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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编《宽甸县志》，经全体征编人员八载耕耘，熔铸成书，诚为全县人民

一大盛事。修志开始，承蒙几届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多方关怀，大力支持i

本届任期得以出版问世，甚感高兴。谨此，表示衷心祝贺!

宽甸，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这

里群山连绵，省内最高峰花脖子山雄伟耸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石砬子山群

峰争秀。这里江河纵横，镶嵌着国家和地方19座大、中、小型水电站，农林

牧副渔各业兴旺。这里物华天宝，矿藏以硼为最，储量居全国首位；药材以柱

参为佳，驰名中外；干鲜果以板栗领骚，总产列全国产栗县第5位；更以森林

茂密扬名，林木蓄积人均占有居全省诸县之首i山楂果、桑蚕茧、绒山羊品质

优良，均列省发展基地。这里风光旖旎，以鸭绿江为主体的国家级风景旅游区、

国家林业部命名的天桥沟“森林公园’’，以及青山湖等风景区，中外游客逐年

增多。这里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这里的

人民勤劳淳朴、崇义尚勇，建县百年来，代代不息，用智慧和血汗开发、建设

和保卫这块土地。甲午战争的硝烟中，宽甸人民果敢奋起，驱倭寇，灭顽敌，

取得“宽甸大捷"，彪炳青史；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党领导宽甸人民建立抗日

游击根据地，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战歌；在解放战

争的艰苦岁月中，作为省政府的战略后方，宽甸人民节衣缩食，参军支前，为

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百业俱兴，宽甸人民又

创造出泽及后人的辉煌业绩，全县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初

步形成以硼化物产品、冶金配料、耐火材料、机械电子、建筑材料、化工染料、

木制品、食品饮料八大行业为基础，具有一定产品优势，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

经济格局。农业基础稳固，商品生产已初步开发干鲜果、中药材、食用菌、畜

牧业、蚕业、蔬菜保护地、烟草、渔业八大产业优势。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

都有很大发展。昔日“守着深山愁柴烧，捧着金碗要饭吃’’的荒凉之区，一改

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时，创修新志，抚今追昔，探本

求源，检讨得失，实为揆古明镜，造福当今，昭示未来的当务之举。

U
。



2 序 言

宽甸修志始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知县马梦吉邀集乡贤，以

三月之功编修一部《奉天凤凰直隶厅宽甸县乡土志》，全书设18目，不足万言，

实为教育学童的乡土教材。宣统三年(1911年)，知县金萃康编修《奉天凤凰

直隶厅宽甸县分志》，增前书地方自治一项，户口、学校两门，不仅内容简略，

且与前志多有雷同。民国4年，县知事程廷恒到任伊始，首以县志为汲汲，半

载时光编就《宽甸县志略》，挈领提纲，大体略具，虽未尽善，然存史之功裨

于当今。宽甸建县至1 945年。九三一胜利前，其间曾有十次修志之举，仅三

次成书。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县人民委员会亦曾荐贤修志，惜未成书。由

此，足见修志之维艰。

1984年，县委、县人民政府调集人力编修新志，经四改篇日，五易其稿，

两审全志，终于铸成宽甸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作指导，忠于历史，致力创新，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按

现代社会分工，划分门类，横排竖写，述而不议，寓褒贬于记事，明规律于兴

衰，详近略远，贯通古今，去芜取菁，荟萃前闻。

新志以序言开篇，概述略陈大势，大事记为经，．展。志”做纬，附录殿后，

共29编96章345节，近百万言。全书资料翔实，内容宏富，立意准确，结构

严谨，语言流畅，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重点记述建县以来的自

然状况，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历史轨迹，突出了地方风貌和特点，

具有资治、教育、存史之功能。

新编《宽甸县志》的出版，为我县方志苑地增一异葩。“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部志书将成为了解县情，科学决策的得失之镜，揆

往察来，探求规律的良师益友，激励今人，惠及子孙的宝贵史册。新志在创修

中，瑕瑜互见，纰漏难免，愿读者匡正，以待今后续修补遗，锦上添彩。

本届修志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市地方志办公室悉心指导，获各地

专家、学者、同行慨然相助，受诸多革命前辈热情关怀，承全县人民大力支持，

由全体征编人员广征博采，辛勤耕耘，编纂成文，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宽甸人民在漫长的峥嵘岁月中，创造了悠久文明的历

史，在跨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也一定会创造出超越前人，更加光辉的未来。

书成遵嘱，叙此数行，权以为序。

县委书记王明深

县 长唐贵昌

一九九二年六月



凡 例

一、新编《宽甸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宽

甸县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教化、存史”，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本志记事以1877年宽甸设县为上限，有的因事而异溯至事物发端，下

限止于1985年。

三、本志由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部类组成，以志为主，彩

色照片放在扉页之后，黑白照片和图表随文插附。

四、本志篇目设计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实际出发，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

统限制。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全志设26编，编下分章，章下分节，节

下列目。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

末体；其余各专志略古详今，叙而不论，并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历史朝代年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等。中华民国的

历史分期按民国前期(191 2—1931年9月)，东北沦陷时期(1931年9月1 8

日一1945年8月)，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一1949年9月)划分。

七、清及清以前用当时朝代纪年，中华民国用民国纪年，并均加注公元纪

年。历史朝代年号在同一节中出现较多且时间接近，则不屡注。1945年“九

三’’胜利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清及清以前纪年采用汉字书写，清以后纪年

则用阿拉伯字书写。

八、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对称谓过长的，在各

节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以后所用的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新

中国成立"。

九、本志所称。解放’’，系指1945年10月25日宽甸县被辽东人民自卫军

解放出来这一特定时间；“收复宽甸"，系指1947年6月7日宽甸县城从国民

党政权统治下收复这一特定时间。

十、政区及机构名称，均系当时称谓。清代称区、牌；民国前期称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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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沦陷时期称街、村。1945年10月一1956年1月仍称区、村，1 956年2月

58年1月改称区、乡，1958年2月一1983年6月称公社、生产大队、生

，1983年7月使用现行名称。地名，除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并加注今名

均用现行地名。

十一、本志人物编分为传、简介、表，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

以对宽甸县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本籍人物为

主，适当收录长期活动于本地并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不区别人物类别，以

卒年顺序排列。对有业绩的生人列入简介，以生年为序排列。

十二、计算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情况，必要时保留旧计量单位。

十三、数字书写，按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

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

专著，县直各部门编送的资料及口碑资料，经考证、筛选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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