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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幸 作为我西北才是大的工商业城市.自 1949 年 1 月结

来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V 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获得?新

生.至今已莹莹过 1 45 个春秋。在这短挂的，l5 年间.天津的社会、

经济岳貌发生 7 翻天走边的变化.取得 7 月生过以往数百午的奇峰

般的成就和进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过史上谱写丁一也挥

边的乐章。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人民坚定不移

地iE 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立"的基本路钱，解放57巳.锐意改革.开 j石进耳"-，艰苦奋斗，才在进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进入 7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立马写《天津市四十1'--+大事记h 是为?记述天津解放 45 年来

发生的再史性 E 变 • 5L，、扬爱国爱乡均社会主义泼情.增强振兴中

华 J衣兴天津均场史使命惑:同时.屯为各才人士?解天津市情、认

识天津现状、研究天，幸发展.捉住吸务.处;:};奉献。

《天津市四十丘年大事 i乙》客观地再现?天津人民，15 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牛的历史进程 υ 全书以经济社会发展

为主钱.国绕经济振兴、科技进步、教育为本二个主题，准确记述 7

天津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丈 f仁、外事、 4土 a请手才面的重大事件:

充分表现?天津市委、市政府￡确贯彻中央的路坟、方针、政菜，领

导全市人民走过的A牛苟程和取得的尤样业绩:全面3 展示?天津

朝着建设我国北方的商官金融中心、技术先进的住合性工业基地、

全才位开放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大城市迈进均宏伟目际。

《又津市1'9十λ年大事记注以其大量的丰富的纪实材针.给人



f门提供丁一部全新的大型综合性史料，它的特点:一是客观求实，

把记述重点放在党的十一品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阶段，对历史的

记述，采取客观从岛和宜幸且不主妇的革别，做到陈络清楚;二是注

意事物的友展、变化、联幸，把天津置于总形势和大背景之中;二是

使劳动人民入经传，恰当地反映基层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

造性活动;四是体现爱国爱乡和时代精神，教颂社会主义的使越

性，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增强天津人的自豪感;五是呈现天津地方

风格和特立，在材补选编、纪实角度、行文体的等才函，融纪实性、

知识性、可读性、实用性为一体，提高?史抖的整体价值。

纵观天津解放 45 年来的历史，是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发奋图强，百折不挠，干革命，搞建设，把 1日社会遗留下来的破

烂摊子，恢复、改造、建设、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兴旺、社会稳定、主满

生机、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城市的历史。温故品扣新。回

顾 45 年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刽适丁历史，又椎动

历史不断前进。天津 45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15 年来的建设和发

展，为我们斟适 τE 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军 7 丰富的全面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现在，才向已经拉啊，道路已经开通，以

邓 -1、平同志祝寨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丁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天津人

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乎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过去工作坊基

础上，发扬克荣传统，发挥特有优势，解放思恕，实事求是，奋力开

扣，真抓实子，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天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美

好前景己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天津大有希望 i 天津人民有信心、有

能力再是1)挥煌。



目 录

前 干仨3 ;一九六0年….. .... .. . . .……. 180 

一九四九年· 一九六一年……... . .. .. .. .. ..…. 196 

一九五C年…... ... ... ... ... ... 22 一九六二年……... .....…. 211 

一九五一年….... ..... ... ... ... ... 40 一九六年…... .... ..……. 224 

一九五二年.. .. . ~. .... ... .. .. ~. ...…. 56 一九六四年…..... ...... .•. ... ~... 240 

一九五一年………………… 75 一九六五年………~.. ...~ ... 258 

一九五四年.. ~. . . ~ ...…... ... .~. 88 一九六六年... ... ....... .•.•.. 272 

一九五五年……... .....…. 101 一九六七年………......... 279 

→九五六年……... . . . .. .…. 117 一九六八年....... ... ... ... ... 285 

→九五七年…….. . .. . ..…. 134 一九六九年………...... ... 292 

一九五八年. .. . . . ...………. 148 一九七0年……………… 297

一九五九年..... ... ... •.. .•. ..• 166 →九七→年…... ...... •.. ... 302 



-九七二年.... ..• ••.... .•. ... 306 a九八四年……………… 451

干'九七年…. .• . .. ..……. 311 →九八 li年. .. . .. . .. .. . ..…. 474 

-九七四年... ..• ... .•. ••. .... 31 7 A九八λ年. . . ... . .. .. .…… 501 

一九七五年……………… 322 一九八七年……. .. ... . ..…. 544 

一九七六年……………… 328 一九八八年……………… 592

一九七七年... ••. .•. •.. ... .•• 334 一九八九年……………… 639

-九七八年... ••. ... .•. .•. •.. 345 一九九0年... •.• ..…·…… 677 

A 九七九年... .•. ... .•.•.. ... 357 一九九一年…... ...... ... ... 720 

一九八0年. .. . .. .. .……… 374 一九九三年...... ..• ... ... ... 782 

一九八一年……………… 392 一九九年……………… 857

一九八二年………… 4081 后 记

一九八三年………......... 42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1949 ) 

一九 E 九年

一月十五日 中国人民解族军解放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

市 天津。天津市民热黯欢庆天津解歧。 2 月 3 日，新华社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市线司令部公布天津哉役(包括杨村、灰璀等

外围战斗)占主果: Jt:H段 13. 1 万人.俘敌将级军官 29 名，缴炮手余

门、机枪 3500 余挺攻大量旦他物资。

同吕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黄

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斟主任。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告奉行中

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遵照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 :q 
本市实施本'}Ç管制。军管会为军字管制时期全市最高权力捉关 J走

一全市(区)军 'l~ 、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 'j~宜。(此前，为迎接天津

解放.中共中央 f 19，18 年 12 月 13 H ，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
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若 F组建天津市党政领导机

构。并明确接管天津的方针是:肃清暗藏敌人.接管国民党反动政

府的一切政但机构.改造18城市，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复电华北局:南意以黄克域、黄敬、黄火青、许

建国、张友梅、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等 9 [pj 志为天津市委委

员。黄克诚fE市委在记，黄敬ff第 .lfilJ书记，黄大青任第三爵书记。

1949 年 1 月 9 日.搜据华北局屯示，由黄克谣、黄敬、黄火青、许建

国、张友梅等 5 人组成天津市委常委会。)

同白 天津市人民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肃委托黄敬为市长，

张友海为副市长〈来到l职〉。



( 1949 ) 

同E 天津市公安局成立。许建匿任局长。

胃 E 天津市军管会接较自居民党官僚资本经营的中国纺织

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简称天津中纺公司)。该公司拥有 33.8 万枚

宣告绽、 2. 5 万名工人，所属共 7 个厂。 4 月 2 日，天津中纺公司举行

交接大会，清点移交工作完成。(1950 年 10 月 14 日，天津中结公

司玫组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线工业部华北纺织管理局，原羁各纺织

厂改称"国营天津第×梅纺主只厂"0)

同 E 天津新华广播电台于本自中午开始播音。

一月十六 E 天津市军管会颁发金融管理办法、统一货币捷

通办法及伪金元券处理办法。

同 E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正式成立，开始营业。

同日 新华社天津分社成立，开始发福。

一月十七E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北重要海港一一塘洁。

同 5 天津市人民法院成立。王笑一任院长。

同吕 《天津司报》创刊，中共中央主露毛泽东题写了报头。

一月+九 B 天津市人民政府组织慰问团，慰问解放前夕被

国民党军烧毁民房商受害的灾民，并拨 40 万汗救济手虫子 21 日发

放。 22 吕，市人民政府决定再按 350 万斤救济粮。

司吕 经天津市军管会批准，华北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开始营

业，为读者提供大量的解放区各种书刊。

一月二十E 天津市最大的面粉厂一一寿丰公司所属一、二

「先后复工。

一月二十一B 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邀请本市各国立、省立、

市立大中学校教职员进行座谈。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在会上提明党

的文教政策和党对知识分子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他说:我们对文

教工作极为重视，对知识分子一贯撞欢迎、尊重、团结的态度。知识

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是建设新中国不可缺少的。他号召大家全心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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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人虱服务，积极准备复课。同司，教育局召开市立各校会议，指

示迅速复课。至 2 月 5 日，全市有 350 余所公、私立大、中、小学校

正式复课。

一月二十二E 天津市军管会召开各大工厂企业产业工人座

谈会，征求对军管会各项措施、目前的复工复业以及今后天津建设

方面的意见 o 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市长黄敬主持了座谈会。

同5 塘洁私营京利藏厂恢复生产。(永利碱厂全称"永利化

学工业公司塘沽哥哥碱厂"为天津旱期著名实业家、被毛泽东誉为

"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范坦东于 1916 年筹建。 1924 年 8 月，永

利碱厂开工出喊，揭开了中国乃至豆圳崭碱史上的第一页。)

-}:1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天津市旧有税收及房屋

问题的指示》。指出， I日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该一律暂时照旧征

歧，使市政府能有自己的经费;对于房产问题，指示要求，不要提出

或暗示分配房屋及减饪雳程的口号。

国 B 天津市商号有 70%复业，市场 E 趋活跃。市内公用交

通已全部恢复。

fcJ B 天津市军管会接管华北最大的汽车工厂一一平津区汽
车制配厂主要部分(即在津部分) ，并己部分复工。

一月二十五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出通告，更改部分路桥名

林。"中正路"改为解放北路f中正桥"改为解放桥。

一月二十六 E 华北总工会筹委会天津办事处成立，李蘸信

任主任，丘金任副主任。

-}:1二十七吕 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北平天津解放口号。

同 B ((天津日报》报道，市军管会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

格执行"各按系统，自上面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分财

经、文教、市政三大部门，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机关、工厂、仓痒、银

行、铁路及学校等全部完整接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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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三十一B 中罔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如平解

放。 2 月 1 日，天津市各界人民热烈攻庆北平解攻。

二窍 -8 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委任各区区长。

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电贺解放平津的伟大在利。贺电指出，

"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市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棋，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性和i在一起，已经

费定 f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国基陆 o " 

二月五吕 天津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等分

黯成主临时职工代表会，以椎动职 E学习祀举办福利 'jç业。

同 s 天津北平、天津 出悔关的铁路正式通车。

二月六吕 天津市工商局和市军管会贸易娃.为稳定物价及

便于外地各公营企业来津采购物资，成立夭津市信托公司。社新波

fH圣王军。

二窍七5 天津市各厂驭工代表在宁园集会，纪念"二七"子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6 周年，市军管会主任黄克喊出席会议并讲

话，号召职 E努力恢复气发展生产，职摄支援解放战争。

二月八日 南厅大学白花洋大学教师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

拥护中共 8 项剧平主张。 0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

的声明)).提出了 8 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手谈判的基

睦。)

二月十一吕 天津市程务局成立。王南秩任局长。

二窍十三日 天津市各界群众 14 万人集会辞行，庆祝平津解

放。市长黄敬在会上号召全市人民克服困在，建设新天津。大会通

电拥护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主张。

同 5 天津曹备区(天津市普备司令部〉成立。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III 司令员、政治委员萧劲光兼

任司令员，黄克城兼任政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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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 E 天津图书馆对外开放。

二丹十八吕 天津市学联筹委会召开首次代表大会.选出参

加华立学联委员及出席全国学代会代表 D

二月二十日 为承担天津解放后训练党员和干部的任务，中

共天津市委决定，斥办"天津市政治训练班"对内称"中共天津市委

党校"。训练班主任刘刚锋、副主任都明(解水光人 0953 年 1 月.

经市委主在准，天津市政治训练班正式改名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0)

二月二十二E 为减免商人中间和i哉，购得较廉挣的日用品，

天津市第一个市~消费合作社在八区二十七街组或，并开始程誓

小米、玉米面 o

二月二十三 B 天津市军管会颁发军字第 9 号布告，限定嚣

民党、兰青团等各种反动组织接黯登记，如有隐匿不接或i苔谋活动

者决予严忌。 4 月 19 日，{{天津日报对在道.市公安局先后逮捕拒不

登记的国民党等反动党自重要特务分子 35 名。

二窍二十四 B <<天津吕报》报道:冀北电力公司天津分公司

供电线路全部撑复。该公司原为国民党官穰资本企业，也是国畏党

"资漂委员会"8 大机持之→。

同 B 天津市自来水厂主人王连凯自行设计量水所用水表制

造成功。过去本市所用-般7l<去.大多来自国外和上海。

二窍二十五 B ((天津臼报》报道:本月中旬以来，津市费椅上

涨。市军管会贸易处棋食部积极组织稳食出售，以全噩平抑粮价，

进-步稳定稳食市场。

二R二十七E 天津《进步自报》创刊。该摄于 1953 年元旦与

上海《大公报》合并，在津出极《大公摄)}; 1956 年由津迁京出瓶。

二月二十八 B <(天津日报》摄道，市人民政府为培养新 E毛主

主义政权行政干部，决定或立天津市行政学校。博文坛任校长。该

校于 3 月 11 日举行开学典礼，市长黄敬参加典礼并讲了话。

b 



( 1949 ) 

三月 -8 中国人民解就军南下工作团在津招生，南开大学、

北洋大学学生成批报名 o 南下工作园招考在平津地区所有有志于

人民解放事业，决心南下参加人民的接收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和各

种专门技术人员。该团总团长为i罩政，副总昌长为陶铸。

三R 三 8 (<天津吕摄》报道:私营东亚、仁立、启薪、中天等

10 余家工厂复工。

同 5 天津《盖世报》经军管会清理审查后，决定予以封坷。该

报财产属于普通私人资本，发还原主。

三F.l1m 8 天津市与上海、南京、汉口、青岛及全国各大城市

间的电报正式通报。

三月六 B 为了保肆职工生活，天津市贸易部门自东北运来

1. 2 乞汗玉米。华北恙工会筹委会天津办事处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商讨保管及分配办法。市长黄敬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三男八E 剌杀李兆麟将军的主要凶手阁慰虱在津被擂。(李

兆鳞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中

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 1946 年 3 月在哈朱滨市被国民党军统特

务杀害。〉

三月八 E至九日 天津市各界妇女代表会议召开。会上选出

出席全国和华北妇代会的 10 名代表及市妇联筹委会委员。 13 日，

召开天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筹委会议，会议确定本市妇女

工作方针是:动员与组织以女工、贫苦家庭妇女和职韭妇女、女学

生为主的全市各界妇女，积极参加新天津的建设工作。会议选举罗

云为市据联筹委会主任。

三尾九B 天津市人民政府为撞行市政，整顿户籍.颁布《户

籍登记管理暂行规则儿

三月十二日 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

型的决定》。决定撞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园，是今后开展天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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