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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市志》总纂任务分工

冯子林 稿件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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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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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市志》在改革开放、团结奋进、口岸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下，历经数年艰辛耕耘，而今终于出版问世

了。这是二连浩特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市志，是时代的新篇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可庆、可喜、可贺。

二连浩特市史无旧志。本书记载的史实，专业志上溯1956年

建镇伊始，下限1999年，概述部分上限为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横向

既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事，又记自然、民情、风俗，为今人和

后人辑存了大量宝贵资料。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为二连浩特市今

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o

《二连浩特市志》共21篇72章，洋洋数十万言，攘括了全市各

单位、各行业、各个时期的真实全貌。志书的主要特点：首先是政

治观点正确。编纂者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当地重大历史

事件，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第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志书主

要记述的史实始于1956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记述更为详细，充

分记载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在边关小城的真实反映。第三，

充分反映了地方特色。志书中对口岸、外事、边境贸易、恐龙文化

遗址等都独立设篇设章，予以详细记载，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浓

墨重彩的笔法反映地方特色。第四，以经济建设为记述重点。在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记述的同时，重点记述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历

程。第五，入志人物有严格的标准，人民的事业成为地方志的主

体。入志人物主要有劳动模范、创业初期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等等o

《二连浩特市志》的出版，有助于各级领导更好地加强地方治

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启迪



二连浩特市市志

思路，积累经验。有助于我们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净化社会风

气，实事求是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二连浩特市地处边关，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许多文献资料

都有短缺，且史无旧志，为志书的编纂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在地方

志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二连浩特市志》终于问世了，为此，我谨

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几大班子，向市志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祝

贺，并向在《二连浩特市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指导和支持帮助的各

级领导、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o ．

中共二连浩特市委副书记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oo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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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连浩特市志》编写总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市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

点，并注重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二、记述范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和历史上曾由本市管辖的地

区，以及涉及到本市行政区划变更的地区，按历史行政区划作必

要说明。

三、志书上限1956年二连建镇伊始，下限至1999年，有的

部分资料缺少，记述到资料反映的实际时间。

四、以文字记载为主，辅以图表和少量照片。专业志为全书

主体，依照横排竖写的原则，设立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共

2l篇72章。概述、大事记不入篇o

五、概述、大事记上限以有文字记载为最早阶段，简要记述

‘本地区所发生大事、要事和基本情况，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80

年代以后记述较为详细，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

六、历史纪年除概述部分地方采用旧纪年外，其它一律采用
、

公元纪年o ．

七、志书中资料数据，原则上采用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同

时也保留和使用了一些部门提供的数据o

八、入传人物以盟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青少

年和二连镇初创时期的一些老同志为主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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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以说明当时必须说明的情况为取

舍，不做专门的详细记载，能粗则粗，能略则略。

十、志书中的有关图表，依照图随文走的原则，附在各有关

章节中o
‘

十一、志书中的地名和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历史称谓如二连

镇、二连浩特、二连浩特市等o ，

十二、志书中的数字表述，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o

十三、有些部门因资料不全或资料很少，个别地方记述可能

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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