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缸l
； ；0 F {
i．三眭ii _J／，詹 {
乙j蜜：：==二—“ 圈囹圜

PANJ INSH IZH I

政 治 卷

盘锦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方志出版社一



盘锦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 986年1 2月

主 任 陶 涛

副主任王秀杰

戴福祥

委 员李广仁

蒋永安

柳宝文

张永达

-4=
_．J-

副 主

顾

委

任 田育广

任 甄 质

刘洪滨

房汉禄

问 赵 英

员 张国忱

郭兴文寻扣7≮入

李El宇于 丁

郭孟春导5孟吞

李德林赵我华 王本道

王 俭

李再芳 张凤仪 贾鸿昌

方汉龙 黄宪文符玉琢

董彦春 高德明 郭孟春

王孝昌 左宝尊 吴炳义

1 991年1月

杨维庆

刘福钧

王秀杰

曹志明

李立国

王本道

姜雨秀王秉宽

姜长喜符玉琢

刘兴泉 张广宽

朱在林王恩忠

杨银山

王 铎

王发学

苏顺恩

蒋永安

张永达

张广厚



董彦春 左宝尊 崔成玉 曹振龙

陈东白 赵喜顺．

巴殿璞

甄 质

杨银山

王发学

赵 英

张国富

李惠田

秦桂林

李兴贵

1 993年5月

张树海

王 铎

柏荣久

李国栋

何贵生

陈东白

马新华

房汉禄

符玉琢

王德山

马运先

马尚武

1 994年1 2月

巴殿璞

张树海

王德山

赵 英

孙绍云

刘洪才

王淑静

李兴贵

程亚军

房汉禄

姜雨秀

虞志坚

马运先

陈东白

王本道

王秉宽

冯国珠

朱在林

金坤山

马尚武

曹志明

王本道

魏 东

虞志坚

王万昌

赵喜顺

陈春雨

王发学

魏 东

田力军

王万昌



主任 巴殿璞

副主任一一张树海

王德山

顾 问 赵 英

委员孙兴福

宋文利

金坤山
’

贾伟志

1 997年7月

程亚军 王本道 陈春雨

王秉宽王发学

孙绍云

宋族明

王万昌

姜雨秀

刘洪才

陈东白

张久富

王淑静

马尚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公室

赵金凯

崔英芳

赵 明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篇

地方权力机构篇

地方行政机构篇

本卷审稿人员名单

中共盘锦市委组织部

中共盘锦市委宣传部

中共盘锦市委统战部

中共盘锦市委政法委

中共盘锦市委政研室

中共盘锦市委党校．

中共盘锦市委老干部局

中共盘锦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盘山县委党史办

大洼县档案局

盘锦市人大常委会。+

盘锦市民政局．

盘锦市人事局

盘锦市劳动局

盘锦市外事侨务办

盘锦市外事侨务办

盘锦市外事侨务办

盘锦市对台办

盘锦市档案局

盘锦市信访办

贾凌生

曾兆平

王忠祥

焦文启

金东海

姜玉田

金喜山

孙永和

申贵涟

曹万荣

陈春雨

刘 昕

张中侠

李冬昕

陈依祥

唐文尧

张文金

于显军

曹振龙

谷万石



政治协商组织篇

其他党派篇

群众团体篇

公安司法篇

军 事 篇

盘山县档案局

大洼县档案局

政协盘锦市委员会

民盟盘锦市委

民建盘锦市委

民进盘锦市委

农工民主党盘锦市委

盘锦市工商联

盘锦市工会
j

共青团盘锦市委
，

盘锦市妇联

盘锦市文联

盘锦市侨联

盘锦市科协

盘锦市社科联

盘锦市个体协会

盘锦市公安局

盘锦市人民检察院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盘锦市司法局

盘锦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盘锦军分区‘

王希福

曹万荣

李福林

于、烈

李 巍

张凤城

高元礼

马 彪

李春军

寇 菁

夏丽荣

高 原

柏 青

匡丽娟

李向荣

张玉顺

王德泉

刘俊有

孙葆洪

季畏彦

刘树国

王德明



凡 例

一、编纂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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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资治、育人、

存史”的目的。

二、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指导全志的编纂。’

三、记述内容。全面、翔实地记述盘锦辖域内，起于事物

开端止于1 990年底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四、总体框架。全志分设综合、政治、农业、工交、经贸、

社会诸卷。卷内横分门类，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纵记

史实。社会卷后附全书索引。

五、记述方法。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诸体。

全志使用第三人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除总述、综述外，力

求做到述而不论。在人物志中厉行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年号、年份在

括号内注明；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必要时称

“沦陷时期"；解放前、后以1948年2月1日本地解放时间为界；

建国前、后、初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初期。

七、语言文字。采用规范化语体文，文字、标点符号、计

量单位和数字使用，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八、资料来源。主要是辖域内各区县、市直各部门提供，从

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等搜集，采访知情者口碑记录，并

经多次核对修改，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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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本卷记述中国共产党盘锦市

委员会、盘锦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盘锦市人民政府、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盘锦市委员会

以及其他党派、群众团体、政务、

公安司法、军事的历史与现状。

1925——1 927年中国共产党

地下组织在沈山铁路线沟帮子火

车站和台安县开展地下活动，影

响已辐射到当时的盘山。1 933年

6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台安成立辽

西特委，负责辽中、台安、盘山县

党的地下活动。当年11月特委派

王纯一到盘山县以“县视学"身

份，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10

月中共辽西地委派方受珍、张永

利等人到盘山县，组建中共党组

织。盘山县工作委员会，带领民众

锄奸反霸，剿匪建政。不久，国民

党反动派开始调兵遣将全面发动

内战，中共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开

展艰苦的人民游击战争。经过三

年残酷的战争，终于迎来了1 948

年2月1日盘山县全境解放。为

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上级党组

织向盘山县派驻土改工作队，组

建中共盘山县临时工作委员会，

1 949年5月公开组建中共盘山县

委员会。

1948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

会农林部接收本地的国民党军垦

农场，后经多次合并、分劈，改变

隶属关系，先后易名为盘山农场，

盘锦国营农场管理局、盘锦农垦

局。1 96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将

盘山县与盘锦农垦局合并，实行

政企合一，设立盘锦垦区。盘锦垦

区辖三二二油田、盘山区、大洼

区、台安县j新生农场。1970年

7月盘锦垦区改为盘锦地区。

1 975年盘锦地区撤销，原盘

山区恢复为盘山县，大洼区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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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建制，两县隶属营口市。1 984

年6月根据辽河油田开发和工农

业发展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省辖盘锦市，盘锦市辖双台子、兴

隆台两区和盘山、大洼两县。盘锦

市的建立给盘锦经济腾飞：社会

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注入新的活

力，盘锦全面发展走向新的里程。

中共党的组织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在创建两个文明的同时，也

使其自身逐渐壮大。党员由1 949

年的255名发展到1990的43062

名}党的基层组织由1949年的54

个发展到1990年的3268个。广

大党员和党的组织在盘锦的政治

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先锋

模范和中流砥柱作用。

1906年本地始有厅的建制，
1909年清廷推行“维新"，施行

“地方自治"，设有议事会，参事会

和咨议局。1931年本地沦为日本

帝国主义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

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进

行残酷的剥削与镇压。在伪县公

署，日本统治者派日本人为指导

官和次长，实行次长负责制。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占

领区实行国民党党部监督的军事

独裁统治。

1945年9月，中国共产党接

管盘山县后，实行民主政治，召开

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临时参议

会，选举县长和省参议会代表，

1949年一1 954年，先后召开11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盘山县人民政府。根据1 953年2

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盘山县开展

依法普选。1954年3月30日召开

盘山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

县长、副县长，人民法院院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1954年4月人民政府

改为人民委员会。1955年县下实

行区、乡制，1 957年改为乡村制。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代行乡级政

府职能，垦区、县级区、公社由革

命委员会代行行政、司法职能。粉

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恢

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82年

10月恢复人民政府称谓和职能，

1983年，恢复乡、村制，乡镇为

基层政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84年12月省委决定组成

盘锦市人民政府，1 985年3月经

过盘锦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盘锦市人民政

府。一、二两届市人民政府在中共

盘锦市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全

面履行政府职责，带领全市人民，

利用资源优势开发建设盘锦。经

过六年的艰苦奋斗，到1990年人

均国民收入进入全国36个小康

城市之列。

1 985年3月召开政协盘锦市

首届会议，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盘锦市委员会，1990年

召开第二届委员会。六年来，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为指导方针，围绕党的

方针、政策和路线，参政议政，行

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两

届政协，召开28次常委会，提出

提案1057件。通过调查、视察，提

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各民主党

派市级组织，是在中共盘锦市委

的帮助支持下，经过组织发展，逐

步建立起来的。到1990年末已

有：中国民主同盟盘锦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盘锦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盘锦市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盘锦市委员会。

各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所

联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

们是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力合

作的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发挥各

自的优势，积极参加盘锦的政权

和经济建设，为振兴盘锦出力献

策。

1948年盘山县组成工会筹备

委员会。1951年10月成立盘山县

总工会，会员达3800多人。1 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工会组织

被撤销，1959年恢复。盘锦市总

工会，于1984年筹建，1988年成

立。1 990年区县和市直共有89个

工会组织，会员178620人，工会

干部539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

共产党的后备力量。1949年3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盘山县委

员会成立，建团支部13个，有团

员261人。1957年5月更名为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5年共青



(沙岭)、镇武堡(高升)，明总兵

刘渠·、守将罗一贯战死，为清军西

进中原的首战，为入主中原奠定

基础。境内田庄台是中日甲午战

争、日俄战争重要战场。东北沦陷

时期，日本侵略军从营口过辽河

，进攻田庄台，沿沟营铁路向辽西

进犯，遭到东北军、民众抗日武装

的抵抗，袭列车，炸桥梁，大小战

斗50多次，．俘日军少将指挥官、

关东军工兵司令、汉奸伪军司令

等官兵3000多人。1 945年12月，

盘山县武装支队在东北民主联军

的配合下，平定了降匪的武装叛

乱。解放战争时期，本地是辽沈战

役的前哨，是“打援"的战场，发

生在本地沙岭镇的沙岭战役是辽

沈战役的重要战斗之一，谱写了

中华儿女英勇壮丽的诗篇。

解放后除驻军外，地方人民

武装相继成立。建市后组建中国

人民解放军盘锦军分区、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盘锦支队，他们

在保卫人民政权，保卫改革开放，

维护社会安定，加强民兵建设，实

施军民共建中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尤其在抗洪抢险的战斗中，发

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

神，屡建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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