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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审人员；陈国山 朱秀东 张希征罗维娟 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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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鞍山市市长马延利

搿盛世修志一．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El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

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

纪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鞍山群”铁矿藏，

世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群一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

下。全国1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

的城郊．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鞍山驿”， “长

甸铺”、Ⅳ沙河铺一，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文化遗迹。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明鞍

山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资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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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没有

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FI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继，争

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

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

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 948年2月19日迎来

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前进中虽曾有

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是辉

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鞍山人

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情．鞍山正在

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今日鞍山，她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

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

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山

一水五分田一，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产业结构

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城

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市基

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融等

事业，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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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鞍山市志》丛

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鞍山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美丽的大自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了鞍山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走过的历程．我坚信，它作为一部上载天文．

下载地理、中括人间事物的地方百科全书，必然起着总结历史，服

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

《鞍山市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鞍山市

委、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和鞍山市政协的关怀，自

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它是经过鞍山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完成的。我代表全市人民，

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t 988年l o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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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鞍山市劳动局局长曹国玺

劳动，作为人类创造自身、创造历史的有意识活动，从来就为

各个不同社会集团所高度重视，并列为研究对象。但却从未见到一

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的劳动专业志，供人们比较和借鉴。因此，

撰写鞍山市劳动志，早已成为全市劳动战线广大干部的夙愿。经过

几年的艰苦努力，《鞍山市劳动志》问世了。此乃鞍山市劳动工作

者一件大喜事，可贺可颂。

《鞍山市劳动志》系鞍山市地方志丛书之一。它以翔实的历史

资料、丰富的劳动工作内容，科学地再现了鞍山市劳动工作的发展

历程，填补了鞍山市劳动工作历史资料汇集的空白。

《鞍山市劳动志》的出版，不仅对现实劳动工作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而且对后世也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前人踩路，后人拓

宽。我们情愿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后人铺就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

道。我坚信，《鞍山市劳动志》必将受到广大劳动工作者的青睐，

必将获得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爱戴。

《鞍山市劳动志》是在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鞍山市档案馆及有关部门

的支持下，在劳动局所属各单位的密切配合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

勤耕耘而付梓的。值此成书之际，谨向予以大力支持的各级领导，各

有关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1989年lo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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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本着。详今

略古”的原则，侧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鞍山市劳动工作的得失，突

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劳动工作发展变化，探求劳动工作的

基本规律，反映地方特色，力求编纂成融思想性，4科学性，资料

性、专业性、时代性为一体的劳动专业志书。

二、本志篇目设计为章、节．目，目用【 】标示，子目则

用黑体字标示。全志书共设十章，约30万字。

三，本志力求体例完美；采用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

裁，以志为主。概述系全志之纲，大事记为编年本末体。组织沿革

开第一章，以下按专业列章，．以时叙事。人物职官表列历年劳动局

(含所属单位)副科长以上人员更迭名细。

四、本志断限时间，上限追溯到1 91 6年，下限止于1985年。本

志“大事记斗， 搿组织沿革"， Ⅳ人物职官表”的记述，分别延续

到l987年底。

五、志书行文采用语体文，名称称谓、纪年、计量单位力求规

范化。各章节中记时均为公历年月日。志中使用的统计数字、年代、

百分数等一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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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书搜集的数字以鞍山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有些则

以鞍山市劳动局各业务部门文书档案、统计资料为依据。

七、本志卷尾设有“补记”，记述1986、1987年鞍山市劳动工

作的政绩，为本志延续史料。

八、本志补记后设“附录”，主要搜集各经济建设时期具有重

大影响的地方法规性文献资料。’
’

。 九，鞍山市劳动局的称谓，随各历史时期的变动据实叙述。

十．本志记述中涉及劳动专业术语名称，均不加注释。

十一，本志的职官表中，有个别人员的自然情况因工作变动频

繁而难以查找，故显露空白。 ：

十二、鞍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鞍山市解放前劳

动机构演变资料，均作为“附录”列入沿革中。

十三、大事记中的。▲”在日下为本日，在月下为本月，在年

下为本年。 一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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