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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立萝北直隶厅以来，“萝北"一名已载入史册

80多年了。

萝北．是一个被称为“黑龙江中游扼要之所"的边境重地，又是一个“四山一

水五分田"、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宝地。萝北人民为保卫和开发这块土地。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许多先烈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对于萝北的史迹、社会现状

和自然面貌，此前尚无完整的记述。民国初年的《萝北县通志调查录》和伪满时期

的《萝北县事情》，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却因历史的局限，或门类

不全，或语焉不详，或记述舛讹，或观点陈旧，均未能正确反映萝北全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走上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兴之路，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物质丰富，精神文明，

四海安谧，政通人和。盛世修志，自古皆然。萝北县从1982年组建修志机构，在

中共萝北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志办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志办

同志们的艰辛劳动，各行各业的通力合作，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萝北县志》终

于问世了。这是萝北县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内容丰富，观点正确，既

纵述历史，又横陈门类，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风情、地质、地貌、山川、

形胜、气候、资源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真可谓萝北的“全史"和“百科全书"。如

果这部书能为本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划提供决策性资料，能为发展科学研

究、开发旅游事业、繁荣文艺创作提供基本情况，能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

材，那么，我们就无愧于先辈和来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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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北县志

凡 例

一、《萝北县志》内容包括自然，社会两大部分，卷首立大事记，概述，可总览

全书。后设建置、自然地理等25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表述，力求全面

反映全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萝北正式设治开始。下限至

1985年。有些内容根据需要，上下略有延伸。

三、遵循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入传者，不以职务高低而以对社会和

民族的贡献为取舍标准。在世者中，对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人物，社会贤达，只记

事或列表，以保存资料。

四、对引文、方言及其他一些不易为读者理解的专用名词、术语及有关历史

事件，均以页末注释之。

五、本志言必有据。资料大部分录自省、地、县档案馆及本县各部门编写的史

料，还有的选自旧志书、图书、报纸、杂志以及口碑资料。为省篇幅，均不注明出

处。

六、凡今地名与历史上称谓不同者，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作夹注。如鸭蛋河(今

凤翔镇)，再次出现，则不加注。有些地名不同时期书写的哮形各异，如今之肇兴，
在1945年以前书为兆兴，1946年以后书为肇兴。故文中之兆兴、肇兴，实为一

地，切勿误以为两地或作者书写错误。

七、为了行文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或以后，在同一篇中重复出

现时，只在第一次用全称，第二次则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八、清朝、民国用公元纪年，月日均用农历。1933年日伪在萝北建县以后一

律用阳历。
。

九、鉴于宝泉岭国营农场管理局、鹤北林业局各约占萝北县土地面积的三分

之一，故除在《建置》篇中介绍其领导机关外，还专设第十二篇记述其经济状况和

所属之农场、林场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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