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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抚顺市委志》是一部全面客观地记述中共抚顺市委成立以来，团结和带领全市

人民改造、建设、发展抚顺市的历史性文献。这部志书的编纂，始终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着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中共抚顺市委员会创建50多

年来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中共抚顺市委

志》含有丰富的党史资料，内容客观翔实，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研究党

史，了解抚顺市情，吸取历史经验，提高决策能力的一部教科书，同时也是对广大干部、群

众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有益教材，具有较强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志述地方的盛衰，史表国家的兴替”。从《中共抚顺市委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抚

顺市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市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在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出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但市委带领全市

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建设抚顺、振兴

抚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抚顺

市委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迎难而上，为

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跨入21世纪以后。我市又

成功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经济强市、争创文化名城”

的宏伟目标和“结构调整”、“科教兴市”、“强县壮区”、“环境优化”四大战略。可以相信，经

过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个崭新的抚顺必将屹立在世人面前。

从1998年秋开始，在《中共抚顺市委志》编纂委员会的组织下，我市离退休干部尉常

荣、迟国忠、王天庆、钱洪洲等同志呕心沥血，辛勤笔耕，查录了大量的档案文字资料，并就

某些重大史实请教了原市委的部分老领导、老同志，历经3个寒暑，于2001年夏完成了志

书初稿的撰写任务。通过市社会科学院用近一年时间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本志稿进行

大量的修改和细致的总纂，并经市委的离退休老干部和有关领导及部门的认真审定，终于

达到了出版的要求。可以说，《中共抚顺市委志》的编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件有益

的好事。时值本书出版之际，特向本书编修人员及为本书编纂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

以衷心的谢意。同时，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对这部志书的学习，更

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更加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自觉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做出新的贡献。 、

。

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

200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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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

事求是地记述中共抚顺市委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以1945年10月中共抚顺临时市委成立为上限，下

限止于2000年末。为反映中共抚顺市委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对有些内容的记述突破上限和下限o

三、本志书采用横排竖写，力求横不漏项，竖不断线。以志为主

体，辅以述、记、传、图、表、录，按章、节、目三层记述，一些章节设子

目。

四、本志书人物志采用简介形式记述人物的简要情况，对市委

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均作简介。对人志人物直书其名，不记称谓。

五、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力求语言质朴，文通义顺，合乎语法

规范，按规范要求使用简化字，书写各种数字、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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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

抚顺素有“煤都”之誉，其煤炭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正式开采，到1926年，年

产煤720多万吨，职工总数达3万余人。这时，抚顺已成为一个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的重工

业城市。1927年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即把抚顺作为党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并派

得力干部开展工作，于1928年建立抚顺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抚顺特支)。中共抚顺

地方组织建立后，在敌人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抚顺人民同日本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37年12月抚顺建市时，虽然中共抚顺特支屡遭

敌人破坏，但是中共抚顺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斗争，为以后市委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涛等人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派遣，于同年10月到抚顺组

建临时市委，并在抚顺县组建县委。同年11月，临时市委改为市(地)委，新宾、清原两县

成立县委，市内各区成立区委、区工作委员会。市(地)委按照上级组织的指示，贯彻中央

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同时切实加强政权、群团和武装组织的建设，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练兵等运动，

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抚顺，抚顺市党政军机关撤离抚顺

市区，向农村转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
一，

1946年4月，中共辽东第三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辽东三地委)成立。抚顺地区人民

在中共辽东三地委(同年11月改为安东三地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支援东北民主联

军(1948年1月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军队。1948年10月，东北军区独立十

师解放抚顺。11月下旬，中共抚顺市委成立(以下简称市委)。 ‘，

市委成立后，切实加强党的组织、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

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管理城市；收缴散在

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收容敌伪散兵游勇；对反动党团特进行登记，打击敌特残余的破坏活

动，建立革命秩序；进行社会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开展献纳器材等运动，支

援全国解放战争；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恢复和发展教育、文化等事业。市委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为改变抚顺城市的面貌。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出重要贡献。
⋯ 。

1949年10月至1952年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委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

重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

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宣传和贯彻《婚姻法>，

开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进行知识

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旧有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开展整风和整党运动。与此同时，市委全

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组，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依靠国

营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业；发展壮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恢复和发展贸易；扶持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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