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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市长陈家洱

《抚顺市志》的编纂历经数载，熔铸成书，为全市人民和一切

关心抚顺的朋友推出一部了解与研究抚顺的重要文献，也为家乡

的文化建设竖起一座历史丰碑，实乃可喜可贺。

抚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抚顺的

先民就已发现煤炭，并用于燃烧和磨制饰品，使抚顺大地升起了

文明的曙光。

抚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祖先，共同开

发这块宝地，繁衍生息。周秦以后，抚顺成为各民族交融的前沿

和通往东北亚的要道。明末，努尔哈赤又从这里崛起，兵指辽

沈，问鼎中原，写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奠定了清朝基业。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列强入侵，抚顺沦为殖民地。日本侵略

者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统治，给抚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半个

世纪以来，坚强不屈的抚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

暴，奋起反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终于在1948年10月3 1日迎来了解放，当家做了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了新篇章。全市人民在中共抚顺市

委和抚顺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抚顺已从

殖民地城市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从单一的以煤炭工业为主

的城市发展成为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冶金、电子、轻工、

纺织等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今日的抚顺，政

]



多、研讨问题之深，在抚顺修志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值此《抚

顺市志》出版之际，谨向关心和支持修志工作的各部门各单位的

领导，向有关专家、学者，向兢兢业业、辛勤笔耕的全市修志人

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我相信，随着全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不断发展，《抚顺市志》的作用必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也必

将在全社会多层次的应用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抚顺市志》第一卷说明

《抚顺市志》第一卷是1990年初开始组织编纂的，全卷包括

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5个部分，各部分分别由

市志办和有关单位的修志人员撰写。为了提高志书的质量，有关

志稿上报后，市志办分别同市气象局、市水利局等单位联合请省

里的专家、学者评审，然后进行修改。本卷于1992年9月编纂完

毕，12月上报市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送交专家、学者评审。志稿

经地方志办公室人员和特邀编辑评审、本卷编辑人员修改后，于

1993年8月定稿。

尉常荣根据《抚顺市志》编纂规划对本卷作了总体设计，对

志稿进行了修改加工，通纂定稿。原市志办主任李占一组织编纂

并审阅了大部分志稿。1992年5月，黄俊海就任市志办主任后，

完成了志稿的评审工作，并组织编者修改成稿。1993年5月，高

凤歧主持市志办工作后，又组织办内修志人员和特邀编辑对凡

例、概述、大事记进行了评审。志稿经高凤歧审定、市志编纂委

员会领导同意，交出版社出版。

参加本卷志稿评审的市志办人员有(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春兰、李玉成、张炯、张普、陈泓、单辉、赵广庆、高凤歧、

黄俊海、尉常荣。特邀编辑：刘恩沛、李光字、李志新、

邹国身、项文和、高兴斌、程达伟。张普于1990、1991年参加了

本卷的编辑工作。书中照片由高凤歧、齐福刚提供。



应邀参加本卷志稿评审的有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苏长

春、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殷蔚然、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陈国山、中共抚顺市委党史委办公室主任王渤光、中共抚顺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马克猛、抚顺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刘云芝、抚

顺县地方志办公室特邀编辑刘明、抚顺市民政局离休干部刘凯

勋。辽宁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室主任潘喜廷编审本卷志稿并帮助

出版。本卷在编纂过程中，还得到有关志办、抚顺市图书馆、抚

顺市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抚顺地

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共分12卷，以1840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

为照顾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有些内容的记述突破上限。

三、本志书坚持横排竖写，详今略古，力求横不漏项，竖不

断线。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图、表、录。按篇，章、

节、目四层记述。内容较简的只分章，不分节。

四、本志书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不立传。

凡在抚顺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抚顺籍和外籍人物，不分其出身、

职级，均可入本志。

五、本志书用公元纪年，夹注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种政

权和官职称谓等一律采用当时通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夹注今

地名。对入志人物直书其名，不记称谓。

六、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力求语言通顺，文字简炼，合乎

语法规范，按规范要求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

七、本志书按国家规定运用、书写各种数字、计量单位。新

中国成立后各种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部门，部分统计数

据由本市主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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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抚顺，中国辽东的名城，以盛产优质煤炭而名扬中外，素有“煤都”之誉。随着经济

的发展，城市的扩大，抚顺已成为以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之

城，跻身于全国特大城市的行列。

抚顺地区是满族的故乡。明代后期，建州女真崛起于境内苏子河畔赫图阿拉城，与

明廷决胜于萨尔浒，继而兵进中原，一统华夏，开创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基业。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生活、战斗和殉职于此。雷锋

的崇高思想和光辉事迹，激励了抚顺和全国人民，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

抚顺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50

年代，抚顺是以煤炭工业为中心，主要生产煤、油、电、钢、铝。60年代以后，由于

大庆原油的输入，扩大了抚顺的石油加工业，城市工业中心开始由煤炭生产向石油加工

转移。至1985年，石油加工量已近全国的10％，位居全国之首。抚顺的许多产品在全

省、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并远销海外。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在全国重点城市中居

第16位，实现利税居第10位。抚顺正以勃勃雄姿，屹立于中国的东北大地。

美丽富饶的煤都抚顺

抚顺地区位于辽宁省东部。地处东经123。4
7 28∥--124。27 7

46∥、北纬41。

27
7

lO∥一42。4
7 1∥之间。东邻吉林省柳河、通化；南接桓仁、本溪；北界开原、铁

岭；西连省会沈阳。全市辖新抚区、露天区、望花区、郊区、抚顺县、清原县和新宾满

族自治县。总面积10 816平方公里，1985年地区总人口210．97万人。

抚顺是多民族集居地区，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地区共有23个民族。其中汉族占

总人口的86．73％，少数民族占13．27％。在少数民族中，以满族、朝鲜族、回族居

多。1985年新宾和清原两县的满族人口，分别占县人口的63．5％和51．O％，经国务院

批准，新宾县于1985年1月建为满族自治县。

抚顺地区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东部山区偏于高寒，无霜期短，冬季稍长；

西部则相对温暖，雨量充足。年均气温6．5℃，年均降水量761毫米。全区自然条件优

越，矿产丰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生态良好。

抚顺全境多山，重峦叠翠，郁郁葱葱。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属于长白山余脉的龙

岗山系。东部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平均海拔498米，境内钢【JJ主峰海拔l 346．7米，被称

为“辽宁屋脊”，是辽河水系与鸭绿江水系的分水岭。位于地区西端的抚顺市，海拔为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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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q9’米，，歪地区的坡降度较大，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由于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境内河流较多。较大的河流有浑河、清河、苏子河、北

太子河等10条。水利资源丰富，全境大小水库塘坝星罗棋布。位于市区东郊的大伙房

水库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水库之一，成为辽宁中部特别是沈抚两市的重要水源地。

抚顺煤田已有80余年的采掘历史，向以煤层巨厚、煤质优良名闻中外，而且具有

良好的露采条件。最大的煤层厚度在1 30米以上，堪称世界之最。据第一个五年建设计

划期间勘探证明，煤炭埋藏量为14．5亿吨，油母页岩为35．6亿吨。还伴有琥珀、煤

精、天然气等资源。

抚顺的金属矿产也比较丰富，主要有铁、铜、锌、硫铁矿等。清原红透山矿是全省

主要的铜矿，矿石品位较高。金银矿产也很可观，还有一定数量的镍、铂、钯等稀有金

属。

抚顺地区的耕地面积为141．3万亩，仅占总面积的8．7％，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为

1．76亩，一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但山区的多种开发经营，成为广大农村的经

济优势。抚顺山区是辽宁的主要林业区，山林覆盖率和木材总储量居全省之冠。山果，

药材、人参、鹿茸、柞蚕、哈什蚂、食用菌、蜂蜜等土特产品，产量甚丰，大豆、烟

叶、水稻也品质优良，远销各地。

抚顺城区位于地区西部，占地199平方公里，人口124．1l万，是一座依山跨水的

带状城市，由东至西沿浑河谷冲积带，延伸30公里。南山北岭，隔河相望，宽处8公

里，狭处6公里。浑河从市区中心穿过。东部丘陵是石油化工工业区，呈现出现代化大

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南部的露天煤矿深入地表400余米，被称为。十里煤海”，磅礴浩

瀚，气象万千，是劳动创造世界的奇迹，成为。煤都”的象征；西部平原，工厂林立，是

以冶金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区；北部是老城旧址，经过改造，已呈现崭新的市容；市区中

部，河城一体，是繁华的商业区和主要机关所在地。抚顺的城市风貌别具特色。

抚顺境内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古今名胜。这里有先民的石棺墓葬和战国时代的村落

遗址，汉代玄苑郡的故地和高句丽新城的残基，辽代的古塔和明代的边关，以及后金的

故都和陵园，还有铁背【IJ前的元帅林，平顶山下的殉难同胞遗骨馆。如今折戟沉沙的萨

尔浒古战场已成为风光旖旎的大伙房水库，市内汉代古城旧址已辟为人民游乐的劳动公

园。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已改为陈列馆向公众开放。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乇朝的始祖努尔哈

赤，从抚顺兴兵创业，而它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又在这里被改造成普通公民，

世人谓为。旷古奇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烈士的陵园和纪念馆，坐落在市区西

部，来此参观瞻仰的国内外人士络绎不绝。

抚顺，既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又有丰富的精神文明内涵，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中

国北方一颗璀灿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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