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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是解释和使用《大板镇衙门村志》正确进行阅

读的基本指导原则，并把正文、附录及有关的共性问题加

以规定，避免在全书中重复说明。凡例中的有关规定具有

规范性。

一、编修《大板镇衙门村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比较完整

地、系统地、简明地、实事求是地记述衙门村的历史与现

状，突出衙门地方特色，体现与时俱迸、开拓创新的时代特

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使之成为一

部蒙古贞村屯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志书。

二、体例。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

志体为主，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

从衙门村实际出发．体现志书的整体性．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分层次按条理进行记述，各篇的内容因事而异，力求概

括和简化。

三、地域范围。以现行体制的区划行政村地域范围记

述。

四、时间断限。本志的总体时间断限，上自衙门村有史

以来的时间始，下至2006年5月底，记述内容坚持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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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贯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五、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使用中国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史

纪年使用汉文数字，历史纪年前写朝代年号，后填括号注

明相应的公元纪年；从民国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伪满

洲国统治的14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一律用民国纪年。文

中不出现伪满洲国年号(引文除外)。

六、称谓。机关单位、人物等名称，在引文中第一次出

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对人物直书姓

名，不加“先生”“同志”字样。地名以县地名办公室核定的

为准，古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今名．对伪满的军

政机关、职务均加“伪”字，志书统一使用第三人称。

七、数字与计量单位。数据必须按国家统计部门公布

的数字为准。历史上的数据以历史档案和官方资料记载为

准。数字的写法，包括实数和约数，均采用阿拉伯数字。计

量单位名称、符号，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采用国际单位制。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为了避

免重复．将一些不宜详述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及不能立

传的重要人物活动，分别载入大事记。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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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
《大板镇衙门村志》序

陈玉明

大板镇衙门村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如

今，我的故乡编纂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

板镇衙门村志》，是衙门人文明生活中的一

件大喜事，在她付梓问世之际，欣喜之余夜

不能寐。情不自禁的在灯下秉拙笔为之作

序。

衙门村有久远的历史。从古到今，朴素

诚实的衙门人．祖祖辈辈在这里默默无闻的

生息繁衍。为经济的兴旺发达。在高山峻岭

之间。平原沃野之上，男女老幼共同披荆斩

棘，流血流汗，征服自然；为她的文明建设，

世世代代创造出了底蕴丰厚的传统文化。

在生存和解放的事业中，英雄的衙门人面对

残酷的斗争，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

牲，演绎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故事。

新中国建立之后。号称“山南第一根据地”

的老区衙门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了

社会主义建设。不愧为有历史传统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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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村．为建设家乡，涌现出了众多的英模人物。至今，著名的

“劳模沟”．作为衙门村改变自然面貌的重要标志，做出了

新的贡献。成为衙门人的骄傲。

改革开放以来，全村人民群众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三

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传统农业已向现代农业转

化。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当

前全村人民群众和谐团结。正以高昂的斗志，进一步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强

新农村建设。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以旅游兴村，用较快

的速度奔向小康。

家乡的老师们。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他们做了大量搜

集、整理衙门村史料的工作，汇集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辞

劳苦，着手编纂了《大板镇衙门村志》。用适当的篇幅，朴实

无华的语言．真实而生动的记载了衙门村的悠久历史、自

然资源、名胜古迹等，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展示

了衙门村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从中透出了衙门村的未来美好前景。全书文笔

流畅，内容翔实。她将成为全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一本

爱国主义教材，也是宣传衙门村，了解衙门村的好读物。

让我们通过阅读《大板镇衙门村志》这本志书，更加热

爱养育我们的这块神奇的热土．铭记家乡英雄的过去，全

身心投入新世纪的建设家乡的火热实践中去．创造更加辉

煌的未来!愿衙门村这颗璀璨的明珠永远熠熠生辉!

(本文作者系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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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奋发向上
《大板镇衙门村志》序

王明海王俊廷

《大板镇衙门村志》的出版发行，是衙门

村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大板

镇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好事。

衙门村地处大板镇东北7公里．是个三

面环山．风景秀丽的好地方。衙门人在这里

聚居、繁衍、生息，辛勤耕耘，开发和利用这

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创造和发展了优秀的

民族文化。孕育出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

物。他们把血和汗流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

为后人所敬仰：从这里也走出很多精英和栋

梁之才，为祖国富强繁荣而献身。这就是衙

门人值得骄傲和自豪之处。

衙门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前线，为

全国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省劳模接续涌现，成为本地区的楷模；

在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经济

与社会全面发展。表现出了继承传统，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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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再励，与时俱进．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这本志书的纂成，

激人向上，催人奋进，使人们知古鉴今，为新农村建设。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以志书体例编纂的《大板镇衙门村志》，在大板地区尚

属首次，值得我们称庆。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

姑且不论历史年代久远，仅知情人少和资料缺乏。就是一

个大难题。但是，编修志书的同志们。不怕困难，不怕辛苦，

忘我工作。他们千方百计，细心挖掘，沙里掏金般的收集、

考证、整理，终于编纂成一部10万字的蒙、汉文字的村志。

这是市、县、镇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的结果，也是史志工作

者和衙门村参加收集、采集、整理资料的有关同志的心血

凝结而成的结晶，浸透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和无私奉

献。

《大板镇衙门村志》，全面地记述了衙门村的历史，资

料翔实，特点鲜明，是进行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文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教材；是“资治、存史、教化”的宝贵资

料，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学术价值、收藏价值。

对于参与和支持该志的市、县、镇各级领导和捐资出

力的同志，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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