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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画亘家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视察昌围县金家镇生卷养殖场。 前排右起：金象镇党委书记刘兴才，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鼠、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士文。 二排右起：县委书记王淳风．省委常委副省长徐文才

金家镇全境89．3l平方公哩，其中耕地

面积6507公顷。辖19个村和l，r街值办事

处．共819I户，28514口人。农贸．轻工、畜牧

交易、蔬菜批发市场繁荣，交通四堪八达。近

几年．镇采取”五抓五上，全面推进”发展思

璐．咀。两高一优”农业为突破口．以高产高教

农业为中心．走科技兴农之路．大力发展畜牧

业．改变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由农业大镇向薪

牧业大镇转变。镇生态养殖场．年饲养生绪I

万头．出栏7500头．并为全镶农户提供良种

杂交母楮和优良仔绪，带动垒镇畜牧业高速

发腥。1997年，垒镇养特12万头．户均18

头。村缓创收522万元．村均27 47万元。镇

村企生，3家．其中镇办企生12家精烟花鞭

熄垂厂是省定点企业，产品t耆一火协会和

誓烟花■竹行生产品监■幢童站砰为名牌。

垒蕾十体蟊营工商户705塞，从监^员2107

凡。l哪年．仝镇实理杜会总产值4 5亿元，

挫●誊杖^4，2亿无，财藏收A蛳万元，村
■体翻孵的0万元．囊民^均收^2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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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然糍㈣雕予。辽宁省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一流单位1髂曩曩雯孽：

、金家镇连续多年被省、市、县授干计捌生育。先进单
位”’!妞旗啦位”称号。图为镇计生办负责人(左二)向镇领
导把捆l十期生育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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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金家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

精神编纂。系统地记载了金家镇180多年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

现状。
。

二、本《镇志》上限起于1806年，下限至1990年。

三、’本志设综述、大事记、自然地理、建置、政党政权、军事司

法、农业、工业、交通城建邮电、财贸、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

。社会生活、人物共15编、65章、174节、28万字。

四、为便于读者了解各编概况，编首置综述，以利纵览梗概。

， 五、本志中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编纂，本着宜粗不宜细，并

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则，用记事本末体载人大

事记中，未立章节。
‘

六、本志采用记、述、传、志、图、表、录等体载以类系事，以

编、章、节、目构成格局，把金家镇行政区图置于卷首，各种图表分

别各编内。 ．

．

七、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r选载部分人物立传，查不到具体。

资料的应立传人物列名表。有可记事迹的在人物，随章节载人。

八、本志中的年、月、日一律采用公历。对解放前先写公历年代，

后用括号标出朝代a对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1·

九、志书中对金家镇称为金家镇、金家地区或本镇，不用我镇字

样。对历史朝代，沿用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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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后，简称解放前、后。对日本统治期间所建立的政权，称伪政

权。

十、本志采用的资料，多录自省、市、县档案馆和镇档案室及本

部门经领导审批的资料和数据，为节省篇幅本志未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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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镇志》经过八年的辛勤工作，终于付梓问世。这部志书凝聚

了全镇各界、各部门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是金家

镇人民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金家镇编史修

志工作的良好开端，同时为我镇今后编史修志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镇志是史册，它是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 !

我们编纂镇志的目的，在于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知古、继

往开来。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站在人民的立场．

o上，忠于史实、忠于真理、秉笔直书，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详加

考查，载入史册；使之成为我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进步

的“资治之本’’和“辅政之书"；并利用其独特的功能，为我镇的两个

．∥文明建设提供咨询和服务，也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可
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

，· 金家镇历史悠久。自1806年建置到《镇志》出版已184年。金家。

‘镇虽然土地肥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金+

家人民饱经内外忧患，挣扎在无底深渊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新中国
·t 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解放后，历， ⋯

尽沧桑的金家人民扬眉吐气、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当家做主人。在

党的领导下，以自己辛勤的汗水和聪明的才智，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

历史。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家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家

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书写出历史的新篇章，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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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是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金家镇党委和政府顺承民意，编纂了《金家镇志》。参加编修镇志

的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帅各类资料、信

息，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以流畅的文笔、珍

贵的资料、精美的图片，谱写了强镇富民奔小康的新篇章。 ’．

母

、这部志书是全县人民乃至全社会进一步了解金家、建设金家、开

发金家的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
。

值此志书问世之际，我向参加{：金家镇志》编写工作的同志、为

本书提供资料、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县史志办的全体同志，一并表

示最诚挚的谢意。

欣然命笔，赘语为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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