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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市长马延利

“盛世修志”。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鞍山市志》丛书，陆续出版问世。它

’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

． 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都的科学文献’，

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对外开放城市

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

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纪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中国最

大的“鞍山群”铁矿藏，世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群”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

’，的地下。全国1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的城郊。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战国

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

场；明代，兴建“鞍山驿"、“长甸铺”、“沙河铺"，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

文化遗迹。所有这些，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明鞍山历

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资源被掠夺，河山被践

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没有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

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继，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

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在前进中虽曾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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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情。鞍山正在发生

着新的巨大变化。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部发展史。

今日鞍山，它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拥有机械、化

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

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有“四山一水五分田"，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

条件。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城乡统一市场、城

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

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商业、金融等事业，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编纂地方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鞍山市志》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

料，再现了鞍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美丽的大自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丰富

多彩的生活，展示了它在社会主义阶段已走过的历程。我坚信，它作为一部上载

天文、下载地理、中括人间事物的地方百科全书，必然起着总结历史，服务现实，

鉴戒未来的作用。

《鞍山市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大常

委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和鞍山市政协的关怀，自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有识

之士的支持，它是经过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作者呕心沥血完成的。

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为此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1988年10月1日



序 二

鞍山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侯华昌

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从事生产的物质基础。鞍山市

4749．14平方公里的境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沃土，地表土地膏腴，物产丰富，是

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地下宝藏丰饶，蜚声中外，祖国的钢都就在这块土地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来，围绕着土地问题，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剧烈的革命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但

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反映鞍山土地情况的文献很少，系统的可供存史资治

的史志更属缺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山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全面繁荣昌盛的时

期。盛世修志，在中共鞍山市委和鞍山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倡议下，一部空前翔

实的反映社会主义鞍山的市志正在编纂。鞍山市各委、办、局也纷纷组织专门人

才，编纂专业志。为全面反映鞍山市土地及土地管理工作历史，使土地及土地工

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鞍山市土地管理局于1987年成立伊始，

便组织编纂班子，着手编修《鞍山市土地志》。于1989年1月完成下限到1988年

的《鞍山市土地志》初稿，但感到该稿“略古”有余，“详今”不足，于是，经与市志办

有关领导磋商，决定将下限延至1990年，以补厚今之不足。经与修志同志协商，

再接再厉，历时一年，到1991年5月续编完成。在编纂工作完成后，承蒙国家土

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同志为《鞍山市土地志》题写书名，给本志全体编纂人员以

极大鼓舞。

四年来，修志人员战酷暑，斗严寒，跋山涉水，搜集资料不下三百万字，又经

过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纂志二十万言，杀青付梓。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各有关部

门和有关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我谨向完成土地志的全体同志，以及支持完．

成本志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鞍山市土地志》在志稿完成后，经局志编委成员多次审阅讨论修订，但苦于

资料苫乏，；Ⅱ之成书时间仓促，人力有限，遗漏和舛错均在意料之中，敬请读者予
以指正。

1991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在社会

i’。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精神，历史地唯物地记述了鞍山市土地开

发、管理、利用的史实，力争探索其规律、特点，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_‘

。

●

：

二、本志书的编纂，本着对文献资料广征博采，经过研究筛选，按照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玉弃瑕，适当地叙述史实，注重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管理
。

工作中的政策、成效、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管理工

作的改革与发展，以反映土地管理工作的全貌。

三、本志书年代，上不断限，适当追溯，有史则记，下限断于1990年末。

四、本志写作，本着事以类聚，横排纵写的方法记述。概述简要记述鞍山市的

土地和土地管理的全貌；大事记以时系事，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办法。

‘志的部分采用章、节、目结构，节下需要立目者则立目，条目中层次用黑体字和阿

拉伯数字排列。文字采取语体文，引文保持原貌加以括引。计量、数字、纪年按国

4家规定标准书写，力求规范。

五、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并配以图片。图表嵌入文字记述之间；照片除卷首

彩照外，配合文字，适当插入实物及景物照片。

六、本志的称谓书写是：对组织机构或地名均沿用当时称谓，对日伪军政机

构加以“丑伪”字样以示区别；对人物直称其名。

七、本志资料多源于市、县档案馆室，并广乏征集于土地管理系统及统计、城

建、房产、规划、农业等部门，并大量吸收了报刊有关内容与知情人士的口碑材
_^

●

料。

八、本志附录部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以及遴选的新中国、辽宁省

和鞍山市制定的有关土地的重要文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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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鞍山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地理座标为东经122。10’～123。137；北纬40。27’～

41。347。城区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府广场为中心点的地理座标为东经122。

59
7

46"，北纬4l。06’50Ⅳ。城区北距辽宁省会沈阳89公里，南距港口城市大连308

公里。全境东西宽87．6公里，南北长120．9公里。东北与辽阳县相接，东南与岫

岩县为邻，南与营El县接壤，西同盘山、北镇、大洼县相连，西北接黑山县及辽中

县。地域总面积为4749．14平方公里，占辽宁省面积的3．3％。其中耕地面积为．

1823．3平方公里，占地域总面积的38．39％。

鞍山地域处于东北平原南端，土质肥沃，盛产玉米、高粱、水稻、大豆，是全省

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这里地下的铁矿石、镁砂、滑石和油气等矿藏资源丰富，已

经成为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具有工业生产的雄厚基础。东部山区的林果蚕业，

中部的蔬菜生产，沿河一带的水产养殖，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加之

这里风光优美，交通便利，为发展旅游疗养事业和x寸)t-开放创造了光明的前景。

鞍山地名源于市区南7公里处有形似马鞍的两座山而得名。早在公元907

年至1125年的辽代，由于战事连绵，统治者为扼守要冲，就在辽阳、海城两座古

重镇之间，两座马鞍形山东西对峙、一条杨柳河南北贯通的峡谷里，建筑一座高

数米、周长数里的方形土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土城的基础上，建立“鞍

山驿’’，平时用于传递信息，战时便于置兵扼守。19世纪末期，1896年沙俄胁迫清

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东清铁路的修筑权，1903年东清铁路南满支线通

车时．在鞍山驿堡北二公里处的开阔地带设置鞍山火车站。1905年的Et俄战争

结束后，沙俄将建成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及其附属地转让给El本。1909年，El本

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秘密在鞍山周围探矿，1917年开始建

制铁所，同年4月，将鞍山火车站迁至鞍山制铁所附近(即今鞍山火车站址)，从

此，日本殖民者围绕鞍山车站竭力扩大铁道附属地。当时“满铁”在车站及立山车

站的附属地总面积为435336．46平方米(o．44平方公里)，为扩大铁道附属地，

“满铁”地方部拟定了以鞍山火车站为中心，东至东山，西至今铁西十道街，南至

污水沟，北至铁西区运粮河及铁东今和平路、永昌街，面积约为20．1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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