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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

也是我们的财富"。为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警示当今，告诫
后世，我们编写了1921年至1990年《大东大事记》。

《太东太事记)) ，主要依据区档案馆馆藏资料和我们多年的

工作成果，并参阅了区政府等有失单位的文书档案，按照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以《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虫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钱，收录

了本区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的重要活动，比较

全国地反映了1921年至1990年党和λ民群众在大东区的创业历程

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本书采用编年体叙事方式，按事件友生的时间为序。问一事

件延续数日的，一般在事件发生的当日记述 z 同日发生的数件大事

以"6，"表示并依次排列，没有具体日期的事件均以"是年"、

"是月"等方式编写。

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真实可萃，虽有不尽完善之处，仍不失
为-部历史工具书，必将为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改革开放，实现

区街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对广

大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部乡土教材。

《大东大事记》由区委党虫办工作人员历经二年艰苦劳动编

辑成书。其中马文忠同志为主编，武英杰、李华、张凌霄、;五淑

兰、王德择、王锡请等同志为责任编辑，同时聘请刘雪松同志为特

约编辑。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历史跨度大，资料来源有限，

疏漏和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2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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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

1 月 东三省陆军航空处在东塔机场成立。 9 月 24 日，张学

良又创办东三省航空学校。

5 月 20 日 第九届华北运动会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举行，这

是奉天(沈阳)举办的最早的一次地区性大型运动会.

6 月 25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阁宝航‘郭纲、张蕴玲、

高于升、巩天民、苏于元、吴竹村等在奉天组织"星期三会"

〈每星期三聚会一次) t 畅谈新思想、新文化。、

晕华 大亨铁工厂在大东边门外〈现沈阳矿山机器厂址〉建

立，主要制造铁道机械、锅炉等产品，是奉天大型民族工业之一。

一九二二年

7 月 奉天东大营建立。

11月 八王寺汽水公贾在大北美成立，这是当时沈阳著名的

民族工业之一。

12月 21 日 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奉天军械厂扩建成生产军械、

弹药的东三省兵工厂〈现黎明2主动机制造公司址〉。
是月 东亚皮革厂在小北美设立，这是当时沈阳最大的反革

一九二三年

1 月 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郭刚从外地见习会务返拢，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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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响导》、 《社会科学概论》、 《辩证法浅谈》、

《唯物史观》、 《列宁与甘地》、 《独秀文在》等进步书刊，在

青年会和部分青年学生中传阅，并创办了巡回文库，为社会主咒

研究小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2 月 阎宝航、韩淑秀创办奉天贫儿学校。第一分校〈又称

东分校〉校址在小东关大什字街F 第二分校〈又称北分校)校址

在大北边门里双小庙子附近。

. ~ 3 月 lS 杜重远在二台子地区创办肇新窑业i公司，这是当
时东北最大的砖瓦陶瓷工厂.

川 5 月 奉天基督教主青年会成辜，会址在大东关额宅胡同。

9 ,M 张学良就"任E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并将奉系空军编为 3

个大队。 1925年又增设 2 令大队，改称东北航空处。

矗年张作霖从德国进臼军工设备，增聘日本工程师，扩建

东三省兵工厂。

一九二四年

1 月 共产党员韩乐然受党中央振遣，以青年画家名义 ßl上

海来到奉天，传播马列主义，叩开展建党活动。

3 月 奉天省立第二工科高级中学在小河沿〈班忧阳空军医
皖址)成立. ‘ 4 、 L 

9 1J 民族工业东兴色染纺织公司在叶东边门外成立。
是年款共产党员带乐然创办美术专科学校，聘请讲霞白

〈许闻天〉、鲁少飞、陆一勺、钱鼎和欧阳予倩等人任教。其

间，他们曾创作和演出了"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以后"、"尼姑

且、凡"和"贵妃醉酒沙等剧目，在社盒上引起很大反响。

11 月 李大钊由苏联回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北

京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领导北齐地区〈包括'东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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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的工作。

是年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组织奉天各中等学校进步青

年20余人，成立"文学研究会"每星期日在基督教青年会活

动。

允二五年

是华初 中共党员李笛晨到东三省兵工厂从事党的工作。同

年 9 月底，东三省兵工厂建立党小组，李笛展任组长，隶属中共

奉天支部领导ρ 兵工厂党小组是大东区第一个党的组织p 李笛晨

则是大东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7年 6 月，东主臂兵王厂党小

组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解体。

是年春 中共北京区委派任国帧来奉天开展建党工作。

6 月5-9 日 奉天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小河陆医专〈现

省肿瘤医院址〉召开会议，研讨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爱国斗

争问题。会议决定 6 月 10日到省长公署门前集会，请愿示威，并

组成了以毕天民、粟丰、高启福为首的请愿代表团。

lDB 奉天青年学生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爆发了"六

十"运动。在"六十"运动中，小河沿医专涌现了一批进步学

生，为建立小河沿医专党小组奠定了基础。'

A 参加"六十"运动的坤光女中〈现省肿瘤医院扯〉学生
王文石、董素心、高静涵、富桂贞、李爱德、付莲秀、刘青云、

刘景荣、回蕴英、张作宜、于瑞秀、张育文、任冠英、茶文豪等

十四人，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触犯了"校规"被校方开除。

上旬 中共北京区委和团中央分别派陶梁、吴晓天来奉天，

领导青年学生声援"五卅"运动。

13 目 奉系军阀唯恐学生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

争势态扩大，连日召开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和教育厅长联席会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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