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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949 年

10 月 1 目 15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2 S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辽东、辽西省及沈南市党政

机关、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各界群众分别在沈阳、安东〈今丹东，

下同)、锦州市隆重召开庆祝大会。沈阳市 50 万人参加庆祝大会，

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林枫，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等在大

会上讲话。同日，旅大(今大连，下同〉、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

新、辽阳等地也举仔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A 辽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安东镇江山公园(今锦江山公

园)举行"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奠基典礼。 1950 年 4 月 5 S 纪念

塔落成;1963 年 9 月 30 S ，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0 月 2 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设立沈南

联络所。 1955 年 10 月 8 日，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设立 ;1960 年 2 月

25 S ，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撤销 o 1986 年 9 月 6 S ，朝鲜驻沈阳，毛主

领事馆重新开馆，领事区域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

10 月 513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贯彻经济核算制和开

展群众性的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决定) .从本日起，辽东省、辽西

省、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和旅大地区相继开展创造生产

新纪录运动。

10 月 11-18 日 辽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锦州市召

开，成立了辽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选举赵石为主任吕 1950

年 1 月 10-15 日，辽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安东市召开，

成立了辽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选举谢力鸣为主任。

10 月 18 日 辽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冬季组

织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工作指示); 1950 年 1 月 5 日，辽东省委、省政

府、省军区发出《关于建设辽东人民武装的指示) .辽宁地区开始建

立人民武装自卫队。 1951 年 11 月，人民武装自卫队改称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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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贯彻毛泽东主席"全民皆兵"的指示，民兵与预备役合编，至

年底，辽宁省共有民兵 7 761 438 名，其中基干民兵 2049440 名 D

10 月 25 日 -11 月 1 日 中共辽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安东

市召开D 省委书记洛甫(张闻天〉作《辽东省的当前情况与今年冬

季工作》的报告，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主席刘濡波作《辽东省 1950 年

的财政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辽东省第一次代

表会议的决议》。

10 月 27 日 大连远东电业金属机械厂〈大连起重机器厂前

身〉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 5 吨 16.4 米桥式吊钩起重机，填补中国桥

式吊钩起重机空白 D

10 月 28 日 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瓦尔德等 5 人殴打

中国工人姬玉衡致伤并无理克扣其工资。 11 月 21 吕，沈阳市人民

法院分别判处瓦尔德等 5 人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并驱逐出中国

国境G

10 月 锦西县天花流行，患病 2001 人，死亡 349 人。

A 根据东北人民政府指示，辽东、辽西省开始建立县、区、村

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秋冬两季，辽东省 5903 个村

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村干部，讨论决定当地的重大事宜。

11 月 10 日 旅大地区成立长出县。 1953 年 1 月 31 日改称

长海县。

11 月 13 日 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园中央委员会《关于建

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沈南市三经路小学建立第一个少年儿

童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少年儿童队之一。 此后，辽东、辽

西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市和放大地区陆续在小学建立中国

少年儿童队组织(1953 年 8 月 21 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

先锋队)。到 2008 年初，全省少先队员约有 320 多万人。

11 Jl 26 日 沈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

馆掩护、擂挥的间谍案。判处被告 E本人佐佐木弘经等有期徒刑二

至六年;中国籍各犯被被夺公民权四至六年二掩护和指挥这一间谍

案的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馆全体外籍人员被限期驱逐出中国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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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1 月 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控制物价上涨的统一部署，本月下

旬起，辽宁各地采政抛售粮食和榻布等措施，遏止物价上涨。到

1952 年末，辽宁地区市场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I日中国遗留的通货膨

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扭转。

12 月 19 日 大连建新工业公司宏昌厂(大连五二三厂前身〉

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赵桂兰为保护工厂被雷录炸断右臂。 1950 年 6

月，赵桂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

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并为她题词c

12 月 21-30 日 东北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沈阳

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时成立东北文艺工

作者协会c

是年辽宁地区设辽东、辽西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 4 个东

北行政区直辖市和旅大行署区。辽东省辖 5 个市、 1 个专区、28 个

县。 5 个市为安东、营口、辽阳、西安、通化市。 1 个专区为通化专

区，专署驻通化市。 28 个县为安东县、清原县、新宾县、桓仁县、抚顺

县、本溪县、宽甸县、风城县、营口县、串串岩县、薪金县、庄河县、复县、

盖平县、海城县、辽阳县、通化县、长白县、抚松县、辑安县、临江县、

柳河县、海龙县、东丰县、西丰县、西安县、靖宇县、辉南县。辽西省

辖 4 个市，21 个县。 4 个市为锦州市、四平市、阜薪市、山海关市。

2丑1 个县为锦县、锦西县

县、毫新哥民县、彰武县、阜新县、北镇县、黑山县、昌图县、梨树县、法库

县、康平县、昌图县、双辽县、开原县、铁龄县。旅大行署区辖 1 个

市、，，4 个县(市)儿o 1 个市为大连市 ;ρ4 个县(市〉为大连县、金县、长山

丢

A 到年末，辽东、辽西省共有工业企业 8 186 个，国营工业总总L 

产值为 7.7η3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6臼3.2%毛。国营工业总产值

在主要行业总产值所占的比例分别为:钢铁占 99.7% ，燃料工业占

99.2% ，机械制造业占 93% ，纺织工业占 92.3% 0 

A 鞍山钢铁公司一薄板厂、金属制品厂、钢绳厂、中型厂、焊

接铜管厂、初轧厂，炼铁厂的 1 号、2 号、4 号高炉，化工部的 3 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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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8 号焦炉，第一、三选矿厂，弓长岭、樱桃园、大栗子、大孤山等铁

矿陆续投入生产c 年生产能力达到铁 45 万吨〈不包括 4 号高炉) , 

钢 49 万吨，钢材 36 万吨，焦炭 45 万吨c

A 大连港货物吞吐量 106 万吨(其中进港 46.6 万吨，出港

59.4 万吨).安东港 21 万吨，营口港 8.2 万吨(其中进港 2.8 万吨，

出港 5.4 万吨)。

A 辽宁地区总人口 18 305 121 人。串

1950 年

1 月 15-19 日 辽西省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同年 11 月

14-17 日，辽东省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口两省分别成立

总工会。

1 月 旅大劳动改造习艺机械工厂装配成中国第一台 40 马力

(30 千瓦)轻便轮型拖拉机，并通过苏联专家和大连工学院机械系

教授联合鉴定。

A 沈阳化工厂试制成功机车专用的合成汽缸洁，结束了中国

进口汽缸油的历史。

2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递信省签订的《中朝通邮协定) (1949 年 12 月 25 S 签订〉生效。

《协定》规定安东为通部互换局。同吕，沈阳至朝鲜平壤、安东至新

义州之间开通国际电报、电话电路。

2 月 1-8 a 辽东省第一居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与
省劳动模范会议合并召开。出席会议的人民代表 372 人，工业和农

业劳动模起 148 人。会议选举XtH随波为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扬、李

涛为副主席，洛甫、刘子载等 28 人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G 会议

* 1949-1953 年辽宁地区人口数据来源于《辽宁人口统计资料(1949-

198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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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还选出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成人员 24 人，刘

澜波为主席，李涛、王奉璋为副主席。 2 月 3 日，召开劳动模范会议。

省委书记洛甫在会上作《把辽东省的生产建设提高一步》的报告。

会议期间，以农林厅为主举办了全省农业展览会。

2 月 14 日 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0 7 月 8

8 ，政务院任命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为东北财产接受专门委员

会、大连财产接受联合委员会首席代表，中共放大区委第一副书记

韩光等 5 人为代表。 8 月 28 日，苏联把东北财产移交中苏接交财产

联合委员会，中苏双方代表在沈阳举行《接交议定书》签字仪式。 10

月 28 日，中苏双方代表在旅大市签署《中苏联委会对于确定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移交大连苏方临时代管或租用财产的具体办法议定

书比确定 1950 年内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市苏联方面临

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吉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

的财产无偿移交中国。 1951 年 2 月 1 日，苏联政府将大连港移交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字仪式在大连港举行，毛达悔就任大连港第→任

中国人港长;同日，苏联驻军将族顺东方历史文化博物馆移交给旅

大市政府接管。 1955 年 5 月 25 日，中苏发表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

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设备无偿地移交中

国的联合公报。自此，中国全部收回旅顺主权。

3 月 1 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访问苏联回国途中抵达

沈阳，视察沈阳橡胶一厂、沈阳医学院(今中国医科大学) ，参观北

陵，并观看了秦友梅、尹月樵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 3 月 4 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离沈返京。

A 辽东省荣军代表大会在安东召开，总结 1949 年荣军工作，

讨论组织荣军投入生产建设及其他福利事业等问题。辽东省 1949

年接收荣誉军人〈伤残军人)24300 人，多数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少

数被安置到荣军学校或荣军农场。

3 月 8 日 大连机务段田桂英、王宝鸿、毕桂英等 3 人驾驶"中吕

希洛 622 号"抗车由大连开往旅}f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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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东北铁路总局命名该机车为"三八"号。

3 月 10 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东省分公司在安东市成立。 5

月 26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西省分公司在锦州市成立。

3 月 12 日 东北总工会、沈阳市总工会发出《关于推广与学习

马恒昌小组先进经验的通知)0 沈阳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是新中

国成立初全国著名的模莲班组。该组有 10 名工人，全部为中共党

员。在新纪录运动中该小组创造 10 次新纪录，改造工具 18 种。 10

月，马恒昌小组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被授予"集体

模范"光荣称号。 1951 年 1 月 17 日，马垣昌小组向全国发出挑战，

全E有1. 8 万个小组应战，由此，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国

展开。

3 月 22 臼 东北人民政府颁布《关于试行开展识字运动及业

余补习教育的决定比 9 月颁布〈关于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

及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 ，要求企业在 3 -5 年内对 15 -45 岁

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工人、职员进行识字教育。到 10 丹末，辽东、

辽西省共设文化夜校(班)444 所(个) ，参加学习人数 29221 人，占

职工总数的 10.85% 0 1952 年，辽宁地区开展了以推行速成识字法

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至年末，辽西省有 21. 4 万职工人学，其中

参加扫盲班的 13.4 万人。 1953 年末，辽东省有各类扫盲班 660 个，

学员 28606 人。 1956 年 5 月 12 日，辽宁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的决定) .决定从

1956 年开始，两年内全部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言〈约 2.3 万人) , 

2 -3年内全部扫除工矿企业中的文盲(约 46 万人).4年内全部扫

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文言〈约 10 万人) ;3 年或 5 年内基本上

扫除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约 420 万人) 0 1958 年 7 月 16 臼，

省委、省人委发布《关于加速全省扫除文盲的指示) ，扫言运动更加

深入开展。到 1960 年底，全省基本完成城市罗、工和居民的扫盲工作。

3 另 25 日 中国出般总署发出《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

定) ，各大行政区设新华书店总分店，各省、市设立分店O 东北新华

书店总店改名为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另有辽东〈在安东〉、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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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锦州)和旅大 3 个分窟。

A 新民主主义青年因沈阳市委主办的《青年团员》杂志公开

发行。 1956 年 1 月，共青团辽宁省委将沈阳《青年司员)~{旅大青

年》杂志合并，出版《共青团员).为国省委机关刊物。

3 月 27 日 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

书)0 4 月，鞍钢提出恢复和改造鞍钢的设计任务书。 10 月 27 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恢复和改造鞍钢设计任务书。 1951 年 7 月

25 日，中苏签订《鞍钢第一炼钢厂改造、第一初轧厂均热炉改造、薄

板厂技术设计与施工图完成时间及费用合同)，同时签订《薄板机设

备交货合同》。同年 10 月 12 日，苏联编制的《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

规划初步设计书》共 120 卷交付鞍钢。 1952 年 2 月 26 日，中央人民

政府批准《关于恢复与改造鞍钢初步设计的报告).确定鞍钢的生产

规模为年产生铁 250 万吨、钢 320 万吨、钢材 250 万吨(1956 年菌务

院决定，鞍钢的生产规模为钢 557 万吨、生铁 417.5 万吨、一次钢材

419 万吨).全部工程在 1952-1958 年完成。 3 月 5 日，东北人民政

府工业部发布《关于 1952 年基本建设工作管理的决定) ，把鞍钢列

为"特定的工业部门..鞍钢由恢复生产转向大规模建设。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对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党组一份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

出:要集中全国力量首先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自此，鞍钢开

始掀起大规模建设和技术改造的高潮。 8 月 11 日，中苏签订《关于

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

援助的议定书的补充协定书> ，对派遣苏联专家、改建鞍钢技术设

备、鞍钢派 6∞名实习生、苏方为鞍钢编制设计项目与进度、苏联交

付成套设备等做了补充协议。 1953 年 5 月 27 EJ ，苏联向中国提交

的《鞍钢大石桥镜矿初步设计》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至 1957

年 4 月，苏联共为鞍钢建设供应新式技术设备 10 万吨，提供 135.4

万张图纸。 1957 年，鞍钢生铁产量由 1952 年的 83.1 万吨提高到

336.1 万吨，增长 3.04 倍 E钢产量由 78.87 万吨提高到 291. 07 万

吨，增长 2.69 倍;钢材由 47 万吨提高到 192.39 万吨，增长 3.0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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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钢的生产能力己基本达到初步设计方案规定的指标。"一五"

期间，鞍钢完成基建技资总额 17.59 亿元，累计上缴利润 22.4 亿

元，超出了同期国家对鞍钢基建投资，基本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型钢

铁生产基地。

A 黑山八道主豪煤矿违反科学，冒险施工，造成严重透水事故，

死亡 25 人。

3 月 31 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张启龙为辽东

省委书记，张启龙、高扬、胡奇才、刘子载、王挣 5 人为省委常委。

3 月 沈阳市郊区创建辽宁地区第一个拖拉机站，拥有拖拉机

30 台，为示范农场及组织起来的农民代替。

4 月 1---6日 中共辽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锦州召开，会议重

点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省委书记郭峰作{1950 年辽西省经济建

设任务的报告} .号召全党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点，大力发震生

产，学会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新方法。

4 月 19 日 1948 年冬解放的东北新区(包括沈阳、长春两市郊

区〉、辽西省 15 个县和辽东、吉林、热河省的 83 个区，约 700 多万人

口、3000 多万亩土地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

4 月 20 a 中国"新安"轮由大连开往;烟台途中，被美籍"金熊

号"轮撞沉，70 人遇难。

4 月 25 日 苏家屯机务段〔亨 1 型 801 号机车包车组司机李

白国，创日走行 1 216 车公里、技术速度 59.8 公里、日产 197 万吨公

里的全国纪录口 4 月 29 日，苏家屯机务段〔亨 1 型 105 号机车司机

长郑锡坤，在长大干线立山至苏家屯闰牵引 2 163 吨，超过牵引定数

763 吨。 5 月 1 日，根据苏家屯杭务段司机郑锡坤、耿本善、王克全

等人创造的多拉快跑先进经验，铁道部在全国铁路系统开展"满载、

超轴、五百公里运输"活动。

4 月末 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管理局成立，沈阳铁路管理局撤

销 o 1952 年 12 月 31 日，苏联将中长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 o 1953 

年 1 月 1 日，中长铁路管理局撤销，成立哈尔滨铁路管理局; 1956 年

1 月 1 日，沈阳铁路管理局重新成立。 1958 年 9 月 10 吕，沈阳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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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改称沈阳铁路局。

4 月 中央燃料工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确定

"天然油与人造、油并重"的建设方针。决定将抚顺列为全国发展人

造石油工业的重点地区之一，批准抚顺各油厂恢复建设，并拨给资

金，调配工程技术干部。

A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到沈

阳开展调查工作，890 多人先后参加调查工作，全国一半以上老地质

学家参加了此次调查。这是国内第一次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地

质矿产调查工作口

A 为贯彻政务院 2 月 24 日发布的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辽

东、辽西省和沈阳、鞍山、抚)1厦、本溪市及族大地区民政、公安、法院、

卫生部门配合开展禁毒运动。经过宣传教育和改造工作，到 1952

年底，种植与贩运鸦片者基本绝迹，16 万余名吸毒者陆续戒绝。

A 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封闭妓院的命令。到 1952 年 10 月 12

日，辽东、辽西省及沈阳、鞍山、抚JI庚、本溪市和旅大地区妓院全部封

闭口各地在封闭妓院的基础上，以生产教养院为阵地，对妓女进行

收容、改造、教育、救济和治疗后遣送回原籍或安置就业，废除了旧

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

A 辽东省人民检察署在安东市成立。 5 月，辽西省人民检察

署在锦州市成立。

A 辽西省省立盟书馆(今锦州市图书馆)在锦州开馆。

5 月 1 a 辽东、辽西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市和旅大地区
实施《婚姻法》。同日，辽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婚姻登记暂行办法机

通过实施《婚姻法上广大妇女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椒锁中解放出

来，仅 1950 年、1951 年，辽宁地区即宰结离婚案件 47 104 件。

5 月 13 日 政务院任命高扬为辽东省政府主席，李涛为

副主席。

5 月 15-18 吕 新民主主义青年因辽西省第→届代表大会在

锦州市召开，选举产生青年因辽西省委员会，张维明当选团省委书

记。 7 月 25-29 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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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市召开，选举产生青年因辽东省委员会，杨海波当选昆省委书记c

5 月 19-23 日 辽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在锦州市举行，设

26 个比赛项目，参加比赛的选手 1 322 人。

6 月 16 a 族大行政公署颁发布告，决定旅大全区废除关东
币，统一使用东北地方流通券， 16-20 日为兑换期吕兑换比值:关东

币 1 元兑换东北地方流通券 270 元。

6 起 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和改造战犯的需要，成立抚顺战犯管

理所(在关押服刑的吕本战猩期间，同时启用"抚JI民战犯监狱"名

称)。该所原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修建的抚颇监狱，占地面积近

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6∞多平方米。 7 月 21 S ，抚烦战犯管理所
接收苏军在中国东北俘获的 969 名哥本战犯。 8 月 1 S ，接收被苏

军俘获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搏仪、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

等 64 名伪满洲国战犯。 1956-1966 年，接收公安部转到抚烦战犯

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的蒋介石集团战犯o 1950-1975 年，抚顺战犯

管理所共牧捍吕本战猩和国内战犯 1 381 人，其中吕本战犯 982

名，伪满洲国战犯 71 名，蒋介石集团战猩338 名。

7 月 1 a 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在沈阳东塔机场成立沈阳航
线管理处，简称"京(北京〉赤(赤塔)航线管理处"经营北京一沈

阳一哈尔滨一齐齐哈尔一赤塔航线，航程 2 416 公里，每周

3 3j王 G

7 月 6 日 东北人民政府令，取消大连大学，将其工、医学院及

俄文专科分为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同日，大连医学院成立。 1969

年 5 月，大连医学豌迁往贵州省遵义市，更名为遵义医学院。 1978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旅大市恢复重建大连医学院 ;1994 年 1 月，学

校更名为大连医科大学。 8 J3 1 日，大连工学院成立。 1960 年大连

工学提被列为全国 64 所重点大学之一口 1988 年 3 月，更名为大连

理工大学o 1996 年后，先后实施"211 工程"、 "985 工程"建设，形成

理工为主，经、管、文、法等学科协揭发展的多学科体系 D

7 月 13 日 辽东省、安东市各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辑鲜

群众示威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省工会主席金硬为主任委员。 7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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