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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反映红旗镇经济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红旗镇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事，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它必将对我镇的两个文明建设

发挥出巨大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红旗镇境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

此繁衍生息。岔鞍村发掘金、元时代的“秃山墓群”、“犁杖沟

墓群”就是历史的见证。由于民族兴衰、战乱、王朝更迭。至

明末境内人烟绝迹。清朝初年又始有先民在此定居繁衍，逐步

形成村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境内是中E1甲午战争和日俄

甲辰战争的战场之一。战乱和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致生产力

发展水平低下，人们的温饱难以维继，精神生活极端贫乏。

解放后，红旗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以主人翁的姿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

建设新家园o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鉴于本镇地域城乡交错，

社名难于用地名称谓，经省、市批准用象征革命、前进和胜利

的“红旗”命名了政社合一的组织——红旗人民公社。公社化

后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省、市闻名的

业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镇遵循改革、开放、创新、发

展的方针，不断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o 1983年政社分设，

建立乡政府。继而撤乡建镇，经济实体改为渤海农工商总公

司。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渤海企业集团，使镇内企业机制、体

制、管理、经营、规模等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林、牧、

副、渔、工、商、建、运、服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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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企业群

体。借助天时地利人和，1984年，全镇集体总收入在大连市

乡镇中率先突破亿元大关后，连年迈大步，上台阶。进入90

年代，全镇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o 1998年，渤海企业集团

固定资产原值达15．5亿元；全镇实现总产值42．6亿元，总收

入53．8亿元，利税1．7亿元，集体提留3．3亿元，劳均收入

8900元，人均收入6000元o 1999年，实缴税金首次突破亿元

关o 2001年，全镇实现总收入57亿元，利润4．1亿元，实缴

税金2．7亿元，当年固定资产投资1．7亿元，人均收入10000

元，劳均收入达13000元。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一齐上的工作方针，在取得丰

硕的物质文明建设成果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体育、文

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样有了卓有成效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对

山、水、林、田、路、宅的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村容镇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城市近郊区镇泰民安的文明镇展现

在人们的面前o 2002年，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红旗镇人

民政府改为红旗街道办事处，从此红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胸怀大志，以兴国安邦为己任

的红旗人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勤奋、求是、

托起红旗；文明、创新、追求卓越”o

历经四年的耕耘，值此《红旗镇志》出版之际，谨向镇志

编纂人员和支持、帮助《红旗镇志》编纂工作的市、区档案馆

以及区史志办等单位和人士致以谢忱。

中共红旗镇委员会 书 记
．

红旗镇人民政府镇 长 吖撇
， v|

大连渤海红旗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一

二Oo二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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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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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广征博采，

记述红旗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

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编纂原则是，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体现时代特

色，突出地方特点，发挥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三、本志体例为述、志、传、图、表、录并用，志为主

体，采取编、章、节、目形式，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总述、大事记列卷首。总述提纲挈领纵述红旗镇古今事物

的轮廓、特点及内在联系，总领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辅以记事本末体，简明记述对本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卷

中设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I：／、农业、工业等20编，展示

镇境面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红旗镇行政区为主，与区域密切相关

的内容，择要记述。

五、断限上限一般起自1945年8月22日，少数条目为贯

通历史，适当上朔。下限止于2001年末。

六、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皆用阿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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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朝代用括号加注朝代、帝

号、年号。括号内纪年均用汉字。

七、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8月22日大连

解放前(后)o

八、为革命烈士作“英名录”o为获区级以上政府授予荣

誉者及获国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设章列表。

九、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的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政区

机关名称和地名，均用历史-3时名称，必要时注明现行地名。

十、本志数字的用法、计量单位的使用、汉字标点符号的

使用，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正史、旧志、报章、刊

物、家谱、专著和镇内各部门与镇直属单位编写的史料以及口

碑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不注出处。采用数据，均以统计

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末列项的，则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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