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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更替，星转斗移。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十一五"

计划开局之年，《龙潭区志》(第二卷)编辑出版了。本志是Ⅸ龙潭

区志》首志的续篇，是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第二轮修志的要求编

纂的。本志记载了龙潭区从1986年到2003年18年的历史。

((龙潭区志》(第二卷)记载的18年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18年，是龙潭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和发展的18年。18年中，历经

两次区划，使龙潭区的入口、土地和资源剧增，更为龙潭区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全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

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推

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

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全区党建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入

全省先进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走上了富民强区奔小康

的新征程。

《龙潭区志》(第二卷)翔实地记载了18年来全区各项事业的

发展变化和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工作。它客观地记述了全区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进程。尤其是在h

≥



改革开放、富民强区的实践中取得的新发展、新成就、新经验，全

面地反映了全区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示了

18年来改革开放的绚丽画卷，处处闪烁着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

光辉，是龙潭区区情沧桑巨变的真实再现和历史回放。

盛世修志。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承历史、服务当代、激励未来的一项基础性建

设j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本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基本上反映了龙潭区的全貌，具有一定的资政价值，也是一笔具有

历史价值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龙潭区志》(第二卷)的编纂工作，从2003年4月起在近四

年的时间里编辑完成。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的指导和全区各部门、各驻区单位及有关人士的大力支

持。编辑人员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些都为本志书的出版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我代表区政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



凡 例

一、《龙潭区志》(1986～2003)，上限起于1986年1月1日，

下限迄于2003年12月31日，共18年历史。其中部分专需要追本

溯源的内容，从事物的起始时限记述。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续志工作

指南》为准绳，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

事求是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在编写中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尽可能做到严格选材、详略得当，力求既突出时代特点，又显示出

地方特色。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以志

为主，图、表分别附于各篇、章、节之中，力求图文并茂o
●

，

四、本志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将期间所发

生的大事、要事和新事载人大事记，其余均采用规范的语文体、记

述体，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五、人物篇的编写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篇人物南人物

传、烈士英名录、国家省市区劳模等组成。

六、从1986年至2003年的十八年间，龙潭区历经1992年和

2000年两次吉林市行政区划调整，划人8个乡镇。为真实反映出



当时历史原貌，将对这8个乡镇划人龙潭区之前的部分历史进行追

溯。

七、本志计量单位和计量标准均采用国家规定之统一标准，与

国际标准接轨。

八、本志有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以区统计局纺计资

料为准，区统计局未有的数字，则采用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数

据资料。

九、本志所有资料，由区内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街、开

发区及部分驻区国家、省、市直单位提供，所有资料均经过本单位

领导的审阅批准和区地志办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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