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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副市长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市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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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秘书长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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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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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纺工业篇

管理机构、丝绸、棉纺织、毛纺织、针织复制、服装鞋帽、纺织机械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撰稿

资 料

顾问

刘乃录

王新德

张玉珍宋华文李志玉石文姣赵国春张莉

曲冰 吕连昌 孙子葵王福田

刘至全寇晓岚王家传王福田 孙福民原惠香

杨敏张晓雷李雪君．孙建华李向红毕立喜

孙智张程张春丽李恒悦蒋继新王桂花

高进原惠莉石日林张文宝张健孙运成

李景明谷庆华范春梅阮国庆

原礼成胡福堂刘克勤

化学纤维

组长安福江 ·

副组长杨克溪冯守智傅丰豪王豪郑家学

成 员 陈文超姜兆舟沈延杰林哲夫吴倩

撰稿·资料 陈文超姜兆舟沈延杰

顾问姚西平王增顺

轻工业篇



丹东市志·工业卷

管理机构、纸及纸制品、日用硅酸盐制品、日用化学制品、饮食品

灯泡、笔、印刷品、轻工机械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料

手 表

组长

副组长

成 员

撰稿

资料

顾问

宋吉元

李世堂

刘德福

刘德福

张志杰

袁茂仲

王守成

叶纪民

马文发

高丕圣

袁存毅
金爱华

彭福生

彭福生

战毅

二轻工业篇

姜南

张洪潭

张洪潭

曹恩宝

高洪英

王瑞增

昌广地

苏福生

迟云

迟云

陈久英

步丰树

单华

吴强

韩玉阁

徐焕文

于天大

崔源卿

张润波

李庆平

林忠堂

杨全友周兆祥宋毅

马天高任梅滨彭妍

任传月 刘玫杨维春

林显儒

杜振福

姚杰

卢永汉

王文旭

张宝山

徐金元

孙茂祥步丰树刘昭玉

组长于盛强

副组长 周成安曲凤仪张茂德

J戊 员 初源宏王新怡郑恒星任胜

撰 稿 任胜王新怡张忠瑞王南宁

资 料 王南宁于智典孙士良张坤仲张前董悦淳

王丽霞陈波刘淑琴李占荣

医药工业篇

组长李宗国



初审组及采撰人员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料

吴隆宝

林营才

卢长顺

王立志

沈鸿祯

沈鸿祯

电子工业篇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料

顾问

尹永清

苗春荣

孙乃熬

张宝纯

张忠敏

葛长虹

暴 风

刘景春

曲洪武

王世永

张国太

化学工业篇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料

刘仲文

范德春

郝占胜

张世霖

刘长春

宫润廷

缪树忱

韩玉明

张景亭于世福王常修于贵张朝辉

耿经云张秀君 曲秀国郝方杰赵智勇

王立志蔡金华刘延勋

蔡金华邵维广麦庆春刘延勋王立志

郭景芬于永安吴松年

李牧复顾奎午王润李永运徐玉成

王岩蔡吉玉 吕志璋丁鞍高俊华

杨安源

陈芦莎毕万美王岩刘竞强刘长义

单守权张为民张甫宽高卫国 赵红

王恒本崔坤琪许文仲高伟鲁庆敏

朱明达韩述贤

刘文发

王国昌

薛素环

邓永利

张玉敏

周喜来

姜家武

宋吉元

李庆和

潘永生

张相林

刘敬凤

郭际平

高远程

张东贵

刘华平

赵蕴芝

赵桐封

王海欧

林治和

姚志刚

李克忠

郭凤山

曲胚成

宫润廷

唐艳华

李明武

王极清

张冰炯

刘瑞增

王爱国

李敏

傅玉印

李忠远



．6． 丹东市志·工业卷
。————————————————————————————————————————————————一

王海欧 吕美荣子巍石名右胡建明 张玉敏

刘敬凤唐艳华宫润廷

机械工业篇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 料

顾问

安国成

韩乐礼

孙墨林

孙作武

孙作武

柳延增

边学娥

张儒富

冶金工业篇，口盅J一二L【厢j

童海剡隋吉福

朱冰厚骆新华王朋李国辉王利华

肖 波刘玉华徐伟单卉宋颖

李云霞于艳王丽

邱广义江绍文
。

黄金(中直)

组长戴文振

副组长殷庄杨新德

成 员 殷庄许民权王正明胡斌

撰稿·资料 殷庄许民权王正明胡

地方黄金

组长李为霖

副组长张明时

成 员 宋玉泉徐德盛杨志超宋守东陈斌周士民

刘淑美

撰稿·资料张明时

铅 锌

组长 姚洪飞孙吉国 。



初审组及采撰人员

副组长韩宗痴

成员姜作信

撰稿徐振久

资料王圣修
苏庆余

徐文广

高翔李光徐振久

高维相王维生徐振久姜道生肇振邦

王延奎穆克栋

钢铁(同机械工业篇略)

建材工业篇

组长宋宝林

副组长 许嘉福顾元首白辰玉

成 员 原海洪聂振艳王秀江

撰稿 原海洪王建春张兆新

资 料 原泉张绪恩孙文涛

张景美赵炳彦姜运秀

． 煤炭工业篇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撰稿

资料

蓝心田

张雷

尹明顺齐文瑞

张廷富温春甫

董洪年王习武

申传兴郑长安

电力工业篇

徐博辉

刘振清万国先殷福江

母庚年于洪凡

董洪年赫崇海王习武赵子江

柳惠董洪年

组长杨全亭

副组长 王承恩司荣超

成 员 姚家华赵春年杜永峰刘玉勤衣秉春朱振亚

一簟I■■■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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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及时苑厚平王正平

撰稿·资料马和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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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耀

《丹东市志》是个分门类记述丹东各项事业历史轨迹的庞大文

化工程，分10卷编辑出版，现在，工业卷又奉献在读者面前。

工业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农

产品、半成品等进行加工的产业。它在人类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丹东工业是丹东经济的先导和财政

收入的主要来源。真正了解丹东工业的过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丹

东工业的现状，开创丹东工业的未来，重振丹东工业的雄风是必不

可少的。为此，我们衷心感谢广大修志工作者对编修此卷付出的辛

勤劳动以及工业系统各级领导对此予以的热情支持。

多年来，工业系统组织机构变化频繁，有的重要行业的主管部

门甚至两三年变迁一次，许多宝贵资料散失。如今我们能见到比较

完整而系统的工业志，甚为不易。

从本卷我们可以看到：百余年来丹东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基础，其间有过上升和滑落，有过辉煌和暗淡。工

业的发展既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也受政治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回

顾丹东工业的兴衰起伏，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继

续发展丹东工业会有很多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丹东工业充满新的生机和活

力。“八五”期间，工业生产克服许多困难，保持了总产值年均递增

21．2％的速度；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竣工投产，工业发展后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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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近年，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继续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

模的情况下，中共丹东市委、市人民政府加强对工业经济的领导，依

靠外向牵动，推进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在抓好大型企业的同

时，积极搞好搞活中小型骨干企业和乡镇工业，全市工业经济呈现

出稳定发展的势头。特别是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嫁

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闯出了一条振兴工业经济之路。但是，勿

庸讳言，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由于历史上积累的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丹东工业深层次矛盾日渐显露出来。在这种

新形势下，充分研究总结丹东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I，既认识丹东工

业的特点和优势，又能深刻地看清丹东工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十

分重要的。

丹东工业有基础、有潜力、有希望。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外向牵

动的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调整结构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目标，集中力量抓好五大支柱产业、十大骨干企业和一批名牌产品，

重点搞好战略性、适应性和开发性三大调整，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努力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和增长方式，就一定能重振工业雄

风，使全市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达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应对此

充满信m3。



凡 例

一、新编《丹东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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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是记述丹东市自然、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的资料性著作。为研究市情、振兴丹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服务。

二、是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等文字资料，及实物与调

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地加工制作，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突出时代特点、地

方特点、行业特点，反映自然与社会的内部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三、是志为强化整体性，志首设总述，有些卷设综述，有些篇设

概述，有些章、节设简述或无题序，以纵述历史与现状，或扼陈其大

要。为保存文献，附录配合正文附后。适当运用图、表等形式，与文

字记叙相表里。

四、是志分10卷出版：1．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区县、自

然环境；2．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邮政电信；3．经济管理；4．工业；

5．农业；6．商业；7．政党、政权、政事、政协、群团；8．司法、军

事；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10．居民、

人物。

五、是志采用章节式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以科学分类和

现代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篇章节目，在一定档次上分析出事物

构成的主要要素，一般以目为基本记述单元。
‘

六、是志用第三人称，以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语言规范，采用记

述体。

七、以1876年安东设治为上限，下限截至1985年即第六个五年

计划结束。个别事物为使本末清楚，作必要的超限记述。详今略古，重

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如明、清。中

华民国的历史分期按照民国前期、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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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划分。“解放后”，指1947年6月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建

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期。

八、是志站在中心城市角度，以记述市区为主，并以现行行政区

划为范围，记述市辖县情况。使用“丹东市”、“全市"、“丹东地区"包

括三区四县；“丹东”、“市区”不含四县；“城区’’不含振安区。

九、是志的人物志按“生不立传”原则，以在本地从事活动为主

选录人物。

十、是志所用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规定的

统一规范书写。有关全市性总量统计，以丹东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

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数字，以各单位统计部门核定数字

为准。史料中旧计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则注明现行法定计量

单位，难以换算的，仍保留原计量单位。

十一、是志采用历史纪年时，在括号中标注公元纪年，但在相近

文字中不作重复标注。鉴于东北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况，自1931年9月

18日起只用公元纪年。

十二、是志记述有关地名、机构、人名等，使用记事年代的称谓，

并因时而异。外国的国名、人名、地名等，使用新华通讯社译名或其

简称。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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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卷为《丹东市志》第四卷，包括综述和丝纺、轻工(一

轻)、二轻(手工业)、医药、电子、化工、机械、冶金、建材、煤炭、

电力十一篇。各编写组共搜集工业历史资料千余万字，在此基础上撰

写出近80万字志稿，入志资料约占搜集资料总数的8％。

二、是卷记述地名、机构名称，用历史当时称谓。1965年2月13

日，新华社公布：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安东县改名为东沟县。同时，

镇兴区亦改名为振兴区。自此日起，安东市、安东县、镇兴区分别改

用丹东市、东沟县、振兴区称谓记述，文中不另作说明。

三、为表述方便，并照顾到称谓的前后统一，凤城满族自治县、

岫岩满族自治县，市直各工业主管局，在行文中简称凤城县、岫岩县，

市丝纺局、市轻工局、市二轻局、市医药局、市电子局、市化工局、

市机械局、市建材局、市煤炭局等。

四、是卷以记述市直工业及中省直驻丹企业为主。记述各行业、

企业的数据，由市直各工业主管局或企业提供；建材、煤炭等以县区

为主的行业，使用工业主管局提供的全地区统计数据；电力工业因其

整体性强，亦使用全地区统计数据。综述中的综合数据，1949年以前

的，来自于各专业志的综合统计；1949--1985年综合数据，以市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为依据。(各篇附表中的工业总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

格计算)

五、是卷中重要企业简介原则上介绍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及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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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直工业主管局计划统计口径的归口企业，列表表述。为准确反映

丹东工业发展现状，企业类型、档次，以国经贸企(1992]176号和

辽工生发C1993]232号文件公布的名单为依据。，

六、是卷所用的照片，由市直各工业主管局、中省直驻丹企事业

单位和市地方志办公室搜集来的数百幅照片中选出。为充分反映丹

东工业的面貌和特点，部分照片超过记述下限，卷中已做标注。

七、是卷各篇均经有关撰写单位评审和市志终审组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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