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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古今同宜。编写同江县志迫在眉睫，它是我们由来已

久的宿愿。现在一部《同江县志》问世了l这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全体编修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一件使全县人民庆幸的大喜事。

．它向人们郑重地宣告，无志可鉴的同江时代已经结束了，1第。次同江

．人民有了自己的传世之作一一《同江县志》，从此开拓了同江有志的新

时期。它不仅有益于当今，。也将惠及子孙万代。因此；+我们值得为它

祝贺i值得为它骄傲l更值得为它而自豪l 一‘，+．√--ji唾o‘_．■

．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地

方志是这些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国者以史为镜，治州者以志为

鉴打，．，，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于朝延"。在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县志

尤是。颖光彩夺目的夜明珠。 ，

’。 。。

二

，7 一。
。．：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东北部的同江，山清水秀，

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森林茂密，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祖祖辈辈生

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边疆，世世代代；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团结---j心，携手前进。昔日连片的荒原，沼泽；

’如今变成了碧波万顷的良田，史无人迹的蓬蒿草丛，如今变成了星罗

棋布的村镇，高楼屹立的工厂群，商业街，旅游区，海岸1：／。今昔对

比，同江县发生了巨大变化。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打。有着勤劳勇敢历史传统的同江人民，在这荒芜古老的土地上，‘“戗

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壮丽篇章，成为中华历史

崭新的一页。然而迄今为止，尚有许多人对同江发展的历史脉络知之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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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文字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忘记1日社会的血泪史，就不会珍惜

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懂得今天的美好，才会坚定不移地去开创更加理

想的未来。只有把历史作为今天和明天之鉴，才能从现在努力进取，’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有益的贡献。

¨』为填补过去历史的空白9。。：弥补史料的不足，为执政者和研究家们

积累和提供史料，使全县人民更加熟悉家乡，编写同江县忘势在必行，

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这代入的肩上a_ ，‘
，， i。‘。‘．◇：o一，： ：．

二．：o编辑人员在编纂过程，中；4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观点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详今略古，去伪存真。既排除了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局限

性，又纠L正了对历史事件的各种粉饰和谬传，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

了客观真实地反映o·。j．．． ．．√’：．m ，j
。、

。!j一这部县志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拉哈苏苏(今同江)建临江州

起至1986年近80年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我县的自然

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的变革p不仅为

攀四化静建设系统地积累了．史料，提供了解和研究同江历史和现状的客

观依据，．．而且有助于对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和后代进行爱闫主义、

革命传统0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 。’：，二‘赢．，．’一’■：o

：一=：；我县于1982年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室，?1历时10+

年的时间，经过制定编修计划i思想动员，落实组织机构，：选配编修

人员等思想和组织准备；。’组织专兼职编修人员j，。广征博取，．全面收集

资料罗’按编分工落实纂稿任务，认真抓好编写修改工作；一由主要编辑

人员进行统稿和总纂等四个阶段，由于全体编修人员默默无闻o7呕心

坜血，：夜以继日，坚持不懈：的工作，现已竣稿。在此期间^得到省‘市-



县各部门，专业人员，老同志，知情者的及时指导，大力支持和热情

赞助，保证了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值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为

县志编修作出贡献的，向勤勤恳恳、热心修志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编修县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历史资料不足，加之缺乏编

修工作经验，在史料的取舍，内容的详略、文字修辞诸方面尚有不足

之点，遗误之处实难避免。敬请广大读者及各位学者不吝赐教。

中共同江市委书记孙开纪

一九九O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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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江县志是_部古今贯通的新型志书，今天已问世了!。它是我县

第一部县著。这是一件值得全县人民庆聿的大喜事。 ，|-_、

，?同江地处祖国东北边陲。三江环绕，地势险要；．．水域广阔，‘碧波
。

万顷；群山竞秀，郁郁葱葱。域三江I：／打乃同江山水名胜之首。‘更有唐

宋金代渤海与女真古城遗迹，+名满遐迩。．尤以“古战场"而驰名中外，

垂史古今。今日之同江以光辉灿烂的历史和崭新的风貌屹立在祖国的

东北三江平原之上j 、“·，。，- 。

我国历史渊源流长。地方志书浩如烟海，国藏文宝，赞誉五洲。

修志始于秦汉，兴盛于清，民国渐弱。我县从未修过方志。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全国普修县志，开创了“盛世

．’ 修志"的新局面。。．，、． 。一

。

，7

． “治国者以史为镜，治州者以志为鉴"。县志．是一部“存史、资

政，教化修的传世之作；今称之为一方“官书!，。它使我们“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居今而知古；继往而开来静。不但为国史，通志提供资料，

而且有利于社会改革振兴j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

还可教育人民及后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保卫家乡，

建设家乡，更能激励人们不断进取，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

‘业o
’

i ．，

．7 同江，古称拉哈苏苏0街津山下的赫哲古镇二一街津口，，是赫哲

部落的古城寨，也是赫哲人世世代代生息聚居游牧之地。自西周始，

几易朝纲，。几交疆土，几更建置。沦桑岁月，史纪八百，苦难深重，民



不聊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有勤劳勇敢历史传统的同江人民，

在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原野之上和江河沼泽的广阔水域之中，拓荒农耕j

渔猎并兴，建家立业，开辟新区，流下了辛勤的汗水。他们不畏强暴，

卫边关，洒热血，抛头颅，捍国土，胜顽敌，驱外寇，求解放，推翻

了压在头上的搿三座"大山，摆脱了千年枷锁，．建立了新社会，成为国

家的主人。建国后，他们继往开来；艰苦奋斗，、战胜天灾，排除人患，j

立大业，展宏图，创立了英雄业绩，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谱写了中华

民族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绘制最新最美画图。昔日荒芜贫穷的同江

大地山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良田万顷，渔舟千帆，资源广阔l

物产富庶；农业网，工厂群、商业街，边贸站、海岸口．．交通线星罗

棋布，纵横交错，中外畅通；商贸俱兴，，市场繁荣，风景秀丽，‘环境

优美，商游圣地，鱼米之乡。它成为串华史册崭新的一页。．

’《同江县志》是一部同江金书。它记载了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拉哈苏苏建临江州起至1986年近80年历史的发展变化，全面而系统

地记载了同江县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人口、1民族、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历史及现状。全书以记述史实为

主，采用了编纂新志的横分竖写方法，．突出了地方特点；详略适宜，’。

存真求实，既排除了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偏见；又纠正了各种对历史事实

的粉饰和谬误，做到了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客观真实的反映。 {j

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

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

历史地、客观地反映地方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

的规律，基本做到了资料性，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ji

o我县于1982年成立了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室．选配了专职



编修人员，拟定了编写方案及篇目，并印发各部门和基层各单位。同时，

召开了金县修志工作会议，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传达了上级文件，讲

清编写县志的意义及目的，动员全县搞好编修工作；组织编修人员内

访外查相结合，广泛收集县志的资料；采取专业人员为主，群专结合，

上下结合，县志和部门志结合，众手合成的方法。分篇专责编写初稿；

志办负责修改、总纂。由主编初审，专家、领导、编修人员联审，编

委会汇审，省、市编委会终审，把好政治思想、史实、专业技术和文字

质量关。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志办的指导下，在全县各

部门、专业人员、老同志、知情者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的赞助下，尤其

是全体修志人员在条件差、编修业务不熟、团难较多的情况下，他们

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工作，终于全面完成了

县志编纂任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风格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

我们学>--／和弘扬的。为此我代表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为县志编修积

极贡献力量的，向勤勤恳恳，甘为修志作奉献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1

编修县志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由于我们缺乏编修的实际工作经验，

加之历史资料不足，在志书编修工作中不足之处、遗误之点，实难避

免，敬请广大读者及各位同仁不吝赐教，以便在今后续志中进行修改

和补充，使同江县志更加日臻完善。

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怀仁

‘一九九O年五月三十一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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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J．。．¨．
一

‘

一，本志的史实始起记述时间上限不统一划齐，均按其起始的厉

史时间为限，下限-．律断至同江市建置前的1986年末‘ ：

，．-

。．二，本志书为-_卷。’内设大事记，概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

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镇建设j商业，’财政金融二政党社团，，政

权，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科技、人物、

社会等19篇，90章338节。。

三，本志书的体例，由志，记、传，表，图，录、照等七种体例组

成。其中以正文记述为主，辅以表、图，照。

四、本志书的体裁，采用史记的古今贯通的记述方法，语体文、

记述体，横分则以类系事，竖写则以时系事。

五，大事记收录时限为576年，共529个条目。其内容主要有。重

要的会议，重要的机构变革；重大的工程建筑；重大的外事活动；重

大的人事变动，重大的政治运动；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重大的发明

创造；重大的科研成果及重大的自然灾害等等。

六、人物志根据“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生不立传修的

原则，设人物传、英烈录、各界名人简介等。收录的范围，一是烈

士；二是参加全国性大会的历年各界代表；三是文化、艺术，教育界

全国知名人士。

七，本志书对始建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

动，因资料不全面没有单独立篇，而按以时系事的要求，分别记入县

志大事记及各有关篇，章，节中。



．八、对-于1949年--1965年，同江县划归富锦，抚远两县所辖时期，

因历史资料不足，只能在大事记及建置沿革篇中梗概记述，其余各卷
，』

均未详细记入。 ’： ，‘

九-有关中、俄两国划界及岛屿，根据黑龙江省测绘局测定及地

名考查的资料，分别绘入或记入同江县政区图及地理篇中： ，+

十，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以及本县的档案馆‘

统计局及有关部门的文档历史资料；市党政机关、基层专业工作者，

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提供的大量口碑资料。摄影测绘工作聘请了

市内外专业人员。
‘

’

一．。 “I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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