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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十载辛劳，

序

中共盘锦市委书记

是盘锦历史上一件

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也是各方共襄盛事，通

力合作的生动体现，值得为之庆贺!

地处辽河三角洲上的盘锦，人类生活的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

期先人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到汉时，在境内置房县。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设立盘山厅。1913年(中华民国2年)改厅为县。

1948年2月1日盘山县解放。解放后四十年间政区多变，60年代曾设

置盘锦垦区，70年代初改为盘锦地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始建盘

锦市(地级)。历史上的盘锦，经济十分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盘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建市以后，盘锦阔步迈入全

面开发建设的新阶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在昔日“九河下

梢，十年九涝’’的东北“南大荒”上，崛起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化工城

市，进而成为全国36个率先进入小康的城市之一。这些辉煌业绩，理

应栽入史册，彪炳千古。呈藉全国修志盛举，故于1986年12月成立

盘锦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盘锦市志》。

新编《盘锦市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地方特色，展示时代特征，客观地记述盘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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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光辉成就。纳

市情于尺幅，寓褒贬于叙事中，优劣同载，得失共鉴。纵观可领略盘

锦近千年历史的轨迹，横陈可寻觅盘锦百业的兴衰起伏。详今略古，述

而不论，秉笔直书，它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著述。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受悠久历史涵养和

丰裕的文化滋润的特殊载体了具有“责治、教化、存史”之功能。《盘

锦市志》，按现代社会分工设篇立目，结构严谨，翔实赅备，文绚事丰，

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地情书。它的出

版发行，对于各级领导者察古通令，实行科学决策是一部很好的资治

之书；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对有志于了解和研究盘锦的专家学者

及海内外各界朋友，则是一个大型的信息库。《盘锦市志》是使用价值

较高的工具书，可读、查、赠、藏。案头一卷，一方史实，一地风情，

展卷可得。

古人云：“世上有诸多难事，而修志实为一大难事”。编纂社会主

义新方志，更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尤其是盘锦市建治晚，文化层

积浅薄，行政体制多变，隶属关系频易，资料匮乏，又多毁于水患兵

燹，史料残缺不全，在资料搜集上要难于大邑巨埠。全市修志人员，鸠

工集史，汗简成编。虽力求全面准确，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

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匡正纠谬。

时值《盘锦市志》出版之醇，谨此，既贺且序。

一九九六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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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宗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
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达到“资治、育人、
存史"的目的。

二、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指导全志的编纂。

三、记述内容。起于事物开端，止于1 990年底，力求全面、

翔实地记述盘锦辖域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四、总体框架。全志分设：综合、政治、农业、工交、经

贸、社会诸卷。卷内横分门类，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纵

彳己史实。社会卷附全书索引。 ．

五、记述方法。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诸体。

全志使用第三人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除总述、综述外，力

求做到述而不论。在人物志中厉行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年号、年份在

括号内注明；El本侵占东北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必要时称

“沦陷时期’’；解放前、后以1948年2月1日本地解放时间为界；

建国前、后、初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初期。
七、语言文字。采用规范化语体文，文字、标点符号、计

量单位和数字使用，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

八、资料来源。主要是辖域内各区县、市直各部门提供，从
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等搜集，采访知情者口碑记录，并

经多次核对修改，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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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 述

盘锦是辽河三角洲上新兴的

石油化工城市，是提前步入小康

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现辖双台

子、兴隆台两区，盘山、大洼两

县，为辽宁省辖市。域内盛产水

稻，是闻名遐迩“盘锦大米’’生

产基地；沿海沼泽湿地多产芦苇；

地下蕴藏着石油、天然气，国家

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坐落在

这里。

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自然资源极其丰富

盘锦地处北纬40。40’一41。

277，东经121。317—122。287之间。

东北、东、东南以旧绕阳河、外

辽河、大辽河为界与台安县、海

城市、营口县、营口市相望；南

滨渤海辽东湾；西界锦县；北与

北镇县接壤。南北顶长87公里，

东西极宽105公里，总面积为

3959平方公里。1990年末’，全市

总人口1048576人，其中市区

44．3万人；以汉族人口为多，尚

有满、朝鲜等27个少数民族，

44504人。
。

盘锦处于华北陆台，燕辽沉

降带东端，辽河断陷南部。西为

南北走向的医巫闾山脉，东为纵

向的长白山系的千山山脉，境内

成“凹”状地质骨架，而中央凸

起，两侧凹陷带为储油气构造，是

典型的三角洲地貌，以二万分之

一比降由北向南倾斜，海拔高程

在2—4米之间，地势平坦、多水

无山，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

风气候。一望无垠的辽河平原上

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农田、果园、草

场、苇塘、井架、村庄和城市。辽

河是盘锦的母亲河，从东北入境

流向西南，在境内蜿蜒119公里

注入辽东湾。纵横交错的21条大

小河流和星罗棋布的坑塘水库，

连同东起大辽河口西至大凌河口

的118公里海岸线以及近海的明

暗沙洲，蕴藏着丰富的水力水产

资源。

在辽河下游双台子河入海口

处，有8万公顷的沼泽湿地，是

现今世界上保存最好，面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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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最完整的生态地块。初

勘有野生动物699种，其中鸟类

占236种，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

物4种，二类27种。这里是吉祥

鸟丹顶鹤繁殖与栖息地，是世界

珍稀濒危物种——黑嘴鸥的最大

面积繁殖地。在这里设立了辽宁

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

护珍禽稀鸟和生态环境。温和的

气候，适中的雨水，分明的四季，

为旅游者提供了奇特的自然风

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化

了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

频频战火军事要地

悠悠历史千秋古迹

追溯历史轨迹，夏商时期属

冀州，周属幽州。汉在境内置房

县，治所在今盘山县古城子村。晋

属平州玄菟郡，五代十国时属显

州奉先军，元、明隶属广宁府路，

清属广宁左卫盘蛇驿官马牧厂。

1906年设厅，明末清初在广宁东

设有盘山驿，故厅袭驿名而称盘

山厅。1908年厅治所迁至“减河

前横，铁路旁亘，交通便利，形

止气蓄，天然巨镇"的双台子。

1913年盘山厅改为盘山县。解放

初在盘山县地域的南部和西南析

地建有国营农场和苇场，1955年

成立盘锦国营农场管理局，1956

年改为农垦部直属的盘锦农垦

局。1 966年盘锦农垦局与盘山县

合并为省直属的盘锦垦区，1 970

年改为盘锦地区，辖盘山区、大

洼区、台安县。1 975年盘锦地区

与营口市合并，恢复盘山县，设

置大洼县，两县隶属于营口市。

198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盘锦市，直属辽宁省至今。盘锦

历史上建置变化频繁，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开发与腾飞

的机遇。

盘锦地处要塞，是古今重要

战场。大辽河、浑河、太子河交

汇处的三汉河口以及古镇田庄台

等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

汊河史称“坠”“剪子口”隋唐设

有三汉关。三汊河上通三河，下

连渤海，是辽东进入京城必经宫

道，也是兵进中原的军事要塞。明
筑长城，穿越境内北部长59公

里，设镇武、西兴、西平、西宁

四座城堡，领属墩台、边台53座，

驻防官兵近3000人。清太祖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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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赤起兵伐明，首先攻破三汊关，

连克四堡，战死明总兵刘渠，挥

师西进。

雄踞大辽河右岸的古镇田庄

台，是辽河上的第一个大码头，北

可达通江口、三江口、双辽与松

花江贯通；西联锦州、兴城、山

海关；南结营口；东襟海城、牛

庄，不只是国内商贾云集之重要

通商口岸，也是军事战略要地。

明、清在此设有炮台等防务设施，

驻有重兵把守。中国近现代发生

的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都在这里摆过

战场。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

解放军和当地人民结成鱼水之

情，同仇敌忾，在沙岭、盘山等

地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谱写出一曲曲壮丽诗篇。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兴修水利科学种田

新石器时期，先人们在域内

沿河地带择地而居，从事农、牧、

渔业。汉朝官府设有官田，移民

垦殖，以后历代多行戍边屯田，屯

田士兵多达数千人。清统一华夏

之后，将其发祥之域(包括本

地)视为“龙兴’’之地，实行封

禁。虽然1653年(清·顺治十

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

从晋冀鲁豫招来农民开禁垦荒，

但到康熙年间复行封禁，使本地

北部盘蛇驿地辟为官马牧厂达

200年之久。1863年丈放盘蛇驿

牧厂，始得垦荒种田。到建厅时，

农业人口已达13万，耕地1．4万

公顷。1914年在盘山县所辖的恭

字区和田庄台始有水稻种植。

1 928年(民国17年)张学良、鲍

英麟、沈鸿烈等在本境南部组建

营田股份公司，开垦水田5107公

顷，用柴油机抽水灌田，用火犁

(拖拉机)翻地。营田公司成为当

时东北地区技术设备最先进、水

田面积最大的农业企业集团。

东北沦陷，本地失守，日本

侵略者强占营田公司，逼迁日本

人和朝鲜人，组建18个“开拓

团’’，从营口弓f电灌水种稻。所产

稻谷，作为侵华军需，并掠往日

本国。

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农

林部接管水田，兴办国营农场。到

1990年f全市已有国营农场21

个、苇场5个、种畜场1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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