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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 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精神为准绳，本着横排纵述、略古详今的原则进行编慕。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自 1909 年桦川县在佳木斯设治时始，下 F~断至 2005 年，但为了

追本溯源对上限前某些重要史实也做了相应的记述，以保持历史的完整性和持续性。

三、本志设"概述"冠于全书之首，力求用洗练的笔墨揭示本区地理、社会、人文、

资源等各方面的概貌，期为读者通览全书提供必要的检索条件。

四、本志在各重要编前设无标题前言，力求用简洁笔墨提炼各章精要，概括大貌，

检讨得失，以便读者察微知著。

五、郊区机构曾几次建立、撤销，其隶属关系及管辖范围变更频繁，缺乏稳定的疆

域界线。 本志只在建直志中记述建置的兴废，在其他有关章节中，只记述当时管辖范围

内的史实，不再重复建直更多过程。

六、凡有几个名字的人物，在第一次出现时，将其现名、原名、化名、笔名及字、

号一次写清，以后按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使用的名字记载，不作注释;凡有几种称谓的地

名、机构名，以记述各个史实当时的名称为准，不作全部交代，但必要时可作文内注。

七、采用两种注释方法:年代对照、计量换算作文内注;引文、术语、专有名词、

事物俗称、方言但语，作页下注。 一律作一次注释。 第一次出现之地名、机构名称均用

全称，发生变更后也用全称，后文均用简称，不再注释。

八、为了突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特点，志书上册在"农业编"之外，另立"蔬

菜编"在"区直工业编"之外，另立"乡镇企业编" 。

九、不为生人立传，凡入传者，不论其原职位高低，不论其为正、反面人物，均以

卒年为序，次第排列 。

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未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本区有关机构变更、人事

更迭、工程兴建、生产制度改革，以及重要会议、活动等方面具有影响的大事，力求彰

明因果，反映规律。

十一、为了避免重复，对历次政治运动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散见于"大事记"和有

关章节中，不另设章节 。

十二、全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档案中;部分来自局、镇、乡各部门编写和采访

的口碑资料中;小部分摘自报刊、回忆录。

凡引用原文处均作注释，以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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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50 年代佳木斯市人民政府设立郊区以来，佳木斯市郊区已载入历史史册正

好五十八年。 在建区五十八周年之际，我们向全区人民奉献这部《佳木斯市郊区志L 可

喜可贺 。

佳木斯市郊区这片沃土，钟灵毓秀、山清水碧，资源丰富，气候宜人。 建直前，追

溯几千年来先后有肃慎人、把类人、勿吉人、草本辑人、赫哲人、满人、汉人在这块土地

上劳动、生息、繁衍。 这里的面貌随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不断改观。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

中，郊区也曾经历过天灾、人祸和战争的创伤，历代封建王朝的严酷统治，国民党反动

派的倒行逆施，兵匪掳掠抢劫，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奸淫烧杀，给这片土地带来深

重的灾难，地成焦土，民如倒悬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门里成立佳木斯第一个地下党组织，郊区人民纷纷扛

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来，当时桦川境内 20 多个抗日救国会

有 18 个在郊区 。 著名抗日将领夏云杰、李兆麟、冯治刚、冯仲云、周保中、赵尚志、李

荆瑛等曾先后领导抗联部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郊区曾留下过他们的英雄足迹，李廷章、

张传福、李恩举、闰会有、裴志云、李树臣等革命先烈，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血洒猴

石山下、松花江畔，谱写了抗日救国的壮丽诗篇 。 在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郊区人

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展生产，送子参军，捐粮捐物，支援前线，打土豪、

分田地，实现"土地还家" "耕者有其田 " 0 1949 年，郊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新

中国诞生的新曙光。

1958 年 3 月，佳木斯市郊区建直。 五十八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

过全区 30 万英雄儿女的辛勤耕耘、艰苦创业，使郊区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

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重心转移，发展稳定，各项政策得民

心、顺民意，尤其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郊区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长治久安、欣欣向荣的崭

新局面 。 郊区人民安居乐业，共奔小康，实现富裕。

郊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勤劳智慧的郊区人民为建设郊区、建设家园，战天斗地，

顽强拼搏，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春华秋实的大地，英雄辈出的时代。 无论是

从牧场养鸡姑娘到中共十三大代表的梁凤颖、从普通的知识青年到战地英雄记者的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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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从脚踏松木河畔服务一方百姓的片警到公安战线国家一级英模的王江，还是从平凡

三尺讲台到大美大爱龙江女教师的张丽莉，是他们用共产党员的胸怀和风范展示着郊区

的风采和骄傲，在广袤的三江大地上书写出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传奇，他们的业绩感动着

龙江也感动着中国 。

2000 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全力推进"一化三基

地"建设，即城乡一体化、绿色食品基地、民营经济创业基地和休闲旅游基地，牢固树

立农业稳区、工业富区、项目强区、商贸活区、环境规区五大理念，在实现现代化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上，在招商引资、产业大项目建设上，在促进民生工程建设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上，在维护稳定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上均有实质性突破。 佳木斯郊区被评为全国百名

产粮大县(区)、黑龙江发展非公有制先进区和生态建设达标区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自古皆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 早在 1982 年，郊

区政府就开始编慕 《佳木斯市郊区志》 。 历经 8 年，完成第一部志书的编篡工作。 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出版。 2003 年欣逢二轮修志，区政府再次组建修志机构，配直编修人员，

经过近 4 年的努力，第二部区志付梓编竣。 区委、区政府决定 《佳木斯市郊区志》 第一 、

第二两部区志作为上下册同时出版，合二为一，为郊区人民留下一部完整的历史长卷，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宝贵的精神财富 。

《佳木斯市郊区志》 两届编修，前后 12 年凝聚了两代修志人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

他们披星戴月，几度寒暑，踏察全区，千里跋涉，阅书万卷，多方考证，广征博采，集

萃扬菁，秉笔伏案，终于成志。 在编修过程中，得到黑龙江省 、 佳木斯市两级地方志办

公室领导及专家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得到了诸多教授、学者的关注和指正。 为此，

借 《佳木斯市郊区志》 出版之机，谨向参加区志编撰工作的全体同志和热情支持郊区志

成书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佳木斯市郊区志》 足资考信，可谓精品佳志，它对于开发乡镇文献，弘扬地方文

化，贡献郊区各项事业，必将起到"认识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

能，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 。

我们相信， {佳木斯市郊区志》 的出版，一定能让你为郊区美丽的田野山川所陶醉，

为先烈的英雄壮举所感动，为几代郊区人披荆斩棘、 艰苦创业精神而自豪，为能做一名

郊区人而骄傲。 从而激发全区人民热爱郊区、建设郊区的热情，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

郊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2. 

中共佳木斯市郊区委员会书记 修练，营
2016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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