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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专业志(概况)单位和工作人员

单 位 工作 人 员 单 位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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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伊通，古称“一秃”或“依屯"。青铜器时期就有人类生

息·，至辽金境内的女真人开始定居，关内汉人陆续迁入，经济、

文化日益繁荣。1728年设二旗公署，1814年设伊通河分防巡

检，1882年建立州治。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各族人

民，披荆斩棘开拓垦殖。他们伴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脚步，孕育

了千千万万优秀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源

远流长的壮丽篇章。然而，由于伊通历史无档，古今无志，伊

通人民如何创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为。了求得民族的解放

和自由民主，而汗渍沃土、血洒山河的业绩，既不见经传，也

不见史书，他们的足迹几被历史烟云所湮没。清末及民国时

期，虽曾有过修志之举，但均告夭折，以致人们对伊通渊源知

之甚少。忘记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就不能理解新社会的幸福生

活；珍重现在的美好，才能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念；让历史的

经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才能把现在的每一项努力

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结合起来。如今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四化宏

图熠熠生辉，盛世修志，理所当然，编修一部贯通古今，横及

百科的《伊通县志》，实为历史之需要，时代之所求。

《伊通县志》的编修宗旨是：溯伊通之渊源，展沧桑之变

易，述历史之功过是非，扬先人之美德，求发展之轨迹，俾有

识之士鉴古察今，开拓未来有所裨益；对于教化人民亦不失为

一部集县情、国情教育，以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于一体的良好教材。

《伊通县志》成书非易，受全县43万人民之重托，在县委、
’ 一l一

1、
0 7



县政府的领导下，全体编辑工作人员历九载之辛劳，戳力同

心，顶风雪，冒酷暑，广征博采文献史料；走访知情人，考订

一人一事之真谛；终El埋首伏案，潜心斟酌，执意推敲；七修

纲目，五易志稿，三经总纂，终于克服资料匮乏、人力财力不

足等诸多困难，不负众望，一部百余万字志书终于告成，堪为

一项继往开来，浩繁宏伟的文字工程，诚为各方才智的汇集、

众人·心血之结晶。

值此县志出版之际，寄意全县人民，祖籍伊通客居异乡的

各界贤达，化悠悠桑梓情为创建新伊通的动力，群策群力，让

可爱的家乡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百花园中一支争芳吐艳的奇

葩，以上慰列祖，下惠子孙。

志成书就，漏误难免，望各方人士匡正。
‘

《伊通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5月



，
凡 例

一 《伊通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组成。专志列卷设章节。概

述、大事记、附录列于卷外，不设章节。专志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

党、群团、政事记略、政权、人事劳动、民政、司法、公安、军事、农业、农

机、水利、畜牧、林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食、财税、金

融、经济管理v教育、文化、科技气象水文、：卫生、体育、文物、社会：。人物，

共33卷。 ．

．f 二本志上限一般起于1882年(光绪八年)建立州治。但因新中国建立前，

本县无档无志，为弥补这一空白，各卷根据史料情况适当上溯，下限除个别人

物传截止1986、年，其余均截止1985年。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完美统一。
’

四坚持以类系事，横排竖写，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编写原

则，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

．，

“ 五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照片及地形图、区划图置于志首，

其余图表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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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除少数引文，均用语体文记述，用规范

的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书写。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夹注清代和中华民国的纪年。东北沦陷时期，

只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志中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

10月1日本县解放前(后)j’

七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下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伊通县委员会”，简称“中共伊通县委"或

“县委”；“伊通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历史上各时期的机构、区划均用

当时的称谓；东北沦陷时期敌伪机关、官职名称均冠以“‘伪”字。

八志中所用统计数字i解放前以厉史资料为据，解放后以统计局的数字

I多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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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统计局缺少的，’采用各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

九数字书写，凡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公元纪年的年月

日、时分、温度、产品型号、分数、小数、百分数一律使用阿拉伯字；旧历纪

年的年月日、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用语以及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均使

用汉字。

十本志设“政事记略"卷，除如实记述解放前的重要政治事件外，对解

放后的主要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进行适当记述，以求保存

’较完整的材料。

十一 人物传记以不为生人立传为原则，传主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为主，也为少数反面人物立传；以本县籍人物为主，也为少数曾经活动和战斗

在本县具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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