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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藉古鉴今惠及子

孙的千秋大业。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编

纂《大连市志》，准确记述大连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总结历史经验与

教训，弘扬民族文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

据，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历史借鉴，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大连市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工业、贸易、旅游

城市，是东北地区的门户，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旧中国，大连曾经遭受长期的

苦难。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大连便成为

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觊觎的目标。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甲辰战

争，大连先后沦为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7年。这期间，大连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下，面对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出壮丽的历史篇章。1945年8月，随着反法西斯战争

取得历史性胜利，大连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在解放战争中，大连地区作为特殊

解放区，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

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连人民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以主人翁的姿态，医治殖民创伤，经过50余年的艰苦努力，将

大连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连市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工业、农业、对外经

济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及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建

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得到

改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编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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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实地记述大连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

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述、传、图、表、录、照片诸

体并用。

三、本志由60余部分志组成。分志之下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根

据分志内容，组卷出版。

四、本志记述内容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截止到1990年。为追本溯源，

综述始末，部分分志以记、述的形式适当上溯。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经世致用

的原则，努力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本志所用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

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位名称和符号方案》的要求书写。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采用中

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纪年视语言环境灵活处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记数字原则以各级统计部门核定数据

为准。

六、本志涉及的有关历史政权，各时期官职名称，沿袭历史习惯称谓；地理

名称，视具体情况在旧称后夹注新称或新称后夹注旧称，机关、团体、部门名

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夹注简称，再次出现时采用简称；人物名称一律直书

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遵循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人物志不以职务高低为选录标准。

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对大连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士。其他分志

以事系人不受此限。

八、本志收录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文中如无其他注释，所及“解放前”指1945年8月22日以前，之后为

“解放后”，“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之后。

十、本志卷帙浩繁，内容涉及百科，统一之凡例难以概全，故部分分志分设

编辑说明，以晓事理。



．4· 大连市志·港口志

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书专门记述大连地区港口自清末以来的建设发展历程。扼要记

述沙俄、日本统治时期及苏联代管时期港口所经历的沧桑变化，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港口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上限追溯至1840年，下限断至

1999年，大事记下限延至2003年。

二、本志书以记述大连港建设发展历程为主，并将地方港口和企业码头

列为一章，全面记述大连地区各地方港口和企业码头的发展。

三、本志在行文中涉及港口机构、部门、会议名称，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

后多次出现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大连港务局委员会，简称大连港党委；中国

海员工会大连港务局委员会，简称大连港工会等。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资料、实物资料，经考证核准后载入志

书。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均按港口统计资料年报口径收

录。

五、本志书涉及的货币数字除能折算人民币(夹注)外，其余均为各历史

阶段的原货币单位。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原则上换算成公制，无法换算

则保留原计量单位。

六、2000～2003年大连港下放地方，港口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保

持记述的完整性，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本志在附录中以“2000～2003年大连

港综合情况简介”为题，记述志书下限后四年的简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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