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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土城子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各

民族为了开发土城予大地，曾经流下了无数的汗水，付出了

艰安的劳动。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我们的先辈前仆后继曾

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各历史时期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为了家乡的繁荣和发展，各级干部率领群众用心血和汗

水描绘了今天崭新的蓝图。

为了把土城子各个阶段的社会面貌真实的记录下来，总

结过去，借鉴未来，为家乡建设以起到“资治、教化、有

史"的作用，从而给予孙唇代留下一部宝贵的精神财富。编

写《土城子乡j畚》，这是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乡土志书，是

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喜事。

这部乡志，基本依据县志办拟定的乡镇志篇目编写的。

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根据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精神，真实的记录了土城子自建

置到一九八五年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

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历史事实，基本反映出地方特点和乡土

气息。全书共分十六篇、五十·章、一百五十三节，约十七

万字的《土城子乡：基》，i二ij以力求做到以文记叙为主，并

又酌情附有一定数量图表和照片。

但由于编写人61水平有限，修志经验不足，历史资料奇

缺，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热切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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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更加趋于完美。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志办领导同志多次鼓励、指导和

帮助，得到各单位(村)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及修

志人员辛勤的劳动，谨在此，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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