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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季
《城东区志》经过10年努力，现在要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求实存真为编纂方针

的西宁市城东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其文风朴实，体例完备，结构

严谨，以简炼的文字体现了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这部志书的出版，将

对加强区内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发挥重

要作用。

历史上战争的频仍，政权的更迭，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与青海民

族文化的融汇，西宁市城东地区也得以较早地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城东地区则以其比较优越的条件，使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较快

的发展。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盛衰起伏的客观规律，而用翔

实的资料记述和揭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则是《城东区志》的根本目的。

城东区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成立了区志编纂委员会，经过修志办

公室同志广集博采，掘遗钩沉，终于完成了《城东区志》的编纂工作。我

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起到借鉴与促

进作用，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善举。

当政者以志为镜，可以识人文、晓地理，知成败、明兴衰，从中总结

经验，记取教训，把握规律，汲取新识，充实自己，以便对今后工作作出

正确地决策。年青一代可以以志为师，更好地继承先辈无私奉献、开拓

奋斗、艰苦勤奋的优良传统。各族人民可以通过志书受到鼓舞，团结一

致为建设新的城东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科技工作者可以从中取得大

量的信息与数据，为进一步发展城东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提出更多更好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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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区志》在编写上，打破了旧志书的巢臼，内容广博，包括自然
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列有专志20篇及概

述、大事记、附录、后记等。记述了城东地区各项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

发生、发展的轨迹，尤其对经济方面作了份量很重的记述。记述了世代

聚居在城东区的回族群众勤劳朴实，多谋善营，成为全区政治、经济中

的重要力量。在时间上又着重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

巨大变化。全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史有所稽，事有所考，去伪

存真，不隐咎，不溢美。在记述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记述了某个时期在

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和纠正失误后取得的新发展。集地方性、民族性、知

识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是一部反映城东地区发展历程的综合性

很强的工具书。

修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o《城东区志》经

过多年的努力，四改篇目，五易志稿，终于撰成浩浩60余万字的宏篇巨

制，字里行间倾注了编修人员的心血与艰辛o

《城东区志》作为城东区有史以来的首部方志，较好地勾勒出了少

数民族聚居的城区各项事业发展起伏的变化过程，综合地反映了历史

及其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区志编委会邀我为志书作序，我欣然如

命，写此短文，谨以为序o

19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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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IJ

一、《城东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求实存真，略古详今，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表、图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前置

概述、大事记，中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置专

志20篇，末设附录。专志分篇、章、节、日四层编写。

三、本志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专志各篇章均采用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的记述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文字资料，包括历史文书档案、各业

务部门提供的资料、国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历史专著等。其次为事件的

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碑资料。’

四、本志以1986年区辖地域为记述空间范围；记述时限上自事物

的发端，下至1986年底。

五、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对古地名加

注今名，对历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六、数字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历史资料为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以政府统计部门所编制的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未载

者以业务部门的数字资料为准。

七、计量单位均用当时计量名称记述，少数需作对比的换算为可比

单位。

八、本志坚持人物“生不立传”原则，立传者均以生年为序。客籍人

物在本区有贡献者亦为之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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