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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市长 关永光

《锦州市志》付梓问世，是锦州市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锦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锦州人民用自已的

聪明才智和汗水开发建设着可爱的家乡，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锦州人民揭竿为旗，斩

木为兵，同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业绩。1948年，震惊中外的辽沈大决战即在锦州打响了第一枪。锦

州决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锦

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知名的新兴工业区。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锦州市的各项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今的锦州，已经成为辽宁西部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锦州市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略古详今，全面记述锦州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林林

总总地展现锦州市的环境优势和经济发展成就，实事求是地揭示锦州

市各项工作中的经验和挫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很强的地方特色。

《锦州市志》编纂宗旨明确，指导‘思想端正；资料丰富，内容翔

实；文风朴实，言简意赅；7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有机结合，蔚为

大观。可以说，《锦州市志》是反映锦州市历史和全貌的。盲科全书”，

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正如古人所说：“治

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锦州市志》置于各级领导的



枕前座右；必将成为了解市情、资治问道、阅古通今、决策未来的一

面镜子：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国情教育、市情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的极好教材。

编纂《锦州市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

工程。锦州市全体修志人员在困难的条件下；不为名，不为利，呕心

沥血，皓首穷经，在各部门领导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卷帙浩繁的

《锦州市志》将要陆续分卷出版。《锦州市志》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帮

助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了解锦州、认识锦州；从而激发出无穷的热

情和干劲，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美丽的锦绣之州：

1994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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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指导，全面、系统地记述锦州市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突出

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完美统一。

二、本志在体例上横排门类，纵记史实，力求横不漏项，纵不断线。采用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不同体裁，以志为主。全志为章节式结构，篇下设章，

章下设节，节下设目。

三、本志上限基本起于1840年，个别需追本溯源的地方，则适当上溯}下限

除部分图片及人物传略、表录外，皆断于1985年。

四、本志记述的内容在时间上略古详今，以今为主，在空间上以原锦州市7个

掣(市)、5个区的辖境为限，实事求是地反映全市各行业的兴衰起伏、经验教训。

五、本志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按公元纪年顺序排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前的纪年，在公元纪年之后根据需要夹注历史传统纪年，如1875年(清光绪元

年)、1921年(民国10年)。

六、本志所用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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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七、本志在内容的记述上，文体不一。综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余者均采用记叙文体，如实记载：只叙不议。语

言以现代汉语书面语为规范：力求朴实：简洁、通畅。’

八、本志内各种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夹注规范的简称j以后均直接

用简称；对一些特定词语不宜缩略或简称的，均用全称。

九、本志内对各个时期的政治机构、官职、名称等，按规范称谓，一般不另

加政治性定语。但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军政机构和职官，皆冠以“伪一字。

十、本志内人物称谓均直书其名，不加职称和其他称呼，也不用贬称，人的

字、号、别名、曾用名等首次出现时注明，以后不重复使用。



十一、本志人物传，遵循“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均为已经谢世

的知名人士。但人物表录及简介不受此局限。

‘十二、本志对政治运动，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

则，未做集中记述，只分记到有关篇章之中。

十三、为节省文字，本志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称

建国前，之后称建国后；对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

解放后。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图书、报刊、旧志、新编各县(市)区志、

各部门志、各专业志，以及个人提供的文稿、口碑资料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

注明出处，不作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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