意改革，勤劳致富，齐奔小康。在“九五”计划和二。一O年远景规划

指引下，为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富裕、城乡美丽的大洼，谱

写壮丽多彩的新篇章。

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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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洼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资料，详今略古地、系豌地记载现辖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旨在“资治、教化、存史”，为两个文明建设、改革开放服务。

二、大洼建置较晚，隶属多变，历史无志，资料缺乏。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政企并设，农垦企业系建县基础，收于建置。上限一般起

自1948年，有的因事而异，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1995年末。

三、全志由序、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等部类组成，照

片、图表散附于有关章节之中。结构分为篇、章、节、目，有的设子目。

按类分篇，横排竖写，经纬分明o

四、体载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记事采用语体

文、记述体o<大事记>取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记入《大事记>和有

关章、节，避免复重。

六、．历史记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附历史年代对照表。

七、地名，均记当时地名。有变动的注明地名普查的标准地名。

八、人物，生不立传。立传者，以本籍为主，选录外籍在本地有影

响的人物。对市(含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优秀班主任、模范教师、先进人物，

或在世或去世者，均收入英模名录。

九、数字用法，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年龄、 百分比、 ‘／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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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计量、统计数字、经纬度、气温等，均用阿拉伯数码。成语、习

惯用语、专用名词、序数、概数，均用汉字。

十、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书写。志文中的计量单位和涉及数学、物理、化

学等术语，均用中文表示。

十一、全志资料，大部分是录自省、市(盘锦、营口、大连、锦

州)、县(海城、大石桥、盘山≮本县)档案馆的史料和各乡、镇、各部

门提供的史料；一小部分是摘自有关书籍、报刊、杂志、志书的资料，

以及采访亲历者的口碑资料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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