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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固然要搞好经济，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作为城

市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每个城市都应该有

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优势。就拿史志来说，它是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沈阳市的修志工作，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十几年辛勤劳

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不仅全力支持这项事业，也希望各条战线

的同志们继续支持和关心方志事业，把这项惠及后世、利在千秋的文

化事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其文化事

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应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与蓬勃发展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

为了塑造沈阳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要在软件上采取多种手段来

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提高市民的文化

修养；要在硬件上有计划地建造一批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一流文化

设施，以增加城市建设的文化含量。为了展示沈阳国际化大都市的文

化特色，要抓住沈阳的历史特色、地域特色和主体特色，充分展示自己

独特的个性魅力，唤起广大市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沈阳作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需要集中建造一批独具匠心的高楼大厦，但更重要的是

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逐渐蓄积自身的精神内涵，为后人留下更

加丰富的传世文化资源。我坚信，只要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的同志们



序

都来关注文化建设事业，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沈阳，必然以现代

化国际化的崭新风貌，出现在祖国的东北。

沈阳人杰地灵，沈阳大有希望。我要和我的同事们一道，竭尽全

力去实现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让沈阳人为自己是沈阳人而骄傲和

自豪。高楼大厦要靠一砖一砖砌起来，美好的明天要靠真抓实干去实

现。在这里我还要为方志工作说一句话，那就是留下历史的人，往往

容易被人所忽视，因为他们不尚空谈，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地为人民的

事业书写春秋。抓经济工作也好，从事文化建设也好，都应该有乐于

奉献、不计名利的实干精神。只要是人民最需要的事情，我们就应该

一件一件地做下去，直至人民高兴、满意为止。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

沈阳，确实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有一大批人才和完全可

以信赖的群众，有着无穷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只要全

市人民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抛弃幻想，奋力拼搏，就一定能够创

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一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Et

1



凡 例

一、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35号文件精神，从1994年

起，逐年编纂出版本年度《沈阳市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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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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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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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市区资

料及数字不含市辖县(含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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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沈阳市志·1998 ，，凡 例
’

t

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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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沈阳市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

处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沈阳市志·1998))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35号文

件决定编纂。

．．二、本志记述时间一般为1998年，部分条目的记述时间适当上溯

或延伸，以保持资料的完整性。

三、为本志提供稿件资料的有201个单位，涵盖全市各部门和各

行业以及部分中央、省驻在单位。参与稿件编写的有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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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个专志、550个分目、534个

子目。卷首设彩图22幅，正文内插图69幅、表77幅。本志附有231

个单位的252页彩图资料、131个单位文字介绍。

五、本志刊出的沈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1999年新的组成人

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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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市情3

基本市情

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在东经122度25分9

秒至123度48分24秒、北纬4l度11分51秒至钙

度2分13秒之间。东临抚顺市和抚顺县，南与本溪

市和辽阳市相连，西与台安、黑山、彰武3县接壤，北
与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及铁岭市的昌图县、开原

市和铁岭县相邻。全市国土面积12980平方公里，

东西宽115公里，南北长205公里。全市海拔最高
点447．2米，位于法库县庙台山，海拔最低点5．3米，

位于辽中县于家房镇。全市森林总面积147013公

顷，草场总面积82420公顷。

沈阳市位于中朝准地台的北部边缘。以中生代

侏罗纪和白垩纪发生的燕山运动为转机，欧亚板块

东部边缘由于受到太平洋板块向下部的俯冲和挤

压，使大陆一侧发生了岩石圈变形，由海洋向大陆形

成了辽吉黑山地、松辽盆地和大兴安岭体系。到新

生代，大陆岩石圈形成的弧后盆地和大陆边缘盆地

分裂成日本海和下辽河裂谷，沈阳即位于下辽河裂
谷的北部。在地震分区上，沈阳市处于华北地震区

的郯城——营口地震带上，地震活动的表现为强度
大、频率较高。沈阳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石油

及天然气、铁、铝土矿、硅石、粘土、石灰等。沈阳的

植物资源丰富，约有1000多种。动物种类约有200

种。

沈阳水资源总量为32．6亿立方米夕年，人均486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1．4亿立方米，地下水21．2亿

立方米，水域137313公顷。境内流经河流19条，分

属辽河、浑河两大水系。辽河水系由北及西北流向

西南，浑河水系由东北流向西南，均从辽中县出境。

辽河为全国7大江河之一。浑河、柳河、绕阳河属大

型河流。蒲河、养息牧河、北沙河、秀水河为中型河

流。湖泊及水库主要有卧龙湖，三台子水库、棋盘山

水库等53座中小型水库。按地表水可利用量计算，

中等水平年境内地表水可利用量为33683万立方

米，中等干旱年境内地表水可利用量为23239万立

方米。由于气候及地貌影响，降水多集中在6__9

月，分布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年降水量相差160多毫

米，造成地表水在地区间分布不均。

沈阳处于北温带亚洲季风气候区的北缘，属受

季风影响的湿润和半湿润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其主

要特点是：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日照丰

富，温差较大，冬寒漫长。年平均气温6．卜8．O"C，
气温年较差(7月与1月平均气温差)，南部为

35．8℃，北部为36．8"C，南北相差1℃。夏季炎热，平

均气温在23℃左右，极端最高年气温39．3℃(1920

年6月30日)。冬季寒冷，平均气温在一1l℃，极端
最低气温为--33．1℃(1950年1月6日)。1998年全
年平均气温在9．7"12。全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2．2℃，出现在6月28日和7月11日。全年极端最

低气温为一24．2"C，出现在12月8日。全市多年平

均日照时数为255帅50小时。市内平均日照时
数2612．2小时。历年日照时数最多为2910．9小时

(1993年)，日照百分率为66％；最少为2268．1小时

(1985)，日照百分率为51％。日照分布由北向东南
逐渐减少，康平、法库县年平均日照为2700小时，东

陵和新城子区东部的丘陵山区年平均日照2400小

时。1998年全年日照时数为2295小时。沈阳地区

近20年来年平均降水量在680---530毫米之间，其中

城区最多，为727毫米；康平县最少，为524毫米。

暴雨(日降水量≥50毫米)发生期主要集中在7、8

月，尤其是7月下旬到8月中旬。暴雨日数历年平

均为1．8天。最早出现暴雨在5月16日(1962年)，

最晚出现在10月15日(1960年)。年最多暴雨日数

为5天(1953年、1957年)，有近1／5的年份没有暴

雨。大暴雨(日降水量≥100毫米)日数甚少，平均

lO年3次。日降水量≥200毫米的特大暴雨仅在
19r73年8月21日出现一次。大暴雨发生在7、8、9

三个月，以8月为多，往往造成洪涝灾害。1998年全

年降水量824毫米，属降水偏多年。第一场大于10

毫米降水出现在3月19日，第一场大于50毫米的
暴雨出现在7月14日。沈阳地区的冬季降雪量约

占年降水量的8％左右，历年降雪初日平均为lO月

28日，最早出现在10月2日，最晚是12月21日；降

雪终日平均在4月10日，最早3月5日，最晚5月15

日。沈阳地区平均无霜期146一163天，辽中县最长

为163天，新城子区最短为146天，南北相差半个

月。初霜出现的平均日期为lO月1日，最早为9月

11日(1967年)，最晚为10月16日(1951年)。终霜
的平均日期为5月2日，最早为4月15日(1975

年)，最晚为5月18日(1969年)。1994年无霜期185

天，为1949年以来的最多值。冬季主要受北方冷空

气影响，盛行偏北风；春季由于暖空气开始活跃，南

风和北风交替出现，但南风出现频率明显增大；夏季

主要受南方暖空气影响，偏南风出现频率最高；秋季

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南北风也常变换出现。沈阳地

区的空气湿度与降水分布基本相同，南部和东南部

较大，西部和西北部较小。市内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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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其年际变化在57_72％之间。冬季水汽含量

最少，但气温低，相对湿度大于春季。春季水汽含量

虽有增加，但气温回升快，风速加大，相对湿度仍最

小。是全年最干燥的季节。夏季增湿明显，7、8月相
对湿度为77—78％，是全年最湿润的季节。

沈阳市土地总面积1298000公顷，其中农村面

积1279400公顷，城市建成区面积18600公顷，分别

为总面积的98．57％和1．躬％。土地资源分别由耕
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

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构成，它们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例依次为53．4％、0．8％、11．6％、5．8％、11．8％、

3．2％、10．6％、2．8％。在各类用地中，农业生产用地

即耕地比例最大。据1997年进行的全国第一次农
业普查，沈阳市农业用地总面积为904343．1公顷，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7％，其中耕地687986．3公

顷，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76．1％。沈阳市现已开发
利用的耕地面积为56．78万公顷，其中新民市为

13．93万公顷，法库县10．55万公顷，辽中县8．53万

公顷，康平县7．50万公顷，新城子区4．59万公顷，东
陵区4．05万公顷，于洪区3．91万公顷，苏家屯区

3．72万公顷。1985年以来，沈阳土地利用城市化趋

势逐年加快，城市建成区面积已是建国初期的1．8
倍，达到或接近国务院批准的规划范围。全市土地

总面积按行政地区划分，市区9个区总面积3495平

方公里，其中5个中心城区面积为163．3平方公里，
大东区48．5平方公里，铁西区39．3平方公里，皇姑

区36．5平方公里，和平区21．4平方公里，沈河区

17．6平方公里；4个城郊区面积为3331．7平方公里，

东陵区931．3平方公里．新城子区849平方公里，苏
家屯区776．6平方公里。于洪区774．8平方公里。市

辖4个县(市)总面积9485平方公里，其中新民市

3352．5平方公里，法库县2290平方公里，康平县
2175平方公里，辽中县1667．5平方公里。

沈阳市位于浑河北岸，浑河古称沈水，因古代以

水北为阳，故称沈阳。沈阳历史悠久，远在7200年

前，先民们便在这里农耕渔猎，繁衍生息，创造出新
乐文化，经测定属新石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秽

貊、肃慎、东胡、华夏等各族共同开发着这块土地，据

郑家洼子出土的青铜短剑等文物表明，那时沈阳已

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公元前300年前后，燕国在此

屯兵戍边，设立哨所，史称斥堠。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属辽东郡境。西汉在沈阳

境内设置侯城，是东北的军事重镇，为中部都尉治

所，已初具县邑规模。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

年)设玄菟郡。经魏晋至隋唐，沈阳地区部分属辽东

郡，部分为玄菟郡所辖。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
后，隶安东都护府。公元921年(辽神册六年)，在沈

阳境内设置沈州，筑有土城，为沈阳修建城垣之始。

1116年金太祖完颜曼攻克沈州后，在境内设驿站多

处，扼守交通，并发展了瓷器、铜镜等手工业。13世

纪初元金交兵时，沈州土城被毁。1296年(元元贞二
年)，元改沈州为沈阳路，至此沈阳见于史册，并重筑

土城，沈阳已成为关内外交通要冲、商品交易集散地

和文化联系纽带，是东北重镇之一。1372年(明洪武

五年)明军攻克沈阳，1386年改沈阳路为沈阳中卫。
为加强防御。1388年在元代土城基础上新建砖城，

设东南西北4门，并在城内修“十”字街通向各门。

此时，在沈阳附近有开原、广宁、抚顺3大马市，促进

了沈阳商业、手工业发展。1621年(清天命六年)，后

金汗王努尔哈赤领兵攻占沈阳，1625年把都城从辽

阳迁至沈阳，将明代砖城加宽加高，改4 f-i为8门，

将城内“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并大兴土木，修建了
融汉、满漾、藏等各族文化艺术特色的宫殿及寺塔。
1634年(清天聪八年)，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汉文为

天眷盛京、满文音为谋克敦、英译Mukden)。1644年
(清顺治元年)迁都北京后，清以沈阳为陪都，并于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古

城区设奉天府，这便是沈阳又名奉天的由来。19世
纪中后期，沈阳城内民族手工业和工商业迅速发展，

关内外交往规模不断扩大，沈阳逐渐成为关外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
军阀首领张作霖统治东北的中心，修铁路、开矿山、

办工厂、建银号，使沈阳近代工业得到长足发展。

1923年8月，奉天省划沈阳县城区及商埠地一带为
市区，正式设立奉天市政公所，沈阳首次出现市的建

制。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

三洞桥后，张学良执政，于同年12月29日在沈阳宣
布“东北易帜”，并于1929年4月2日将奉天市改名

为沈阳市。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并侵占沈阳后，将沈阳市改名奉天市，霸占了所有的
铁路、兵工厂、机场、通讯设施、银行钱庄及一切官

办、官商合办企业，以经济统制手段扼杀沈阳的民族

工商业，支持日本财阀直接在沈阳办厂，剥削廉价劳

力，掠夺各种资源，对沈阳人民强制灌输奴化思想，
残酷迫害有民族意识的进步爱国人士，使沈阳人民

度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沈阳各族人民谱写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

资本主义斗争的壮丽篇章。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

利，八路军进驻沈阳，奉天市恢复沈阳市名称。lO
月10日，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白希清任市长，

焦若愚任副市长。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驻沈

阳并发起内战，使沈阳在沦陷14年中已奄奄一息的

工商业重新濒临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陷入

水深火热之中。1948年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

古城从此勃发生机。11月3日，沈阳特别市政府成
立，隶属东北行政委员会，朱其文任市长，焦若愚任

副市长兼秘书长。同月20日，市政府决定将市内22

个区合并为沈河、大东、北关、北市、南市、铁西、皇

姑、和平8个区。1949年5月1日，沈阳特别市政府

改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同年8月沈阳市隶属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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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领导。1953年2月，苏家屯镇改为苏家屯区，

沈阳市辖区增至9个。1953年3月12日，沈阳市改

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8月11日，沈阳市改为辽宁

省辖市。1955年1月2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改称沈

阳市人民委员会。1959年1月1日，辽宁省人民政

府决定将原铁岭地区的铁岭、法库、康平、开原、昌

图、西丰和原辽阳专区的沈阳、辽中、新民、台安10

个县划归沈阳市领导，沈阳市共辖9个市区、lO个

县。同年2月24日，市人民委员会撤销北市、南市、

北关3个区的建制、并入和平、沈河、大东等区。同

年12月31日，撤销沈阳县建制。其所辖地区分别划
入市内邻近各区，并设立新城子区。1964年3月16

日，中共辽宁省委决定设立沈阳专区，将沈阳市所辖
的铁岭、法库、康平、昌图、开原、西丰、新民、辽中、台

安9县划归沈阳专区领导。1964年3月24日，市人

民委员会决定设立东陵、于洪两个郊区。1968年5

月10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12月26

日、1970年1月1日，辽中县、新民县分别划归沈阳

市领导。1980年4月19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改为

沈阳市人民政府。1993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

原铁岭市的法库、康平县划归沈阳管辖。同年经国

务院批准，新民县撤县设市。至1998年，沈阳市辖

和平、沈河、大东、皇姑、铁西、于洪、苏家屯、东陵、新

城子9个市区以及新民、辽中、法库、康平4个县
(市)。

1998年，沈阳市辖112个街道办事处、81个乡、

60个镇。其中9个市区有108个街道办事处、32个

乡、26个镇。市区中5个中心城区有91个街道办事

处、2014个居委会。市辖县(市)有4个街道办事处、

49个乡、34个镇。具体分布情况是：和平区设20个

行政街，即砂山、胜利、民主、新兴、集贤、中华路、吴

淞、园路、遂川、八经、南湖、十四纬路、云集、北市、南

站、马路湾、新华、北站、北道口、西塔；沈河区设16

个行政街，即一经、二经、大西、小西、大南、小南、正

阳、中街、滨河、万莲、风雨坛、山东庙、文化路、朱剪
炉、新北站、惠工；大东区设15个行政街，即万泉、小

东、管城、长安、东塔、新东、珠林、小滓桥、大北、小

北、洮昌、辽沈、东站、二台子、文官；皇姑区设20个

行政街，即华山、亚明、明廉、克俭、崇山、塔湾、三台

子、辽河、怒江、长江、陵北、昆山、三洞桥、泰山、黑龙

江、黄河、新乐、太平、向工、寿泉；铁西区设20个行

政街，即路官、卫工、兴工、启工、重工、保工、轻工、笃
工、十二纬路、七纬路、工人村、兴华、霁虹、艳粉、云

峰、贵和、齐贤、兴顺、兴齐、凌空；于洪区设4个行政

街、4个镇、12个乡，即：陵西、迎宾、辽沈路、北塔街

道，马三家、大潘、沙岭、平罗镇，北陵、解放、老边、陵

东、造化、杨士、翟家、高花、彰驿站、于洪、大青中朝

友谊j大兴朝鲜族乡；东陵区设5个行政街、9个镇、

7个乡，即：马官桥、南塔、辉山、泉园、丰乐街道，高

坎、祝家屯、白塔堡、深井子、英达、桃仙、汪家、古城

子、李相镇，王宾沟、五三、东陵、长白、前进、满堂满

族、浑河站朝鲜族乡；苏家屯区设6个行政街、7个

镇、7个乡，即：中兴、铁友、临湖、解放、民主、湖西街

道，红菱堡、林盛堡、八一、沙河铺、姚千户、陈相屯、

十里河镇，王纲堡、城郊、佟沟、大淑堡、白清寨、永

乐、大沟乡；新城子区设2个行政街、6个镇、6个乡，

即：清水台、新城子街道，虎石台、清水台、财落堡、兴

隆台锡伯族、蒲河、道义镇，新城子、马刚、尹家、望

滨、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黄家锡伯族乡；新民市设

4个行政街、11个镇、15个乡，即：东城、西城、新柳、

辽滨街道，大民屯、前当堡、兴隆、公主屯、梁山、大红

旗、兴隆堡、法哈牛、大柳屯、胡台、柳河沟镇，高台

子、金五台子、东蛇山子、陶家屯、姚堡、镇郊、三道岗

子、罗家房、新农、周坨子、卢家屯、红旗、大喇嘛、于
家窝堡、张家屯乡；辽中县设11个镇、10个乡，即：辽

中、茨榆坨、刘二堡、朱家房、新民屯、满都户、于家

房、冷子堡、长滩、肖寨门、杨士岗镇，养士堡、城郊、

六间房、老观坨、四方台、老达房、大黑岗子、乌伯牛、

潘家堡、牛心坨乡；法库县设7个镇、13个乡，即：法

库、柏家沟、大孤家子、三面船、秀水河子、叶茂台、登

仕堡子镇，慈恩寺、孟家、和平、十间房、冯贝堡、依牛

堡子、五台子、四家子劳古族、双台子、卧牛石、包家
屯、丁家房、红五月乡；康平县设5个镇、11个乡，

即：康平、小城子、张强、方家屯、东关屯镇，胜利、郝

官屯、北四家子、两家子、二牛所口、山东电、西关屯

蒙古族满族、沙金石蒙古族满族、柳树屯蒙古族满

族、东升满族蒙古族、海州窝堡乡。

沈阳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辉

煌的岁月，为沈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胜地景
观。沈阳现存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筑、烽火

台、边墙和历史纪念物、革命纪念物达400多处，其

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16处、市级60

处。珍藏的历代传世文物、出土文物、革命文物数以

万计。位于皇姑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的新乐文化

遗址，于1973年首次发掘，系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

期的村落遗址，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其布局与

半坡文化相似，经测定距今已有7．200年历史，已建

成新乐遗址博物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于

洪区杨士乡郑家洼子村的郑家洼子遗址，于1968年

发掘，在清理14座墓葬时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尤

以青铜短剑珍贵，经测定为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遗址．

现建有青铜短剑墓陈列馆。位于沈河区沈阳路的沈

阳故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修建的

皇宫，清世祖福临在此即位称帝。沈阳故宫建成于

1636年，即崇德元年，乾隆时期为“东巡”驻跸及恭贮

先朝遗物需要，曾增建和扩建，今日沈阳故宫建筑遗

存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各式建筑90余座、300多

间，是中国现存完整的两座宫殿建筑群之一，于1961

年6月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市东北11公里处的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叶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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