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懿

一
囊



。i

≮t
●-1

}
巧

金-藤‘|_志
大连市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1 +

。、，

’

‘

、．： ，j。j 歹‘ ：‘÷ ∥、j ’．
． 。 。： 一。!j

，，
j ’

·
～

，
‘

大，连，出版社
√j。。 一



4

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美良

副主任’ 孙广田 陈久良 洪文成 阎承瑶
7’

顾 f,,-j “杨德美 曹肇鹏 薛天忠 ^， ，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t
．

、 王 岩 王万涛l王心令I王立寅 王厚忱 白永年 刘兆君

刘兆亭 刘应中 江树森 李士尊 李洪俊 吴明熹 张连全

张学文 张景东 林国英 郑德玖 赵安业 傅世元 舒忠山

蒋景惠

办公室副主任 阎承瑶二
‘

主 编 薛天忠

第一副主编 王万涛

副 主 编 王立寅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万涛 王立寅 田 翔 吕作经 苏 飞 苏成成 宋志卿

范谦德 钟有江 葛长异 薛天忠

图片编辑

摄 影
薛家玺

工作人员 吕世真 曹永清

盒县志

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50-T．字? 开本：787×1092 l／16 印张：53

印数：l一3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5--214—·2／Z·5

定价：38．00元



4

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美良

副主任’ 孙广田 陈久良 洪文成 阎承瑶
7’

顾 f,,-j “杨德美 曹肇鹏 薛天忠 ^， ，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t
．

、 王 岩 王万涛l王心令I王立寅 王厚忱 白永年 刘兆君

刘兆亭 刘应中 江树森 李士尊 李洪俊 吴明熹 张连全

张学文 张景东 林国英 郑德玖 赵安业 傅世元 舒忠山

蒋景惠

办公室副主任 阎承瑶二
‘

主 编 薛天忠

第一副主编 王万涛

副 主 编 王立寅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万涛 王立寅 田 翔 吕作经 苏 飞 苏成成 宋志卿

范谦德 钟有江 葛长异 薛天忠

图片编辑

摄 影
薛家玺

工作人员 吕世真 曹永清

盒县志

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50-T．字? 开本：787×1092 l／16 印张：53

印数：l一3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5--214—·2／Z·5

定价：38．00元



金县人民政府

县志工作的决定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

编写县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县从西汉开始建

置，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沙俄、日本的残酷统治和社会主义新

中国4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历代统治者主张“治天

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但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却没有为历史悠久的金县留

下一部完整的志书。解放后i共产党领导下的金县政权已有38年的历史，我们用文

字把几经变迁，蓬勃发展的金县历史记载下来，补充先人之所缺，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服

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十分

必要的。特别是鉴于目前了解金县历史的老一辈革命者，当事者和知情者多年事已高，

如不抓紧工作，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将无法搜寻，势必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

编写新的县志，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下定

决心，完成这项“有益当代，造福子孙”的政治任务。

(二)

切实加强党政对县志工作的领导。县志是一县之百科全书，编写县志必将牵涉全县

的各条战线，各个方面，不但任务重大，而且思想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没有党

政的重视和领导，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县委、县政府直至各级党

政领导都要把编写县志，作为当前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县委，县政府决定，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王学善、陈久良，曹肇鹏同志为主，吸收有关人员参

加，组成金县县志编写委员会，具体领导县志的编写工作。编写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

是负责调配和训练好编写队伍；二是研究确定编写方案和编写大纲；三是经常检查督促

编写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四是及时研究解决编写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五是负责县志的

审查工作。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的党政领导都要关心和支持，密切配合县志的编写

工作，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好自己的乡(镇)志和专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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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迅速建立一支精干、稳定的专业队伍。县志是一部断限很长，涉及面广，门类繁多，

内容丰富，要求严格的长篇历史著作，因而需要调动行政、学术、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

成一支精干稳定的干部队伍，从事编纂工作。必需精心物色选拔一批具有马列主义的基

本理论修养和一定政策思想水平，具有编志的学识和能力，事业心较强，热心修志事业的

同志，包括部分离，退休的老干部从事编志工作。对适合编志的人员，组织，"门要指名

抽调，被调单位要有全局观点，不得讨价还价。被调个人，要服从组织调动，按期报到。

要关心编志人员的生活，注意做好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尽职尽责，完成任

务好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参加编志人员，各单位要保持其政治和物质待遇不变，

与本单位职工同等相待，不得歧视。 ．

。

(四)
’‘

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群策群力抢救史料。要编写出一部跨越几个朝代的县志，没

有大量的、翔实的档案史料是很难写成的。特别是我县历史资料比较贫乏，既是有一些

也都藏于群众之手。建国前后，有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资料也是残缺不全。因此，各级党

政部门必须深入地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好编写县志的目的和意义的宣传，教育干部和群

众积极参与史料的搜集工作。把他们及其亲属手中存放的文史资料及各种文物赠送或暂

借给县志办使用。县，乡(镇)有关部门要分别走访，召开各界知情人座谈会，回忆重

大历史事件l要组织老干部、知情者、老教师纂写各种专稿等，做到广征博采。对献出

文物资料和撰写专稿者，视其价值大小，适当给予报酬。

为了更好地完成史料的征集任务，县志办要编印《资料征集启事》，各乡(镇)要

责成宣传委员，文化站长，县直各部门，要责成办公室主任(行政股长)，按资料征集

要求或县志办下达的专题征集任务，负责征集工作，不得推诿。

(五)

●

要保证编写县志需要的经费。编写县志需要购置一些必备的参考工具-V，’资料及一

些设备，还需一定的差旅费、复印费、印刷费，稿酬费及退休人员补差费等。县志办本着节

约原则，分年度作出预算，财政局尽量满足需要，从财力上保证县志编写工作顺利进行。

此决定，望各级党政领导、各部门切实遵照执行。

中共金县委员会

金县人民政府

1983年lo}2 27日



序(一)

序(一)l

金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宝藏。早在5千多年

前，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开荒拓土，历尽沧桑，建起了美好的家

园。秦汉时代，这里就有县级建置，辽兴宗年间，，即为州的治所，至明代已成为辽南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到了本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

的软弱无能，先后沦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金县人民惨遭涂炭长达47年

之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近半个世纪反殖民统治的岁月里，金县人民前赴

后继，同殖民统治者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谱写出一曲曲反侵略、反压迫的壮丽诗篇。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霸占我国领土，亡我中华的

迷梦，金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解放了的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并以主人翁的姿

态，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再绘新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为金县的腾飞插上了

翅膀。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龙腾虎跃，蓬勃向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硕果累累。1985年荣获辽宁省“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金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迫切需要有一部

反映全县面貌，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藉古鉴今，以昭来者的地方志。这一夙愿，经纂

修人员几易寒署的努力，终于实现。 《金县志》是金县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她的诞生是

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 《金县志》记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85年金县的自

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方的演变。志书中的大事记．建置沿革上

溯两千年。凡重大事件，均有所载。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烙印、殖民统治的黑暗、民主革

命的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它将为我们各级领导系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金县的历

史及现状，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改

进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金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在体例上坚持既继承又创新；在选材

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突出反映金县人民艰苦创业，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当然，由于受到资料、时I"7、知识水平的限制，文字尚欠精

练，内容尚欠充实，选材尚欠精当。谬误和纰漏亦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教正。

《金县志》从资料搜集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瀚，任务艰巨。在纂修过程中，受到省

市修志部门及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兄弟县区的大力支持；受到一些曾在金县工作过的老同

志的热情关怀。县内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参

}●『l●●III●I_■■●■■I



2金县志

加修志工作的同志们，矢志不渝，迎难而进，勤奋笔耕，终成巨著。志成之日，我们欣

然命笔作序，并向所有为《金县志》的编纂出版给予关心，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同志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金县’人民能为流逝的岁月写下光辉而自豪的一页，在向四个现代化阔步进军的征程
i 上，也一定能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金县委员会书记薄熙来

金县人民政府县长陈美良

1986年12月1日



序(二)

序(二) 3

抗日战争胜利之次年，我从陪都重庆来辽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东北父老谓余言：

“东北三省资源丰富，有山林江海之利。辽宁是我国一个粮仓，大连是个天然优良军港，

‘金、复，海、盖’又是辽宁最富庶之区。一正因如此，所以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国家虎视

眈眈，垂涎觊觎。它们调查并研究了我东北大地的历史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进

而以强凌弱，大肆侵略，鲸吞蚕食，得陇望蜀，迄无宁日。强邻沙俄宰割了我中东，暴

敌日本囊括我南满，使我东三省3千多万同胞，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呻吟于其铁蹄之

下。地处辽东半岛南端的金州，亦惨遭浩劫，达40余年。

金县旧无志书，清宣统三年邑贡生乔德秀撰《南金乡土志》，1931年石印流传。1935

年地方文人志士曾组织编撰《金州志》。迫于日本暴政，未能成书，仅存留纂修稿7册。

今时逢盛世，党中央倡导修志，金县起而响应，事属首创，煞费苦心，披阅四载，几经

删削而成此皇皇巨制。金县无志书之史至此而终。全书分为30编，首概述，大事记，

以包举大端，次为专志28编，以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问以

图表，以附录殿于尾。纲举目张，秩然有序，略古详今，记事翔实。述往事，诏来者。

既叙述了先民辟疆拓宇、缔造灿烂文明之伟绩，又备载了强邻侵凌的原委旧事和人民饱

经的忧患酸辛。。文字跃然纸上，生动感人。语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国人深

有教育意义。念垦殖之艰巨和光复之不易，能激发吾人振兴中华，奋发为雄的凌云壮志。

编者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为人民带来了生机，从而对于当世现代化的

巨大成就，记载特为详尽。时代精神，地方特点兼而有之。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建设，提供了依据，又是一部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杰作，允称为编写边疆方志的

，好榜样!

⋯≥气’
，’ !

中国地方志学会顾问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傅振伦序于北京

1987·夏



4 金县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取编．章、节的结构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三，本志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各编、章之

中。
’

四、本志上限起自清金州厅(公元1843年)，部分编章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适

当上溯。下限一律断止1985年末。

五、本志卷首设有《概述》和《大事记》，为全志之概要。卷尾设有《附录》，载

有各编章不宜记述的重要文献、资料、轶事等，以备存征。

六，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者均系对社会发展有过重大推动作用，或对社会发展

起过阻碍作用的人物。对革命烈士，省以上劳动模范，专设《烈士英名录》和《劳模人

物表》。对健在著名人物，通过以事系人的办法，散记于各有关编章。
， 七、本志对解放以来的重大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记述于《大

事记》和有关编章中。 。

八、本志为客观地反映金县的历史面目，对殖民地时期的俄、日统治机构、统治手

段等，均按所属类别，以时间为序，记入正文之中，以利读者鉴别对比。

九、本志对机构，部门．社会团体的名称，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

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金县委员会”简称“金县委”； “金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政府”。地名和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名称，均按当时习惯称呼记述，必要时加注说

明。

十、本志所用纪年，建国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历纪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

历纪年。同朝代中相近年代，纪年从简。

十一，本志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码。叙述性数字使用汉字。度量衡单位，

多沿用各个不同时期的市制，必要时追加注释，近年采用公制。

十二，本志所录资料，清代以前的主要源于历史专著专述。殖民地时期主要以敌伪

档案、I：1碑资料为主，并加以考证，，去伪存真：解放后主要以档案和各有关单位提供的

资料为主，所引用的数据，皆依据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节省文字，文中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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