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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以记载历史，问道为传永文化。我们组织力量，历经数载编

慕的《凌水镇志》终于面世了，这既是我街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也是凌水人氏的一件重大喜事。在此，我要向所有《凌水镇志》编慕

人员及向修志工作给予帮助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

凌水镇志;湖流悠久，凌水文化韵脉绵长;凌水山海见证巨变，凌

水人民绘描沧桑。<<凌水镇志》用 26编 60余万字的历史浓缩，记载了

2002年凌水由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之前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沧桑巨变

和文化积淀，反映了具有历史特征、时代特点、地域特色的凌水承载，

成为了镑刻历史的文化名片、吸纳文化传承的归属情怀、启引驱动实

践的未未引领。它倾诉的国弱朝腐、列强欺凌、社会动荡的深重苦难，

追忆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全面记载，传承的文化脉动、

精神凝练、情怀汇来的强街力量，启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坚定信念，让凌水人氏在铭记历史、追思巨变、承载使命、肩

负担当中，汇聚珍爱凌水的心莹，迸发发展凌水的激情，凝聚建设凌

水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凌水人氏历经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伟大转折:凌水镇党委多

次荣获 u大连市先进党委"称号;凌水镇人氏政府统筹推进各项社会

事业全面发展，被坪为辽宁省文明单位、大连市人氏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凌水各社会组织和团体，充分发挥组织引领、协调整合的功能和

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凌水发展建

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凌水人氏顽强拼搏、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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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质朴、智慧创造了凌水历史，汇聚成推动凌水经济健康发展、社

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谱写了建设幸福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壮丽

乐章。

凌水的山水和这片沃土，也培育出了面对日军"不屈兵刃、不惧

火焚、爱国护寺"的圆明和尚、被国氏党杀害的"爱憎分明、勇斗恶

霸"的李庆和烈士、 u赴朝参战、保家卫国"的刘治先特等功臣、 "短

跑名将、为国争尤"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刘长春等优秀儿女。作

为当代的凌水儿女和凌水人民，我们要"修志"以存史、 "读志"以

鉴今、 "传志"以育人、 "用志"以资政，把一个历史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融、厚重底蕴与时代气息相映的凌水展现在人们面前。

回顾历史，是为了史好的传永文明;总结过去，是为了史好的开

拓未来。 2002年，凌7则最镇建街， 2008年，凌水街道划归大连市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代管。凌水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带领全街人民发扬"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精于协作、乐于奉献"的

凌水精神，确定了建设"实力凌水、魅力凌水、和谐凌水、坏境凌水"

的强街目标。展望未未，前程似锦。我坚信，凌水人民将用以史加开

拓的精神、史加饱满的热情、史加开放的胸怀、史加坚实的步伐奋力

拼搏，在凌水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实现全街经济社会向全面发展、

向纵深推进、向新的目标跨越。

.2. 

我们坚信:凌水的明天一定会史加美好!

凌水街道党工委书记
侯卫

凌水街道办事处主任

2016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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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广征博采，存真求实，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

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编基原则是:实事求是，详今咯古，突出地方特点，体

现时代特色，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三、本志体例为述、志、传、图、哀、录并用，志为主体，采取

编、幸、节、目形式，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概述、大事记歹IJ 卷首。概述提纲字领纵述凌水古今事物的轮廓、

特点及内在联系，总领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未体，

简明记述对本镇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卷中设行政建制、臼然坏境、人口、经济综合、工业、农业、水

产业、商贸服务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财政税务金融、

经济管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政权、人民团体、公安司法、军事、

民政、劳动人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体育、氏情

方言、人物等26编，展示镇境面貌和各项事业发展。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凌水镇行政区划为主，区域内市属以上企事

业单位只作简介，与区域有密切相关的内容，择要记述。

五、断限上限一般起自 1840年，少数条目为贯彻历史，适当上湖。

下限止于2001 年末。

六、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皆用阿拉伯数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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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旨20世纪的年代，不另注明。清代以前各朝代用括号加注朝代、帝号、

年号。

七、本志所称解放前(后) ，系指1945年8 月 22 日大连解放前(后)。

八、立传人物为籍属本镇或客籍本镇的已故芳名人物。个另lJ 反面

人物作附传。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以芋系人，散见于各有

关编幸中。为革命烈士列"英名录"。

九、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寺，在行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政区、机关名称和地名，

均用历史名称，必要时注明现名。

十、本志行文依据国家语言文字法及国家有关标准化规定。方言

部分酌情采用相关专业常用方式编辑。

十、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正史、地方志、报幸、刊物、专芳

和区、镇内各部门编写的史料，经鉴别后载入，不注出处。采用的数

据均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未歹lJ项的，则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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