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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沙区志》出版了，这是龙沙区历史上的第一部区志，是全区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区文化建设中的一朵奇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

硕成果，意义深远，值得祝贺。

志以地传，地以志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龙沙区位于松嫩平原西部，土

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方便、风景秀丽、历史悠久，是齐齐哈尔市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几千年来，历经沧

桑，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历

史诗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项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欣欣向

荣，蒸蒸日上，百业俱兴，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日趋富庶。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龙沙区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龙沙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浩瀚。在纵的

方面，贯通古今，既栽古，又记今，详今略古；在横的方面，包容百业，既记政治、

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族、人口、宗教、风俗民情；又记天文、地

理、气象、名胜古迹等。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行文规范。不但借鉴

吸取了已出版志书的一些优点，而且又有所创新。做到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相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o

《龙沙区志》客观地记述了龙沙区历史发展变化的兴襄起伏，功有所褒，过

有所贬，得失兼收并蓄；揭示了规律，彰明了因果，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启迪今人，昭示后世；全方位、多角度为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了解区情，制定政

策，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学术研究，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资治、存史、教化的百科全书；亦是

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龙沙区的重要媒体，从而起到广泛交友联谊，促进相互间

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

编修区志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龙沙区志》的编写工作，历经

四个寒暑，三修篇目，六易其稿，终于使这部百万言的区志付梓问世，这是各方

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特别是修志人员，含辛茹苦地搜集资料，沐雨栉风，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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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广征博采，积水成渊；夜以继日地伏案耕耘，呕心沥血，精雕细刻，殚智竭

力。我对全体修志人员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表示

钦佩。

《龙沙区志》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市、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市地方

志办公室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省地

方志办公室编审、《黑龙江史志》主编梁滨久同志欣然受聘为区志特邀编审，从

区志宏观谋篇布局，到微观的语言文字，逐篇逐句精心修改，使区志更臻完善。

在此向所有为龙沙区志做出贡献的领导、单位和专家学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中共龙沙区委书记王铁静

2000年5月

2‰轧黔n，曩．。。雾，臻：；；



凡 例

凡 侈U

一、《龙沙区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区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力求融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

二、本志断限，大事记上溯1585年，专业各篇一般自1906年设治起，下限

断至1995年底。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和编末组成，以概述和大事记总摄全

书。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布章，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记述以事

分类，以时为序，横排竖写。层次结构为篇、章、节、目，目下根据需要设子目。

编末不设章节。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志为主体。以序开篇，带起全

书。概述冠于全志之首，有述有议，钩玄提要，鸟瞰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记事本末体，以彰明因果。其余均用记叙文体，述而不论。

五、本志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清代纪年，在公历

之后用汉字书写，并加括号注明。

六、本志所称“沦陷阶段”，系指1931年11月一1945年8月，日本侵略
者占领龙沙区期间；“光复”，指1945年9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

七、政区、地名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称谓。本志较长名称，使用简称。如

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本志

所称“境内”、“域内”均指龙沙区。

八、本志数字和计量单位均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历史上使用过的旧

的计量单位不变换算。‘’，仍保留原计量单位。

九、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志的人物是对社会有较大贡献或较大影

响者，以本籍为主。革命烈士编以“英名录”；对省以上(含省系统)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及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编以人物表。

十、《龙沙区志》行政区划图、街道平面图和部分有代表性的照片置于卷

首。除卷首设概述外，部分篇章冠以引言，以示梗概。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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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部分史料选用区

直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各类统计数字，以本区统计局公布的为准，少数未经

公布的数字，由业务部门提供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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