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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一书

开原县志

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沈阳开原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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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开原县志》，现已编辑出版，实现了全市人民由
”

来已久的夙愿，是开原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j_‘。7 ’

开原位于辽宁省北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辽代在。

开原置咸州，金代置咸平府；‘元朝在此设开元路；明朝在此置三万卫，清朝康熙三年建

立开原县．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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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交通便利，工业发达，市场繁荣，．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水稻、1、玉米和大

豆．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活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新中国建立后，开原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

如高崇民、 杜者蘅、 安业民等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业绩。这部县志较详细地记述了自

1664年至1985年共32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开原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党政群团、。农

林水利、工矿企业、财税金融、商业外贸、7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演变以及人们

的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7总览全书，本县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有所记载．此书出

版，不仅对保存史料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继承和发扬开原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吸取历

史经验、教育革命后代，推动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将起到重大作用． 。

一‘新编‘开原县志'共二十余篇，一百多万字．编辑人员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广泛深入 一

地调查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地反映客观事物。这是·部资料较详实，数据较准确，内容较全面，文字较通顺，语

言较朴素的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传世之作．值此县志问世之际；市委、市政府向为完

成这部志书提供资料的单位，以及为编修县志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4，

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由于历史资料残缺，编纂经验

不足，所以这部志书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恳请熟悉开原情况的领导和全市人民，阅后“

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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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名开原，设县龙岗，经历了四个朝代，迄今已三百余年．从清初康熙三年至中

华民国二十年。已修志六部，．社会名人文士，总撰序九篇。 。． ‘～，，，≯．

我在政务的闲暇时间，阅览这些县志，看到了对以前的政治沿革、典章制度的完备

，记录，对开原的山川古迹．地域物产的详实记载，可以使我们这些当政的人，凭借过去

的经验教训毒开创未来的事业，还可以启迪开贩人民发挥优势，有所作为。．如果将旧志

为今用，这些旧志就有不朽的意义了。一， ，一 、． ．～。
-| ，开原县志断缺，已五十多年了，因帝国主义者入侵，祖国东北沦陷，如果要强盗自

传。岂不等于招供。当时的文人虽都投笔救国，此段历史却在人民心中!及至1980年。

党中央明令修志，我们开原于1981年设置了专门机构，专项拨款，选调得力人才，开始

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开原县志》．编写县志的同志广泛茏集资料，加以分门别类，

． 再考证文献，进行去伪存真．历经十余年，四次改动志稿，再行编纂校误，终于大功告

成。 }． 。。‘，．～·． _ ．； ⋯、 c
h-、 ，-u

． ‘‘．开原新志一共有二十一篇，六十八章，二百五十四节，总计有一百多万字。包罗：

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党政群团，军事国防t农林水利，工矿企业，财政金融，商业外

。。 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这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天下大治的真实写

照，也是开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记实．保存和延续历史，可以

帮助我们治理国家，借鉴前人的经验，为了振兴开原经济。由此看来，新方志的功用及

其深远意义，是十分明了的了． ．，．，．．

．

·t，、、． ，． ．： 一

我因为领导分工，主管新志的编修工作矿只好当仁不让。写了这篇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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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市副市长 ’文玉民。

开原，位于中国东北之辽宁省北部，历史悠久，交通便利，土质肥沃，物产丰富，

全境总面积为3164平方公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建县，至今已三百余载．

开原自建县起，至中华民国20年(1931年)止，先后共修志书六部，即康熙十七年
版，乾隆五十六年版，咸丰七年版，光绪三十四年版．中华民国6年版，中华民国18年版．

中华民国18年修志后不久，1931年东北沦陷．日伪统治时期没有修志，仅写一部开

原概况．因此，中断50多年没有编修地方志。 ．

一

1980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修志问题后，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修志班子．开始编修

了新志书．开原于1981年初，县委决定建立修志机构，抽调修志人员，开始编修‘开原

县志，，经过十余载纂写，四易其稿，现在终于把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志书呈献给广大读
一 者和开原全县人民，这是各级领导的关怀，修志人员的努力所结的硕果． 。

、、 新编‘开原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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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真实地反映出开原的历史

和现状．本着略古详今，。古为今用和。三新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j一。三性”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原则，在社会发展方面，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
期的内容．在经济建设方面，侧重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业发

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均

。详实地作了记述。 ，’

*

全书共21篇，68章，254节，100多万字．对于开原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党政群

． 团，农林水利、工矿企业，财政金融，商业外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演变逐

一全面地作了介绍， 史料详实，包罗万象，并附有彩色照片40余张，地图9幅，文图并

茂，堪称开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

。

新编‘开原县志>的出版，是开原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加深人们对开原的了

解，也必将为开原的振兴和发展提供启迪和借鉴，充分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治”、

．。教化一的作用． 一 ～ ，
*

，

新志书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市，．县档案馆，．匝书馆以及各委办局等有关单位的鼎
．+ 力相助，谨致衷心地感谢．

修志人员水平有限，志书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修志专家，予以指正．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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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_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6‘

7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真实地编纂开原新志书。 ，

， 。。二、本志记述自清康熙三年(1664年)开原建县至1985年开原县的自然，

社会的历史和开原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

主义建设斗争发展的史实，记载各族人民群众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

精神和英雄业绩。，’ ．

。

一 三、开原建县后，先后编纂六部县志。为了不割断历史，凡本县及旧志

中的大事，都记于新志大事记中。并将1日志序言，开原八景作为附录，载于，
‘

一篇末，以资参考一．．
·

‘

四、本志结构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和附录五部分组成。
、

本志中之概述为全书之纲，主要是从宏观上记述开原县的自然与社会的

‘形成和经济的发展，阐明各历史时期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展

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前景。．； 。。

”

”

大事记为全志的大事提要，按编年体排列，记述开原县有关自然、社会、 ．

人文等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使读者了解开原县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各类专志，是横排门类，纵叙沿革，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要求，

全志共设2l篇，68章，254节．节下设目。各类专志排列的顺序是：建置区划、，

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党社团、政权、政法、民政、劳动、人事、信访、

档案、军事、农业、工业，城乡建设：交通邮电，财税金融，贸易、统计计

量：工商物价、教育科技、文化广播体育、卫生医药、社会。

．。 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祖籍开原或活动于开原，在社会上有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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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革命烈士和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已逝世的著名人士写出传略和英名录。

一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以志为主。在一 ，．

文体上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在文字上力求简明朴实，通俗易懂。

，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朝代纪年，括号内以阿

拉伯数字标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午·。 J

。

七、本志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均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政治运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记于大事记及有r

关篇章。
一

．t

“

．八、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由县直各部、委、办、局提供，部分资料则’r

为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提供，少部分资料摘录于开原旧志，不再注明．

出处。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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