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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中国共产党孝义市历史纪事》(以下简称《纪事》)以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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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记述了中共孝义市地方组织1949年10月至

2000年12月5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

2．《纪事》以孝义党的历史活动为主线，突出党的建设及党领

导孝义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平凡的斗争历史。其中包括党的建

设、经济建设及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其他各项工作。

3．《纪事》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期立章，即：基本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章。章内分年，年内以重大事件立题，一事

一记，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

4．《纪事》用编年记事与本末记事相结合的体例，各个时期、各

个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日详者记日，日不详者记旬，旬不详者记

月，月不详者记季。对于持续多日的历史事件，在各地发生的同一

历史事件，前后联系紧密的适当集中记述。

5．《纪事》采用公元纪年，世纪、年代、月、日、星期、部队番号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

6．《纪事》附录中，编录了孝义地方党组织及市(县)级主要领

导人名录、孝义地方党组织发展状况、孝义50年间主要工农业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

7．《纪事》中，会议及政策文件名称等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面

出现用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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