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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序 言

蛟河市坐落在长白山下，松花湖畔。她山环水绕，风景秀丽，拉法山国家森

林公园、庆岭红叶和松花湖是闻名遐迩的自然景观；她交通便利，铁路、公路、

水路四通八达，由长图、拉滨铁路、国道、省道和松花湖水运及乡村道路组成四

海通衢的交通网；她资源富饶，物产众多，木材、石材储量丰富，木耳、人参、

田鸡、关东烟、庆岭活鱼等土特产品名扬四海；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有璀璨

的历史文化和昭垂千古的英雄模范人物，书写了无数动人乐章。巍巍长白山铸就

了蛟河人铮铮铁骨，滔滔松花江孕育了蛟河人的聪明睿智。1989年以来，在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蛟河人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创造的辉煌业绩，在历史长河

中流光溢彩!《蛟河县志》续篇《蛟河市志》(1989—2003)，是这一时期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缩影。

《蛟河市志》(1989—2003)的问世，是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省、市地

方志部门的关怀、厚爱以及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晶o《蛟河市志》(1989—

2003)出版，是蛟河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以改革发展

为主线，突出地方和时代特色，资料翔实、门类齐全、精心设计、博采众长、推

陈出新。本志工程浩大，凝百余人心血，集千万言史料。按照“写佳志、出精

品”的要求，编写人员潜心研究，克难耕耘，走进时空隧道，以赤子之情著成百

万言之作。

本志真实地展现蛟河市15年壮丽的历史画卷和丰富的文化瑰宝。它既记载

了各行各业El新月异的变化，又反映了各条战线的精神风貌；既有全民创业的宏

伟场面，也有名人风采和劳模英姿；既书写了农村的改革发展，也记录了城镇发

展变化。但是，任何有限的选择，都意味着艰难的取舍。由于篇幅所限，很多感

人的、有价值的史料难以入志，甚感遗憾。尽管如此，它的“资政、教化、存f f
．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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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作用，随着时光的流逝，将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o

《蛟河市志》 (1989—2003)是蛟河人民的历史，是蛟河人民的丰碑。在

《蛟河市志》(1989—2003)出版之际，向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献出生命的烈士

们表示无限怀念与敬仰，向为蛟河市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及全市人

民致以诚挚的敬意!

回顾过去，蛟河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

令人感动和振奋；目睹今天，一个正在崛起的、走向繁荣兴旺的新蛟河令人豪情

满怀；展望未来，蕴藏无限发展生机的蛟河前程似锦。我们深信，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深化改革，勇于开拓，继续发扬“团结、自强、务实、创先”的蛟河精神，

这颗松花湖畔的明珠——蛟河，定能大放光彩!

蛟河市人民政府市长 芗汹·岭
2006年9月20日



凡例1

凡．例

一、《蛟河市志》(1989—200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四项基本原则，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

，b，全面记述蛟河市15年来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状况。力求思想性、

地方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1989年1月1日，下限至2003年12月31日，个别篇章因

与前志衔接和内容表述需要而适当上溯。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采用篇、

章、7节体例，按专业分类设篇，全志设30篇，177章，624节，100万字。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中叙议结合外，均坚持述而不论。

五、为了续志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对一些要素，如：地貌、山脉、历史文物

等进行了浓缩复载。

六、为了充分体现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政府施政方略，本志增设了《市委重要

决策纪略》和《市政府重要会议纪要》两章。

七、对蛟河市15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专题记述》中，以纪实手法予

以记述。

八、为了突出改革这条主线，在概述中宏观记述了改革情况，在各篇(章)

中设专章(节)记述改革的历程。

九、对新兴主导产业单独设篇重点记述。

十、本志增设乡镇街和村简介，旨在全面反映蛟河市农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状况。

十二、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断限内的烈士和已故的副市(县)级以上领

导、出席省级以上先进人物和为蛟河发展与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人士设“传

略”章予以记述；对在世的各行业突出人物设“简介”章，予以简要介绍。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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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前去世的，曾在蛟河任副县(市)级以上的领导，前志没有记述的，

本志在补遗中予以介绍。

十二、为了反映人民群众的新生活，在《社会生活》篇中增设了生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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