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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1981年8月始设修志机构，至今已越11年。其间几易领导-9编

辑，历尽劳苦坎坷。然而，县志办公室全体编辑人员矢志不移，曾自编楹

联一副，以言其志。书日：“无文人撰文文亦茂，有志者修志志竟成"。此

联虽多有自信，但是“志在志中”之精神诚为可贵。而今志书告成，以飨
读者，实为新宾之一大幸事!

《新宾满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堪称我县建国以来社会科学的一大

成果。本志集新宾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于一书，其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详略得体，如实地再现了新宾的历史和现状。

是一部反映新宾全貌的“百科全书”。它为我们认识新宾、研究新宾提供

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又为我们开发新宾、振兴新宾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科
学依据。

地方志作为观民设教、体国经野的借镜和地方官的资治宝鉴是当

之无愧的。古语说“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

沉’’j这句精辟的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既应当熟悉本地方的历史，也应

当了解本地方的现实情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去建设家乡，

从而明确自己应尽的义务，担负起对家乡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这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这确

是一件服务于“四化”，惠及于子孙的大好事情。我作为一个新宾人来

说，同全县31万各族人民一样。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让我县各民族人民同史志工作者一

道，再上高楼，一览众山，望尽天涯的壮丽景色，共同去描绘新宾的历史

画卷p巴．!

县委书记孟凌斌

县 长洪庆治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专志28卷组成，概述、大事记，一纵一横，总摄

全书。专志按事物属性分门别类，纵述史实。除设概述、大事记外，还设有建置

沿革、自然地理、人口、民族、农牧、林业、水利、土特产、工业、交通、邮电、城乡

建设、财政、金融、商业、经济管理、文化体育、文物、教育、卫生、科技、政党群

团、政权政协、司法、军事、民政、民俗、人物28卷，共143章，274节。

二、本志上限一般为1840年，但1840年以前，凡经考证、且有存史价值之

史料，尽皆入志，以为后人借镜；下限截止于1985年。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

述新宾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四、各卷之首，均以短文总领全篇。

五、注释一律从简，必要之注释则采用文中夹注。

六、本书采用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按卷、章、节、目的层

次记述。图片集中，置于全志之首。

七、文体用规范的语体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情寓理于记述之中。

八、人物志的编写，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以政绩为标准，以卒年为

序。不分祖籍、客籍。烈士、名人、方技人物，均在立传之列。亦选极少数反动

人物入传。以作反面教员。 ．

九、历史纪年均以旧纪年在前，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开始，只用公元纪

年。

十、政区、地名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

十一、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行文中一般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首次出现用全称，此后简称“新中国一、。民国"、

“党’’。 、

十二、数字之书写，凡有统计意义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余者用汉字。

十三、本书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市、县档案馆，正史、旧志及有关图书、报

章、专著、回忆录。



县志编修纪略

新宾之有志，乃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为《兴京厅乡土志》。次

年续修《兴京厅志》。宣统三年(1911年)刘熙春纂修《兴京府志》。中华民国14

年(1925年)苏民编修《兴京县志》。民国25年(1936年)李属春增修《兴京县

志》。此后50余年再未修志。

时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国泰民安，百业待举，全

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新形势。于此，本县高方贤、田广清首当其冲，于1979年

1 1月倡修县志。旋以县委办公室之名义向县委提出《关于编写新宾县志的建

议》，得到了县委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经反复研究，中共新宾县委于1981年8

月12日发出了《中共新宾县委、新宾县人民政府关于编修新宾县志，并成立县·

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于是，县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县志办公室(常

设临时机构)。并着手在全县范围内物色、借调编辑人员。至8月底，搭成了由

6人组成的修志班子。自此，开始一切准备工作：学习地方志理论，并赴外市县

学习修志经验；拟定县志篇目；印发《征集资料启事》及《修志宣传提纲》；于各

部门、各公社聘请县志兼职通讯员，建立联系网；召开首次修志工作会议，培训

兼职修志人员，部署修志任务；

1982年春，开始采集资料。历时1年，建国前资料的采集工作基本结束。

共采集图书、档案及口碑资料400余万字。

1983年，相继借调编辑人员12人。按清朝、民国、伪满洲国、解放战争、建

国后等几个时期，分工编写志稿。至1984年底，基本完成了断代体县志稿的编

写任务。

1985年春，县志办公室全体编辑人员参加了新宾满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

会的筹备工作。此后，又受国家民委及省民委的委托，编写《新宾满族自治县概

况》一书。历时一年半，至1986年12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春，县政府常务会议根据政府办公室的请求决定：县志办公室为

常设机构，视为局级建制，编制5人。 一7

1987年伊始，以断代体县志稿为基础，博采全国兄弟县的修志经验，结合

本县实际情况，一改断代体例，重新拟定县志篇目。新的篇目不仅避开了写史

之嫌，而且打破了部门界限，按属性分类立目，更好地突出了地方特点。全志含

篇首及24个分志。特设了足以反映地方特点的民族、民俗、土特产3篇。县志

篇目确定后，即分头编写。至1987年底，已完成初稿大半。



1988年，县志进入了总纂、初审阶段。在总纂过程中，县志办采取了边总

纂、边打印、边装订、边征求部门意见的方法，大大地缩短了送审时间，提高了

工作效率。至1992年9月，全部志稿总纂完毕，并按分志装订成册，送县志编

纂委员会及市志办公室审阅。

1989年7月，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本县召开了“新宾满族自治县志稿

研讨会"。市有关专志的编辑人员及抚顺县、清原县、顺城区的修志人员参加了

会议。与会者对本县志稿进行了认真的评议。会议认为：这部志稿基本达到了

要求，基本反映了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做到了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资料比较丰富，语言比较通顺。做到了横排竖写，志、记、传、图、

表、录诸体并用，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在志书的时代性、地方性、资料性、

科学性及志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上，尚需作一定的修改、调整和加工。

根据研讨会意见，县志办拟定了修改方案，并将原24篇增至为26篇。又

经近一年的修改，于1990年底提出了第二稿。

1991年6月，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本县召开了高层次的“新宾满族自治

县志稿评审会’’。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及市政府的领导、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会议在充分肯定新宾志稿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特

别是对作为全国13个满族自治县之首县的新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议结束后，县志办认真研究分析了评审意见，重新调整了志书篇目。将

篇、章、节、目的体式改为卷、章、节、目的体式。将原来的《地理篇》，分解为《建

置沿革》及《自然地理》两卷。为更好突出新宾的地方特点，新增了《文物志》。三

稿的县志稿，全志共为28卷。

1992年，根据市志办和部分专家意见，又对县志稿进行了两次修改。至

此，五易其稿，于年底送印。

在11年的修志过程中，县志编委会及县志办领导进行了4次调整，修志

人员变动也十分频繁。田广清，于文华、于庆、张春林、房守志相继主持修志工

作。县志办创始人田广清为组建修志班子、征集资料和编写断代体县志稿做出

了重大贡献。

在1983年至1985年编写断代体志稿的过程中，房守志、曹文奇、崔小为、

田广清编写了30余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伪满洲国时期》、《解放战争时

期》3编，并打印装订成册；张春林、张德玉、郑文杰、房守志、丁儒刚、于光瑞、

巩艳娟共同完成了《建国后时期》的大部，计40余万字；李平林、赵伟业分别完

成了《概述》、《杂记》两编志稿的大部。此外，刘庆华、关恩显、安宝鼎、沈家范等

人，亦为县志资料的采集和整理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断代体志稿的基本形成，

不仅为编写《新宾满族自治县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充实、可靠、



系统的资料。

现在出版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志》，由张德玉、徐扬、邹本镛、房守志、郭文

靖共同编写。最后由房守志总纂成书。全志28卷、首1卷。其中民族志、军事

志、民政志、商业志、财政志、金融志、经济管理志，由张德玉撰写；人口志、科技

志、水利志、司法志、政党群团志、政权政协志，由徐扬撰写；概述、农牧志、土特

产志、工业志、交通志、邮电志、城乡建设志，由邹本镛撰写；建置沿革志、自然

地理志、文化体育志、教育志、卫生志、文物志，由房守志撰写；大事记由徐扬、

郭文靖撰写；民俗志由张德玉、郭文靖撰写；人物志、林业志由郭文靖、邹本镛

撰写。书中的照片特邀富程翔拍摄。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苏长春、副主任王炜邦及抚顺市政府秘书长鞠

．海根，十分关心与支持新宾的修志工作，多次亲临新宾指导志稿的修改，并提

出了具体的、高标准的要求，解决了编纂与出版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抚顺市地

方志办公室主任李占一，副主任高凤岐、尉常荣，副编审赵广庆、特邀编辑李光

宇，亲自审定志稿。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讲师冯季昌，辽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孙进己、副研究员潘喜廷，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冯永谦，鞍山市

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陈国山，辽宁省军区志主编白士合，辽宁省林业厅高级工程

师孙显科等同志，对新宾的修志工作给予了指导。值此志书出版之际，一并向

为本书编纂出版做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及所有提供资料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

心的感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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