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市档案志
一。=o一

，／7／／一一一

辽海出版社



，{

i f

：
f

．{
热}

》 鞍I]j市¨山。-心2
主编 张吉凤

辽海出版社

1997·沈阳

J，¨：_√，—，—■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鞍山市档案志／张吉凤主编．一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7．7

lSBN 7—80638～351—4

I．鞍⋯I．张⋯I．档案一文化史一辽宁一鞍山

Ⅳ．G279．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2906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邮政编码110001)

鞍山市中环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字数：470千字印张：22插页：8

印数：1--2000册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70．oo元

盘

簟



《鞍山市档案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编委：

张吉凤

李殿英赵寿安

马连明 朱雪音 李玉兴 张颖

范士华一周芳丽徐成琴～

(按姓氏笔划为序)

《鞍山市档案志》编辑人员

主 编：张吉凤

副主编：李殿英赵寿安马连明

责任编辑：李良秋单庆

编 辑：王兴霞王众生 王志忠 朱雪音

李玉兴李晓恕杨琳徐成琴

(按姓氏笔划为序)

厂k
3

■绣绂曩lll参

～_



《鞍山市档案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编委：

张吉凤

李殿英赵寿安

马连明 朱雪音 李玉兴 张颖

范士华一周芳丽徐成琴～

(按姓氏笔划为序)

《鞍山市档案志》编辑人员

主 编：张吉凤

副主编：李殿英赵寿安马连明

责任编辑：李良秋单庆

编 辑：王兴霞王众生 王志忠 朱雪音

李玉兴李晓恕杨琳徐成琴

(按姓氏笔划为序)

厂k
3

■绣绂曩lll参

～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坚持依法治档，发展有鞍山特色的档案事业

(代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10周年之际，《鞍山市档案志》与广大

读者见面了，这无疑是让档案走向社会，让社会了解档案的一项重要举措，是

我市档案工作取得的又二丰硕成果，是献给《档案法》颁布10周年的一份厚

本乙。

《鞍山市档案志》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以翔实、丰富的档案史料浓缩

了我市档案事业48年的发展史。翻开这部厚重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我市档案工作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是形成了以

档案局为领导、以档案馆为主体、以档案室为基础、以档案法制建设为手段、

以档案教育为后备、以档案科研为先导、以档案宣传为环境建设力量的档案事

业体系。二是初步建设了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具有专业

理论知识，又具有法律、经济及现代科技知识，适应我市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
专业队伍。三是档案业务建设不断加强，规范化、标准化程度及现代化管理程

度正日益提高。四是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正在

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这部历史还表明，档案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

开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关注，更离不开全

市广大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我相信，《鞍山市档案志》的编辑

出版，作为我市档案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总结过去，服务现实，

面向未来，进一步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更迫切地要求档案工作

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档案工作应该也必须在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和管理方

法、服务水平上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就要求全社会进一步贯彻实施《档案

法》，提高社会全员档案意识和档案法制观念，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1 。



共同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纳入议
事日程，切实解决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

执法主体的职能，提高执法能力，加大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同时强化宏观管理，大力推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现代化管理。广大档案

工作者要继续发扬敬业爱岗、甘于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业务建设和自身建

设，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鞍山市档案志》是广大档案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共同智慧的结晶。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借此机会，我向为此书顺利问世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编辑

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祝愿全市档案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谱

写出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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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鞍山市档案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鞍山地区档

案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二、《鞍山市档案志》分为概述、大事记、档案工作组织体系、档案行政管理、

档案馆、档案室工作、档案专业教育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学

术工作与档案科学技术研究、人物、附录等10章，章下为节，共设24节，节下设

目，共设76个目。

三、本志书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及档案业务建设的记述，以现行区划为主，对原

归鞍山管辖的辽阳市、辽阳县亦有记述，原则上以划归、划出起止，但为了保持历

史联系，准确、全面地反映档案工作的发展脉络，对岫岩县划归鞍山市之前的档案

工作亦做了粗略的记述。‘

四、本志书内容时限，上限未做限定，下限截止1995年，根据全市档案工作的

实际，个别重大事件延至1996年。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编纂原则，主体内容

是1949年至1995年。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数字的使用基本上按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7家联合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要求，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

五、本志书内各种机构的称谓一般使用全称和通用简称，即在该机构第一次出

现时，均用全称、多次出现，尤其在同一节、目中多次出现的机构名称，酌情采用

通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员会”、“鞍山市档案局”，一般简称“中共鞍山

市委”、“市档案局”等，专用名词术语的处理方法同上。

六、为了客观、准确地反映鞍山地区档案工作发生发展的历史，本志书在体裁

上采用了述、记、志、传、录等诸体，辅之以照片、图片、表格，以文字记述为主，

力求用史实说话，寓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不妄加编者的观点，在写法上纵横结合，

横排纵写。

七、在人物传记方面，在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的同时，鉴于档案战线的实际状况，

对仅有的3位市级劳动模范均立以小传，并对受省、市表彰的先进工作者收入名录，

以资褒奖。

八、本志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在记述中大多为综合汇总材料，引用原文较

少，故未标明出处，大致有档案材料和各有关单位报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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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鞍山是以钢铁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城

市，是全国20个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之

一，因市区西南有双峰对峙，状如马鞍，故

名。鞍山位于辽东半岛中部，北距辽宁省

省会沈阳市89公里，东距煤铁之都本溪市

96公里，南距外贸港大连市308公里，是

辽东半岛经济区的腹地，连接沈阳、大连

等中部城市群的纽带和桥梁。地理坐标位

于东经122。107～123。41’，北纬40。～41。

34’。全境南北最长175公里，东西最宽133

公里，总面积为9252．35平方公里，占辽

宁省总面积的8．4％。

鞍山形成现代化的都市，是近80年来

伴随着鞍山地区铁矿的开采、冶炼而开始

的。1916年，日本侵略者为掠夺鞍山的钢

铁资源，以欺诈手段在鞍山“收买工厂用

地”，次年建成第一座炼铁高炉。1918年成

立“鞍山制铁所”，逐步建设成为初具规模

的钢铁联合企业——“昭和制钢所”。1937

年12月1日，日本侵略者将辽阳县第六区

(区址今八卦沟)所辖南、北沙河，前、后

立山等8个村屯及第七区所辖的柳西屯、

八家子、南大路、北大路等5个村屯，共

13个村屯，同其在鞍山、立山火车站侵占

的“满铁附属地”合并，置鞍山市，隶属

伪奉天省管辖。其后，又于193,9年、1940

年两次扩大市区面积，达150．8平方公里，

人口达20．7万人，是为鞍山市建市之始。

鞍山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中

国历史上各个社会阶段，我们的先人创造

出了从远古时代的石器到汉代墓葬、明代

城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境内考古发掘出

来的小孤山古人类遗址及石器，春秋战国

日寸期的货币“燕明刀”，汉代的古墓葬群，

唐代至明代的古城池遗址，都是先人为我

们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样，也为我

们留下了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以来的

地契、房契等珍贵的档案史料，标志着鞍

山地区档案和档案工作已有着近200年的

发展历史。

鞍山地区有组织的、初具规模的档案

工作历史可以溯源到日伪统治时期。1909

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进了

钢铁资源丰富的鞍山地区，开始秘密调查

鞍山铁矿资源。1918年5月正式成立了

“鞍山制铁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于1933年6月

成立了“昭和制钢所”。在其掠夺钢铁资源

的同时，也建立了为之服务的档案工作，形

成了大量的档案和资料，开展了档案、资

料的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并先后制定

了有关文书、档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1934

年颁布的《奉天省文书处理规程》，就对文

书的收发、拟稿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在

《奉天省公署文书编纂及保管规程》中规

定：已结文书(指处理完毕转为档案的文

书)应按关系书类或日期加以编纂(整理

立卷)，每册首附记件名目录，卷皮注明所

·属年度、编名(指案卷标题)及保管期限，

已结文书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10年、3年

和1年4种。

1937年12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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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所谓撤销“治外法权”和“满铁附属

地”移交的同时，撤销了“鞍山地区事务

所”，成立了“鞍山市公署”，并在鞍山市

公署庶务科下设立了专门从事文书、档案

工作的文书股，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市公署

的文书和档案工作。这一时期形成了大量

的档案和资料，涉猎的内容也较为广泛，主

要有鞍山市公署、鞍山宪兵队，鞍山警务

处、鞍山商工会等机构形成的政府组织表、

议员名单、伪满军政概况、政治经济法规；

东北三省官绅表、警务处股长以上名单、宪

兵队特务日记、伪满陆军名册；鞍山洗染、

金融、医疗卫生、运输等行业调查材料；关

于鞍山的物产资源、文物古迹、民族人口、

宗教、商业物价、教育卫生、政治经济形

势、工人生活、特殊会社等方面的调查材

料；伪满警察工作细则、审讯笔录；鞍山

宪兵分团日报和月报、军事警察月报；伪

满警察及街村长名册；伪满地契、土地执

照、房屋卖契、土地台帐、房产租金原帐；

日伪时期鞍山商工会的组织事务规程、财

务预、决算报表；对昭和制钢所所用水源

调查报告书等等。

1946年4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窃取

抗IJ战争胜利果实，先后在鞍山成立了

“国民党鞍山市党部”和“国民党鞍山市政

府”等机构，在接收日伪档案的同时，分

别在市党部总务科和市政府秘书室下设立

了文书股，配备专门人员负责管理接收的

和自身形成的档案，建立起档案工作。这

一时期的档案工作较日伪时期有所发展，

立档单位明显增多，表明从事档案工作的

人员增多；除制定了部分文书、档案工作

制度外，还开展了征集国史、抗战史档案、

资料工作；形成的档案基本上反映了从

1946年至1948年国民党统治鞍山3年间

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主要

有国民党鞍山市党部、鞍山市政府、军统

局鞍山组组织名册和系统表，立山、陶官、

千山、永乐等各区职员、保甲长和部分户

口统计册；国民党党员、职员身份证、入

党申请书、入党证明书、市党部任职、甲

种公职候选人名册、登记簿；国民党鞍山

市政府、警察局、军事稽查处、蒋军联勤

总部签呈的密令、规则、人员名册、人事

调查表、公务员履历表、人事任免令及证

明；关于警政工作、警风警纪的规定、办

法、指示；国民党鞍山市警察局工作日报；

关于省内各县县长、公安局长任免令和征

集国史、抗战史、惩办叛国人员等工作的

规定、办法；关于干部管理、组织管理的

命令、规程；关于公职选举、户籍保甲登

记、建立地方武装等工作的规定、办法、计

划；国民党三青团鞍山分团组织规程、团

员名册、履历表、委任状、团务会议记录

等以及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鞍钢有限公司

和东北电力局鞍山支局等机构形成的往来

文书、统计表簿等。

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设置机

构、配备人员，开展了档案工作，并形成

了大量的档案，但其对档案工作和档案的

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日伪和国民党统治

当局在溃逃前夕，除运走部分珍贵档案、资

料外，对余下的大部分档案、资料大肆破

坏，进行焚毁，使初具雏型的档案工作和

档案损失殆尽。

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中共辽南一

地委和辽南一专署进驻鞍山，代行中共鞍

山市委和市政府职能，在发动人民群众建

党建政、恢复生产、打击敌特和支前支战等

工作中，建立了属于人民民主政权的档案

工作，但由于当时战事频繁，百废待兴，初

建的档案工作发展缓慢，形成的档案材料

也很少，仅仅是围绕当时中心工作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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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档案，主要有辽南一专署、中共鞍山市

委、市政府的各种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和总

结；关予党和政权建设、机构编制、干部任

免、管理等方面的决定、通知；关于丈量、平

分土地、土改纠偏和动员人民群众支前支

战的文件；关于取缔、打击封建会道门和反

动党团活动、镇压土匪、特务、加强社会治

安的材料；关于发动工人护厂、献交器材、

开展生产竞赛活动的材料等，涉猎的范围

很小，形成档案材料的数量亦很少。

鞍山地区档案工作的真正建立是在

1948年12月中共鞍山市委成立以后，在

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上级档

案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

注、支持下，鞍山市的档案工作得到了迅

速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鞍山地区的档案工作从1949年初至

1995年底，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

一、档案工作创建时期

档案工作创建时期，即从1949年初至

1957年底，这一时期主要开展了以下四项

工作。

一是建立了档案工作机构。中共鞍山

市委根据工作需要，于1949年初建立起档

案室，1953年升格为档案科，对内负责市

委机关的档案管理工作，对外负责全市档

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这是鞍山地区建立

的第一个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此同时，鞍

山钢铁公司亦先后在公司办公室内设立资

料股、资料科，开展公司内部的档案管理

和指导工作。在市档案科和鞍钢资料科的

监督、指导下，市直部分机关和鞍钢部分

厂矿及市内大型企业先后建立了档案室，

至1957年底，全市已有30个单位建立了

档案室。

二是建设档案干部队伍，加强档案干

部的业务培训。1949年初，中共鞍山市委

办公室秘书科设立档案室，配备2名专职

人员，其后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在办公室

秘书科下设资料股，亦配备了专职人员，主

管档案资料工作，是为鞍山地区第一批专

职档案干部。1953年以后，随着中共鞍山

市委档案科和鞍钢资料科的建立，全市档

案工作不断发展，档案干部队伍的建设也

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各级党委、政

府十分重视档案于部的选择和配备，精心

挑选政治思想好，事业心强，有一定工作

经验和能力的人从事档案工作，并不断加

强档案干部的业务培训，各单位、各专业

系统都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理论与业务学

习，鞍山市人民委员会还举办了全市性的

档案干部学习班。这些工作有效地提高了

档案干部队伍的素质，适应了不断发展的

档案事业的需求，到1957年底，全市已有

专职档案干部近百人。

三是初建了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建

国初期，各级党、政机关在档案工作的实

践中逐步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是十分必

要的，都自觉地把规章制度建设提到议事

日程。1951年8月，鞍山市人民政府即颁

发了《关于公文性质区分的规定》，规定公

文按秘级性质分为6种，不得滥用。同时

印发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公文种类、

体式、处理程序、行文关系、行文区分、签

发等都做了具体规定。1952年7月，中共

鞍山市委办公室制发了《档案制度规定》，

对档案管理、借阅都做了明确的制度规定。

鞍山钢铁公司亦于同期制定、颁发了《鞍

钢基本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和《鞍山钢铁

公司档案资料工作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

从总体上看，初期的规章制度多为单项的、

具体的，从1955年以后向综合管理制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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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转化，中共鞍山市委予1956年4月制定

的《中共鞍山市委机关档案工作暂行规

定》和《中共鞍山市委文书处理工作暂行

规定》，内容含量大，要求和措】沲具体，是

这一时期规章制度建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成果。

四是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逐步开展

档案业务建设。由于各单位档案机构初建，

档案的基础业务建设未能全面展开，1955

年以后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主要开展了

建国后档案的清理和档案、资料的征集工

作。各级档案部门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和上级档案部门的指示精神，开展了

建国以来积存档案的清理工作，全市清理

立卷档案达13900多卷，仅中共鞍山市委

档案室就整理立卷积存档案3766卷(其中

包括262个临时机构的档案)。同时，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

案》和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委员会

关于征集革命历史档案的通知精神，全市

各级档案部门广泛开展了征集、收集党的

历史档案工作，通过广泛动员，深入发掘，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1957年11月底，全

市共收集革命历史文件1083份，其中抗战

时期以前的50件，解放战争时期的1033

件。

二、初步发展时期

初步发展时期，即从1958年至1966

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新兴的各项事

业都迫切地要求提供大量档案材料为其服

务，从而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使这一

时期成为鞍山地区档案工作发展较快的时

期之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是各级档案管理机构迅速而普遍地

建立起来，逐步发展成为网络系统。1959

年，为适应档案工作的发展，经中共鞍山

市委和市人委批准，鞍山市、辽阳市档案

管理处相继成立，其后，鞍山钢铁公司、铁

西区分别建立了档案科，到1959年底，全

市共建立党政合一的档案业务指导机构7

个，配备专职干部30人。与此相适应，各

级各类档案馆、室亦相继建立，到1966年

初，全市已建立各级各类档案馆7个，配

备专职干部30余人，建立各级各类档案室

近300个，配备专、兼职档案干部1900余

人，初步形成了全地区自上而下的档案管

理网络，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的规

章制度。在档案工作创建初期建章立制的

基础上，各级档案管理部门不断加大规章

制度建设的力度，不仅逐步健全、完善了

原有的章则制度，而且向新领域拓宽，使

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建设逐渐形成覆盖整个

档案工作的制度网。这一时期，鞍山地区

各级档案管理部门一方面转发中央、省党

政机关和档案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

先后转发了中央、省委《统一管理党政档

案工作的决定》、《关于人民公社文书工作

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和国家档案

局制发的《技术档案室暂行通则》，《关于

加强人民公社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档案部门认真

贯彻执行。另一方面，结合本地区档案工

作实际，制定和颁发了《档案管理暂行办

法》、《鞍山市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试行

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各类档案管理的

范围、管理分工和管理要求等，以促进档

案工作的制度化。

三是档案工作的领域逐渐拓宽。鞍山

地区档案工作创建初期，主要是围绕文书

档案(含少量科技档案)开展业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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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后，随着社会各项事业和档案事

业自身的发展，档案工作领域不断拓宽，科

学技术档案、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农村人

民公社档案和会计档案的管理先后纳入工

作日程，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在加强上述档

．案管理中做了大量工作。加强科学技术档

案的管理工作是从1959年2月开始的-，中

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委员会、市档案

管理处先后在鞍钢铸管厂、鞍钢第二初轧

厂、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召开技术档案工

作经验交流会、现场会、表演竞赛会和座

谈讨论会20余次，总结、交流、推广鞍钢

铸管厂等单位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明确技

术档案的性质、范围和做法等，推进技术

档案工作的深入发展。国家档案局哈尔滨

城建档案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共鞍山市委

办公室、鞍山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当即予

1961年1月召开市直单位基本建设档案

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哈尔滨会议精神，研

究加强城建档案工作问题。1963年11月，

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委员会以《提

高认识，加强领导，更进一步地把档案工

作开展起来》为题，批转了市档案处《关

于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情况和今后意见

的报告》及《关于档案损坏严重情况的报

告》。次年2月，鞍山市人民委员会正式颁

发了《鞍山市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试行

办法》，对城建档案管理的范围、具体分工

和要求做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城建档案工

作步入正轨，迅速开展起来。为加强人民

公社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更好地为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服务，中共鞍山市委、

鞍山市人民委员会根据上级机关指示精

神，于1961年4月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家

档案局(关于加强人民公社文书处理工作

和档案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将人民公社

档案管理提上日程，同年8月，又转发了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档案局《关于人民

公社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草

案)及《加强人民公社文书工作和档案工

作的意见》，全面推动人民公社的档案管理

工作。1963年以后，结合农村和城市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村级普遍建立了村

级阶级教育档案，从而把人民公社、农村

村级建档和档案管理工作推向高潮，到

1966年初，鞍山城区和辽阳、海城两县及

旧堡区近百个人民公社建立起档案室，实

行了党政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600多个

村建立起阶级教育档案。在加强上述门类

档案管理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会计档案的

管理，1962年7月，鞍山市档案处转发了

国家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修定预算

会计帐簿、凭证、报表期限的通知》，要求

市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对本机关的预

算会计档案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以

利于保管和利用。

四是广泛开展了档案、资料的利用工

作。1958年7月以后，鞍山地区档案工作

在“以利用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各级档

案部门积极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档案、资

料，深入而广泛地开展了档案、资料的利

用工作。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委员

会于1958年9月召开全市档案工作会议，

贯彻“以利用为纲”和为中心工作服务的

方针，部署各级档案部门开展以利用为中

心的竞赛活动。10月，举办了档案、资料

利用工作展览会，以交流、推广先进经验。

海城等县区亦于同期召开有关利用工作的

展览会、经验交流会等。中共辽宁省委也

在鞍山召开了档案利用工作现场会，中共

鞍山市委办公室周英瑞在会议上做了题为

《以利用为纲，充分发挥档案、资料作用》

的经验介绍，省委肯定了中共鞍山市委档

案室“送货上门”的经验，并在全省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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