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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辽县志》撰稿人名单
L’

志稿篇名 撰稿人姓名

乡镇概况 王玮琳

地质 李秀臣

i 物候 叶丽梅阎春兴范中田

气象 宋广才

计划生育 李建军

组织建设 赵广富杨玉琦

官传工作 赵玉

。
纪律检查工作 杨巍

k
统一战线工作 张秀君

工人组织 张永贵

青少年组织 许晓燕

妇女组织 张玲

工商业者组织 顾淑娟

科学技术工作者组织 王子英张长奎

文学艺术工作者组织 张惠民

政权 杨永跃

， 民政 袁福林

人事劳动 李玉泉陈振葆

外事侨务 尹殿义

对台工作 金文崎

信访 刘玉学

卜 民族宗教 生雅杰

老龄工作 袁福林

， 军事
。

姜立山段福成陈启军
⋯

公安 李林毕英杰

检察 胡长山

审判机关 于昌富

司法行政 赵殿元李文彤

农业 朱瑞和

林业 韩润田

畜牧 王汉德张海声
卜 水利 丁明亮赵颖

农机 张朝忠

工业 崔嵘王运凯温玉书

城市供电 徐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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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供电 程巨生赵宝刚 ●
双辽发电厂 刘俊学

交通 陈振葆曹大中 ．

邮 电 李广权马长英侯艳春 _

土地管理 张松桥富加宽

环境保护 赵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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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购销 李岱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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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韩志生刘忠文张静

物价 刘洪权

技术监督 王永德满志成

审计 武丽华 ．1

经济技术协作 邢利文

经济及社会发展研究 王玮琳

经济体制改革 马敬涛

农村经济管理 郭超

教育 刘国志李淑琴

科技 何守林攸志学

文化体育 高纯生

广播电视 腾东升张书金

报刊 王弘岩

档案 宋德义 一

卫生 詹明

医药 董洪印

2



阎杰 田 野

历史文库中的又一瑰宝，《双辽县志》已经书成业就。可喜者，大难已
释；可贺者。巨著问世。

这部囊括我市上下200年史存，洋洋150万字的大型工具著述，是沧桑
巨变的浓缩；是恢宏业绩的凝结；是光辉文化的积淀；是史记志林的硕果。

从此，我市具备了一部贯穿历史，横陈百业，全方位展示双辽这块热土的人
文风貌，经济建设的发展碑程、宏伟走势、壮阔前景的大型宝典。这对于全

面宣传双辽、深入了解双辽、树立双辽形象，意义重大，作用深远o
翻开这部充满诗情画意的历史长卷，会形象地看到：双辽，人杰地灵；

双辽，文史悠远；双辽，物华天宝；双辽，潜力无边。自清嘉庆元年(1796
年)，郑家屯始建算起，整整经历了两个世纪。在这200年的悠悠岁月中，
潮起潮落，风云际会，大浪淘沙，激浊扬清，勤劳的双辽人民始终是不屈不
挠、勇往直前的。他们辛勤的劳动、卓绝的斗争，改变了家园的面貌，创建
了几代文明，这就是双辽的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
放的20年中，双辽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以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干劲，以无与
伦比的聪明和才智，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农业上，“种也发，养也发，恰似东

风绽百花"o工业上，玻璃崛起，地毯出洋，火电工业流光溢彩，在转轨变型
的振荡中，依然保持着蓄势待发的态势。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亿万资金
注入了我市的农、工、商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为我市的经济发展蓄
足了后劲。与此同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项事业突飞猛进。计划生育、
政法工作、职业教育等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许多方面在省市有名次，
在全国有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双辽人的骄傲。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双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
了8个办事处、5个联谊会，缔结了7个友好市县。八方友人都以满腔热
情，希望更多地了解双辽，进而光顾双辽，与双辽人民，共商振兴大计，参与
双辽的经济建设。我们这部县志便是双辽的缩影。它将发挥存史、资政、

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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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传播信息等功能，以满足海内外友人的多方需要。
双辽历史悠久。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这里发端，许多历史人物在这里

驻足。清末民初时期，奉系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昊俊升在双辽发迹。爱
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在双辽长大学成，并与少帅结成了
“凤命虎缘”o革命战争年代+，一些英雄人物金戈铁马，彪炳史册。李富春、
陶铸、黄克诚、吕正操、邓华、阎宝航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双辽的革
命风云与东北民族解放战争的雄伟画卷交接融会，在双辽创建了革命根据
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书写了灿烂的历史篇章。

双辽，从来就不是寂寥之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了无数的悲欢、
坎坷与辉煌。在那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中，从始至终贯串着一条主线，那就
是桑梓之民的爱国之志。于海川的抗日之举，陈涛、于文清的报国之情，都是
双辽人民忠志爱心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齐宝恩等劳模的壮举，
谱写了多少奇伟的诗章，这些重要史实为双辽的史册增添了无限的光辉o

《双辽县志》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自1981年开始建
立史志机构，筹措编修县志以来．已经历时17个春秋。初始阶段成立的编
委会，多数同志已经退休。史志办几经调整，原来的人员多已变更，可以说
是物是人非，好在长征接力有来人，编修工作还是有章有序地延续下来。

在过去的17年中，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修志工作，逐步解决
了人力、物力、办公条件等方面的困难。史志办的同志甘于寂寞、勇于奉
献、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为修志任务的完成做出了无私的奉
献。经过17个寒来暑往的辛勤耕耘，终于交上了一篇合格的答卷。

这本志书按照原计划，上限为1902年，下限为1985年。但因种种原
因，未能如期发行。面对这一情况，史志部门的同志结合双辽发展变化的
客观实际，及时提出了调整断限的建议，将上限溯至1796年郑家屯(县城)
始建，下限延至1996年撤县设市。这样，就使这本志书在时段上囊括了上
下200载，结束了县的历史，以后再修则为市志。这一大胆设想起到了很
好的参谋作用，市委、市政府认为两步并做一步走的办法既能增强志书为
现实服务的功能，又能相对地减少一修，节约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因此编
委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于1995年及时做出了上溯下展的规划，开
始进入县志编修的攻坚冲刺阶段o

两年来，史志部门的同志们自压重担，苦中求乐，努力做到“板凳宁坐十
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o在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较快较好地完成了志稿
的再修和增_本i-．r-作，确保了志书的如期发行。这本志书不仅倾注着史志工
作者的甘苦，也凝聚着全市人民的心血。市委、市政府感谢大家的努力o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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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志书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展示了双辽历史的悠久、地理的优越、
物产的丰厚、各业的兴旺、文化的昌明、风尚的质朴。它按照社会主义地方
志的四新要求，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双辽县各条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集中反映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我们可以称这本志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

充分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服务于当代，服务于未来，使我们的
后人能够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全心热爱家乡，全力建设家乡，继往开来，永
世其昌。

翻开双辽的史册，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无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一
切文明都是双辽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它雄辩地说明，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领导者在社会发展中也起

着一定的作用，甚至是很重要的作用。正如一首歌词说的那样，“历史是条
河，都得打这儿过。高山留秀影，顽石水中没”o旧中国的官吏虽然都是封
建统治者中的一员，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看他们的功过是
非，他们当中有许多靠其人格的力量也为双辽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比如志书中所记载的牛尔裕，虽已骨朽百年，但是后人还是没有忘记他当
年励精图治，开发采合新甸的那些爱土爱民的功绩o

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更应永持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书写好自己的历史。像老县委书记齐涛、张洪奎、何伯阳等那样，为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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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民所爱戴。施政之本在于廉洁，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当政之要在于兴
业，从政之策在于创新。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
意识，为双辽的父老乡亲多办实事。这些见解权作我本人学史读志的千虑
之一得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双辽市委、市政府在历届班子努力
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建三城(火电城、玻璃城、地毯城)、兴两业(种植业、养
殖业)、奔小康、创强市”的宏伟战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级干部带领
群众进行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双辽的历史和现状，
才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到双辽的发展潜力，从而能动地去改造双辽．把双辽
建设得更加富饶、更加文明、更加美好o

《双辽县志》是随之应运而生的一卷地情书，它竖写两个世纪。横陈各
行各业，像激光唱盘一样，把一部双辽的文明史浓缩在我们的面前。我们
应该珍视它、熟悉它，并很好地运用它，让史存资料真正发挥其功能和作
用，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o

《双辽县志》的体例和篇目设计是令人满意的。既体现了编修志书的
基本规范，又有大胆的创新。体例是决定志书的总体格局、篇目结构、组织
法则的。合理的分门别类，能够保证志书竖不断主线，横不漏要项，把各行
各业都反映得比较充分，做到了不繁不残，又集中笔墨突出了双辽的特点o
‘：就物产而言，硅砂是双辽一绝；平板玻璃拥有吉林省最大的生产厂家；

农、林、牧业均衡发展更是双辽所长，这些方面在我们的志书中都占有重要
篇幅。至于人文历史、风土民情等方面的特色，书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些特色更能体现志书的独特价值o

《双辽县志》在坚持记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重了精神文明建
设的内容。有关历史的、人文的资料比较翔实，建置志、文化志以及一些
人物传记充分反映了双辽深远而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些内容使志书增强
了可读性、资料性和思想性。从而使志书具有了爱祖国、爱家乡的教材属
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本志书，教育激励我们双辽
人(包括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双辽籍人士或在双辽工作、生活过的外地人)及
我们的后代，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生养我们的土地，勤奋工作，拼搏创业，
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争光，为家乡的繁荣昌盛尽力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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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双辽县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xijd,平

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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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历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撰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基本要求，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双辽县

本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务求真实，力修良志，传给子孙后

代，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体例为使志书内容编排做到事以类分，相对集中，本志总体设计采

用中编体。或单篇立卷，或合编分述，将若干密切相关的门类或行业汇为一卷。

全书共分为33卷。除县情概览、附录、人物、大事记外，卷下设置章、节、目。此

外，本志重要附件有序一、序二和后记。书中还附有反映各条战线成绩和风貌的

彩色图片和彩色地图。

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随文图表和照片。概述叙议结合；专志只记事

实，不作评说；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记述。除个别

引文，行文均用语体文，一律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书写。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完美统一。

三时限界定本志原定时限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1985年。后因

1996年双辽撤县设市，时限做了相应调整，将上限溯至清嘉庆元年(1796年)，下

限延至1995年末，内容从县城郑家屯始建到撤县设市，涵盖撤县以前的历史o

1孑



但个别有记载必要和存史价值的人或事，在本志付梓之前可能补入的，其下限有

所突破。如劳动模范齐宝恩等人物逝世时间虽超越下限，仍予立传，收入本志。

发电厂的建设也顺时记述，已保其始末完整。本志纪年方法，分为两种方式。

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采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采用公元纪

年。

四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档案、旧志、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

的回忆。以文字资料为主，以口碑资料为辅。

五政事规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大事，本着“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分散记入各卷，特别是大事记卷中。

六人物传略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前朝名人、党史人物、革命烈

士、劳动模范立传；副县职干部、社会闻人立传略，还设表和名录。此外，附有游

子英才录，记述10名双辽籍名人。在编纂中本着男女平等，坚持以正面人物为

主，充分反映他们为双辽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七数字书写志书所引用的数字资料力求准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以文字记载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统计部门记载的数字为准，统计

部门没有记载的数字，以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数字书写凡表示科学计量

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公元纪年、温度、产品型号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数字

书写按照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下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双辽县委

员会”简称“中共双辽县委”；“双辽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o历史上各时期的

机构、区划均用当时的称谓，东北沦陷时期的敌伪机关、官职名称均冠以“伪”字。

九保密原则本志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的要求，凡属

国家机密的内容不载入本志。

2

《双辽县志>编辑部

199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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