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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旧堡区区长 王华斌 ：。

《旧堡区志》在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

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了，它是旧堡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

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它体现了全区人民的共同心愿，

意义极为深远。

旧堡区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发端较早，
：

社会经济条件优越。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几千年来人们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可歌可颂的辉煌业绩，谱写了源远

流长的壮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区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坚持村腾飞旧堡，

服务钢城”的指导思想，坚持“以菜为主，同时发展其他副食品生

产”的方针，在经营体制、产业结构、商品流通、劳动分配等各个

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已清晰地呈现出具有城郊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新格局。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日趋富庶，全区百业

俱兴，政通入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编纂地方志这一浩繁的

文字工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 984年7月，中共旧堡区委，旧堡区人民政府作出编纂《旧堡区

志》的决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开拓修志工作新路子，历经五

度春秋，栉风沐雨，含辛茹苦，广征博采，查阅档案上万卷，翻阅古籍，

史书，志书、图书超千册，搜集资料1 800万字，运用，采编一条龙一工

作方法，本着。尊重历史，务求准确”原则，艰辛笔耕，精心编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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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篇目，九易其稿，利用较少的时间、入力和经费编纂成旧堡区有史

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旧堡区志》的问世，不仅为旧堡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而且是惠及子孙，造福后代

的壮举。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而知古，继往而开来。

《旧堡区志》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

则，分类编年，纵横结合。在纵的方面，既载古，又记今，以记述

新中国为主，追溯缘起。在横的方面，既记政治、经济P军事、文

化，又述天文，二地理、气象、名胜古迹，i风俗民情。上溯几千年，纵

横几十里，凡重大事件，力求所载，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功有所褒，过有所贬。基本

上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文宇通顺，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完美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貌和地方

特色，充分地反映了旧堡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实地记载了旧堡区

发生的重大变化，经历的艰难曲折·我们身在旧堡，要以史为镜，

研究旧堡区的过去和现在，以利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乘胜前

进， “腾飞旧堡，服务钢城”。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文字工程，《旧堡区志》的出版，

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是所有参与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的结

晶。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旧堡区志》提供了各种资料，感谢全

体编修人员的辛勤耕耘，感谢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与指导。

稿成时，《旧堡区志》编委会嘱我作序，使我不胜感奋，寥寥

数语，不成为序，谨此表示祝贺。

， 1 9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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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堡区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各编、补记，编纂始

末五部分组成。概述，提纲挈领地综述旧堡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轮廓及其内在联系，以总摄全书，大事记，记述1日堡区自明清以

来的大事、要事；专业各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地

理、’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工商管理、．城乡建设、

财政金融、党派群团、政权、政法、民政劳动、军事、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文化，社会、人物二十编共99章、374节、761目，展示

旧堡区历史面貌及其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规律；。人物，

设人物传、人物录、烈士英名录、人物表；补记，记述旧堡区1986

---一I 987年各行各业改革变化情况；编纂始末殿后，以作全志结尾．．

概述、大事记、补记、编纂始末不列入编序．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

”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编中。 ． ，：

二，鉴于旧堡区建置较晚，前无史志，《1日堡区志》各专业编，

上限起于清代末年，部分内容追溯缘起，或始于事物发端，，下限截

止于1 985年。
’‘

，：

三、．《旧堡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贯彻。存真求实静精神，坚持贯通

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系统地记述旧堡区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使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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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相统一。

四、为力求体例与内容相适应，《旧堡区志》采用述、记，

j士％-、传、图、表、录等体裁，按编、章、节、目多层次，纵横结合

的框架编纂。《旧堡区政区图》和部分彩色照片置于卷首，1 84个

图表分别插入各章、节之中。为便于阅读，除卷首设概述外，多数

编、韶分章冠以引言提示梗概。

五、专业各编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

限制。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编，章之中。

，六、文体：概述，有述有议，述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各专业编，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史料

之中。全志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i七、历史朝代：沿用明、清、中华民国等通称，中华民国简称

搿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建立的傀儡政权称“日伪政权”，对这个时、期

称“东北沦陷时期”或“日伪时期"。

《旧堡区志》所称“解放后一．，系指1 948年2月1 9日鞍山解放

之后。 ：|

八、’历史纪年：大事记与行文中的纪年表述均采用公历。清代

以前的朝代纪年和夏历月、日用汉字书写，并加括号注明。

九，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

十、人物：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

贡献或有较大影响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旧堡区籍为

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旧堡区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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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对革命烈士编以盯英名录”；对市

以上劳动模范，。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1 960年以来的区级领导干

部，原国民党校级以上起义、投诚人员编以，人物表”·

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坚持人从史出，人从事出，

以事系人，在各专业编分述。

十一、数字用法与书写：《1日堡区志》一般均用旧堡区统计局

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经鉴别的各有关单位数字。数字用法，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十二、补记：记述旧堡区1986--,-,1987年各个领域的改革变化情

况。采用分类编辑法，以部类为单元．

十三、《旧堡区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北京、南京、辽宁省、鞍

山市，辽阳市、海城市及鞍山市铁东、铁西、立山、旧堡区档案

馆；摘录不同版本的《辽阳县志》、《海城县志》部分史料，选用

旧堡区各乡、街道办事处，区内各部门提供的资料；一小部分摘自

有关史书，报刊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口碑材料。经考证鉴别后

载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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