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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本溪市委书记董九洲

继《本溪市志》第一卷编辑出版之后，《本溪市志》第二卷又付梓问世了。这卷以集中反
映本溪地区工业、农业、交通、邮电、建筑业发展历程为中心内容的志书的出版，是本溪经

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本溪文化事业建设中的又一可喜成果。
本溪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居住在太子河、浑江流域的

人类，就开始从事渔猎农耕。战国时代，汉族人开始进入辽东，垦荒耕种，带来黄河流域的
农耕技术。到清代，朝廷实行移民奖励政策，冀鲁豫之人源源而来，大量开发土地，以牛耕
马种、旱种农业为特点的传统农业业已形成，畜牧业、林业、柞蚕业也都有相应发展。宋、元
时期，本溪开始出现原始的采煤、炼铁业。明末清初，成为辽东地区的主要产铁区之一，水

陆运输业也相应发展。清末，一度衰落的采煤、炼铁业又重新进入一个繁盛时期，手工业和
商业也随之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入侵本溪，修铁路，开矿山，建
工厂，设洋行，对本溪地区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1931年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本溪经济呈现畸型发展。

本溪解放后，英雄的本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日伪和国民党遗留
下的一片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创建新本溪。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开发建设，本溪
已形成以钢铁、煤炭、建材为主，机械、化工、电子、有色金属、纺织、轻工、食品、医药
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国家重要原材料工业基地之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
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步伐，使本溪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农林牧
副渔工各业兴旺，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强，对市场的适应能
力不断提高，工业生产改变了忽起忽落的被动局面，逐步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适
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产业有了新的发展，交通、邮电、电力等各项事业也突飞猛进。
本溪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

本溪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给经济工作者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把这些珍贵
的历史资料通过志书的形式如实地记载下来，无论对于今人还是后人，都是大有益处的。它
将成为各级领导了解地情，察古通今，决策未来的一面镜子。也是对当代人和后代入进行国
情、地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

‘ “

编修志书，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重要事业。全市的修志工作者在史
料散失不全的情况下，不辞辛劳，广征博呆，勤奋笔耕，编纂了。一部部志书，填补了本溪文
化事业中的一项空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人们
的尊重。值此，我代表市委向为志书编纂作出贡献的全市修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我

也衷心希望全市的修志工作者，再接再厉，继续编纂出高质量的志书来，更好地为本溪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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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共查溪宴委型书望李英杰本溪市市长卞兀“”

本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原材料工业基地之一，被称为“煤铁之城”。由

本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和全市修志工作者共同编纂的《本溪市志》第二卷，就是这“煤铁

之城”真实的写照、奋进的缩影。

百年沧桑，岁月悠悠。本溪解放49年来，山城面貌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本溪

人民在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立足实际，面向全国，充分发挥全市“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自然优势，先后为国家提供3亿多吨钢铁、煤炭和100多种工业产品，不仅使老工业基地为

国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形成了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纺织、通讯等较为齐

全的工业体系。《本溪市志》第二卷对此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本溪近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全部历程，

系统地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成果与经验，展示出本溪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远景，史

料翔实，可资借鉴。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志书作为融政

治性、历史性、学术性一体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在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加

强市情研究和理论研究，在出版《本溪市志》第二卷的基础上，继续精心编纂，提高质量，力

争到2000年全部出版《本溪市志》一至四卷，为本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出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作用，从而更加振奋全市人民的精神，凝聚全市人民的力量，努力搞好本溪的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本溪带入21世纪。

《本溪市志》第二卷的编纂出版，得到了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沈阳矿务局本溪办事处和市

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参加撰稿和编纂人员不辞辛苦，精心编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

于本书中的不足之处，热忱欢迎各界人士给予批评指正，使之逐步臻于完善。

1997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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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载本溪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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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由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地方工业、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建筑

业和农业等七篇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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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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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记述规范。本志采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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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汉字标点符

号以国家规定为准。

五、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如在引文中需要历史纪年时，在公元纪年后括注历史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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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冠以褒贬乏词。

七、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原始档案记载的数据为准；新中国成立后，以政府统计

部门的数据为准。属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以本单位统计机构核定的数据为准。数

码书写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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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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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计量。本志一律使用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对

史料中的旧计量名称、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均加注现行法定计量名称和单位。

九、注释。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确需标明出处的在记述史实

中随文予以表述，不另加注释。



《本溪市志》第二卷编纂说明

《本溪市志》总体设计安排，经市志编纂委员会审议决定，全志分四卷出版。第一卷已

于1991年10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卷编辑工作始于1987年，经历了资料搜集与筛

选、志稿初编、总纂合成、专家评审和市志编委会终审几个阶段。在志稿编辑过程中，坚持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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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篇布局、记叙体裁、引文规范上严格按照《本溪市志》凡例规定执行，力求保证

新编地方志编辑出版的质量。

《本溪市志》第二卷系经济部类著述，翔实地记载了本溪地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

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重要

成就。在结构安排上按照新编地方志“以事物属性归类”的原则，市志第二卷设置了钢铁工

业、煤炭工业、地方工业、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建筑业、农业等七篇，计130余万字。突

出地方特色是新编地方志书特点之一。本溪钢铁公司的钢铁生产、原本溪矿务局的煤炭生产

在东北地区开发历史较早，而今本钢的钢铁生产仍是本溪地区的支柱产业，在全市国民经济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将本钢的钢铁生产和本矿的煤炭生产分别独立设篇，这样既充

分地反映了本溪老工业基地的特点，又如实地记录了本溪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

《本溪市志》第二卷的总纂合成工作始于1993年10月，先安排原市志办编辑一室承担编

辑任务，后感到编辑力量不足，又决定编辑二室停编三卷，集中力量编辑二卷，由当时任副

主编的谢怀厚、张华、郑全忠牵头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承担编辑任务，历时近半年时间，于

1994年上半年完成总纂合成工作，并及时交付本溪市电脑自动化印刷厂印制模拟本(草稿)。

但由于存在急于赶进度的思想，出手志稿质量较差，审稿工作粗糙，排印后多次调整篇目。史

志合一后，新机构致力于提高志书质量，于1995年6月至8月期间组织主要编辑人员对志稿

进行重大修改，并积极解决出版和排印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终于在1997年8月初完成了

模拟本的印制工作。为了保证志书的史实准确，于8月上旬将模拟本送原供稿单位分别进行

核审。多数单位对志稿进行了认真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C19893 57号文件关于市、县志印刷出版前必须经过专业人员评审、

当地政府审查批准的规定，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于1997年9月4日召开了《本溪市志》第二

卷志稿评审会议。市委、市政府对评审会议极为重视，会前市委、市政府主管修志X-作的领

导同志听取评审会筹备工作的汇报；会议期间，市志编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永

义，市志编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景来，市志编委会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姜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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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到会看望与会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此次评审会的有：辽宁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
任、编审苏长春，省志办市县指导处处长、副编审徐英琪，沈阳市志办主任、高级工程师卢

鸿泉，营口市志办主任梁文科，本溪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远宝剑。应邀因故未

到会而提出书面意见的有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审尉常荣，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地方志

编审处处长、副编审王万涛。评审会由市志编委会副主任、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研

究员闰中仕主持，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闫克家介绍了《本溪市志》第二卷的编纂情况，

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景来在会上讲了话。与会专家、学者会前认真审阅志稿，会议期间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认为《本溪市志》第二卷编纂的政治观点、结

构安排、资料运用、记述方法较为得体，符合新编地方志的要求，总体质量是好的。同时，也

指出志书的部分结构设置、行文规范、表格设计和数字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尚须认真进

行修改和调整，把志书质量再提高一步。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根据评审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组织编辑人员认真研究和分析，确定修改原则，指定主要编辑人员对志稿再次全面进行

认真复审和修改，历时50余天，调整了部分结构，增删了文字，核实了数据，对农业篇一些

有悖志书体例的记述重新进行改编，于年末完成修改工作。

1998年3月，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将修改后的志稿提请市志编委会审议，经过编委会主

任、副主任的全面审核，一致同意修改后的志稿，批准《本溪市志》第二卷正式印刷出版发

行。

《本溪市志》第二卷是“众手成书”的结晶，也是各级领导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从搜集资

料到总纂合成，历时十载，都是在中共本溪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直各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全体专职和聘任编辑的共同努力，完成了这部地方文化巨著，它必将发挥

“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特别应提及的是，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原

市志编委会主任由作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市志编委会副主任程盛中的热情关怀和大力

支持，也得到大连出版社j鞍山市中环印务实业公司的支持。原兼任市志办主任宋广j|：斤为编

审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部门和人员表

示衷心的感谢!

《本溪市志》第二卷的出版发行，是本溪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新的成果，值得庆贺。但由

于受编辑人员自身水平所限，对新中国成立前本溪工业情况的资料挖掘不深，对本溪经济发

展规律缺乏深入研究，尽管我们做了积极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对志稿反复几次调整和

修改，但仍会有疏漏或舛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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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地区铁矿资源丰富，且有优质炼焦

煤、石灰石、硬质粘土等炼铁辅料，为发展

钢铁工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明朝，

当地居民即用土法采矿炼铁。据考，1411年

(明永乐九年)，明王朝在本溪市区东北5公

里的威宁营设“铁坊百户所”，相继在平顶山、

连州峪(今山城子乡磨石峪和柜子石一带)、

阴湖屯(今溪湖区)和窑子峪(今偏岭乡境

内)各设铁场一处，至1537年(明嘉靖十六

年)，这5处铁场年产铁约占当时辽东地区产

铁总量的14．3％．到了清代，本溪地区一时

成为东北南部采煤、冶铁中心。1862～1874

年(清同治年间)，在小市、田师4,-J和赛马集

(时属本溪县辖)也都设有炼铁场。这些炼铁

。场除生产军械外，还生产农具和日用家具，销

往东北各地，并出口朝鲜。至清朝末期，由

于“洋铁”的输入，：2Is：溪地区的古老炼铁事

业呈现中衰之势。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日j俄两国为

争夺东北的辽东半岛及中长铁路(今长大铁

路)沿线的势力范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

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下称大仓财阀)派人随

军调查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沿线的矿产

资源，认证本溪湖有办煤矿、庙儿沟有办铁

矿的价值，翌年又派人进一步勘察。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1月，大仓财阀首先开办

本溪湖炭矿。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

又强迫清政府批准开采庙儿沟铁矿．此为本

溪钢铁工业之始，以后大体经过四个主要历

史阶段。

一、中日合办时期

大仓财阀在甲午战争中充当日本陆军军

需供应商，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即直

接对华进行资本输出。日俄战争之后，大仓

财阀无视中国主权，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

--生g)非法开采本溪湖炭矿。1907年(清光

’绪三十三年)7月和翌年5月，两次对庙儿沟

铁矿进行勘察后，又向奉天当局提出开采庙

儿沟铁矿，但未获批准。中El合办本溪湖煤

矿合同签署后，大仓财阀进一步提出开采庙

几沟铁矿，在日本人的要挟下，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9月与大仓

财阀正式谈判，达成合资经营炼铁事宜。同

年10月，奉天交涉司f,-"F鼎霖与大仓财阀及日

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签订《中日合办本

溪湖煤矿有限公司附加条款》，并将公司名称

改为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下称煤铁公

司)，增设炼铁部，资金再增龙银200万元，

仍为中日各半。同年，庙儿沟铁矿正式开采，

矿名为南坟铁矿。1914年(民国3年)4月，

本溪湖制铁工场(今本钢第一炼铁厂)1号高

炉建成，容积291立方米。当月，56座炼焦

土窑建成。5月，本溪湖第一发电所(1949年

6月改为第一发电车间，1958年划归一铁

厂)2台1500千瓦发电机发电。同年，建成

南坟选矿场。1915年(民国4年)1月，1号

高炉点火，日产J--I=铁130吨，此为东北炼铁

-1-业使用高炉炼铁的开端。同年7月煤铁公

司又取得了梨树沟、卧龙、歪头山、岱金峪、

马鹿沟、青山背、骆驼背子，望城岗、八盘

岭、大河沿一区和大河沿二区、通远堡等10

处铁山、12个矿区的开采权。同年，本溪湖

制铁工场2号高炉兴建，容积为301立方米，

1917年(民国6年)1z月建成投产。当年，

公司共生产生铁3．79万吨。

本溪生铁中含磷、硫较低，是铸造用铁

的理想原N-。同年，建起本溪湖制铁工场至

本溪湖火车站的10余公里铁路。1917年(民

国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因生铁市场

滞销，煤铁公司的生铁产量下降，2座小高炉

停产。1922年(民国11年)2座大高炉相继

停产。1924年(民国13年)6月，本溪湖制

铁工场兴建第一座可回收化工副产品的黑田

式60孔骸炭(即焦炭)工场。1926年(民国

15年)第一座骸炭工场投产，取代了部分圆

窑土焦炉的生产．至1931年(民国20年)，

煤铁公司还先后在南坟矿区建起标准轨铁路

7．2公里，与南坟火车站接轨。在本溪湖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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