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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农安县志》，经十年耕耘，七易其稿，终于问世了。这

是农安百万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是编写《农安县志》的宗旨。一代伟人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光辉文献中指出：“认

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全面认识我县的县情，了解

借鉴历史，正确把握现实，科学预见未来，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农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是我们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基础。《农安县志》是一部了解县情、认

识县情的“百科全书"，它的出版不仅对当代农安人民知我家乡、爱

我家乡、建设家乡起至,j--定作用，而且也将为农安各族人民的子孙／＼／
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f／l

农安的历史虽然比较悠久，但像这样系统地编纂社会主义新l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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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中共农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参加《农安县志》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搜集、

整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近亿字的文字资料。在广征博采的基础

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鉴别，去伪

存真，去粗取精，使这部志书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

当以及体现时代和地方特色的要求；真实地反映了自东晋永和二

年以来1600多年中不同历史时期农安人民的智慧j力量和斗争；

客观地记述了解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形象地描

绘了具有关东气息的民俗风情。它有一定的保存、研究和实用价

{值。可以说，《农安县志》是资政之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

编写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县志编纂成书是各方面

通力合作的结果。值此《农安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全县人民衷

心感谢参与本志编审同志的辛勤劳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专家

和学者们的精心指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

的延伸。希望全县各族各界人民更好地借助于这部志书提供的资

料，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刘元俊

1992年6月1日



凡例 1 ，

／

凡例

一、《农安县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思想，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

二、从农安县情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点。以记述新中国成立

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为主，充分反映中共农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 ‘

导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创造的业

绩，同时也记述了在前进中的失误。

三、志书上限，大事记和建置等篇，从东晋永和二年(346)始，

专业篇一般从清嘉庆五年(1800)农安土地开垦始，下限均到1987

年，o
一入

E1、全志设概述、专业篇、大事记、附录4个部分。专业篇共)／∥
25篇，‘一般分篇章节目4个档次，共144章，376节，约80万，



崩
卞o ．

五、采用纪传体，含记、图、表、录、志、略、传等，图、照

片分别附于有关篇之后。

六、资料力求翔实、准确，不空发议论，用资料表述，寓观点

于记事之中。以事系人，不为生人立传。

七、语言力求严密、朴实、简洁。使用书面语言，做到通俗易

懂(引文除外)。

八、纪年，清代和清以前的年代，用朝代通称，年月日用汉字，．

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纪年，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

码。志书中出现的民国时期是指1912年至1931年“九·--／＼”事

变之前。解放前或解放后用语的时间概念，系以1947年10月18

日农安县城解放为限。建国前或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 ．

九、统计数字和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码。数据以县统计局的

《统计年鉴》为依据，个别有出入数字在括号内注明。计量单位

(土地面积采用市制地积计量单位亩)，一律采用公制计量单位。对

解放前资料中所记计量单位，不易换算准确的仍保留原资料所记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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