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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标

． 新编《丹东市志》历经数载，终于成书，可喜可贺!

丹东市地处黄海之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隔江相望，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因其环境幽美、气候

宜人而享有东北“小苏杭"之誉。

丹东市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早在1．8万多年以前，

人类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由于优越地理条

件，历史上就是东北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地。50年代的抗

美援朝战争，使丹东经受了战火的洗礼，赢得了“英雄城

市’’的称号。新中国建立后40多年来，勤劳智慧的丹东

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执

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使丹东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成为独具特色的轻纺、电子、旅游、港口城市。1983年，跻

身于全国10个工业“明星"城市之列，1988年经国务院批

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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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外开放后，被誉为“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左翼先锋"。

丹东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鸭绿江畔，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放

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只有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才能较好地把握她的将

来。编修方志，利在当代，惠及后世。新编《丹东市志》

适应丹东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记述丹东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总

结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映丹东发展变化的规律，

是人们认识、建设丹东市的良师益友。为政者阅读市志，

可为深刻认识市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人民群众阅

读市志，可激发热爱、建设丹东市的感情。因此，新编

《丹东市志》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向为

此书编辑出版辛勤工作过的同志们深表谢意。

新编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由于水平所限，

经验不足，难免有不完善之处，诚望各界予以指正。



凡 例

凡 例

一、是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记述丹东市自然、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作。为研究市情、振兴丹东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是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等文字资料，及

实物与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资料

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

作，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

点、行业特点；反映自然与社会的内部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三、是志主体由大事记、自然环境、专业志、人物等

基本部分构成。为强化整体性，志首设总述，篇设综述或

概述，章、节设简述或无题序，以纵述历史与现状，或扼

陈其大要。为保存文献，附录配合正文，附于各篇后。适

当运用图、表等形式，与文字记叙相表里。

四、是志分10卷出版：1．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

县区、自然环境；Z．城市建设、交通、邮电I 3．经济综合；

4．工业，5．农业；6．商业，7．政党、政权、政事、政

协、群团；8．司法、军事；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

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0．居民、人物。

五、是志采用章节式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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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篇章节目，

在一定档次上分析出事物构成的主要要素，一般以目为

基本记述单元。

六、是志以典范的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语言规范。采

用记述体，记而不议，寓意于记。用第三人称。

七、以1876年丹东设治为上限，下限截至1985年第

6个五年计划结束。个别事物为使本末清楚，作必要的超

限记述。详今略古，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

史朝代年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的历史分

期按照民国前期、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划分。涉

及东北沦陷时期的军政机关、官职，皆冠一“伪"字。建

国话的各个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解放后"，指1947年6月

丹东第2次解放后；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期。

八、是志站在中心城市角度，以记述市区为主．并以

现行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述市辖县情况。使用“丹东市" ·

“全市"“丹东地区"包括3区4县；“丹东”“市区"不含．

4县；“城区一不含振安区。

九、为避免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

十、人物志分为传、简介、表。按“生不立传"原则，

以正面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人民群众为主，以在‘

本地从事活动为主选录人物。对有业绩的在世者除在有

关章节记述外，其事迹写在“简介"中。

十一、是志所用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

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有关全市性总量统计，以丹

东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

统计数字，以各单位统计部门核定数字为准。史料中旧计

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则注明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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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换算的，仍保留原计量单位。

十二、是志采用历史纪年时，在括号中标注公元纪

年，但在相近文字中不作重复标注。鉴于东北沦陷的特殊

历史情况，自1931年9月18日只用公元纪年。

十三、记述有关地名、机构、人名等，使用记事年代

的称谓，并因时而异。外国的国名、人名、地名等，使用

新华通讯社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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