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副主编
赵建国
鲁殿华

运

乔峰-I『松⋯I)(．占编委会

辽。j。人比⋯版十I：



雪乏{

松
主编赵建国
副主编鲁殿华

赤峰市松山区志编纂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

喜志冬臣



赤峰市松山区历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赤峰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庞文生

|lJ=l=ff：赵育新关我华周 文囹
委员阎跟阳．李相文季秀良

薯忠志曲凤仪匝圈
何秀云韩桂芝周证乎

刘勋阁于树云程志新圃
舍仍道尔占 梁顺田刘君

赤峰市郊区地方志首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巴塔尔 、

副主任王美英孙景儒周文阎跟阳

委 员李坚王剑虹李相文苗春雨 韩天良王光张忠志圃
赤峰市郊区地方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

主任邱富

副主任关我华王美英刘志轩李坚

委 员王凤阁李桕文圃赵喜李庆云刘连贵孟庆环鲁殿华
段振奎张忠志 ·

’

赤峰市郊区地方志第三届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宋振国回登勤

主任周玉

副主任王剑虹张玉平董文海
’

委员于天慧曹有席李相文王凤阁宋家安段振奎吴广生郝其福

杨春悦李庆云刘永昌赵建国

赤峰市松山区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回登勤

主任李学玉

副主任钱海峰郑喜春于金林王剑虹王玉清

委员吴广生程凤泰卢天君戴书文杜梦骧宋家安马春明杨存悦

刘振富王振华刘树赵建国

顾问潘喜廷王俊英董信

松山区志办公室

主任赵建国

主编赵建国

副主编鲁殿华

工作人员李忠本李耀三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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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松山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驰名中外的。红山文化一发祥地，也

是中国北方诸多草原民族繁衍生息并与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胜地。松山区

有5 955平方公里的土地，西山东川，地下各种矿藏丰富，地上平畴沃土，河渠

纵横，林网棋布，水草肥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物阜民丰。．以盛产谷子、高

粱、玉米、大豆、大麻等，以及矿产黄金、煤炭和牛羊肥壮著称于世。早有。金赤

峰一之誉。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西辽河上游熠熠生辉。解放后，尤其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成为国

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年产双万两黄金县。乡镇企业方兴未艾，市场体系健全，流

通渠道畅通，各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郊型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塞外赤峰市松山区，人杰地灵。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的历史年代里，各族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

了贡献。今天全区勤劳、智慧的50万各族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康庄大道阔步前进，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松山区前无旧志。《松山区志》编纂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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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全面记述了全区的

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全志臻于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松山区志》的出版问世，对于借鉴历史，服务当

今，垂戒后人，无疑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松山区志》，主要记载了有清以来三百余年的历史。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由

盛而衰，由赫赫天朝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局部沦为殖民地社会，又转变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缩影。全志记载了全区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

争，可歌可泣的业绩。既有胜利与成就，又有挫折与徘徊；既有成功的宝贵经

验，又有失败的深刻教训。对前人留下的这些宝贵财富，要认真总结，善于研

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将对我们振兴松山区、建设松山

区大有裨益。 ，

《松山区志》，凡言百万，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文笔流畅，突出了经济建设，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同时记述了建置

沿革、自然环境、物产资源、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学技术、文物古

迹、人物风尚、民族习俗。充分反映了先辈们创业的艰难困苦和光辉业绩，反映

了全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搜集、辑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和史料，是一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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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性的“百科全书劳。这部区志对全区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都是具有丰富说

服力的极好乡土教材。从而，激励人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

松山区的热情。

《松山区志》编纂成书，得已出版发行，是全区党、政领导自始至终重视，各

部门大力支持，有关专家学者指导帮助，全体修志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

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共赤峰市松山区委员会书记幻答夕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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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历经编辑人员披阅十载，增删数次，心织笔耕，艰辛努力，终于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六周年的大喜日子，与广大读

者见面了。这是松山儿女向祖国母亲敬献的一份生日礼物。这部纵贯古今，横

汇百科的宏篇巨著，真实地记述了我区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传统、

多采的容颜。它的问世，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惠及子孙，意义十分深远，其影响

面，远远超越了著书本身的范围，将鼓舞和激励松山区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奋

发向上，锐意进取。

在松山这片热土上，孕育了驰名中外的红山文化，养育了勤劳、勇敢、智慧

的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松山人从结束原始农耕到投入现代化建设，在

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几度风雨，几度辉煌，饱经沧桑。旧社会，这里兵

燹匪患不断，百姓啼饥号寒，大地满目疮痍，漫漫长夜无日月。解放后，全区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

劳动，在这“风沙曾使田庐没一的荒原上，开垦出片片绿洲、顷顷良田，兴建起处

处村镇、条条公路、座座厂矿，结出了累累的科技、文化、经济之果；以鬼斧神

工、浓墨重彩，把古老的松山装扮得分外妖娆。昔Ft的松山州，如今已经成为物

阜民丰、百业俱兴、欣欣向荣、闻名遐迩的社会主义新兴经济区。正是时代的呼

唤、改革的呼唤、人民的呼唤，《松山区志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旋律，应
运而生。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志书，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松山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

创未来的社会效益，堪称区内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值得一读的。资治通鉴一，对

于领导者全面掌握区情，研究规律，制定科学决策将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一部活生生的乡土教材，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

书。在松山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祖

国的昌盛、家乡的富庶，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的光辉事

迹将永远催人奋进。对于远在异乡的游子来说，则是一部了解乡情的难得的

。百科全书"，读了它，可以从中受到感奋，进而激发热爱松山、建设松山，报效

家乡的热情。

《松山区志》在撰修过程中，受到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悉心指教，得到

了区内外各界人士的真诚合作与支持。以赵建国、鲁殿华为主编的写作班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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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以来，历尽三千六百天的艰辛，坚持寒暑不辍，几乎无日不在“爬格子一，从

未懈怠。他们或奔波于千里之外的繁华城镇，或涉足于荒僻山庄的农家茅舍，

阅览了浩如烟海的文史、档案资料，查访了许多知情者和见证人，做了大量考

证，反复辨疑析难，探本溯源，删芜撷秀，精心谋篇布局，真可谓字字耗心血，句

句见精神。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价值连同他们的名字，已载入了松山史册。值此

春华秋实季节，我向参加修志的编辑人员和为编纂《松山区志》做出贡献的各

界朋友，特别是那些被誉为“活地图一、“活字典劳、。活教材一的老前辈，一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衷望现代松山人利用闲暇之时，品味研读《松山区志》，。鉴前世之

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踏先驱之足迹，继前辈之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 矗
199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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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松山区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

述赤峰市松山区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和地区特

点。

二、本志约120余万字。全志设36篇，168章，521节，目以黑体字表示。

，三、志书上限根据史料因事而异，上溯至事之发端I下限一般到1990年

底，特殊事件延至1994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而以志体为主，概述部

分以述为主，问作评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人物志》分传、简介、录三部分。人物传记载在松山区(赤峰县、市、郊

区)历史上作过贡献，产生过影响的各方面重要人物的事迹，人物简介简记本

区在世知名人士简历，宜存桑梓；烈士英名录，收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革

命烈士，褒扬英名。 ．

六、本区建置、区划变动频繁，志中按历史建置称谓、范围记述；本志完稿

是在改称松山区后，故为《松山区志》。

七、文中出现的。解放前后一，系指1945年8月15日第一次解放前后；‘‘新

中国建立一系指1949年10月1日。

八、志书中所记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九、复制历史上的区划图未作改动。

十、本志资料采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及由松山区委、区政府所属各部门

提供，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各项统计数字以本区统计局提供的为主，兼采各类

综合报告、专题调查之数据。工农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亦称可比价格)计算：

1949—1957年用1952年不变价格；1957—1971年用1957年不变价格；

1971—1981年用1970年不变价格；1981～1990年用1980年不变价；从1991

年开始用1990年不变价格。1958年后，在工业总产值中将乡镇(公社)村(大

队)办工业碾米、磨面、屠宰、缝纫等划归农业总产值。从1984年起把乡镇及以

下工业总产值划归工业总值。

十一、本志纪年、计量、行文等，皆按国家有关规定撰写。引用旧史料时，仍

沿用原纪年、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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