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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中共本溪市委书记 童夏f绣

跨入新世纪第二年，凝聚着全市修志工作者心血的《本溪市志》第三卷正

式出版了，这是我市史志编修工作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本溪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又一宝贵财富。

本溪地区历史悠久，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宽广丰富的历史内

容。《本溪市志》第三卷为《本溪市志》总四卷本之一，着重记述了本溪地区

自1840年至1985年146年来经济管理和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事件，汇集了本

溪地区计划统计、劳动工资、标准计量、财政金融、税务、保险、物资、工商

物价、商业、粮食、供销、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全书脉络清晰、

史料翔实，再现了本溪地区的百年城市发展史和本溪人民的奋斗史，总结了本

溪人民在建设发展本溪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展现了本溪人民

爱国奉献、勤劳智慧的优秀品质及不畏强暴、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和顽强不息的精神。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通过修

志、读志和用志，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了解市情，服务当代，决策未来。

《本溪市志》第三卷的出版将对新世纪本溪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产生积极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历史在延续，时代在发展。跨入新世纪，本溪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

始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

出，力争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本溪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这一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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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和吸取历史经验教-illl，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弘扬新时代精神，

创新，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谱写本溪新的篇

200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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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萎共耋溪妻委娶书蓑 李 波本溪市市长 叮 。队

《本溪市志》第三卷正式出版发行，是我市社会科学，尤其是新方志编纂

工作的一项新的成果，是对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新的贡献。

《本溪市志》第三卷以翔实的史料，简炼朴实的文笔，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本溪地区经济管理、商品流通领域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展示出本溪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远景。它的出版发行，对本

溪的改革和发展将起着重要作用。

《本溪市志》第三卷以经济管理为主要内容。记述了计划统计、劳动工资、

标准计量、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工商物价、物资、商业、粮食、供销和对

外经贸等行业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重点记述了解放以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开放，调整

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推动本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本溪市志》第三卷是一部认

识本溪、了解本溪、宣传本溪、介绍本溪的重要资料工具书。该卷中所辑录的

一百多年里，特别是解放以后本溪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彪炳史册，激励后

人。《本溪市志》第三卷是一部资政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各条战线、各个部门

了解、研究本溪经济管理工作不可多得的著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

着力解决制约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加快改造调整，提高工业经济整体素质和

效益；搞活商贸

加快开放型经济

}r■yI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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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营理念，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强化社会保障工作，大力实施再就

业工程；抓好科教文卫和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使全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事业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因此，书中反映的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和经济

工作发展规律，将为我们各项工作提供借鉴，为各级领导干部工作提供帮助。

在编纂《本溪市志》第三卷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单位及修志工作者都付出

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在资料容量大、历史跨度长、成书时间紧的情况下，不

辞辛劳，几易其稿。精心编纂，从而保证了志书的质量。它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众手浇灌的文化花朵。

2002年2月10日

1-_—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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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本溪的经济综合管理和商品流通领域等行业的发展

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结构与体例。本志由计划·统计、劳动工资、标准计量、财政·审计、税务、金融·

保险、工商·物价、物资、商业、粮油、供销、对外经贸等十二篇组成。根据横分门类、纵

述史实的原则，在结构编排上设置有领统关系的篇、章、节、目和子目五个层次，并采用以

志为主，志、记、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

三、时限。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到1985年，跨时146年。根据实际需要，个别

内容在时限上可适当上溯或下延。文中的解放后，指1948年10月31日本溪解放后；新中

国成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五”计划指第一个五年计划

(以后备五年计划相应简称)，“一五”时期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各五年计划时期相

应简称)。

四、记述规范。本志采用规范化的汉语记述，除各篇章的无题简述外，均重在记述，叙

而不论，寓褒贬和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叙事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质朴，使用汉字和标点符

号以国家规定为准。

五、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如在行文中需要历史纪年时，在公元纪年后面括注历史

纪年；在同篇多次出现同一年号，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余者不再加注。

六、称谓。本志有关地理名称和历史政权、各时期官职名称，一律沿袭历史习惯称谓。

地理名称有改变者，在旧名称后面括注新名称。机关、部门名称，在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并括注简称，以后使用简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冠以褒贬之词。各部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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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志》第三卷编纂说明

<本溪市志>是本溪历史上的首部市志。该志总体设计为四卷本，由原市地方志编纂办

公室和现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修，由出版社出版。自1984年起分期进行编修。第一卷于

1991年10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98年3月由大连出版社出版。该卷为第三卷，

由于其问工作机构、人员变动较大，编修工作历经十载，今朝付梓面世。
1

+’．

<本溪市志>第三卷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

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进行该卷各阶段的编审工作。1(本溪市志>第三卷系经济综

合管理和商品流通部类的分卷，该卷记述本溪地区综合管理部门、商业和金融业等方面发展

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载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

的重要成就。该卷设置了计划·统计、劳动·工资、标准计量、财政·审计、税务、’金融·保

险、工商·物价、物资、商业、粮油、供销、对外经贸等十二篇。 萎一

<本溪市志)第三卷编纂工作经历了资料搜集、编辑初稿、总纂合成、专家评审和市志

编委会终审等几个阶段。自1984年起，<本溪市志)开始全面征集资料。该卷内客涉及单位

比较多，资料搜集范围比较广。当时的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各撰稿单位通过档案、报刊及

口碑等资料挖掘、筛选、整理了大量基础史料。在编修过程中又陆续补充部分资料，共搜集

该卷资料两百余万字。各供稿单位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初稿，由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工

作人员审阅后再进行编辑。自1989年起，当时的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着手<本溪市志>第

三卷的编修工作。．在各供稿单位提供初稿的基础上。责任编辑进行初审、编辑。自1998年

起开始对该卷志稿进行增补及后期编修工作，调整篇目，补充资料(文字、照片)。经过两

年时间，于2000年6月印制‘本溪市志>第三卷模拟本。

<本溪市志>第三卷模拟本印制后，先后进行了核审、评审和终审。2000年7月，组织

<本溪市志>第三卷各撰稿单位分别对该卷模拟本进行核审，‘各单位对模拟本进行了认真修

改。同年9月，召开专家评审会。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静、市县指导处处长徐荚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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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谢修仲，大连市史志办公室方志处处长王万涛(对模拟本提出书面

评审意见)，鞍山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毕昭平，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陈松贵，营口市地方

志办公室主任梁文科，本溪市统计局局长远宝剑、市标准计量局副局长刘廷皋等对该卷模拟

本进行了评审，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历时九个月对该卷篇

章结构及内容进行部分调整和全面修改。在再次进行调整修改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印

制<本溪市志>第三卷送审本。市志编纂委员会各位委员分别对送审本进行了认真审阅，并

提出修改意见。经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李波终审签发，于2002年3月正式下版付印。

编纂<本溪市志>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在编纂<本溪市志>第三卷过程中，中共本溪

市委、本溪市政府领导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社会各界给予多方支持和大力协助。

全体参编人员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历经十余载，数易其

稿．共同完成了这部地方文化大型资料书的编修任务。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各

级领导、部门和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溪市志>第三卷的编辑出版是我市修志工作的又一成果，是对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又一贡献。但是，由于史料挖掘不足，加之水平有限，在编修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和舛

误，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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