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顾问

主 任

副主任

顾 问

马延利

董伟

邢德昶

张显环

李升照

刘惠德

陈国山

姜 涛

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鞍山市市长

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

中共鞍山市委常委、秘书长

鞍山市副市长

鞍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中共鞍钢委员会副书记

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丁江董逊赵青远尹良煦

《鞍山市志·城乡建设卷》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主 编

副主编

主 笔

副主笔

编 审

责任编辑

摄 影

王珉

葛 晔

李大成

李相金

刘士贺

何春彬

王珉

崔肇华

吴贵林

盛瑞山

陈国山

张士立

孙景泰

冀焕发

陈凯

崔肇华

孙廷才高德谦梁墨林

关洪本孔昭沂张生佩

吴贵林盛瑞山

陈浞朱秀东涂尧师

孙景泰盛永泉邵长兴

叶庆全杨东辉

邹德晨杨成富

史贵俊刘启光

肖 钢

7之

r

o’o‘oL



鞍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顾问

主 任

副主任

顾 问

马延利

董伟

邢德昶

张显环

李升照

刘惠德

陈国山

姜 涛

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鞍山市市长

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

中共鞍山市委常委、秘书长

鞍山市副市长

鞍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中共鞍钢委员会副书记

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丁江董逊赵青远尹良煦

《鞍山市志·城乡建设卷》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主 编

副主编

主 笔

副主笔

编 审

责任编辑

摄 影

王珉

葛 晔

李大成

李相金

刘士贺

何春彬

王珉

崔肇华

吴贵林

盛瑞山

陈国山

张士立

孙景泰

冀焕发

陈凯

崔肇华

孙廷才高德谦梁墨林

关洪本孔昭沂张生佩

吴贵林盛瑞山

陈浞朱秀东涂尧师

孙景泰盛永泉邵长兴

叶庆全杨东辉

邹德晨杨成富

史贵俊刘启光

肖 钢

7之

r

o’o‘o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

‘‘-●-I■■＆



·2· 综 述

鞍山是一座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工业城

市，素有“钢都”之称，为全国人口超百万

的特大城市之一。

鞍山原是辽阳县属与海城接壤处的几个

农村，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曾在境

内设“鞍山驿”。1898年帝俄根据“喀西尼条

约”(中俄密约)修筑中清铁路，从境内穿过，

横贯南北，设鞍山(今旧堡站)、汤岗子、立

山站。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取

代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侵占民地，扩大所谓

“满铁附属地”的区域，随后又攫取鞍山铁矿

开采权，筹建鞍山制铁所。1917年3月，满

铁的“制铁工厂创立委员会”在制定“鞍山

制铁事业计划”的同时，制定了“鞍山附属

市街计划”，将东至今二一九公园东山分水

岭，西至铁西十道街(今鞍钢铁西医院)，南

至长甸铺、陶官屯以北，北至八卦沟、八家

子以南，方圆约20．65平方公里的地方，作

为市街用地。按此计划配置相应的城市设施，

要在“一张白纸上，建设理想的都市”。自

1917年兴建住宅，到1919年，建成以鞍山火

车站为中心的一批住宅、商店、广场、公园、

学校、卫生医疗等设施，初步构成鞍山市街

雏形。1918年设立行政、警察、税务、司法、

邮务等机构，使鞍山沦为日本殖民地。由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市场经济萧条，从

1919年起鞍山制铁所连续9年亏损，市街建

设也随之滞缓。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九·一八”事变，为把鞍山变成侵略战争的

钢铁供应基地，1 933年决定在鞍山制铁所的

基础上建“昭和制钢所”，市街建设计划又继

续实施。1937年“月5日，日本帝国主义与

伪满洲国缔结了所谓“关于撤销在满洲国治

外法权和移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

同年12月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发了

403号“敕令”，决定鞍山实行市制，并将原

属辽阳县的大红旗、南沙河、八卦沟、前后

立山、深沟寺、陶官屯、宁远屯等50个村屯

划归鞍山。至此，鞍山成为一个单列的行政

筑标准高，设施完善，且多在距离工厂区较

远、烟尘较少的东山麓一带；居住区附近建

有公园、游泳池、体育场，绿树成荫。而中

国劳动人民集中住在日本人弃置的“青房

子”、“白房子”、“红房子”，更多的则住在乐

天地(今永乐)、八家子、陶官屯、八卦沟等

处一些自建的简陋不堪的棚户区。这些住宅，

临近工厂区，粉尘飞扬，深受其害。形成一

个城市，两个世界。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

到1945年，全市共修建道路201条，全长

181公里，其中柏油路面长73公里。修建排

水管渠119．7公里。有涵洞、桥梁15座，其

中钢筋混凝土建筑7座，木桥8座。建广场

3座，公园2处。辟公共绿地60万平方米。绿

化街道16条，有树木3555株。城市供水事

业始于1917年，到1945年给水区域达8．14

平方公里，给水人口5．7万人。鞍山的煤气

设施建设，是东北各城市中较早的一个。1919

年后相继建有容积为4300立方米和5700立

方米的煤气罐各1座。1945年，鞍山使用煤

气户数为1．3万户。其供水、供气、供暖绝

大多数为日本人使用。

1946年4月到1948年2月，国民党政

权及其军队在鞍山占据22个月。这个时期，

非但没有进行城市建设，反而使鞍山城市遭

受严重破坏。鞍钢厂区一片荒凉，高炉被炸

毁，平炉钢水凝固在炉膛里，焦炉长了草。市

街广场布满战壕、碉堡，高层建筑弹痕累累，

房屋破损，水、电、煤气停供。排水管渠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缘 述 ·3·

塞；垃圾堆积如山。整个城市破败不堪，民

生凋敞，工人失业，居民外流，全市人口仅

有15万人，建成区人口只剩9万人。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后，清除旧

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城市建设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

从1949年到1985年鞍山城市建设大体

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经济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

“一五”计划)时期。这9年，是建国以来城

市建设发展较快的阶段。中共鞍山市委和市

人民政府一手抓恢复鞍钢生产，一手抓城市

建设，医治战争创伤。以为鞍钢生产和为人

民生活服务为宗旨，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人民管的方针，城市基础设施得到迅

速恢复和发展。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国家拨款269万元，公用事业投

资186万元，公共交通投资139万元。修建

道路5公里，面积11万平方米，土路改柏油

路和拓宽柏油路13万平方米，修建钢筋混凝

土桥4座，大型木桥1座，修建排水管渠

16．8公里。鞍钢在市内扩建、改建住宅26万

平方米，新建职工疗养院一处，扩建二一九

公园，还修通鞍钢小南门至刘二堡长达lO公

里的西环市通勤铁路。城区面积达到38．29

平方公里，人口为39．7万人。1953～1957年

。一五”时期，全市用于非生产性的基建投资

为2．1l亿元，占这一时期基建总投资的

11％，其中用于城市建设和公用事业基建投

资为3182万元。修建道路60公里，面积

89．5万平方米，修建排水管渠41．2公里。建

成大型跨铁路立交桥——虹桥，改变了日本

殖民者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铁路分割市区东

西交通阻塞的状况。建成了鞍山火车站、矿

山焦耐设计院办公楼、鞍山宾馆、铁西联营

商店及一批医院和中小学校舍。国家给鞍钢

拨款1．03亿元，建成了太平村、双山、北长

甸等职工住宅区。全市兴建住宅152．7万平

方米，接近解放前28年总建房面积。鞍钢投

资250万元建成太平村至长甸铺长12公里

的有轨电车线路。二一九公园由60万平方米

扩大到140万平方米，新建永乐公园40万平

方米，新建园林绿地面积729．8万平方米。这

些项目建成后，改变了城市的破旧面貌，使

之焕然一新。1957年，建成区面积达62．75

平方公里，人口61．7万人。

第二阶段，1958～1965年国民经济第二

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由

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和“大跃进”的失

误，在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执行“先生产，后

生活”的原则，很少安排城市建设投资，致

使城市建设几近停滞，公用设施欠账。“二

五”期间，城市建设投资1096万元，比“一

五”时期下降30％。修建各类房屋132．61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23．87万平方米，是“一

五”时期的15．7％。市政工程只修建了八卦

沟暗渠、铁西九道街暗渠和部分柏油路面。

1962年后，特别是1963～1965年国民经济

三年调整时期，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和

。左”的思想影响，注意调整了生产与生活的

“骨肉”关系，增加了城市建设投资。1964年，

国家给城市建设投资1179．9万元，高于“二

五”时期的合计投资。这期间，共建住宅

20．52万平方米．为。一五”时期的13．4％。

铺设了大量的排水设施和柏油路面，兴建了

煤气储罐、贮水池，建成了南部和北部污水

处理厂。1962年建成日产水6万吨的首山水

源地，结束了过去靠鞍钢供水的历史。

第三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

命”时期，鞍山城市建设再次因“左”倾错

误而受挫折。在。山、散、洞。错误方针影

响下，当时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城市东移”，

向山区发展．认为鞍山房屋不是少了，而是

多了，今后鞍山城市保留30万人口就行。结

果城市建设无人问津，发展缓慢，城市规划

管理也被取消。造成鞍山炼油厂建在永乐公

园一角，污染市区；鞍山化纤厂堵死铁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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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街南出口。因工厂选址的重大失误，给城

市发展带来了困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鞍

山广大职工和城市建设工作者的努力，坚持

生产，坚持建设，使城市供骗；崩Ⅲ跏茫研

囊藕塞篓年仅i和鲋叫稀舀鳓鬟薹年后：；妻喜蠢

翘毽羽这受剡二‘酬旺8§禹蒸截篓；雾平=羹。

匝驰移|签垦，噌l至薹蚤型蓁泫强彬降委；萎确

魄偏妒磋锝筘弱辎露曼i倍：誉拶瞽匿薹髟

电口匝解赦初翱；．1万吨，比解放初期增长2 2．6

倍。城市供水普及率达90．2％。由于国民经

济的蓬勃发展，燃气供应广开了渠道：利用

鞍钢生产的焦炉煤气发展用户；利用辽河油

田供给鞍钢的天然气转供民用；利用炼油厂

的尾气回收石油液化气。到1985年末，煤气

管道长度达807．7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

5．4倍。焦炉气的年供应量为1亿立方米，比

解放初期增长334倍；天然气年供气量为

1．673万立方米，液化气年供量为1793吨。

城市气化率由解放初期的6．2％增长到

72．7％。因利用鞍钢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鞍山成为全国燃气普及率较高的城市。随

着住宅建设的不断增长，城市供暖发展迅速。

由解放初期的分散供暖发展到集中联片供

暖，由单一分散的小锅炉供暖，发展为大型

集中锅炉房和鞍钢余热水供暖三种热源。余

热集中供暖比过去分散的锅炉供暖提高热效

率20～30％，同时节约大量能源、人力、物

力和资金，减轻环境污染，使居民得到实惠。

到1985年末，全市住宅集中供暖面积达

476．3万平方米，占住宅总面积的43．7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公共交通的

紧张状况也得到缓解。由解放初期的单一车

种发展成为拥有汽车、有轨和无轨电车3种

交通工具，营运车辆由只有以木炭为燃料的

客货汽车7台发展到拥有各种车辆522台，

主要营运线路25条，总长325．04公里。城

区每平方公里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由1953

年的0．62公里增长到4．1公里，每万人拥有

公共交通车辆由o．55辆增加到4．7辆。同

时，个体出租汽车从无到有，勃然兴起，发

展到126台．1985年鞍山市区客运总量达

2．8亿人次。 。

城市环境大为改观。1979年以来，环境

卫生机构不断健全，市、区设环境卫生处，下

设22个环卫所，形成市、区、街三级管理、

监督网络；环境卫生事业投资逐年增加，1979

～1985年共投资3225．9万元，远远超过解

放后前31年投资的总和；环境卫生设施日益

完善，到1985年全市有垃圾箱4910个，垃

圾集装箱1493个，密封罐1505个，果皮箱

611个，垃圾转运站20处，公共厕所88个，

拥有各种机动车辆131台，垃圾清运机械化

程度达60％，环境卫生队伍与日俱增，到

1985年末，全市有环卫专业职工2500多人，

民办清扫员1259入，分别清扫道路、街巷

617万平方米和120万平方米，日清运垃圾

1426吨，保证了市区清洁卫生的面貌。同时，

城市环境污染．!电得到综合治理。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建立健全了环保机构，全市

有专职环保人员2126人，兼职600多人，初

步形成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监测网络。1980

年以来，为治理烟尘、废水、废渣和噪声污

染，环保投资达24528．2万元，安排环境保

护项目245项，治理一大批严重污染企业，对

新污染源进行严格把关。通过对“三废”进

行治理和综合利用，使鞍山环境质量发生显

著变化。到1985年，城市每平方公里月平均

降尘量由1979年的92吨下降到59．95吨I

流经市区的杨柳河、南沙河、运粮河水质得

到控制，工业废水处理率、废气处理率、废

渣处理率分别达到39．3％、59．3％和43％。

市容管理不断加强。1978年市政府颁布《鞍

山市城市建设管理条例》。1982年后，开展厂

区共建、军民共建活动，治理。脏、乱、

差”活动。1984年结合贯彻实施《鞍山市总

体规划》，发动群众清除大量违章建筑物。市

容管理工作也由过去城建一个部门负责，发

展到规划、公用、房产、公安、工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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