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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昂昂溪区志》在中共昂昂溪区委、昂昂溪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地方志办公

室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全区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在区志办工作过的全

体同志辛勤笔耕，现在正式问世了。这部慰籍先辈、惠及后人的历史文献的完成，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正式问世，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

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编写志书，旨在资治教化、求训致用、继往开来。《昂昂溪区志》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依据志与史“同源一体、各自分立、殊途同归、相辅相成”

以及新方志体例的要求，本着严谨求实，科学分析的态度，将所集大量资料，去粗取精，

力求真实地反映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战线的历史和现状，详今略古，

进行系统综合。

《昂昂溪区志》是对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是制定地方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和珍贵资料，是人们认识昂昂溪、开发昂昂溪、治理昂昂溪、

建设昂昂溪、振兴昂昂溪的一部科学文献。对推进全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

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编纂《昂昂溪区志》的始终，得到省、市和龙江县档案馆以及全区各有关单位的

大力协助和支持，这对圆满完成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昂

昂溪区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告竣问世之际，我们代表中共昂昂溪区委、昂昂溪

区人民政府，谨向关心、指导、支持区志编写工作的单位、部门和有关人士，特别是全

体编纂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资料不全，时间久远，包容量大，因此在记述内容上、体例上，都难免存在不足。恳

请了解昂昂溪的同志、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资在续修区志时予以补正，使之不断完善。

以史为鉴知得失。希望全区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利用好这部工具书，团结奋进，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在昂昂溪区这片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蓝图。

中共昂昂溪区委书记 郭祥玉

昂昂溪区人民政府区长刘海城
二oo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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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昂昂溪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依据，求实求真记述史实，贯

通古今，详今略古，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昂昂溪区志》为章节体，首列序、凡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多种载体，以志为主；

全志设建置、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风俗宗教、方言谚语、人物7编，下设38章，164

节，节下以中文小写数码排列目。

三、《昂昂溪区志》上限始于各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5年。

四、《昂昂溪区志》中的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用国家标准。公元纪年和民

国年号用阿拉伯字，清代以前年号在括号内用汉字标记年号，1946年起一律用公元纪年。

记载地名，在括号内标注现地名或沿用地名。

五、《昂昂溪区志》中人物的编写本着志书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为在昂昂溪早期作过

地T．x-作的谢世人物，同时对本籍正县级以上在世人物记了个人简介。革命烈士和省级

(含系统)以上的先进人物以表格形式记载。在记载正面人物的同时，也披露了几个危

害人民利益的人物。

六、《昂昂溪区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省、市、龙江县、区档案以及书刊和区内各部门、

各单位提供的资料。

七、《昂昂溪区志》中无法定论的史实，采用各论并存记述。

八、《昂昂溪区志》中地名、乡、村、路、街资料，以《齐齐哈尔地名志》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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