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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志：}凡例 1

《西宁市志》凡例

一、《西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宁的历史和

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记述。

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

志，分类编纂，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

题均以事命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
当o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以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

限不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
至1986年o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

地理沿革，间有例外。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

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

有特定含义的古籍原文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

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

职等，均以原称谓为准。 厂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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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资料翔实可靠。

九、各类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使用各

有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

沿用原单位记载，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建国后

的一律采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 ．

十一、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十二、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四个部分。立传人物遵循

“生不立传”通例，不论本籍或客籍，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

影响的已故人物均作传列入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

面人物为主，以生年为序排列。历代职官、革命领导干部以及正

式命名的革命烈士、市级以上英雄模范人物、历代科举人物、科

学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分别列入表录。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

一序列，各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5日

西宁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o



序 言 1

序 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

重视修志工作，多次倡导，并正式把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列入国家

“七五"规划，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喜人景象。遵照中共西宁市委、

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在市志编纂委会具体指导下，我们承担了编

写《西宁市志·统计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历经五个寒暑，

通过修志人员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编写任务。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事业的千秋大计，而编修统计志则是我们

统计工作的一大创举。通过客观记述统计工作的兴衰起伏，成败

得失，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以达激励今世，嘉惠后人，兴利除

弊，扬长避短，加强统计工作，建设西宁之目的。为此，我们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共中央一系列的指

示精神，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写出地方

特点、时代特点和专业特点o

《西宁市志·统计志》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比较全面、系统、

完整地汇集了西宁统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了解西宁统计

工作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对我们认识西宁统计工作的过去和

现在，为今后进一步建设西宁，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统计是国家实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是党、政府和人民认识国情国力，决定国策，制定计划的重要依

据。长期以来，西宁统计工作以调查市情市力为己任，为制定计

划和检查监督计划的执行及进行各种决策，反映生产与社会经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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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活动及效益提供了重要依据，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

的西宁，因地处高原，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等原因，加之漫长

的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十分落后，统计工作

非常薄弱，统计机构有名无实，统计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新中国

成立后，在中共西宁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市统计工作

逐步开展并不断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全市统计

工作者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忘我工作，积极配合完成了民主改

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使西宁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在经济建设的指导

思想上出现了“左”倾错误，特别是60年代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动乱"，使西宁市的统计工作经历

“三起两落"的曲折道路，统计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

坏，教训十分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拔乱反正，

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统计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西宁市统计工作得到了迅速

恢复和发展，迎来了建国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o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宁市统计人员逐年增加，统计机构逐渐充

实，统计工作明显加强。统计为党政领导决策服务，为制定政策

提供依据，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公认，在西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每当统计工作遇到

困难和挫折时，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使统计工作伴随

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前进而前进。目前，西宁市统计工

作仍然存在着统计体制改革跟不上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力量比较薄弱，多数基层单位尚未形成

以综合统计为主的统计信息网络；优质服务质量不高，不能适应

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的需要；统计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轻视统计工作的思想依然存

在。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去努力，争取尽快得

到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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