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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秦皇岛的

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供研究秦皇岛市情作依据，为秦皇岛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服务。

二、本志分10卷出版：1．综合；2．基础设施建设；3．工业；4．农业；5．商贸、口岸、财税、金

融、经济管理；6．政党、政协、社会团体；7．政权、政法、军事；8．教育、科技、旅游；9．文化、文物、

长城、体育、卫生、新闻；10．民情风俗、方言、人物、艺文。

三、本志体例，志、述、记、传、图、表、录，志为主体。结构为卷、志、章、节、目。为统领全志，

勾勒整体，全志设总述，志设概述。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四、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1990年。1949年以前用历史习惯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建国”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因秦皇岛各地解放时间、次数不一，

“解放前”、“解放后”两词，均指具体地域的解放时间。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海港区、北戴河区、山海关区和昌黎县、抚宁县、卢龙县、青龙

满族自治县(1987年以前称‘‘青龙县”)。。市区”包括3个区；“全市”包括3个区4个县。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凡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

面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本地区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

七、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遵循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和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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