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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立传。本志立传人物，皆系西丰县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较大

贡献的已故人物及已故的社会知名人士等正、反面人物，按卒时年代排列。不够立传的革命烈士

入革命烈士英名表。对省以上命名的在世和谢世的模范和先进人物入模范人物表。

七、资料来源。取自沈阳、大连、抚顺、长春等省、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县档案馆和县直

各部、委、办、局及各乡、镇的档案、部分采自报刊、旧志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文体。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使用规范化的简体字，力求文字简明，朴实，流畅。

九、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十、纪年。本志以。伪满洲国”时期称东北沦陷时期，具体时间用民国纪年。1947年lO月2

日西丰县全境解放，以前本志称解放前，以后称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划时代，以前称

建国前用历史纪年，以后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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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西丰县志)付梓问世，这是西丰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建国后

西丰县的第一部志书，它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堪称新世新志，实在

可喜可贺。

。治国郡者以志为鉴”这一历代统治者尊崇的古训，使修志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

西丰县曾编写过清宣统年间的{：西丰县乡土志：}、伪康德元年(民国23年)的<西丰县政况概

要>及民国27年的‘西丰县志》。这些旧志，虽存许多可贵史料，但多偏颇于褒颂达官显贵、孝

子烈女，重人文轻其他，烙封建统治阶级之印，扬历史唯心史观。而新编《西丰县志》新就新在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西丰建县至1985年80余年的历史和现状，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融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为

二体，值得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一读。{：西丰县志)可作为一部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好教材，也可为域外各方有识之士认识西丰、研究西丰提供可信的。一方

之全史”，更可为后人存史的宝贵资料，实乃西丰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珍品。

史述国家之兴替，志表地方之盛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丰县于民国36年(1947年)

10月获得解放。在推翻三座大山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西丰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西丰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描绘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谱写出一曲曲辉煌灿烂的历史乐章．后来，虽有。左”的干扰，但全县人民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建设家乡，脱贫致富而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

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也带给西丰一个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改革开放、稳定繁荣的新局面，在党

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挣脱了。左”的束缚，思想获得空前解放的西丰人民，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

和巨大的创造力，在强县富民达小康的大路上迅跑I

<西丰县志>的成书，是省、市、县领导高度重视和各部门领导及各方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

成果，是全体编纂和出版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在此，特向这些单位和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西丰县志)出版之际，庆贺之余，谨以为序．

县委书记李汪洋

1995年1月



序 二

西丰县位于辽宁省东北部，辽东丘陵最北端，地形为东南高渐向西北倾斜的夷平面，呈三角

形，幅员2686平方公里。地貌结构大体为。七山半水二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多低山

和丘陵，光热充足，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适宜各类种植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因地处

西流水林茂粮丰而得名。，西丰建县较早，历史源远流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西丰人民，意气风发，百业待兴，有

着美好的愿望，在这块肥田沃土上，辛勤耕耘，励精图治，描绘出美如其名的生活画卷。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政策，使

各项事业发展更充满生机和活力。1979年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确定为“以林为主”的县份。如今

的西丰，已经成为政治昌明、社会安定、工商繁荣、文化振兴、交通方便、人民康富、城乡建设

已颇具规模的新兴山区县。

中国历代为政者都把地方志视为佐政资治之书，谓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20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放，政通人和，正是盛世修志的时机。当中央领导修志倡议一提出，西丰县委、县人民政

府就积极响应，于1981年7月成立西丰县地方志机构，开始工作。历经十二载，五易其稿。并根

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及。述而不论、观点自现”的原则，详细记述了西丰自清光绪二十

八年(1902年)建县到1985年80余年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诸方

面的史实。重点记述西丰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了使人们了解过去，从具体情况出发，适当地追溯到1896年西丰驰禁

招垦时期。全书达100万字，堪称为西丰县的百科全书。它以翔实的资料、完备的体例、简明的

文字，突出了地方特点，贯通古今，是个综合性的信息和资料宝库。其中，有全县古往今来的社

会民情；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也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它将为“资治、存史、教

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编《西丰县志》的问世，是西丰县一件大好事，也是西丰县社会科学一项重大成果。不仅

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可贵的资料，而且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份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的乡土

教材。因此，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不可不备、不可不读。《西丰县志》将为我们全面了解县情，不

断地研究本地和本部门的基本情况，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决策，发挥优势，振兴西丰

提供丰富的资料。它也将为外地人认识西丰，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因此，新县志的出版，必将推

动西丰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西丰县志》经省、市领导机关和专家学者评审，终编成志，承蒙省、市地方志部门领导和同

志的热心指导及通力协作，县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县志编纂委员的认真审查。我代表西丰县人

民政府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对县志办公室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认真负责，默默无闻的工作表示谢

意。1：西丰县志》虽经多次修改，但疏漏谬误之处，仍属难免，恳请有识之士，阅后予以指正。

《西丰县志》出版之时，感其斐然，谨缀数语，聊以为序。

县长张守君

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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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丰县位于辽宁省东北部，辽东丘陵最

北端，隶属铁岭市。东与吉林省东辽，东丰

两县接壤，南邻清原县、西及西南与开原市

毗连，北临吉林省梨树县，县城在猴石山下。

地势东南高向西北倾斜的夷平面，呈三角形，

幅员面积2686平方公里。1985年全县辖6

镇、14乡、227个村和儿个居民委员会，人

口333308人，有汉、满、蒙古、回、朝鲜、

苗、侗、锡伯等11个民族或民族成份，以汉

族、满族居多。

西丰县自然环境优越，地貌结构大体为

。七山半水二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

光热充足、水量充沛，雨热同季，境内土地

类型多样，适宜各类种植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以林为主，农牧并举，多种经营是西丰的产

业结构。西丰属大陆性气候，处于中温带亚

温润气候，四季分明，温差较大，冬季最低

气温一38．1℃(最低极限气温一4l℃)，夏季

最高气温32．5"C，历年降雨集中在6～8月，

年降水量在748．9毫米以下，县境系长白山

支脉，有80条山岭，海拔大都在200～800米

之间，超过海拔700米以上的有冰砬子山、城

子山、大顶子山。有寇河、珠咀河、碾盘河

等大、小河流187条，有大、小水库ll座，

拥有水资源总量为3．7万立方米，可发展淡

水养殖业和灌溉农田．林业用地261万亩，有

林面积156万亩．山区林茂、宜林、宜牧、宜

柞蚕、宜参等多种经营。矿产资源种类多、分

布广：经勘探查明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藏30

种。已开发利用的有铁、煤、‘石灰石、陶土、

珍珠岩等10余种．其中，石灰石、陶土储藏

量大．产品白水泥和陶瓷制品销住省内外，驰

名全省的土特产品有茸、参、柞蚕丝、菸等

行销国内外．

林业是西丰县的主要产业，境内群山起

伏，山峦迭嶂，多低山和丘陵，在被封禁为

围场时期，茫茫林海，弛禁开垦后居民日渐

增多，由于当时政府对发展林业不予重视，投

入很少．东北沦陷时期民国26年(1937年)

伪县政当局林木费全年支出国币只有

6559．92元，占全年总支出的11．8万元的

5．56％。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任意毁林开荒，

数十年阉原始森林砍伐殆尽，破坏了生态平

衡，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不断

地发生水灾，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

害，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建国后，中共西丰

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林业生产极为重视。积

极提倡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使林业生产得

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被辽宁省革命委员

会确定西丰为“以林为主”的县份。县委、县

政府结合全县实际j确定了“以林为主、农

牧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重

新调整产业结构，确定11个人民公社，131

个大队以林为主。10个人民公社林粮结合，

号召和动员全县人民植树造林．并以集体林

为主，发挥农民植树造林的作用。到1985年，

境内林业用地261万亩，有林地156万亩，占

林业用地60％．森林覆盖率占46．20。其中，

国营(国合)有林283192亩，占18．1％．集

体有林1274259亩，占81．7％．个人有林

1214亩，占0．08％，其他有林1540亩，占

l％．

农业是西丰的重点产业．解放后，在全

县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解

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发展，粮食生

产自给有余。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后，农

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

村经济注入了活力．中共西丰县委、县政府

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作物结构，大力发

展商品经济．1979年粮豆总产180660吨，是

1949年粮豆总产的1．8倍，亩产263公斤，

比1949年亩产增加158公斤，提高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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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土地面积比1949年减少439889

亩，并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粮豆总

产222862吨，是1949年粮豆总产的2．2倍，

亩产367公斤，比1949年亩产增加262公

斤，提高3．5倍，是1979年粮豆总产的1．2

倍。亩产是1979年的i．4倍。农业总产值

13132万元，比1979年农业总产值增加1．7

倍。从1951年到1985年，全县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投资1466．9万元。建成大、小水库ll

座，机电井469眼。谷坊19000座，治河54

条，总长268公里，恢复耕地4800亩，保护

农田11．7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1．39万亩。

对控制水土流失、防御洪水、保护耕地、灌

溉农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

建国前西丰工业基础薄弱，全县仅有7

家企业，只能生产铁铧、柞蚕丝、豆油、白

酒等产品。建国后，地方工业发展较快。调

整了工业布局，充分发挥和利用本地资源优

势，稳定发展县营工业，突出发展乡镇企业，

走横向联合之路，积极引入省内外先进技术，

开展一批市场覆盖面大，经济效益好的工业

产品，到1985年以国营白水泥厂、集体防爆

灯厂和钓鱼乡橡胶厂等企业为骨干，推动全

县各类工业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采矿、建

材、冶金、机械、化工和轻纺等行业为主，全

县有199个工业企业，职工达万余人，工业

总产值为6758．8万元，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县

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16％提高

到42％，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

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品的品种和产量逐年

增加，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全县有12种产品

被评为省、市名优产品，其中的白水泥、陶

瓷制品、单、双管荧光防爆灯盛销省内外，特

别是鞋、服装、起重机等产品远销国外市场。

西丰商业开发较早，在民国15年(1926

年)开丰铁路建成通车后，东边道各县的粮

食，日用品的采购，大部分集中于西丰县内，

商业兴盛一时，。九·一八”事变后，商业被

日本侵略者控制，对多种商品实行“配给

制”，造成大批商户倒闭，商业萧条。建国后，

人民政府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

针，一面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

制、改造的政策，一面发展国营和集体商业，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经济体制改

革，逐步建立起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

社会主义流通体制，西丰县商业日趋繁荣，物

质丰富，出现购销两旺的好势头，形成了以

国营、集体商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多渠

道的商品流通市场，到1985年全县有商业网

点1890个，从业人员6534人，社会零售总

额7278万元，外贸出口商品，分4类90余

种，远销日本、英国、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

区，从而推动城乡经济的发展。

弛名全省的土特产品有茸、参、柞蚕丝、

菸等。

西丰养鹿在解放前就有个人饲养，解放

后接收了两户地主饲养的梅花鹿90只。1950

年以这群鹿为基础始建地方国营振兴鹿场，

1974年开始饲养马鹿，到1985年全县有国

营鹿场7处，林场兼业养鹿4处，乡镇养鹿

13处，村及个人养鹿6处，年末存栏数6774

只，总计产茸2409公斤，畅销国内外，总收

入989．3万元。西丰县梅花鹿除调往省内有

关山区县外，还调往广东、广西、福建、江

苏、江西、安徽、新疆、四川、山西、山东、

黑龙江、北京等省、市、自治区1400只，有

力的支援了这些地区的养鹿事业。

西丰地处山区，山上林荫蔽日，有机土

质多，适宜人参生长，从1956年开始在钓鱼

乡铁河村及和隆乡双岭村试种园参36帘，经

过精心培育和科学管理，获得了成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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