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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陈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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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稿件人员

李秀芝孙杰苏守贵梁艳辉朴瀛李宝声郑开建

李秀菊孙宝智 富启敏黄贵忠李绍宽王彦杰张永笠

石国琦王志强杨剑 高国志徐光田 李亚兵 李强

孟庆来崔 昆单伟民 田继良索明杰王淑芬施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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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杨桂林孙朝晖何新黄德威王强王佟健

刘 宁 张宏涛赵晓军郑云才景占山 魏丽萍 范国梁

李桂芝 于学纪魏丽嫒孙金昌 班向东 吕 勇 邓 明

郭迎铁张宏 向前杨晓明 马烈夏德新魏殿志

赵刚 赵启友 肖振国 王文铮王向东 张俊华李世兵

丁 冶路丹李春晗张梦飞朱君舜刘伯超杨书勇

孙宏伟 王大江石宝晔姜淑娟 张吉盛董泽承王彭祥

王新珞珂玫季春堂张洵刘旭方刘亚欣刘鹏

张友寿赵艳凤 田 毅范宝清李颖娟 高殿恒庞敏丽

王旭王冬柏 曹明星郑立才章华张玮王 裕

郝明浩赵浩阳刘西景黄静波王猛余宏张伟

于立军丁传强王兆麟汪守林夏炳诚刘 阳王 和

张立刘燕平沈才宝贾勃马明红 于静丁 冲

费英刚 宋明山 张德利 李新亭孙春刘 艳李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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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晶华毛文彦傅乃忠余凌霄蔡鸿文柴 冰杨冬梅

葛 明赵志维郑惠书孙静冯荣成邹 阳岳茂新

杨杞刘成朱斌赵Et新李文录’王秋花张玉新

张永刚 庞守利 卜万成施宏伟 张诗彪 曲廷会赵宇

曹淑媛史明箭 沈民正王俊 高党婉那琪谢岩华

朱文武赵富成王守义岳国华 陈国钧王淑珍边玉军

张怀弟胡雅鲜欧阳萍史克俭崔淑清史云芳 陈作茹

郑士杰景乃新钱维昌 房立 高文义周登科周广东

高丽娟 李银杉庞丽娟郭新娟 张旭华 王朴孙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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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齐林陈红君陈国秋 陈洪嘏金英秀孟超侯伯伟

聂秉孝聂洪升郭心敏常 明银士印 葛朝鼎 董文华

韩建平傅虹烈温贵纯谢正谦蔺欣荣赫冀成潘公明



序 1

．再

沈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7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新乐文化，

2300年的建城史，为沈阳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新中国成立后’，沈阳人民艰苦奋斗，为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谱

写了辉煌篇章。对于这段悠久而难忘的历史，首部《沈阳市志》已经作

了全面系统的记述，这是沈阳文化建设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时

值首部市志全部付梓、续编沈阳市志即将开修之际，我想联系志书的

功能价值所在，谈点个人的想法。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样离不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这项重要的事

业。新方志的功能应用价值，除了以往所说的“资治、教化、存史"的内

’

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解释外，主要是志书的使用范围已扩展到为全社会

各个阶层服务。志书之所以流传百世，是因为它以真实、准确为本，为

人们提供了科学的资料，这是志书的价值所在和基本特征。前人称志

为信史，并不为过。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良志、名志，均以其资治当代、

通鉴后世而名垂。不真、不准，则不为志，还可能遗患于世。因此，编

史修志必须坚持存真求实的基本原则，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切忌半点虚假和浮躁。在新一届市志的编纂过程中，希望我们的

方志工作者崇尚志德，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发扬淡泊名利、敬业爱岗、

存真求实、无私奉献的修志精神，写出能够反映沈阳地域特点、体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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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代特色的名志、良志来o ·

志书惟实，为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新千年的帷幕已经拉

开，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任务是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扎扎实实把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沈阳作为中国

的装备业制造基地，曾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

现在面临较多的困难。但是正是有了这些困难，才有我们今后工作的

空间，才能显示出沈阳人的英雄本色。我相信沈阳行业门类齐全的雄

厚基础，相信沈阳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更相信沈阳人民无

限的创造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

情，就一定能创造出沈阳更加美好的明天。

绰融秀
二OO一年十一月



凡 侈lj

一、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135号文件精神，从1994年

起，逐年编纂出版本年度《沈阳市志》。

二、《沈阳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

事求是地记述本年度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侧重反映现代化建设

方面的现实，为振兴沈阳服务。

三、《沈阳市志》由综合、城市建设、交通邮电、工业、、农业、商业、

财政税务审计金融、宏观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卫生体育、政党政协社会团体、政权、社会、区县(市)、人物等部分

组成。各部分由内容相关的专志构成。

四、《沈阳市志》采用条目结构，主要依据事物类别分设类目，适当

兼顾行政隶属关系。为强化志书的整体性，设总述、综述等宏观记述

层次。部分卷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自特点出发有所侧重。

五、《沈阳市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市区及所辖县(市)。市区资

料及数字不含市辖县(含县级市)o

六、《沈阳市志》的记述时间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部

分内容适当上溯。首次列入市志记述范围的条目采用本末体。

七、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遵行1983年12月10。日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计，以沈阳



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八、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通

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处。

九、《沈阳市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沈阳市志·2000))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35号文

件决定编纂。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市长陈政高为本志作序。

二、本志记述时间一般为2000年，部分专志的内容适当追溯了

“九五”期间盼隋况，旨在保存阶段性资料o
●

三、为本志提供稿件资料的有204个单位，涵盖全市各部门、各行
。

业以及部分中央、省驻在单位。参与稿件资料编写的有267人，名单

按文题先后顺序依次排列。

四、本志正文由15个部分组成，有108个专志。附245个单位的

彩图文字资料、85个单位的文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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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沈阳市城市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把完善

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创造人与自然协调的城市生态和生活

环境、塑造独舆特色的城市形象作为根本任务。本着“远近结合、

适度超前”的原则，不断加大城建资金的投入力度。从1997年以

来，累计完成城建投资114亿元。相继建设全长64公里的大二环

道桥工程：建成新开河一期工程，形成沈阳百里环城水系及带状

公园；实施“三四三、六二一、六路三桥”工程和标准化街路建设

为骨干的大规模环境改造工程；先后建设赵家沟、老虎冲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场工程和北部、南部污水处理厂：完成翟家水源、石佛

寺一期水源建设工程．铁西区分质供水工程和煤气增产增富工

程；实施棚户区改造和大规模安居工程建设。1999--2000年叉全

面启动一批跨世纪重点工程，城市环境、城市形象得到极大改善。

进入2001年，把建设大型公共绿地、街心绿地和生态景观林等城

市园林绿化和建成东西快速干道、实施旅游景观、保护性建筑周

边环境改造等作为重点建设内容+使城市建设一年一个新台阶，

给古城沈阳面貌带来显著的变化，坚定了全市人民振兴沈阳经

济、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希望。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世纪，沈阳正以崭新的姿态和现代化大都

市的新形象，走向未来，走向辉煌l

市政府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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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住房制度改革扣I公室
沈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摩足市住房委

员会的办事机构，成立于1987年1月．下没

政策指导处、货币化[作处、资金管理处嗣

研宦传处和综合处五个处室。

截止到2000年束．累计fH售公有住房

3221万平方米，占可出售存量的68 5％，已

有lj3万名职T缴交r住房公积金，累计发

放补贴资金r々总量12963万元，补贴职I：

2852人。带动个人购房支出2 92亿元．购房

款总额4 21亿元，平均个人购房支出14 73

万元；购房总面积21 68万平方米，人均购房

而积75 86平方米。全市共归集房改资金74

亿兀。为我市住房建设、经济发展和芊f_会稳定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7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震 霾

全国住房制度改簟

譬．．=-’上。‘*r：‘；r
—ij，“。：+妊t．

1日*‰他日■＆*$粳#小m
一^^t}目

沈阳市房改办领导班子

黧詈尝姜；连翟：舞警。毒黼《蠢蠕凄蔡漂

售房审批窗口 房地产交易会上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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