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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序

历经十年寒暑，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服务当代、惠

及子孙的《浑江市志》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

的事。

位于长白山腹地的浑江，曾是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百

余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被禁止开发的榛莽。自第一代创业者

开始，勤劳智慧的浑江人民就挑起了开发、建设、保卫浑江

的重任，创造着自己辉煌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谱

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抗俄斗争"、“抗日斗争’’、“四保临

江"等光辉业绩，都记载于中国革命的史册。

新中国的诞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给浑江这片热土带来了勃勃生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各族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

力，用自己的双手把浑江初步建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在

这些沧桑巨变中，有许多生动的历史需要记载，大量珍贵的

资料需要辑存，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

变迁，把浑江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业绩载入史册并使

之代代相传，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是这部志书的宗旨所在。

“鉴古而知今’’。《浑江市志》不仅是历史的再现，还是系

统的经验总结，是我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乡土

教材；对全面认识浑江、宣传浑江、提高浑江知名度，加快浑

江经济发展速度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全市广大

f纱



干部和群众，认真地学市志，用市志，充分发挥新志书的“资

治、教化、存史"功能，观历史兴衰，定当前决策，展未来宏

图。全面实施长白山开发开放战略，把这个满清王朝的封禁

地建设成繁荣、发达、文明的边疆工业城市，谱写浑江历史

的新篇章。

在这部百余万字的《浑江市志》的编写过程中，市志编

委会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关专家学者给予了热情

指导和帮助，各县(市)及有关部门给予了积极支持，使这部

有益当代、功及后世的志书得以面世。我代表市志编纂委员

会，向所有为这部志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昝县弘．



凡例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详今略古，突出浑江特点，体现社会改革，力求作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限自1902年设临江县时起，有的部分为追本溯源可上溯，

下限至1985年末止。

三、本志由概述、记、志、传、图、表、录等部分组成。以专志为志书的主体，

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党派团体、政权政协、公安司法、军事、城市建设、森林、

工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农业、特产、财政税务审计金融、综合管理、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人物等25篇。专业志横排门类，纵述

史实。篇内设章、节、目，节下记述以时间为序。

设概述总摄全志，综述浑江市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冠于志首；之后大

事记，专业志记述之事略记，末记之事稍详记。概述、大事记均不入序列，杂记、

附录置于专业志之后，也不入序列。

四、文体除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外，其余

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叙的事实之中。

五、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括在其后。在一节中，只在首次出现的公元纪

年后括中国纪年，年代较近的则不括中国纪年。伪满洲国时期称沦陷时期；解

放前后以1945年12月8日为分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或新

中国。

六、地名、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各

名称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均用全称，其后出现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浑江市委

员会，简称中共浑江市委；浑江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市首届人代会。

1984年(含1984年)前记述的市区指市政府所在地；1985年实行市管县

体制，文中的全市含长白、抚松、靖宇三县，市区则不含三县；市政府所在地称 ，

市中心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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