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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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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思想，全面记述县域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注重反映时代特点和地区特

色。

二、详今明古，立足当代。所记范围限于1996年县域，重大关联者略作辐

射。通县、通州市分置时期内容，一般作综合记述。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1996年12月31日。后附199r7年至2000年通州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概要。

三、采用中小编结构，设置编、章、节、目。以概述提挈全志，大事记纵贯记

述。下设26编，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附录归类排列。择历史影响较

大诸事件，设专记记述。

四、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除引文外，采用语体文、

记述体。表随文设。

五、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人士。人物排列

以卒年为序。个别为历史唾弃的酷逆一并收入，以儆后世。在世人物以事系人

记入有关编章。

六、纪年：1911年以前，采用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并括注公元纪年，月日为

农历；1912年起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月日为公历o“新中国建立

(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解放(前)后”，系

指1948年12月14日通县解放(前)后。志中未记明的“年代”系20世纪以内。

七、计量单位：除个别年份以外，均采用1984年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八、资料来源：各单位提供的专业资料、档案资料、旧州志、县志、报刊、专著

和社会调查资料，经考证无误即予选用。一般不注明出处。采用统计部门公布

的资料，表头冠以“统计表”字样。政区及机构，一般沿用当时名称。地名一般

使用现行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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