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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阜新市委书记 王锡义

阜 新 市 市 长 朱启成
●

挥求实之笔．绘时代风云。历经八载，几度增删，《阜新市

志》终于问世。这是群策群力、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丰硕成果。我们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

以及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榭；向关怀和支持修志的老领导、

老干部表示由衷的敬意。 、

新编《阜新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

书，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全面翔实地记述了阜新的历史与

现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阜新兴衰起伏的历史规律，

尢疑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信息宝库。《阜新市志》不仅为我们认识

阜新、建设阜新起到重要的“资治”作用，而且是良好的乡土教

材。它将激励全市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阜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76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查海遗

址，被考古专家誉为“玉龙故乡，文明发端”。地处边塞的阜新，由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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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域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历史上有较长时期是少数民族的驻

牧地，“过路妇女多骑马，嬉笑儿童识射雕”。清代末期开发煤矿

以后．阜新相继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能源财富的重要基地。侵

略者抢走的是“滚滚乌金”，留给阜新人民的却是“堆堆白骨”。新

中国成立后。阜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

走路，顽强拼搏向前”，改变家乡面貌，装点祖国河山，使阜新成

为新兴的“煤电之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阜新市

干部、群众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阜新逐渐变为以生产能

源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农村建设也欣欣向荣，日新月异，呈

现出空前的兴旺景象。阜新地域辽阔，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被人们誉为“塞北

明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人留下的足迹，为我们指导现实，

思考明天，提供有益的借鉴。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想教条式

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改革

和建设的征途上，既要承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要相信“历

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阜新人民认真借鉴自己

的历史经验，并以兼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气魄，瞄准国内和世

界先进水平，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必将谱写出崭新的

历史篇章。让再现历史的《阜新市志》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服务。

阜新设市较晚。编修市志，尚属首次。尽管广大修志人员积

极探索，历尽艰辛，但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当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各方予以批评指正。

当《阜新市志》成书之际，书此以为序。



凡例·1·

凡 例

一、编修《阜新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

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阜新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体

现时代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充分发

．挥志书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为振兴阜新服务。

二、本志分4卷出版。第一卷：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

环境、人口、民族·宗教、县区纪略、城乡建设。第二卷：工业。第

三卷：交通邮电、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管理。第四卷：政党、

政权、社团、军事、司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情风俗、

人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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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为加强

志书的整体性，分层次设总述、概述、简述或无题述作宏观记述。

各卷的内容和层次，因事而异，力求概括和简化。

四、地域范围。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包

括阜新市区及所辖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文中的“全地

区"、“全市”即包括市区和市辖县。历史上其它曾经归今阜新市

管辖的地域，贝0根据志书需要适当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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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断限。本志的总体时间断限从1840年到1988年，

重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章节从实际出发可适当上溯或下

延。记述内容坚持通贯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六、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使用中国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此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汉文数字；从民国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

字。文中的“解放后”指1 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以后。伪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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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称谓。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种会议等名称，在行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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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以省、市地名办公室核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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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数字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

数据，新中国成立前，以历史档案和官方资料记载为准；新中国

成立后，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书中引文，在正文中交待出处或采用脚注(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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