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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

动力区是哈尔滨市辖区之一，始建于1958年11月，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异军突起的新兴工业城区。30多年来，动力区人民在这

131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起了以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厂为代

表的一大批机电、军工、量具、纺织等大型企业，成为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动

力区”区名随着“三大动力"之称孕育而生。区史虽短，但“动力之乡一却早已闻

名全国。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励精图治，团结奋进，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

突飞猛进；拓宽渠道，强化城区基础建设，花园式新城区鳞次栉比，各项社会事

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祥和安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硕果累累。这

些业绩，理当载入史册，这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动力区，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

代，都有着深远意义。

。盛世修典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负有的神

圣职责。从此基点出发，我们于1986年开始编纂《动力区志》。

7年来，我们在市区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克服了既缺资料又无经验的困

难，全体编纂人员通力合作，几易其稿，终于使这部系统记载地方自然、社会、

历史、现状，全面反映地方人民艰苦奋斗精神和业绩的《动力区志》得以问世，

我们希望它能有效地为资政、存史、教化提供借鉴。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们特

向为《动力区志》编纂、审定、出版等提供帮助及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由于《动力区志》编写起步较晚，加之编纂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

之处，诚望各方多提宝贵意见。

动力区区长马彬

199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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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反映时代特点和本区特点。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一般始于1958年11月动力区前身机电人民公社

临时党委建立之时，个别内容上溯自事件发端之日I下限一般至1988年。记述

范围以动力区现行政区划为主。

三、志书以区属事项为主体，同时概括论述辖区各类事物，反映动力区全

貌。

四、本志结构为篇、章、节、目等层次。横分门类，纵写史实，以事命题，以节

为记述基本单元。

五、本志体裁为述、记、志、图、表。采用语体文，行文以《<哈尔滨市志>编写

行文规定》为准。

六、本志资料以各部门和驻区单位提供的志稿为依据；经济数据以区计委

统计资料为准，计委无资料的以部门资料为准I机构沿革资料以《哈尔滨市动

力区党政军群系统组织史资料》为准；人口资料以动力区人口普查资料为准。

七、本志不设传记。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