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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历代修志，旨在知衰，以借鉴，图

安邦o<吉林市志·农机志》经过编纂人员的努力，历时八载，终告竣付

梓。这是吉林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农机发展历史演变过程的书籍，它

勾勒吉林市农机事业的起源，陈述农机事业的发展起伏脉络，记述其兴

衰因果，为吉林市农业机械事业提供具有资料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镜

鉴o
●

<吉林市志·农机志》是时代实录和科学编纂的结晶。编纂人员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征博采，深入到各部门，查阅档

案、实地调查、广录群册，做了大量的艰辛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吉

林市志·农机志》这一浩繁的工作o<吉林市志·农机志》设管理体制、农

业生产机具、农业机械化、农机管理、地方农机产品、农机管理、农机供

应、农机科研推广、农机教育培训9篇21章83节，约20万字，既再现

了吉林市农业机械的发展全貌，又显示了吉林市农业机械在农业发展

特别是在吉林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吉林市的农业发展

水平，又承载了咨询、服务之功效，可谓是：“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

明天的见证”。全志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观点正

确，展现地域特色，是集资料性、思想性、权威性于一身的吉林市农业机

械工业的百科全书，是“资治、存史、教化竹的宝贵文献。《吉林市志·

农机志》不仅是吉林市农机行业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一项承前启后o

t



2 序 言

致益于江城人民、永备借鉴的千秋大业，为吉林市的历史文化增添了

宝贵的财富o ，

<吉林市志·农机志》在编纂出版的过程中j也受到各界的关心、

关怀，饱含了所有对这部志书关爱的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对向

关心、指导过修志的领导、专家、学者，对给予该志书编纂工作热情支

持，提供宝贵材料和帮助的单位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纂吉林市第一部<吉林市志·农机志》，编纂者为编纂志书尽了

最大的努力挖掘资料，但是由于记述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资料匮

乏，加之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志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

者多提宝贵意见o

<吉林市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10月



凡 例

凡 例

一、<吉林市志·农机志：》，记述了吉林市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兴衰起

伏，上限为1948‘年，下限至1985年，为保持农业生产机具的连续性和

体系性，对个别内容适当上溯。

二、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j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基本要求进行编纂，

一般不进行褒贬，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宗旨。

三、全书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按篇、章、节、目的层次结构进行记

述，除概述、大事记不列入篇目外，正文共设9篇25章83节。

四、本志书综合利用述、记、志、图、表五种体裁，以志为主，文风力

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

五、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详个性、略共性，通过个性反映吉林市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变化的特点。

六、资料以档案材料为主，数据以吉林市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兼

用<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和<吉林市农机局综合统计资料》o辅

以市‘县农机企事业单位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球口碑资料均进行-
一

．

， 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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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1例、

考证。做到未经考证不入志0‘‘。’
～

． p● ，’

。

．七、对人名、地名、单位：事物等均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一．，：

’

：
。

。
。‘· ，。

时书以全称：再次’出现时一般书。以当时的习惯简称：‘
‘

’：

。八、时间采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按国家标准计量局

的法定计量单位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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