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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士和，■●’_-’I“

《九台县志》的问世，是九台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成果，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九台地处吉林省腹地，长白山余脉，历史悠久，山青

水秀，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早在二、三千年前就有人繁

衍生息在这里。从1932年设县，迄今已有70年历史。祖

祖辈辈的九台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朝锄暮

耕，辛勤劳作，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今天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为捍卫这片可爱的家园，前仆后继，百折

不挠同外来侵略者展开过殊死斗争，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

雄业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九台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更加意气风发，励精

图治，开拓前进，使全市国民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厂

2／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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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化，朝着持续、稳定、协调方向发展。经济兴旺，人

民安居乐业，一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

热潮正在全市蓬勃兴起o

《九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史料

加以分析研究，贯串古今，详今略古，八年笔耕，四易其

稿，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

的风貌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

八年历史的记述，坚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客观地反映了九台县本来面貌，为我们总结

经验，接受教训，继往开来，、提供了一面镜子。

我们要把《九台县志》作为资政、教化、存史之

册，充分发挥它对全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资

政作用和对广大群众及子孙后代的教化作用，为认识九

台、宣传九台、振兴九台服务o

《九台县志》凝聚着全市人民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

丰硕成果，这部新志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

晶。这里有省和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领导同志的悉心指

导，本市各乡镇、市直各单位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和

在九台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各地专家、学者、修志同行

的热心帮助，在此，我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先辈们用生命和汗水、勇敢和智慧，在九台的历史

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我坚信80万九台人民定会

在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勇于开拓、奋发进取，沿

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九台史册增

添新的光辉一页。



凡 例

一、《九台县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贯彻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从九台县情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点。以记述新中国成立

以后所取得的成绩为主，充分反映中共九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

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创造的业绩，

同时也记述了在前进中的失误。

三、志书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开端，下

限均到1987年。

四、全志设概述、专业篇、大事记、附录4个部分，一般分篇

章节目四个档次。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并以志为

主。

五、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当地和近代人物为主，不区分人

物类别，以卒年顺序排列。

Z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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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言力求严密、朴实、简洁。用语体文记述，做到通俗易

懂(引文除外)。

七、全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清代用朝代通称，年月日用汉

字，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纪年，年月日均用阿拉

伯数码。志书中出现的民国时期是指1912年至1931年。九·一八”

事变之前。“沦陷时期”是指。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

日。解放前或解放后用语的时间概念，系以1947年10月17日九台

县城解放为限。建国前或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限。历史地名、职官一律用当时称谓。

八、志书所用计量单位和进率按现行公制单位计算，进率不一

致的按原计量单位计算。数字表述均用阿拉伯数字，不加三位分节

号。百分比用阿拉伯数码，几分之几用汉字，专用名词、人名地名

中的数字仍用汉字。

九、志书按事物性质设立篇目，不受行政管理系统限制，相同

事物不论其隶属关系，均编入同一篇、章。

十、数据除引用旧志和有关资料外，其余均以县统计部门数据

为准。并经统计部门核对。

十一、志书用简语或简称，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多次出

现时使用简语或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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