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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史志编纂工作。在烟台市、山东省机械工业

厅史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全系统各级史志工作人员的努力，

《烟台市机械工业志》已编纂成书。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编纂

地方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事业。 《烟台机械工业志》

的出版，对振兴烟台机械工业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烟台机械工业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烟台机械工业的产

生与发展过程，突出了时代的特点、行业的特点和地方特色，文图

并茂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市机械工业的历史和现状。它是一部歌颂

党、歌颂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史书；是机械系统广大职工艰苦奋

斗半个多世纪建设烟台机械工业的经验总结；是许许多多先进模范

人物为振兴烟台机械而顽强拼搏的一曲颂歌。

烟台机械工业，从1906年创办第一家民办铁工厂至今已有80年

历史。它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辛的路程。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

掠夺和旧政府的腐败，烟台机械工业与其它行业一样，发展十分缓

慢，技术设备落后，只能从事简单机具生产和维修。建国后，在党

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烟台机械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机械工业认真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努

力推进技术和管理进步，注重提高企业和行业的总体素质，使全市

机械工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我市机械工业系

统共有71个企业、2处研究所和l所职工大学，全部职工人数达



40516入，固定资产原值35585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63662万元，

实现利润1l 078万元。形成了初具规模，门类较全的机械工业体

系。在全省机械工业和全市经济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才能够使

烟台机械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o ．

在烟台机械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

训。我们要以史为镜，认真加以总结，继往开来，再接再励，在建

设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把烟台机械工业继续推向前进!

毕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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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站在党的立场上批判1日社会，歌颂人

民群众，歌颂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二、编纂原则：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三新二性”的观点(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及现代性和科

学性)，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记人载事坚持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尊重历史本来面目，不拔高溢美，不贬低苛求。
三，断限：

上迄1906年，下限1985年，个别事件上溯到】866年。

四、记事范围：

本志为行业志，重点记述了我市机械工业的历史与现状，以局

属企业为基础，以产品开发为主线，力求尽现我市机械工业的本来

面貌。凡属本局管理的企业均收入(或统计)本志内，一旦划归外

单位后即不予记述。

五、志书结构：

本志书主要有记，志、述、图、表五种形式，图表分别穿插上

述各项之中，结构层次分篇、章、节、目及随文标题，序目层次为
一、 (一)、l。

六，文体及记载方法：



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载主要采用编年体，横排竖写的

方法。

七、称谓：

凡机关、工厂、单位的名称均用历史的名称，必要时用括号注

明现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采用全称，以后一般采用简称如： 搿我

市’’口我局’’“该厂势等。 ，

对人物谓称，直书其姓名，不加“同志扫“先生刀不加职称，

历史年代称“清朝打(或“清末") “中华民国"(或民国)·

八、年号： ．
．

在记事过程中，对时间、年代的表达采用：

(一)各历史时期称“清末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打、 “解

放战争时期玎，建国后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挣“第×五年计

划"、 “大跃进"、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等。

’(二)时间直记实际年，月、日，时问不清的记年末，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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