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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曙光乡志》在宏伟区志办工作人员及各方面的热情

支持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编纂，与广大群众见面了。

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原则，着重记述了自建立曙光人民公社以来的自

然、社会、政治弋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各方面乡情全貌，

也记述了各条战线及各部门的一些情况。

《曙光乡志》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曙光乡情集著。可

以更好地认识曙光乡的过去，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阅读

这部历史记录，将会从中感受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误的教

训，更加增强信心和力量。对于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到曙光

的过去，回味今El的幸福生活，益发加深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之情，为繁荣家乡做着应有的贡献。

乡志为我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对我乡今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及改革开放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迸一步促使全乡人

民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为建设一个文明、富庶的曙光乡，

谱写出新的篇章。

借此《曙光乡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曙光乡人民政

府，向为《曙光乡志》的编纂付出辛勤汗水的各级干部、工

作人员，以及为编志提供资料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

的感谢!

乡长兴仁轩

1 99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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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述曙光乡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附录组成。概述，综述乡

情、总摄全志；大事记，记叙乡有历史可查的大事、要事；专志各编，

展现曙光乡(公社)各项事业的面貌及其发展规律；编后话，是本志

的结尾，记叙一些需要单独说明的问题；概述，大事记和编后话，不

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专志各编则分章、节记叙。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公元1978年，对有

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93年止。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

五、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入传者，均为已故的，在

本乡推动历史前迸，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人物。 ．

六、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七、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如需对照，则将中国纪年放在括

号内。本志所称解放后，指1948年辽阳解放之后。
‘

八、称谓书写，各种事物的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

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采用简称。如：曙光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九、数字写法，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专用名词、

固定词组、星期、会议名称、习惯用语等，使用汉字。如两天、三年

等。

十、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历史文物和有关专业部

门、知情人或当事人，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曙光乡位于辽阳市的东南部，介于东经123。77 09"至123。7’

45”，北纬41。1’23"至41。14’45"之间，乡镜内长10．9公里，东西宽

13．1公里。 ‘

曙光乡曾隶属于辽东郡，襄平县，辽东卫，辽阳县。

解放后，几经变迁，于1978年4月13日，经辽宁省革命委员

会批准，将辽阳市兰家区兰家人民公社的一部分，组建成辽阳市郊

区曙光人民公社，1983年10月，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改为曙光

乡人民政府。
’

1993年底，全乡总人口为25，037人，有汉、满、回、朝鲜、蒙、

．彝、土家、哈尼、锡伯等9个民族。下辖14个村民委员会，54个村

民小组。

曙光乡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为半平原地区，东南是低山丘

陵，西北平原辽阔。太子河、孟家河、前进河、新开河流经这里。乡

内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最高气温可达36"C，最低气温为一30"C，

平均气温25．5℃。

曙光乡，自然资源较丰富，矿产不多，有待开发。农业自然条件

．良好、气候适宜，水源充足，土质肥沃，为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

提供了有利因素。1993年粮谷总产为8，320吨，蔬菜23，280万

斤，人均收入为1，572元。 。

1 993年末，曙光乡有乡办企业1 3家，有职工3037人，村办企

业72家，从业人员3，794人，乡、村企业总产值28，970万元，利税

实现2，869．3万元。此外，还有个体工业107家，从业人员807人。

工业主要产品有建筑材料保湮砖、珍募岩、红砖、毛石等；化工方面

有氧化钙、松誊水、溶剂j当、二寻暮、姜幺终、巴二藓、环戊酮、硼劳、

蕨穆纪：已二铵等，还害造纸．，2乎、絮茇、兰搴÷、纺织、食品等多种
／乒品。

。



1 993年末，在乡境内铁路长14．7公里，公路长26．34公里，

墓皇乡一錾公盛送兰：!多尘里二挝壑街道有52j麴Q廷长卷!绫盛羞拉
油路面。随着经济的起步，运输业也得到发展，到1 993年末，全乡

已有汽车、拖拉机共481台。

． 曙光乡(公社)建立后，商业发展比较迅速，商业网点逐年增

加，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全乡有零售网点31 6家，其中集体商业

6家，个体310家。村级农贸市场两处，年成交额达72万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乡对国家贡献也越来越大，1993年，全

乡财政总收入5，440，479醌是1 987年总收入的2．6倍

文化教育事业，到1993年来，全乡有8所小学和1所中学，达

到了标准化校舍，其中建教学楼5家。文化事业，已向广度发展，村

村有文化室，学校和部分乡办企业，设立了图书室，加之农村电视

机、收录机的普及，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也有明显发展，到1993年．曙光乡有乡级医院，防疫

保健站各一家，村级卫生所14家，个体诊所12家。1988年曙光乡

。蔷辽宁省人!良政府评为计划毒育先进集体。
’

毋，∥气’

全乡群众体育运动有较大发展，先进集体不断涌现。曙光乡小

学长跑队，从1 980年到1991年，鲢参，趣本量洹区迎春长跑比赛
协均获得男女总分第一名，1992年至1993年，参加宏伟区迎春
长跑比赛中，也获得好成绩。有4所小学总分进入前6名。从1981

年到1989年，在太子河区体委每年举行的全民田径体育运动大会

上，曙光乡成年组，除女子组在1983年，取得总分第二名以外，其

余各居均取得了成年男女总分第一名。1993年，徐家屯小学的业

余匿径训练队，被定为辽宁省训练网点校。
’

乡科技工作成果显著，建立公社以后，1983年，公社成立了科

学投宗学会，设8个学组，5个专业研究会。到1 993年末，乡有各

类专业技东人员80人，编写各彳孛技术材料9，350罱，培训技术人

员2，000人次，获省级科技奖两人次，撰写科技论文30篇，均在
一3一



市、区科技年会二发表；有的在《辽宁蔬菜栽考100镜力孝《新农立》

上发表。

全乡在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出不少先进单位勾

先进个人，从建公社起到1993年末，被评为省级芜进单位5个，市

级先进单位36个，区级先进单位152个，市级劳动模范12人，区

级劳动模范17人，区级先进工作者2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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