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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秉孝

记述大东区百年历史沧桑的<大东区志>，经过几届政府的精心组织，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特别是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几易文稿，终于编纂成书，正式出版面
世。这是大东区建区以来第一部史书，是大东区进入改革开放盛世的一大盛举，
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大东区是沈阳地区开发较早的古城区之一。它位于古城之东，万泉河畔，南
北运河二水环抱。与皇城四门相通。早在清代初期，大东地区即已辟为皇城东部
要冲，农工军备，商埠民巷，寺塔古刹，府衙馆驿，日趋繁茂，至清末民初，大东区
已发展成为商贾云集，市井繁荣，工厂林立的城区。特别是民族工业集中在此地
蓬勃兴起，逐步成为沈阳市乃至全省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但是，“九·一八”事
变的第一颗炮弹在这块土地上爆炸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沈阳，大东区人民从
此饱受了十几年的苦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经历了国民党的三年反动统治。直
至1948年沈阳解放后，大东区才回到人民的手中。

沈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东区人民艰苦奋斗，重整山河，发展
生产，振兴百业；国营大工业群体迅速崛起，成为沈阳市东部重要工业区，在恢复
国民经济，支援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致力于改革开放，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城区面貌日新月
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今日的大东区，已成为工业基础雄厚，商业市场兴旺，科
教文化进步，交通通讯快捷，城区面貌改观，人民安居乐业。集灿烂的古代文化与
现代化都市气息于一体的新城区。

<大东区志>本着略古详今，重记简评，尊重史实，去伪存真的精神，以翔实的
资料，珍贵的图片，记载了大东区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和
风土人情，并以辨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大东区的百
年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全区人民精神风貌和各个时期的风-云-A．物。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生活在大东区这块热土上的各级干部、仁人志士
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了解与品味大东的昨天，珍惜并献身于大东的今天，致
力与开创大东的明天，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庶、文明、开放的新城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区内各部
门和驻区单位的大力支持，很多同志为本志的出版提供了资料，付出了劳动。在
此，特致最诚挚的感谢。

百年百业，内容浩繁，虽经多次修改和审定广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各界人
士及广大读者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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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大东区志>(以下简称<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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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记述大

．东区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大东服务。
二、<区志>是大东区首部志书，记述的时间范围，从本区近代工业诞生

的1896年始，至1995年，各项内容从创始之时起，追本溯源，综合始末，详
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状况。

三、<区志>是区域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1959年2月、1964年4月沈

阳市区划调整后的大东区辖境为准，除特殊事件外，不涉及原属大东区划归其
他区的地域。

四、<区志>采用篇章结构，首设总述，总述地区的历史全貌和发展特点；

继之大事记，展示地区的重大事件；之后，分设地理、经济、城市建设、文化
教育、政治、社会等篇，分述各项事业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过程。

各篇从实际出发，设章、节，横分门类，以类系事，以文字记述为主，辅
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五、<区志>使用公元纪年，1949年以前必要时加注中国纪年，不使用东
北沦陷时期的傀儡政权纪年。

六、<区志>使用国家规定的简化字。

统计数字，有关全区性的总量统计以大东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
行业或单位的统计数据，以有关统计部门核定者为准。

七、<区志>所记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大东区发展有较大影
响的知名人士依照逝世时l'甘-J为序列传；对革命烈士编以英名录；全国模范先进
生产(工作)者和省、市、区劳动模范名谱入志。

对区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除在有关篇章中记述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正副职和区纪委、军事、司法单位正职等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记述
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等的常设工作部门，街道党委和办事处
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群众团体等正职领导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人)

。外，并简介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正副职领导人(未驻会的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未担任过区级领导职
务的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委常委除外)。

八、<区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载入，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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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

第八节

第九节

业⋯⋯⋯⋯⋯⋯⋯⋯⋯⋯⋯⋯⋯⋯⋯⋯⋯⋯⋯⋯⋯⋯⋯⋯⋯⋯⋯⋯⋯(120)

解放前的工业⋯⋯⋯⋯⋯⋯⋯⋯⋯．-⋯⋯⋯⋯⋯⋯⋯⋯⋯⋯⋯⋯⋯⋯·(121)

区属工业⋯⋯⋯⋯⋯⋯⋯⋯⋯⋯⋯⋯⋯⋯⋯⋯⋯⋯⋯⋯⋯⋯⋯⋯⋯⋯(125)

街道工业⋯⋯⋯⋯⋯⋯⋯⋯⋯⋯⋯⋯⋯⋯⋯⋯⋯⋯⋯⋯⋯⋯⋯⋯⋯⋯(131)

民政工业⋯⋯⋯⋯⋯⋯⋯⋯⋯⋯⋯⋯⋯⋯⋯⋯⋯⋯⋯⋯⋯⋯⋯⋯⋯⋯(146)

校办工业⋯⋯⋯⋯⋯⋯⋯⋯⋯⋯⋯⋯⋯⋯⋯⋯⋯⋯⋯⋯⋯⋯⋯⋯⋯⋯(147)

劳动服务工业⋯⋯⋯⋯⋯⋯⋯⋯⋯⋯一⋯⋯⋯⋯⋯⋯⋯⋯⋯⋯⋯⋯⋯(151)

科技工业⋯⋯⋯⋯⋯⋯⋯⋯⋯⋯⋯⋯⋯⋯⋯⋯⋯⋯⋯⋯⋯⋯⋯⋯⋯⋯(151)

私营、个体工业⋯⋯⋯⋯⋯⋯⋯⋯⋯⋯⋯⋯⋯⋯⋯⋯⋯⋯⋯⋯⋯⋯⋯(153)

驻区工业企业简介⋯⋯⋯⋯⋯⋯⋯⋯⋯⋯⋯⋯⋯⋯⋯⋯⋯⋯⋯⋯⋯⋯(156)

业⋯⋯⋯⋯⋯⋯⋯⋯⋯⋯⋯⋯⋯⋯⋯⋯⋯⋯⋯⋯⋯⋯⋯⋯⋯⋯⋯⋯⋯(178)

副食业⋯⋯⋯⋯⋯⋯⋯⋯⋯⋯⋯⋯⋯⋯⋯⋯⋯⋯⋯⋯⋯⋯⋯⋯⋯⋯⋯(180)

百货业⋯⋯⋯⋯⋯⋯⋯⋯⋯⋯⋯⋯⋯⋯⋯⋯⋯⋯⋯⋯⋯⋯⋯⋯⋯⋯⋯(187)

蔬菜业⋯⋯⋯⋯⋯⋯⋯⋯⋯⋯⋯⋯⋯⋯⋯⋯⋯⋯⋯⋯⋯⋯⋯⋯⋯⋯⋯(188)

饮食业⋯⋯⋯⋯⋯⋯⋯⋯⋯⋯⋯⋯⋯⋯⋯⋯⋯⋯⋯⋯⋯⋯⋯⋯⋯⋯⋯(190)

服务业⋯⋯⋯⋯⋯⋯⋯⋯⋯⋯⋯⋯⋯⋯⋯⋯⋯⋯⋯⋯⋯⋯⋯⋯⋯⋯⋯(193)

粮油、煤炭⋯⋯⋯⋯⋯⋯⋯⋯⋯⋯⋯⋯⋯⋯⋯⋯⋯⋯⋯⋯⋯⋯⋯⋯⋯(196)

物资供应⋯⋯⋯⋯⋯⋯⋯⋯⋯⋯⋯⋯⋯⋯⋯⋯⋯⋯⋯⋯⋯⋯⋯⋯⋯⋯(199)

集市贸易⋯⋯⋯⋯⋯⋯⋯⋯⋯⋯⋯⋯⋯⋯⋯⋯⋯⋯⋯⋯⋯⋯⋯⋯⋯⋯(200)

私营、个体商业’⋯⋯⋯⋯⋯⋯⋯⋯⋯⋯⋯⋯⋯⋯⋯⋯⋯⋯⋯⋯⋯⋯⋯(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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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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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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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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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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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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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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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排水设施⋯⋯⋯⋯⋯⋯⋯⋯⋯⋯⋯⋯⋯⋯⋯⋯⋯⋯⋯⋯⋯⋯⋯⋯⋯⋯

园林绿化⋯⋯⋯⋯⋯⋯⋯⋯⋯⋯⋯⋯⋯⋯⋯⋯⋯⋯⋯⋯⋯⋯⋯⋯⋯⋯

防汛⋯⋯⋯⋯⋯⋯⋯⋯⋯⋯⋯⋯⋯⋯⋯⋯⋯⋯⋯⋯⋯⋯⋯⋯⋯⋯⋯

义务劳动⋯⋯⋯⋯⋯¨⋯⋯⋯⋯⋯⋯⋯⋯⋯⋯⋯⋯⋯⋯⋯⋯”⋯⋯⋯·

第十三章市容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管理工作⋯⋯L⋯⋯⋯⋯⋯⋯⋯⋯⋯⋯⋯⋯⋯⋯⋯⋯⋯⋯⋯⋯⋯⋯⋯·

第十四章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节管理机构沿革⋯⋯⋯⋯⋯⋯⋯⋯⋯⋯⋯⋯⋯⋯⋯⋯⋯⋯⋯⋯⋯⋯⋯⋯

第二节卫生升级竞赛与创建卫生城⋯⋯⋯⋯⋯⋯⋯⋯⋯⋯⋯⋯⋯⋯⋯⋯⋯⋯

第十五章环境卫生⋯⋯⋯⋯⋯⋯⋯⋯⋯⋯⋯⋯⋯⋯⋯⋯⋯⋯⋯⋯⋯⋯⋯⋯⋯⋯⋯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环境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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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文化市场管理⋯⋯⋯⋯⋯⋯⋯⋯⋯⋯⋯⋯⋯⋯⋯⋯⋯⋯⋯⋯⋯⋯⋯⋯(333)

第六节档案工作⋯⋯⋯⋯⋯⋯⋯⋯⋯⋯⋯⋯⋯⋯⋯⋯⋯⋯⋯⋯⋯⋯⋯⋯⋯⋯(334)

第七节地方志工作⋯⋯⋯⋯⋯⋯⋯⋯⋯⋯⋯⋯⋯⋯⋯⋯⋯⋯⋯⋯⋯⋯⋯⋯⋯．(335)

附：文物古迹简介⋯⋯⋯⋯⋯⋯⋯⋯⋯．．．⋯⋯⋯⋯⋯⋯⋯⋯⋯⋯⋯⋯(336)

二十章教育⋯⋯⋯⋯⋯⋯⋯⋯⋯⋯⋯⋯⋯⋯⋯⋯⋯⋯⋯⋯⋯⋯⋯⋯⋯⋯⋯⋯(350)

，第一节中等教育⋯⋯⋯⋯⋯⋯⋯⋯⋯⋯⋯⋯⋯⋯⋯⋯⋯⋯⋯⋯⋯⋯⋯⋯⋯⋯(357)

第二节初等教育⋯⋯⋯⋯⋯⋯⋯⋯⋯⋯⋯⋯⋯⋯⋯⋯⋯⋯⋯⋯⋯⋯⋯⋯⋯⋯(370)

第三节特殊教育⋯⋯⋯⋯⋯⋯⋯⋯⋯⋯⋯⋯⋯⋯⋯⋯⋯⋯⋯⋯⋯⋯⋯⋯⋯⋯(379)

第四节幼儿教育⋯⋯⋯⋯⋯⋯⋯⋯⋯⋯⋯⋯⋯⋯⋯⋯⋯⋯⋯⋯⋯⋯⋯⋯⋯⋯(381)

第五节成人教育⋯⋯⋯⋯⋯⋯⋯⋯⋯⋯⋯⋯⋯⋯⋯⋯⋯⋯⋯⋯⋯⋯⋯⋯⋯⋯(383)

第六节校外教育⋯⋯⋯⋯⋯⋯⋯⋯⋯⋯⋯⋯⋯⋯⋯⋯⋯⋯⋯⋯⋯⋯⋯⋯⋯⋯(384)

第七节电化教育⋯⋯⋯⋯⋯⋯⋯⋯⋯⋯⋯⋯⋯⋯⋯⋯⋯⋯⋯⋯⋯⋯⋯⋯⋯⋯(385)

第八节勤工俭学⋯⋯⋯⋯⋯⋯⋯⋯⋯⋯⋯⋯⋯⋯⋯⋯⋯⋯⋯⋯⋯⋯⋯⋯⋯⋯(386)

第九节基本建设⋯⋯⋯⋯⋯⋯⋯⋯⋯⋯⋯⋯⋯⋯⋯⋯⋯⋯⋯⋯⋯⋯⋯⋯⋯⋯(387)

第十节教育经费、教学设备⋯⋯⋯⋯⋯⋯⋯⋯⋯⋯⋯⋯⋯⋯⋯⋯⋯⋯⋯⋯⋯(390)

、第十一节教师队伍⋯⋯⋯⋯⋯⋯⋯⋯⋯⋯⋯⋯⋯⋯⋯⋯⋯⋯⋯⋯⋯⋯⋯⋯⋯(402)

第十二节驻区院校简介⋯⋯⋯⋯⋯⋯⋯⋯⋯⋯⋯⋯⋯⋯⋯⋯⋯⋯⋯⋯⋯⋯⋯‘(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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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二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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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伍、卫生学校⋯⋯⋯⋯⋯⋯⋯⋯⋯⋯⋯⋯⋯⋯⋯⋯⋯⋯⋯⋯。⋯(438)

医疗设备⋯⋯⋯⋯⋯⋯⋯⋯⋯⋯⋯⋯⋯⋯⋯⋯⋯⋯⋯⋯⋯⋯⋯⋯⋯⋯(440)

公费医疗管理⋯⋯⋯⋯⋯⋯⋯⋯⋯⋯⋯⋯⋯⋯⋯⋯⋯⋯⋯⋯⋯⋯⋯⋯(441)

驻区医疗单位简介⋯⋯⋯⋯⋯⋯⋯⋯⋯⋯⋯⋯⋯⋯⋯⋯⋯⋯⋯⋯⋯⋯(442)

街道卫生医疗机构⋯⋯⋯⋯⋯⋯⋯⋯⋯⋯⋯⋯⋯⋯⋯⋯⋯⋯⋯⋯⋯⋯(447)

对医药行业的管理⋯⋯⋯⋯⋯⋯⋯⋯⋯⋯⋯⋯⋯⋯⋯⋯⋯⋯⋯⋯⋯⋯(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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