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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堡自古就是辽宁重镇，她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人文荟萃，民风朴实，交通便利．

黪产丰富．刘二堡的秀水沃壤是哺育刘二堡人民成长的故乡．尽管她的名字不见经传．她

翁位置在地图上没有显著标记，她的面积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所占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然而她却使世世代代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深深地怀念和热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自然的变迁、政权的更达，都使刘二堡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

难和欢乐，她几经战争创伤，几经天灾人祸，几经劳动人民的辛勤创业，造就了刘二堡人

聪慧，勤劳．义气的品格．今天这里正以飞速发展的步伐，展现着这一文明古镇的英姿!

刘二堡镇值得追忆和缅怀的地方很多．把这些用文字记述下来，传给子孙后代，实在

是一仔十分有益的事情．镇党委和镇政府多次立会，决定成立镇志编委领导小组．选拔编

写人员负责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在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全镇各部门的通力协

助下，经过编写人员的积极努力，终于将刘二堡镇第一部志书，共二十二编，六十四章．

一百四十七：再，；§三十万字的《刘二堡镇志》一书脱稿错印了，

从书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美德，在刘二堡故乡先辈们身上闪现的光彩；

从书中可以看到，在黑暗的年代里，刘二堡故乡的先辈们艰苦前行的身影；从书中可以看

到，在社会主义的春天里，刘二堡故乡日新月异的巨变；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

年代，刘二堡人民昂首奋进的雄姿!自古以来，刘二堡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

斗争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发扬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刘二堡镇志》正完好地、多侧面地反映了刘二堡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等各

方面的面貌．堪称刘二堡镇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刘二堡镇志》编写组的同志、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克服匿难，

进行了开创性的艰苦劳动，取得了如此令人感奋的成果，实在屉可钦可敬．

《刘二堡镇志》已经脱稿问世，但编写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因此不论记述内容上，

还是在体例上，都难免有缺点、不足和差误，诚恳地希望全镇人民特别是了解刘二堡历史

豹同志和各方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修志，续志时删改补缀．使之不断完

劳，为加速发展刘二堡镇提供历史的信鉴和现实的可靠依据。



短短撰文。不成其序，寥寥数语，谨表祝贺。望我同乡，爱我故土，子孙后代，不

寒先辈．



凡 例

一、编志原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厉

史翔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详今为主，溯古为辅．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

二、体例：以实书直叙为主。避免空洞的议论和主观的臆断．各编原则上采取按照历

史对期顺序竖写，但有的用归纳法，简要地概述全貌．

三，内容：分为记、志、传、表、录、图、像等七种．记有本镇自公元1880年到1987

年的《大事记》；志有本镇的概述、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体育、卫生、社会

等编；传、表、录包括本镇的人物略传、各数据统计表、烈士英名录等；图有本镇区域平

面图；像有镇党委、镇政府办公大楼以及全镇有代表性的建筑和经济发展较快的企事业单

位，还有革命烈士陵园的照片．

四，类目：全志书分为编、’章、节。节下有一，=、三⋯⋯⋯再下有l、2、3⋯⋯

为序．

五·语言：采用白话文。有的为了言简意该，适当地引用通达的有生命的古词语。

六，断限：原则上是从1927年开始至1 986年止．但根据本镇的实际情况，对大事记、

A物，建置沿革等编，适当地上溯到清朝；政治、经济等编写到l 987年底。

七、历史记年：以公元年代为主，括号内注明各历史时期沿用的年号．如，公元

1932年(伪满洲国大同元年)。

八、记述历史沿革的地名，均用原地名，并用括号注明现地名，如，王五道口门(现
王五道村)．

九、文字规范：一律按国家规定的第一、二批简化字书写，不用异体字和繁体字．

编者

i 988年6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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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党委 镇政府办公大楼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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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的老人，老有所乐，在饭后“将一军”

刘二堡镇新建舶烈十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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