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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米凤君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前所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

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志的编

纂工作又重新提到日程，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加强

领导，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腹地。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这

里从事狩猎和耕作，但作为城市的规模，其形成的时间并

不很长。如果从公元1800年设立长春厅算起，距今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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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多年的历史。长春从其历史的端点一直延伸到今天，

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基

本走向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现在，长春不仅是吉林省

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学和文化

教育中心，而且也是国内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同其他大城

市一样，结构是复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长春作为省会所

在地的城市，设有市．区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这两级行政管

理机构，通过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管理着城市，组

织和指导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制约和影响着

其他功能的发挥。长春市又直接领导其周边的五县(市)。

这不仅是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城市辐

射能力的提高和城市中心作用的突出。

长春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明显地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长春地处黑土

带，盛产粮食，同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是属于拥有耕地

多、提供商品粮多的一个城市。粮食产量及其商品化程度，

是影响长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工业化的今

天，粮食在长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

大意义。

其次，它是全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长春以汽车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示自己的特征。汽车工业的兴起以及

客车、机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现，对长春由消费

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对形成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经济发

展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春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汽车工

业将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长远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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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市情在内的科学文献。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

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长春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及建置、环境、人口、

城市设施、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

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探索振兴长春的客观规律，必将提供

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依据，对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

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

意义。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相

"-3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修志工

作提供资料以及给予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感谢全体

修志人员辛勤笔耕、殚精竭虑的无私奉献精神，感谢各级

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

《长春市志》各卷的相继问世是长春人民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凝聚着长春人民的智慧与血汗，也

体现着各方各界通力合作的精神与品格。由于编纂的水

平有限，且又仓促成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广大读

者及各界有识之士指点谬误，不吝赐教。

历史发展和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启示我们：今人的

过失往往要后人来纠正。后人将站在今人的肩膀上观察

世界，观察人类社会，必然高于今人的眼力，比今人看得

更准、更深、更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对((长

春市志》记述内容的匡正与补订，将要由后人完成。

1 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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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宇

标准计量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长春市标准计量事业有文献记载始于清代末年，经历了半封建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统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进入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从建国到六十年代中期有了较大的进步，

十年动乱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

展壮大。总体上看，长春市标准计量事业起步艰难，前进曲折，可以

说整个历程是一部更替、转换和曲折发展的艰苦创业史。

为了积存资料，反映历史，以资当代和后世，我们本着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编纂了《长春市志·标准计量志》一书。它以翔实的史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了其沿

透过本

吸取经

验和教训，既有益于现实，又有益于未来。我们愿将本志推荐给热心

标准计量工作的读者，特别是希望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工作人员

和从事理论教学、科研人员广为阅读，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可贵

的借鉴。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编写工作人

员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代表长春市技术监督局，向为本

志编纂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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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志N／／J匕、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务求思想性、科

学性与资料性相统1。
。

． 二、本志的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8年底。

三、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长春市志》下限时间的长春市行

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资料按这一规定难以处理的，仍按历史行

政区划记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长春市志》采用两级结构，即由总志和若干分志组成，

记述层次为章、节、目。内容比较复杂的分志，在章前设篇。

五、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人物》一章(不标数序)。关

于立传人物，坚持在世人和外国人不立传的原则；坚持以当代人

物为主兼及各历史时期人物的原则；坚持以正面人物为重点兼及

反面人物的原则。对于不够立传标准但需入志的人物，主要采取

0L■■I}【LII_I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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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系人的方法，同时也采用表、录的形式加以记载。

六、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大事记》一章(不标数序)，

原则上采取历史编年体，记录足以反映历史进程和各历史阶段基

本特征的大事。

七、总志与部分分志必要时设《附录》。

八、入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酌加职务，但不加尊称。

九、本志的境内地名，除历史地名外，今名以《长春市地名

录》为准。国内境外的今地名，以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简册》为准。使用历史地名均加注今名。

十、本志涉及的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的《外国人名译名

手册》为准。

十一、本志内容记述中的历史年代沿用通称。但自1931年

“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

止，这一时期统称为沦陷期间。

十二、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以中国传统纪年

为主，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以公元纪年为主，一般不加

注民国纪年。除引文与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用伪满纪年与日本

纪年。

十三、本志的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

布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发布的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历史人名、地点为防混淆酌用繁

体字。

十四、本志的标点符号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中的规定为准。

十五、本志的数字书写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以1994年7月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

用》中规定为准。

十七、本志的引文统一使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在引文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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