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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松原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座年轻的新兴城市，又是

一方历史悠久的热土，早在七千多年前，这里便有了人类的足迹。

这里江带三方，田沃万顷，草原广袤，物产丰饶，自古便是古i岁

貊、东胡、肃慎族系的各部族人民生产、生活和繁衍、生息之地，也是

各部族之间角逐、争战的战略要地。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曾在这

里立府、设州、建县；明王朝、后金政权曾在这里设卫、立站；蒙古王

公曾在这里建立府邸，清王朝曾在这里设治、立县、置厅、立府。随

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人口的增

加，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里终于形成了四县(旗)聚首的格局。

由于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水土矿产资源的丰饶，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中曾设想要在这里建设一座塞北重镇，拟名“东镇”。

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孙

中山先生的设想终于变成现实。一九九二年，在改革进一步深化的

东风沐浴下，松原市应运而生!松原市的建立，为这方热土上各项

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松原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

时期。现在，松原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二百七十万松原人民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

展观，解放思想，团结创业，正在为在松原建设一个政治稳定、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而

努力奋斗。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松原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

遇，做出了编纂《松原市志》的重要决策。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

松原市的方志机构和志界同仁，在总结全国第一轮修志经验的基础

上，借鉴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县第一轮修志的优秀成果，综合了

松原建市以来方方面面的宝贵资料，辛勤工作，笔耕不辍，经过三年



多的努力，终于编成了充满历史厚重感、反映时代信息的方志巨著o

《松原市志》的编纂和出版，是松原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松原市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松原市辖区内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部志书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横排竖写、详今明古的编纂原则，全面地记述了松原地方设治

三百多年来政治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兴替；准确地反映了松

原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解放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以及奋发

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系统地收录了松原地方地质、气候、水文、土

壤、资源等自然环境方面的科学信息。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质朴

无华的语言、丰富翔实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松原地方的历史与现

状、自然与社会的立体画卷。作为松原的“一方之全史”，它既是资

政、教化、存史的珍贵资料，也是规划未来、建设繁荣昌盛松原的历

史依据。作为松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将为

松原推进先进文化建设书写光辉的一页，成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国情市情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创业斗志的一部生动教材。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省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专家、学者给予了

亲切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全市各县(区)、各部门以及驻松原中省

直企业、驻松部队，也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协助，在此，我们一并

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同时，也向全市在志坛默默耕耘的

地方志工作者，向曾为《松原市志》的编纂做出各种贡献的同志们

表示感谢和祝贺!

一志在手，尽览松原古今。愿《松原市志》能给您带来工作上

的方便。

松原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O O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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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松原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为

编纂原则，力求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反映松原地方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取“中篇”体的篇章结构，按照以类叙事、横排竖写的原则，以中类划篇，分

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全志首设概述，后收大事记、附录、索引；正文以基本情况、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风俗、人物等六个板块先后为序，分34篇225章704节记述。

三、本志体裁兼融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一体，以志为主，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为松原市所辖区域的首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上限为清初地方设治之始，个别

内容依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为2002年末。

五、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限定在今松原市所辖区域；志中关于地方建置中所记的“各

县(旗)”指1946—1956年时期，“各县”指1956—1987年时期，“各县(市)”指1987—

1992年时期，“各县(区)”指1992～2002年时期；驻松原的中、省直企业分别在相关篇、章

内以“附记”形式记述。

六、本志本着详今明古和述而不论的原则，在全面记述地方各业历史发展全貌的同

时，重点反映松原建市以来改革发展全貌，并力求反映地方特色。

七、本志行文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文风力求简洁、朴实、准确、通畅。引用史料原

则上保持原貌(一般不注出处)，地名按当时历史名称(以篇为单位，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

名)；旧时职官仍以旧称；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八、本志纪年分两类，中华民国建立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中华民国成立

后一律按公元纪年。志中正文(引文除外)和图表中的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

(引文除外)使用(或换算)公制。

九、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视情况需要采用纪事本末体。

十、本志《人物篇》中所收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对下限以前仍在世的应人志的

人物，分别在相关章节“以事系之”；人物以松原籍为主，兼收个别青少年时迁人本籍或在

本籍工作、生活，并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物；收录的人物以传记、传略、简介、革命烈

士、模范人物分组设章。立传和简介的人物按生年先后为序，同龄者以姓氏笔划为序；革

命烈士章收1986年以后全市的烈士，以地域分组，每组按牺牲时间为序排列，出生地以

2002年地名称谓为准，1985年以前的烈士因在各县首志中均有记载，故只收烈士人数；模

范人物章收省特等劳动模范以上者列表记之，以授奖级别分组单列，每表中人物以授奖时

间先后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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