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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编修《阜新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阜新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历

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

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为

振兴阜新服务。‘

二、本志分4卷出版。第一卷：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

环境、人口、民族·宗教、县区纪略、城乡建设。第二卷：工业。第

三卷：交通邮电、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管理。第四卷：政党、

政权、社团、军事、司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情风俗、

人物。

三、体例。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

为主，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从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为加强

志书的整体性，分层次设总述、概述、简述或无题述作宏观记述。

各卷的内容和层次，因事而异，力求概括和简化。

四、地域范围。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包

括阜新市区及所辖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文中的“全地

区”、“全市"即包括市区和市辖县。历史上其他曾经归今阜新市

管辖的地域，则根据志书需要适当记述。

n



·2· 凡例

五、时间断限。本志的总体时间断限从1840年到1988年，

重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章节从实际出发可适当上溯或下

延。记述内容坚持通贯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六、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使用中国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此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汉文数字；从民国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

字。文中的“解放后’’指1 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以后。伪满

洲国统治的14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一律用民国纪年，文中不出

现伪满洲国年号(引文除外)。

七、称谓。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种会议等名称，在行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对人物直书

姓名，不加“先生"、“同志’’字样。地名以省、市地名办公室核定的

为准，古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今名。对伪满的军政机

关、职务均加“伪’’字。志书统一使用第三人称。

八、数字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

数据，新中国成立前，以历史档案和官方资料记载为准；新中国

成立后，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书中引文，在正文中交代出处或采用脚注(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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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新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带区，四季分

明，雨热同季，风多雨少，为半干旱地区。太

阳辐射、光照条件优越；降水和热量虽少，但

分配较好}秋季昼夜温差较大，利于农作物

干物质形成和积累。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

失严重。总土地面积1553．2万亩(其中城市

用地面积7．65万亩)。1988年，全市农村人

口为976288人，人均土地15亩多。全市耕地

面积593．3万亩，农村人均耕地6亩。各种自

然资源丰富。

阜新地区很早以前就是东北少数民族

游牧生息之地。农业生产活动有悠久的历

史。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出土

的石斧、石锄、石刀、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以

及石磨盘、石磨棒等加工谷物用具，证明远

在76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里的居民就已

经开始应用简陋的石制工具，从事着“刀耕

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

战国时期，今阜新地区大部纳入战国七

雄之一的燕国版图。燕国修筑的长城，从今

阜新境内中部通过。从燕、秦到汉代，燕长城

以北相继成为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

民族的游牧区，燕长城以南地区农耕有所发

展。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家子等地发现

的汉代镢、锄、镰等铁制农具，表明当时中原

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已开始传

入今阜新地区。

据《辽史》记载，辽。太祖天赞初，南攻

燕、蓟以所俘人口散居潢水以北，地宜种植，

户三千五百”。随着大量汉人的流入，带来了

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今阜新地区农耕

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统和二十二年

(1004年)，契丹与宋达成“澶渊之盟”，形成

南北对峙局面，辽王朝统治的今阜新地区

‘‘城廊相望，田野益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局面。当时今阜新地区已成为半农半牧

地区。近年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古城

址等发掘出土的辽代铁犁铧、铁锄、铁镐等

农具，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农具几乎完全相

同，表明辽代今阜新地区已广泛使用畜力从

事犁耕。

元王朝，为发展经济，保证军需，实行

。重农桑”、“屯田垦殖”政策，今阜新一带的

农耕业也有所发展。当时阜新一带耕地面积

大增，农耕作业已有垄作。

明初，故元势力虽大部降明，但时服时

叛，战争连绵不断。今阜新一带处于战乱之

地，人口大减，经济遭到破坏。到明万历以

后，今阜新一带更是战乱频繁而使城池被

毁，人口他迁，土地荒芜。

清初，绕阳河东彰武一带为清廷“苏鲁

克”牧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扩大

牧地，增拨牛群，做为三陵祭畜牧养地，改名

养息牧场。嘉庆十七年(1812年)养息牧场试

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招民开垦，土

默特左翼旗(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先是实

行“借地养民”政策，到后来的旗地开垦，使

阜新地区的荒地越来越多地得到开垦。到清

末，便基本成为以农耕业为主的地区。清末

的旧志记载，“民所赖以生活者，惟此农业而

已”。当时的种植作物，主要是耐瘠的高粱、

谷子、糜子、荞麦、大豆等，轮作方式大致以

禾本科作物为主。但由于风沙干旱，地旷人

稀，广种薄收，。每夫种地不下百亩，无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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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罕有施肥者”，致使土壤肥力连年下降，

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单产不足百斤。

民国初期，阜新地区耕地面积渐增。绝

大多数是旱田，亦有少量水田，畜牧业仍占

很大比重。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阜新后，农业生产遭到严

重摧残，当时强制农民种植棉麻等军需作

物，强迫农民交“出荷粮”。在畜牧业生产上，

进行残酷掠夺，致使牧畜存栏数下降。据日

伪《阜新县事情》和《彰武县事情》记载：1935

年阜新县全县有牛7000头、马2000匹、骡

1800头、驴5000头；彰武县有牛9853头、马

2045匹。森林资源也因修路开矿砍伐，遭到

严重破坏，全地区森林覆被率只有3．1％，致

使水土流失严重，洪水泛滥成灾，仅民国26

年(1937年)一次洪水泛滥，阜、彰两县淹地

即7．99840亩，灾民8400人，死亡2人，冲毁

各种建筑物1000多处，经济损失70多万元。

民国34年(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

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

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

农民。1948年3月阜新全境解放。到年底阜

新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实行了“耕者有

其田”，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从1949年

到1988年阜新市农业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

阶段。

第一阶段，即1949—1952年的经济恢复

时期。由于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了土

地，激发了极大的劳动热忱和生产积极性，

这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和发

展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推广和应用了一些

农业生产新技术。1950年全地区推广了国家

定型的双轮双铧犁、山地犁等新式农具，广

泛应用六六六粉、波尔多液等农药并施用化

肥以及推广高梁、谷子等优良品种，1952年

全地区粮豆总产达到2．52亿公斤，比1950

年增长7％。农田水利根据需要与可能除害

兴利，着重修复河堤，整治险工，尽快恢复农

田水利建设，重点兴建防洪排涝及绕阳河上

游水土保持工程，为恢复经济创造条件；林

业组织机构有了加强，辽西省在章古台成立

了固沙造林试验站。开展了群众植树造林，

1952年全地区造林保存面积5．16万亩，有

林面积比1948年增长11．5％。畜牧业重点

防治牲畜疫病和发展大牲畜。1949年全地区

大牲畜为15．4万头，1952年发展到21．5万

头，增长39．6％。

第二阶段，1953—1957年的农业合作化

时期。这个时期阜新市根据上级指示，把广

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开始兴

修农田水利，推广新式农机具，开展植树造

林。以彰武县为例，1955年全县推广各种新

式农机具2912件，用半机械化农具播种

17810亩，双轮双铧犁翻地57100亩，修建小

型水库5座、闸门工程4处、拦河坝2座、渠

道工程13900米。这一年全县粮豆总产达

10736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53％。全市这

一阶段平均粮豆总产量为3．16亿斤。比经济

恢复时期年平均粮豆总产量增长28．5％。

第三阶段，即1958—1962年的发展国民

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自1958年起，持

续三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运动，使得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

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阜新地区

刚刚开始发展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农民生活很困难，加上1960年的特大自然灾

害，使阜新农业生产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1962年全地区粮豆总产量2亿公斤，比1957

年下降33．3％。

林业方面，社、队林场自行解体，国营林

场经济十分困难，造林面积不实，质量差，原

有森林破坏严重。1961年至1962年全市发

生毁林案件472起，盗砍乱伐成材林10．6万

株，毁坏幼林2000亩。更为严重的是把前一

时期刚刚营造的13万亩农田防护林毁坏了

92％。

乡镇企业，1959年全市农村曾建小煤

窑、木匠铺、铁匠炉等大大小小工厂136个。

但由于这些工厂多数是盲目“上马”，加之资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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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足，设备简陋，没有原材料来源，无长远

规划和管理经验，因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分低下。后来许多企业不得不“下马”。

畜牧业生产亦呈下降趋势。1959年全地

区大牲畜存栏数为19．4万头，较1952年存

栏数减少2．1万头。1959年大搞养猪“万、

千、百”运动，要求公社办万头养猪场，生产

大队办干头养猪场，生产队办百头养猪场，

由于集体猪场规模过大，饲料设备和经营管

理跟不上，致使生猪大批死亡，生猪生产急

剧下降。全市1957年生猪存栏31万头，到

1960年、1961年分别下降到11．7万头和7．5

万头。

第四阶段，即1963—1965年三年国民经

济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纠正了“左”的错误倾

向，深入贯彻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了人

民公社体制，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并在继续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

础上，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农业“八

字宪法”(-I-_、肥、水、种、密、保、管、工)，调整

充实了基层农业技术站，形成了较完整的农

业推广体系，推广应用玉米、高粱新品种，种

植绿肥作物，提高地力等，使农业生产得到

稳步发展。粮豆总产量由1962年的2亿公

斤，提高到1965年的3．34亿公斤，农业总产

值平均每年增长22．3％。畜牧生产也发展较

快，1965年，全市大牲畜存栏数为16．6万

头，比1962年增长18％。生猪存栏由1962

年的14．07万头，发展到1965年的26．8万

头，增长82％，平均每年增长62．5％。林业生

产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纳入农田建设的

重要内容，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特别

是1964年全市总结推广了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三沟”经验(招束沟治理坡耕地、塔子沟

河边造林、毛岭沟封山育林)，对改造阜新地

区农业生产条件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到了国

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全国进行推广。全

市农田水利建设进展较快，坡耕地治理面积

达到70万亩，重点治理了干沟子、泡子、十家

子等28．8万亩涝区和大清沟√L宝海等水库

配套，农田灌溉面积稳定到8．4万亩。农业机

械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拖拉机由1962年的

183台(混合台)提高到1965年的255台，增

长87％，机耕面积由1962年的48．5万亩提

高到93．9万亩，增长93．5％。

第五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时期，阜新市农业再次因左倾错误影响而受

挫。1974年冬，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辽宁的代

理人炮制了以“破猫冬”、“赶社会主义大集”

为内容的“哈尔套经验”。1976年1月，“哈尔

套经验”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纪

录片《莺歌燕舞》，《人民日报》刊登了“社会

主义大集好”的文章。在此期间全国先后有

21个省(区)4000多人来哈尔套公社。参观

学习”，阜、彰两县“赶社会主义大集”240余

次。“哈尔套经验”，以“改造小生产”为名，把

发展粮食生产同多种经营对立起来，肆意收

回社员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树，不准

社员养母猪，不许社员自由买卖自产的肉、

蛋、禽等，把搞副业，说成是给资本主义“供

氧输血”。从而破坏了农村现行经济政策，严

重地限制和打击了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和多

种经营的积极性，造成粮食减产，社员收入

大幅度下降。1975年，全市粮豆总产4．49亿

公斤。到1976年、1977年分别下降到3．88

亿公斤和3．63亿公斤，年均减产18％。彰武

县1975年粮豆总产1．42亿公斤，1976年、

1977年分别降到1．19亿公斤和1．07亿公斤，

年均减产40．8％，农业收入降低30％，农业

人口平均收入由54．8元降到45元，全县有

分无值的生产队由4个增至31个二

第六阶段，1979—1988年的阜新农村十

年改革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通过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了农村产业结

构，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获得全面大发展。农业生产的

发展速度前所未有，1988年虽然是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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