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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尔图区志》上限取事主要从一九。三年中东铁路建成后，下

限至一九八五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二)本志初稿写于一九八四年三月末，完成于七月末。初稿打印后，

历经20个月的考证、核实和采访新资料；先后共进行了3次全面删改，

两次增补内容，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全部脱稿。金书分为概述，

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8编；前有《凡例》、《序文》，

后有《附录》和《大事年表》。全书共有46章，160节，计40万字。

(三)本志为突出萨尔图区的特点和新志书的特点以及适应“三个面

向"的需要，我们重点写了萨尔圆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科技。在文化

一章中设有《文艺欣赏》一节；在教育一章中详写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和

壮大；在卫生一章中突出了萨区的医疗特点：详写了中医；在科技一章

中突出了科技队伍，并设有《科技论文选读》一节——进而增强了新志书

的新风格，新特色。

此外，为了突出萨尔图区发展壮大的主要根源，在每一编中都写了

石油开发的作用，写了石油开发与地方企事业发展的关系。

(四)本志《大事年表》，主要记载萨尔图区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

自然等方面，对金区有较大影响的事。这部分为了避免与其它编章的内

容重复，我们没有详写，只作为一个年表放在后面，以便查对，所以没

有命名为《大事记》。有些大事在其它章节中记述了，这里便不再重复，

或简略一提。 ．

(五)我们记人的原则，主要依据《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纪要》和

《中国地方志通讯》的一些指示精神： “以事系人一，“凡事见人见物’’，

·l-



“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弊病’’， “眼睛向下，本地拔尖一，⋯．．．

(六)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立传的都是本区已故的英雄模范。

对区内的劳动模范、革命烈士、能工巧匠，采取列表的形式入志；对科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根据“以事系人”的需要入志。这就突出了新志书

的“三新’’特点。

(七)全志资料，一部分来自省、市、区的档案与安达县、泰康县等

邻县的档案以及民国时期编写的《黑龙江志稿》、《安达县志》；另一部分

来自知情人的口碑资料，经过多次地反复考证、核实，确认无误而入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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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萨尔图区修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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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图区第一部《萨尔图区志》已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脱

稿。这是在区党委、区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在全区人民的关怀和协助

中，区志办全体同志日夜奋战所获得的集体成果。这是千万人心血的结 ·

晶，这是萨尔图区20万人民向着两个文明迈进的里程碑。

萨尔图区有着光荣的历史。远在尧舜时代即属于我国北方民族肃

慎之地，肃慎族即我国今天满族的祖先。萨尔图区人民从一九。五年

起，就在这里开荒种地，抵御帝俄的侵略。在伪满时期，萨尔图呕人民

又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了14年。解放后，萨尔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斗垮了地主、汉奸和特务，创建了第一个大型的国营牧场一一东北行政

委员会农林部萨尔图种畜场，即牧工商联合公司的前身。一九六。年石

油大会战又在这块土地上打响，王铁人的美名也是从这里传扬开的。王

铁人是我们萨尔囹人的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萨尔图人的心中。至今

在我们萨尔图区还保留着当年石油大会战的光荣遗迹，如t会战村、会

战路、会战商店、打虎庄、铁人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萨

尔图区人民又在党的领导下，用双手把我们的油城点缀得更加美丽。

《萨尔图区志》是萨尔图区第一部百科金书。它记载了萨尔图区光

荣的过去和战斗的今天。它将激励年青一代接过老一代的班，为建设社

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奋斗到底，直到共产主义。它记载了萨尔图。区在各个

时期的自然风貌、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科技、

风俗>--j惯等各个方面的特点和演变情况。上溯千载，纵横百里，凡重大 ．

}

事件，无不记载。它将为保存史料、推动生产、治理政务，繁荣经济，

发展文教与科技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编写《萨尔图区志》的主要目的有三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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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志为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志书看成是“辅治之书"，所

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一些比较有头脑

的政治家和官吏，他们常把志书作为自己做官的教科书，把志书所反映

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做为前车之鉴。所以才有“韩愈过岭，先借《韶

州图经》；朱熹下车，首以《南康郡志》为问”的佳话。清人编写的《吏治

悬镜》中，讲到新官上任，要举行23条“莅任初规”，其中第三项就是

“览志书’’，把志书做为“资治宝鉴”。一部好的志书，确实能起到“资

治宝鉴”的作用，它既可以“正衣冠”，又可以“知兴替”、 “明得

失"。我们编写《萨尔图区志》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让我们的干部

能“以志为鉴”，全心金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我们的志书，要为萨区各级党政领导执行政策、制订规划及研究、

处理问题时，提供历史的资料和决策信息；要为全面改革、实行正确的

领导，提供借鉴。胡耀邦同志曾提出要研究历史，懂得中国的国情和建

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一个领导要能研究一个地方的志书，就能了解一个

地方的全史，就能全面地具体了解一个地方的“国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

规律’’，以志为鉴，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改进工作。

第二、教育人民。元代许有壬在《大一统志序》中特别强调志的

作用“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清代章学诚在《答甄秀才论修

志第一书》中认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

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之”。我们编写《萨

尔图区志》的目的之二，就是要通过记述萨尔图区美丽的油城、丰饶的

物产、灿烂的文化、科研的硕果、党的好领导、先烈的业迹、名人的创

造、模范人物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社会新风与新人新

事、艰苦奋斗精神、英勇献身精神以及新旧对比等事例，来教育人民

“去恶而趋善，舍邪而就正”，进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共为

四化贡献才智和力量。还要教育子孙万代为真理而斗争。即所谓“记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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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人物，激手秋之爱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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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保存史料。《萨尔图区志》已把萨尔图区人民祖祖辈辈留下的

历史及现实(自然，社会)中的各种信息，特别是它的发展变化，都如实

地记载下来：并对历史上的缺、．错、略，差，给以补、矫，详、续，使

丰富的资料更加宏伟绚丽，它足以为区档案馆充实资料和未来的历史学

家写史而有所查对或选择。
‘’

j： 一：
、．．．一

‘．，

我们在编写《萨尔图区志》的过程中，坚持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对重大问题，坚决遵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据事直书。

编写前，我们广泛地搜集资料；编写中我们反复地进行调查。初稿打印

后，我们又请编审委员会的同志们审阅和删改，请有关科室的同志们指

正，并请省志办、市志办以及各兄弟区志办，提意见。我们根据各方面的

意见，修订初稿。修订后，我们又反复核实、到处请教，多方考证，并请专

家学者和知情人层层把关，最后才由主编订稿。就这样，我们共进行3次

删改，两次增补。我们无论对功过、是非、得失，均以记述事实为主，力求

如实反映萨尔图区的发展历程和真实面貌，为世人和后代留下真实可靠

的记录。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吸取了历史上方志学家的编纂理论，同我

们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既要遵循省、市所规定的编，章、节、目的

体例形式，又努力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归纳起来，我们

的作法有八点：(一)探本索源，摸清特点；(二)剖析涵义，多方考证；

(三)纵横对比，详异略同；(四)严细求实，据事直书；(五)破除成见，

以实更正；(六)内容繁简，因事而异；(七)博学慎思，大胆创新；(八)

遍访名家，更攀高峰。但由于史料残缺，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仓

促，谬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备写第二部《区志》时加

以改正和补充。

我们在编写《萨尔图区志》的过程中，一直受到省志办、市志办、农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牧渔业局志办、牧工商场志办、安达县志办、安达县档案室、泰康县

志办以及本市各兄弟区志办的指点和协助，还有萨区一些老同志的关

照，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在此谨表最诚挚的谢意!

．萨尔图区人民已为过去写下了光荣的历史，在今天四个现代化的

建设中和未来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还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谱写出更加壮丽更加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歌。

． 大庆市萨尔图区区长

《萨尔图区志》编审委员会主任

阎宝良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肜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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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

人们渴望已久的．第一部《萨尔图区志》，在全区广大干部和职工(包

括离退休老干部和老职工)的热情关怀与大力支持下，经过区志办全体

同志的辛勤努力，胜利地完成了编写工作，现已出版。这是全区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萨尔图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双文明

建设中的新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不朽财富。

《萨尔图区志》是我区第一部资料性百科金书。它比较系统而全面

地记述了全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

科技、风俗>-j惯等方面的演变情况及其主要特征；记述了萨尔图区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

辉历史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重点地描述了大庆石

油开发以来，全区各条战线的发展壮大和英雄模范、名人学者、人民教

师、科技人才、能工巧匠等人的主要事迹，宣传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和贡献。+

这部《区志》恰当地反映了萨尔图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在

大庆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为保证石油高产稳产做出的积极贡

献。它写出了时代的特征。它与旧志相比，具有观点新、内容新，写法新的

特点，它象多棱镜一样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了萨尔图区丰富多彩

的历史画卷。 ·．

这部《区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了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归纳

整理，体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做到了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建国

以来的重大政治运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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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精神，都做到了恰切地反映。

全书体例完善，“分类竖写，条块结合”，按编、章、节、目分层次叙

述，眉目清楚，条理分明。语言较简明、通俗，严谨、朴实。金书以文字阐

述为主，图表、照片为辅，互相映衬，图文并茂。较好地溶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为一体，阅了“耳目一新”6

这部《区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凡事见人、见物”，“以事系人"，可

以鸟瞰萨尔图区的全貌。这对于研究萨尔图区的历史，指导萨尔图区的

现在，规划萨尔图区的将来，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在新的历史

时期，在深入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以《区志》

为借鉴，充分发挥萨尔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等方面的优势，大

力发展地方工业，搞活商业，振兴第三产业，为再找一个大庆油田和加快

石油化工建设，保证石油产量持续高产稳产到本世纪末，努力搞好教育、

卫生、科技和人民生活等项服务，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有效地利

用这部《萨尔图区志》，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推动区政工作，以加速金

区两个文明建设。

由于历史久远，档案残缺，加之缺乏编写经验，必然会出现不完善和

遗漏的问题，但我相信，经过再接再励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

编撰出更完美的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萨尔图区志》来，以飨读

者。 ．

，

～

．

·

， 大庆市萨尔图区党委书记

王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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