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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五十年在编年术语中称作半个世纪。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自丰满水电局筹备委员会成立

的1948年起至《院志》定稿的1999年止，也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足足跨越了

半个世纪。我们骄傲和自豪地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在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峰回路转的

艰难历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辉煌的五十年!

五十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职工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们用汗水、鲜血乃

至生命为祖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旋律，书就了一幅幅多彩的华章。五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从诞生到成长、从壮大到发展的东北勘测

设计研究院，则是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段。这五十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如何诞生、如何成

长、如何壮大、又如何发展，东北院有多少辉煌成就，对祖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有多大贡

献?能说清楚，唯有编书立志。为此，院党政领导于1997年3月的一次党政联席会上提出

了为院编史撰志的议题，并在会上明确了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志》的撰写任务。

1997年5月，《院志》撰写工作开始筹备；1997年7月，由院政治工作部牵头组织，开

始查阅档案、搜集资料；1997年8月，《院志大纲》编写完毕；1998年2月，《院志大纲》送

院领导审定；1998年3月，《院志》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编纂史志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同时又是一项十分严肃并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

五十年，发生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各类事件浩繁庞杂，其历史久远，现实宽泛。面对如

此情势，我们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恪守《志》即

为拓现历史印记之准则，在搜集和查证的众多历史史料当中，选材时按图索骥、博收约取，

用料时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尤其注重史料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编纂三年，我们时

刻要求所有参编人员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编纂时，考证一条史料、校正一

个错字、加上一个标点、作出一条注释等，我们也都力图准确翔实，避免主观随意性。只有

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才能传真解惑，再现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历史的本来面貌。

《院志》的顺利编纂，首先得益于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8年至2000年这三年，院党委

始终把编志工作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编志的具体工

作。其次，得益于档案资料处、工程勘察总公司、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规划处、水文水资

源处、建筑设计处、水工设计处、后勤服务总公司、电子计算机中心、人事劳动教育部、咨

询总公司、科技质量部、经营开发部、财务资产部、项目管理部、离退休职工管理部和出版

印刷厂等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最后，还得益于本志参编人员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敬业

精神。在此，《院志》编纂委员会向以上单位、单位领导、所有参编人员以及为《院志》的

编纂提供资料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历史，是全院职工写就的历史，是发

展史、光荣史。为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铭刻印记，再现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发展踪迹，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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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我们全体编纂人员的初衷。我们撰志的目的在于回顾历史、以史为镜、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教育后人、发愤图强，让人们在展读一部明白畅晓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的同时，从中

引发思考，或借鉴成功经验，或汲取失败教训，以可人的浓墨重彩，继续描绘东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的丹青画卷。

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昨天硕果累累，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今天依然灿烂，我们坚

信，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尼 例

一、《院志》是记录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成长过程、发展历史、主要人物、事件及东

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五十多年来对祖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所做的贡献的专志。

二、《院志》中所记载的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历史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电业管理局

丰满水电站筹备委员会成立的1948年5月算起，个别事件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下限截止到1999年末。

三、《院志》的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院志》中的篇目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行业的内涵和特点横分门类，按时间顺序纵

述历史，以相关综合门类划分为4卷、16篇、69章、232节。以卷为领属，以篇为专业或时

段，以章和节为叙述实体。交叉重复的内容，以主题篇为主，相关篇章从略。节以下层次用

一、(一)、1、(1)序号表示。

五、《院志》中使用的各种技术术语均依据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类的相关规范和规定；机

构名称在篇和章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如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共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

究院委员会等)，此后用简称(如东北院、院党委等)。

六、《院志》中所用地名均以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图册》和1984年

吉林省地名委员会出版的《吉林省地名录》为准；国外工程名称、国外地名及外国人名，部

分使用直译名，个别使用音译名。

七、《院志》中的计量单位依据1984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

的具体规定，一般计量单位用汉字表示，专业计量单位、图表中的计量单位及设备型号等，

采用国际符号表示。

八、数字的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计量、

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不使用汉字。

九、文字采用简化汉字，以1956年国家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64年公布的《简

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1995年国家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院志》中的主要史料出自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档案资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

资源普查成果》(第六。七卷)、东北院《水利水电工程特性汇编》、东北院《优秀科技成果

选编》、《中俄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以及东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关部门和技术专家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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