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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县志》编纂委员会

栗振国

于 海

吴玉琦姜万程 田雨春 李忠诚

迟本吉 吕振兴姚金祥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忠和 刘金贵何维国 周凤岐

周奎武曹惠森

于 海

《怀德县志》总编室

吕振兴姚金祥

迟本吉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金贵刘肇君李凤兰 肖淑清

杨树森姜仁安奚韫理 韩达林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泽江

刘金贵

刘肇君

姜仁安

韩达林

张 宝

王瑞雪

刘明富

吴东光

荆立军

樊增喜于泽江等

王 萍

匹羽圈吉延峰
吕振兴吉雪年

张善义辛殿儒

徐一清奚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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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鬃攀辫蘩攀攀辫囊黪鞲篓豢蒸寨麟纂瀛
怀德县志编纂办公室、公主岭市史志工作委员会、

公主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任领导人员

主 任 吕振兴(史志委、方志委)
副主任 (以任职先后为序)

荆立军(县志办、史志委)吴淑芬(史志委)
姜仁安(史志委)王洪博(史志委)

姚金祥(方志委)李凤兰(方志委)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市县志

审稿验收组成员名单7

组 长桑逢文

副组长 孙宝君 邹吉田 夏为民 朱文翰

成 员 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

参加《怀德县志》审稿人员

主 审 夏为民朱文翰

副主审 张玉清 陈利敏 唐雅芝

四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参加

《怀德县志》审稿人员

审稿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清业古恩普张文奎林文藩

姚春贾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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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于 海

新编《怀德县志》成书，诸编委嘱我作序，我思潮起伏，

感奋不已。

怀德修志，始于建县三十年之际。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姚诗馨修《怀德县乡土志》纂成。嗣后，应清朝政府

之命孙云章又纂《怀德县乡土志续补》。中华民国十八年
(1929)又有李宴春修《怀德县志》十六卷面世。中华民国二

十年(1 931)“九·--j＼”事变，县藏《怀德县志》多遭兵燹，丧

失殆尽。东北沦陷之初，伪县长孙润苍修了《续修怀德县志》

十二卷，并重印了(民国)《怀德县志》，将两志合盛一函，是

为今公主岭市档案馆收藏的旧《怀德县志》。伪康德五年
(1 938)，吉林省地方政府又集体编纂了《怀德县乡土事迹》。

翌年，伪县长薛立衡主修了《怀德县一般状况》，此为怀德旧

志之殿。

几部旧志均内容简略，体例不善。其内容又多宣扬封建

礼教，吹捧封建统治阶级或侵略者，贬低劳动人民的历史作

用；经济方面的资料甚为贫乏。所以，可供参考处极少。

新中国建立以后，怀德县百业俱兴，万象更新，各类著

述百花争艳。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内安定，

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正值盛世，修志工作应运掀起热潮。中

国共产党怀德县委和怀德县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极为重

视；改制后，中共公主岭市委和公主岭市人民政府洞晓地方

志书之功用，领导了本届修志事业。设机构，调专人，拨专

款，广征博采，切磋琢磨，昼作夜思，殚精毕力，竭十余寒暑，
‘

五订篇目，六易书稿。终于，百六十万字新编《怀德县志》稿



成。从而，一部新怀德史书铸就。各方人士可凭其究怀德今

古兴衰之道了。

新编《怀德县志》资料系统、翔实、周密，篇目合理，体例

完备，结构严谨，特色浓郁，语言畅达，风格朴实，达到了新

方志的标准要求。其超越怀德历代旧志书之处，十分显然。

怀德新志之修，首先，县委、市委十分重视，党政领导经

常过问；继而，遴派资深而又有志于此者，精心规划，制订纲

目；分部门写资料长编；再经专人分卷编纂，继之总编统稿；

最后，四级审查，反反复复，方才定篇。虽然时间稍延，但志

书质量得到了保证。

新修《怀德县志》注重记述经济内容。全书三十卷，百六

十万字，十六卷书经济，为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强。具备了

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所记经济内容又均为动态，方

便了对全市经济历史和现状，整体与部分的咨询，咨询者可

据之探赜索隐。

新《怀德县志》对旧志汲其精华，弃其糟粕，另辟新境。

本志采小编体例，一卷一业，轻重相宜。《概述》为冠，总揽全

志；撷各卷之要，自铸新词；使诸卷勾连，浑然一体；横剖纵

析，洞察因果；一，扫以往旧志互无联系，因果不彰，有果无因

之弊。《大事记》为颈，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贯通古今。全

志与之相挂，犹目在纲，形成网络，志成整体。读者可收提纲

挈领之效。图、照、表格都匠心独运。足见本届修志工作者经

营之惨淡。

新修《怀德县志》，能群策群力，通力协作，商兑推敲，审

慎成书。本市参与其间者已逾数百人，又有各方专家、学者、

教授以及省内外同人出谋划策，刻求精当，力达工巧，众志

成城，终成本志，为祖国文化宝库敬添了一束香花。

我们世代都生活、劳作于这块膏腴之地，创造了一方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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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兹新编《怀德县志》为传信之书，对此

无所不载。一编在手，仔细研读，可知本市古今得失，鉴往知

来，足以宏宣风教，将以勤政之一助。愿故乡父老、同志能充
分利用之。

值得提出的是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志在总纂过程中将

残阳余热变朝晖之势，尽力投入修志之中，夜以继日，不遗

余力，成此巨编，可歌可敬!

我们的时代是腾飞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的事业日

新月异，突飞猛进，弹指之间，变换万千，今日之事，如不记

载，时过境迁，后悔莫及。所以，本届修志同人热望，将来会

有续修新志问世，以载故乡青山绿水、钟灵毓秀，服务祖国。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序

栗振国

新编《怀德县志》在原中共怀德县委、怀德县人民政府

和中共公主岭市委、公主岭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

领导下，在省及四平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经过

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呕心沥血，屡易其稿，终于成书面

世，这是公主岭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很值得庆贺!

这部志书上限于1 877年(清光绪三年)怀德县建立时

起，下限至1 984年怀德县撤销时止，对1 07年间全县各方

面的实况做了大量调查、搜集、整理、记述，可谓地方史料之

总汇，足资考信。

这部志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详今略古，求真求实，秉笔

直书，客观全面地反映和记载了怀德县的历史和现状。对解

放前的史料，经过整理考证，去伪存真，筛选入志，使其古为

今用；对解放后的史料，重点记述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发挥聪明才智，振奋民族精神，为争取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而做出的贡献，特别是突出

的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其经

验教训。

这部志书以其丰富的内容揭示了全县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科技、军事、民族、人口、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

过程。是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成功的

社会主义新县志，它必将为今后施政决策，经济建设提供科

学依据，发挥更大的作用。

>玄



国有史、家有谱、地方有志，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修志是地方之责，新编《怀德县志》虽然出版了，

但是我们的修志工作并未到此结束，仍然任重道远。一方之

史，不可一日无文字记载。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我们要再接

再厉，发扬认真求实的作风，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让我们的历史一代一代地永久流传

下去，激励后人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值此新编《怀德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公主岭市

委、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向为《怀德县志》的编纂出版付出心

血的各级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怀德县本境的政治、经

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定于怀德置县的1 877年(清光绪三

年)，下限迄于怀德撤县设市前夕的1984年末。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考、图、表、照、录和小序诸

种体裁。诸体之间科学配置。志、表为主，辅以其它。全书设

志30卷，其于书中顺序考虑因果。另设《概述》、《大事记》和

《附录》。《志》用卷、章、节、目结构，每层之下均横排f7类，以

类系事；节或目为书写单位，竖写内容；内容一般头顶上限、

脚趾下限，古今贯通，理清事物发展线索，反映事物全貌。

《概述》综摄全书，史法、志法结合，有叙有议。《大事记》以编

年、记事本末两体记述县内新事、大事和要事。《附录》载修

志余材及其它。

四、本志文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旧志、报刊、专著和有

关人士回忆。数据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以历史资料为

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以本县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无

数字的以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依据。文字资料和数据资

料均经反复核对、考证和鉴别后载入本志。

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大事，本着“宜粗不宜细"

)厂



的原则，分散记入《大亭记》及有关章节。

六、本志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

之要求，属国家机密者不载入本志。

七、书中数字书写按照1 986年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书采用公元纪年，括注年号纪年和中华民国纪

年；东北沦陷时期，只用公元纪年；书中所称解放前后，系指
1 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

九、本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生可入志’’的原则。为死去

的人做传。人物传收录的对象以正面人物为主、本籍人物为

主和贡献较大者为主，男性和女性一视同仁。其排列，正面

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以励来者；反面人物附于最后，以警

后人。影响较大或受奖之生者，列表或以事系人之法入志；

入表之受奖者，首以受奖级别分类，再按姓氏笔划排序。

十、志书中，为书写方便使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为“新中国’’，“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怀

德县委员会”简为“中共怀德县委”，‘‘J}；『=德县人民政府”简为

“怀德县政府”，1 929年(民国十八年)编修的《怀德县志》和

东北沦陷时期编写的《续修怀德县志》简为“旧，志’’。

十一、本志书一律使用简砾的语体文(白话文)，志中坚

持述而不论。

十二、怀德县(后为公主岭市)地方志工作部门出版的

其它书籍、刊物中，记载的事物、情节、统计数字等等与本志

． 不符者，以本《怀德县志》所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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