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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是教化民风、

教育后代的盛世之举，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之笔，使人们能够

鉴前世兴衰，考当今得失，见未来去向o ，

吉林市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吉林市青年运动蓬勃发展，薪火相传。
●

几十年来，二代又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这片热土的解放、建设、改

革振兴和发展奉献着青春、智慧和力量。最困难的地方、最艰苦的领域，

总有共青团的旗帜高扬，总有共青团的身影矫健。一个个先进集体，一

个个优秀模范，折射着江城青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拳拳

赤子之心。当前，吉林市这座文化积淀深厚而精神永远年轻的城市，已

经踏上“推进总量翻番，奋力领先发展”的征程。吉林市共青团组织充分

发挥着教育、服务和维权功能‘，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全市的

各项建设当中，为吉林市和谐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o

为了以共青团的历史传统激励青年，以共青团的精神信念感召青

年，在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筹组织下，我们编撰了《吉林市志·共
●

青团志》。本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经纬分明、文理贯通，时代气息浓

郁、地方特色鲜明，真实地记录了各时期吉林市共青团组织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奋斗轨迹，历史地再现了吉林市青年“同舟共济、激流勇



2 序 言

进”的精神风貌，现实地记载和保存了有关史料。此志也记载了吉林

市的风土人情、名人事迹，既可以引导熏陶社会风尚，也是治学者研究

共青团发展进程的一座蕴藏丰富、可资开掘的矿山。相信这部以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为指针编撰的志书，必将大裨当前，鉴照后来。

吉林市《共青团志》编纂委员会

2007年7月



凡 例

凡 例

一、《吉林市志·共青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原

貌，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

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1919年，下限至1985年，记述了吉林市共青团

组织和青年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各个时期兴衰起伏的历史与现

状o

三、本志书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体裁，横排竖写，运用章节体，

设置篇、章、节，计8篇24章67节。文前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附件随文编入，附录于结尾。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语言文字按照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八次
●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执行。

五、本志书以吉林市共青团组织和青年运动为主，主要包括船营、

昌邑、龙潭、丰满四个城区，兼顾市辖的永吉、磐石、舒兰、桦甸、蛟河五



2 凡 例

个县(市)o

六、本志使用公元纪年。文中称“日伪时期”指1931年“九·一八”以

后rl本侵略者侵略东北时期；“解放前(后)”指1948年3月9日吉林市

解放前(后)；“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前(后)；“市青委’’是中共吉林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

的简称；“社青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新青团”是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市青

联’’是吉林市青年联合会的简称；“市学联”是吉林市学生联合会的简

称。

七、本志中使用的数字，除引用原文外，均按1986年12月31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中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部分取材于有关

省、市档案馆及I：2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o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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