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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鞍山市市长，马延利

新编《鞍山市志》，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它的出版，是

鞍山市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鞍山市志》作为钢都的科

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她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鞍山处于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连接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是

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中国最大的“鞍山群一铁矿，世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

群一镁矿和滑石矿，都埋藏在鞍山地下；全国1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和全国著名

的汤岗子温泉，也都座落在鞍山城郊。鞍山人民勤劳勇敢，著名劳动模范孟泰、

王崇伦就成长在鞍山。英雄的人民把鞍山建设成雄伟的钢都，建设成为全国特

大城市之一。鞍山理应有自己鸿篇巨制来记述这些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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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为燕国的属地，汉代，这里有较发达的冶铁业；唐代，这里一度为古战场I明

代，这里设置“鞍山驿一、‘‘长店铺一、沙河铺一，疏通了辽东邮路，清代，在这

里留下许多珍贵文化遗迹。鞍山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社会阶段，我们的先

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末以后，鞍山长时间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

蹂躏，人民被奴役，河山被破坏，资源被掠夺。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没有

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侵略者，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赴后继，争取民

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鞍山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积

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8年2

月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从此，鞍山人民站起来了，当上了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绩，为国家的社

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

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使鞍山城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日鞍山，不仅拥有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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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还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

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工业部门，已经形成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

系。鞍山农村资源丰富，拥有“四山一水五分田一。乡、镇、村产业结构得到了

调整，农、林、牧、副、渔等各业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朝着城乡

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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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

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融等事业，更是一派欣欣向荣景

象。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鞍山市同全国各地一样，历史地必

然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鞍山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斗争史、更是一部建设史、

发展史。这部历史的内容极为广博深刻，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编纂社会主义的《鞍山市志》，这是关乎巩固社会主义根

基、继承优良民族传统的一项重大思想文化建设工程，对于进一步发展鞍山市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鞍山市志》以丰

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鞍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半丽的大自然，蓬勃发

展的经济，丰富多彩的生活，反映出鞍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走过的光辉历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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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总

结历史，服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鞍山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亟需研读这

部历史，企盼有自己的志书。大家都应很好地利用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鞍山市志》在编纂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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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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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修志机构的广大修志工作者呕心沥血的努力而

完成的。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为此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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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鞍山市常务副市长 张显环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历代修

志都是为了经世致用，达到“资政、教化、存史一之目的。今天编修《鞍山市

人民政府志》更有其特殊意义。鞍山至1937年建市以来，前10年在日伪、国

民党的统治下，经济萧条，民不聊生。1948年2月解放后，近40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鞍山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鞍山带来了无限

生机和活力，使鞍山步入了全国25个较大城市之行列。40年来，鞍山市人民政

府在领导全市人民重建城市，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出了 ／
重大贡献，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值今日，编修《鞍山市‘

人民政府志》，将如实记述建置沿革、人事嬗变、政务政绩、外事往来、民族、

宗教、来信来访、侨务等，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1989年8月，在鞍山市人民

政府领导下，《鞍山市人民政府志》的编纂工作，经过修志工作者四度暑寒的案

牍劳累和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终于1993年问世了。它对建设廉洁奉公、朝气

蓬勃、团结战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政府，将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对所

有关心鞍山市政府工作、特别是对曾为鞍山市历届人民政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

过贡献的人们将是很大的欣慰和鼓舞。

《鞍山市人民政府志》在编写中，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略古详今。内容丰

富具体，资料翔实可靠，它不仅是一部记述鞍山政权史的志书，也是一部进行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以史为鉴，利于

当代，惠及子孙。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读一读，定有裨益。‘‘察古而知今一，

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振兴鞍山，繁荣辽宁，服务全国做出新的贡献。

1993年1月29日

·3·



凡 例

一、《鞍山市人民政府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反映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二、本志除设有序言、凡例、概述外，共分10章60节，即鞍山机构建置

沿革、人员更迭、人民政府组成及全体会议、管辖县区、政务政绩、外事工作，

信访工作、民族工作、侨务工作、宗教事务、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物、重

要文献选编等。志书的主线围绕政府的政务活动和业绩展开，将政府为人民兴

办的实事永载史册，充分反映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努力改善干群关系，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

三、本志书上限为1945年，下限为1985年。

四、本志书采用语体文。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结构

为章、节、目。继承修志传统，坚持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五、书中纪年、数字、计量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

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位名称和符号方案》书写。

六、、本志书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立传人物皆已谢世。由于篇幅所限，仅

对8名已故正、副市长立传入志，简略地介绍他们的事迹。

七、本志书对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一般未作专题记述。

八、本志书系政府志，因此，书中记述的内容主要围绕市政府及其直属机

关和所辖县区的情况为主，对其他党政机关呶活动很少涉及。

本志书侧重从全局上考虑，从客观上着眼，从决策上下笔，记大事，述要

事，具体的事物由专业志反映。

九、本志书中所称“解放前一、“解放后一，系以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

为界限。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界限。

十、本志书不含《鞍山市人民政府大事记》(1945——1987年)内容。大事

记已于1988年10月另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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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鞍山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是全国2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之

一．地理座标东经122。107至123。13’，北纬40。277至41。34’．全境南北长11"0．6

公里，东西宽为80．5公里，全境面积4749．14平方公里。鞍山处于辽东半岛

经济开发区的腹地，以长大、海沟铁路和哈大公路为纽带，北距辽宁省省会沈

阳市89公里，南距外贸港口大连市308公里，西北接黑山、辽中二县，东南与

岫岩接壤，南与营口县相接，距新兴石油城盘锦103公里，并靠煤铁之城本溪

和煤都抚顺，互相贯通，形成辽东半岛经济区的脊梁，为发展鞍山经济提供了

有利条件。 ．

鞍山市的地貌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自东南向西北倾斜，东部为千山山

脉，东南部为低山丘陵区，长(春)大(连)铁路以西，基本为平原区。土壤

分布为棕壤、草甸土、水稻土、沼泽土、盐土和风沙土六类。西部平原土地肥

沃，水源充分，盛产高粱、玉米、水稻、大豆及麻类等，东部山区盛产梨果、柞

蚕、菸叶、花生、中药材等，东部山区和西部平原均有一定林业资源，野生经

济作物有120余种，既可用于制药、制革、制作食品，又可用于装饰观赏。鞍

山属于辽河、浑河、太子河水系，共有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五道河、

南沙河、杨柳河、运粮河等大小25条河流，均为流经鞍山的过境河。

鞍山南距渤海、黄海较近，从纬度和海陆位置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夏季多南风，气候炎热、多雨，年平均气温为8．8。C，最高气温为38．4。C，

最底气温为零下30．4。C。无霜期为160天左右。历年平均降雨量720．6毫米，

集中于6——8月间，最少降雨量为495．1毫米，最多达994．5毫米。

鞍山地区有富饶的地下宝藏。已探明铁矿储量为84．4亿吨。主要分布在

鞍山周围的大孤山、樱桃园、王家堡子、齐大山、小岭子、眼前山、东鞍山和

弓长岭等地。已探明的菱镁储量为23．09亿吨，占全国储量的80％，占世界储

量的1／4。此外，还有硅石、白云石、铜、铅、锌、镍、铀、石墨、大理石、荧

石、玉石等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藏。

鞍山虽建市于1937年12月1日，但历史却十分悠久，两万年前，人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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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息、繁衍。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开始了郡：县的设置。秦

域隶属辽东郡，东汉，鞍山境域属辽东郡和辽东属国。西汉，鞍

山境域属幽州辽东郡襄平县，南部属辽东郡新昌县(今旧堡)。隋唐时期，隋代，

为高勾丽割据；唐代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收归唐朝统辖，鞍山市属

河北道安东都护府辽城州都督府。辽金时期，辽代，市境域隶属东京道辽阳府；

金代，市境域隶属东京路、北京路。元明清时期，元代，市区西部属广宁府路，

东部属辽阳路。明代，鞍山市区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清代，鞍山隶属奉天

府辽阳州。民国时期屑奉天省管辖。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订立的

<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攫夺了沙俄在旅大和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一切利

益，成立了满铁株式会社。H满铁节除了经营南满铁路外，还以附属地名义在铁

路沿线和各车站霸占大片中国领土，非法行使行政权，实行殖民地统治。1918

年鞍山制铁所成立，于该所内设立地方系，掌管地方行政事务。1920年由‘‘满

铁一地方部接管，1923年“满铁一地方部在鞍山成立地方区事务所，下辖鞍山、

辽阳、大石桥、瓦房店、营口各区地方事务所，1923年各区事务所独立，鞍山

地方事务所以鞍山、立山、千山(今旧堡)、汤岗子附属地为管辖区。在鞍山附

属地划为22个行政区。还在“附属地斗内驻有“关东军鞍山守备队一、“关东军

鞍山宪兵队一、。关东厅鞍山警察署一。1931年“九·--A"事变后，东北沦为日

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满铁"附属地一直保留到建市为止。1937年12月1

日，鞍山附属地和辽阳一部分地区合并，置鞍山市。鞍山设市自此开始，设伪

鞍山市公署，归伪满奉天省管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鞍山市，9月10 El，我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五十六

团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派遣的部队和部分干部先后进驻鞍山，开始

接收伪政权，组建鞍山市政府，归辽宁一专署和辽东省管辖。1946年4月22日，

国民党军二十二师i十四师向鞍山地区进犯，我党政军撤出鞍山。4月上旬，辽

宁一、二专署合并，成立辽南一专署，鞍山市归一专属管辖。5月25 El，我军

攻克鞍山，5月31日，我军作战略转移，又撤出鞍山。国民党军侵占鞍山22个

月，成立了市政府，归国民党辽宁省政府领导。1948年2月19日，鞍山获得解

放，成立鞍山市政府，归辽南一专署领导。同年10月6日，国民党踞守沈阳的

残余武装，企图从营1：1水路逃窜，再次侵占鞍山。10月31日，我军彻底消灭国

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全东北获得解放，12月一专署撤销。1949年4月，鞍山市

为东北人民政府辖市。1953年3月12日，鞍山市划归中央直辖市，1954年8月

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鞍山市改为辽宁省辖市。1958年11月至1965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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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鞍山市曾辖辽阳市、辽阳县和海城县。1965年12月27日，辽阳市划归辽

宁省领导，辽阳县和海城县归辽南专署领导．1973年1月1日和1976年1月1

日，海城县和台安县划归鞍山市领导至今，1985年1月17日，国务院批准，海

城县改为海城市(县级)，至此，鞍山市辖海城市、台安县、铁东区、铁西区、

立山区和旧堡区。全地区共34个乡(其中一个朝鲜族满族乡)，19个镇。城镇

46个街道办事处，840个居民委员会，农村902个村民委员会。1985年底，全

地区人口为260．9万人，其中，鞍山市区人口为128万人，海城市为98．4万

人，台安县为34．5万人。全地区共有28个少数民族，计6万余人。

鞍山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31年。九·一八一事变后，在

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鞍山的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同

年农历9月9日，铧子炭坑400余名矿工，缴获当地地主乡团武器后，在东鞍

山东部的关门山组织起抗日武装，袭击日军。1932年，大孤山铁矿100多名矿

工联络附近农民，自发组织抗日武装，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帜，扒铁道、袭击

官衙，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并劫走日本人矿长和采矿系主任。同年5月

17日，这支武装在市郊西河南与300多名日军进行了激战，击毙日军40多人，

矿工死伤14入。1945年-八·一五一东北光复后，为配合八路军收复东北，接

管鞍山，以鞍钢失业工人及被俘的抗日军人(被日本人押到鞍山强迫劳动的

“特殊刀工人)为主体，在被俘的八路军干部崔喜峰的领导下，组织有5000余

人的“鞍山保安第一旅一，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工厂设备。10月13日，这支队

伍被编入冀热辽军区部队，投入解放战争。当月，在中共鞍山市委的领导下，组

建一支有2000余人的‘‘鞍山工人纠察队一，协助政府和部队，保护工厂设施，维

护治安秩序，并同国民党地下军和日伪残余势力展开斗争，于11月上旬扩编为

鞍山保安部队，1946年4月编入东北民主联军辽南军分区部队。在三年解放战

争中，鞍山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巩固

东北根据地，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进行英勇斗争。仅1948年，‘鞍山周围地区

就有3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有10万多人参加支前，共出担架2．5万多副，

大车1．5万多辆。在解放鞍山的战役中，为革命献身的干部战士1074人。1950

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市人民政府成立战勤处，组织全市人力、物

力、财力支援抗美援朝，到年底有488名青年应征入伍赴朝。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鞍山支援民工43．4万人次，技术人员1590人次，大车1．42万台，仅1950

年完成军粮加工任务33．．315万公斤。捐款82．41亿元(东北币)，捐献战斗

机10架，其中鞍钢职工捐献6架，命名为‘‘鞍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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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至1952年12月解放战争和鞍山恢复时期。1945年9月，鞍山

市政府成立后，着手组建各区政权，从安定社会秩序入手，开展除奸、反霸、剿

匪斗争，动员城市、农村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好灾民救济和

组织好灾民生产自救活动，努力恢复鞍山经济，支援抗美援朝、开展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3年1月至1966年6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认真制定和实行第一

个五年计划，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I：宪法》，开展“三反一、“五反一

运动，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贯彻<婚姻法》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

开展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抗洪救灾工作。1958年后，由于。全民办

工业一、“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国民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由于“左"的影

响，出现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严

重损失、浪费。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一时期。在。左一的思想影响下，

掀起破。四旧一浪潮，造反派揪斗干部和群众，使市、县、区各级领导机关瘫

痪。1968年3月20日，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搞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在

。清理阶级队伍中一，有一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残、致死，严重地挫伤了人民

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大批干部和家属上山下乡。全市人民在与“四人帮一斗

争的同时，对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信心，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自觉地坚持生产，

在工农业生产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市炼油厂、化纺厂、自行车总

厂的兴建投产，对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作用。1975年2月4

日地震后，狠抓了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11月至1985年12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后，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调动了

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建设得到较快地恢复和

发展。认真贯彻‘‘整顿、改革、开放、搞活刀的方针，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各行各业实行经济改革，放宽政策，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市人民政

府加强自身建设，转变作风，服务基层。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城乡人民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鞍山市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

迫的命运，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经过40多年的建设，鞍山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45年8月，东北光复后，鞍钢5公里厂区，杂草丛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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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烟囱冒烟。在中共中央和省、市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和全

国的支援，鞍钢生产建设恢复迅速。到1953年底，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

厂和七高炉相继投产。鞍钢从?1918年到194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28年

中，钢、钢材均未达到百万吨，生铁从未超过150万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22

个月中，生产的钢锭不足1万吨，钢材仅1．2万吨。从1948年解放，到1985

年的38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鞍钢克服了各种困难，排除了。大跃

进一和“文化大革命一严重干扰产生的后果，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老企业

焕发青春。鞍钢的固定资产、年工业总产值和年实现利润额均占全国重点钢铁

企业的1／5。1985年钢产量725．6万吨，生铁600．57万吨，钢材503．8万

吨，工业总产值完成41．25亿元，实现利润15．57亿元。

鞍山市的多种产业依托鞍钢，是在鞍钢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现已

成为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主体、各种产业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工业城市。40年来，

鞍山市地方工业是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建成冶金、机械、石化、电子、

轻工、纺织、建材、交通、食品、邮电等一批新兴的产业，共33个行业。截至

1985年底，鞍山市有乡镇以上工业企业1650个，职工达62万人，共完成工业

总产值(不含村及村以下工业)76．8亿元，实现利税26．9亿元。

解放前，鞍山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改变了

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经过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进

入大规模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从单一的种植业向市场型发展，农、林、牧、副、

渔、工、商、建筑、运输、饮食服务各业全面发展。1948年粮食产量18．2万

吨，1952年达到38．7万吨，年递增率为28．7％。1985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

灾害，农作物一度减产，但粮食仍达到36．7万吨，商品菜产量达到19．3万。

吨，比1949年增长11．3倍。鞍山农业在为鞍山市提供粮食、蔬菜等基本需要

方面，初步作到了自给有余。1985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第一次达到22．96亿元，

社会总产值达22．1亿元，乡镇工业总产值在农村工农业总产值中高居首位达

到12亿元，传统农业的总产值只占6．5亿元。

城市建设，认真贯彻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解放初期，鞍山还

是个布局零散的小城市，市区面积只有28．2平方公里，改造旧城市，建设社

会主义新型城市的规划，形成于1953年。30多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建

一批供电、供水、供气、道路、绿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到1957年，市区面积扩

展到62．75平方公里。。六五一期间，从1981年到1985年，用于城市公用事

业的投资达1．02亿元，占基建总投资的11％，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3．9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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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总投资的39．9％。新建住宅面积达443万平方米，改善了住宅条件。1985

年市区面积达到76．4平方公里。 ．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欣欣向荣。解放初期，全

地区有学校289所，多数遭到严重破坏，经过40来年的发展，到1985年，全

市共有各类学校1620所，在校学生54．5万余人，教职工40172人(其中专任

教师27191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职工队伍的扩大，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

展，1954年底，全市医疗机构发展到239个，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5359名。1978

年后，卫生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医疗为中心上来，鞍山卫生医疗事业出现了新面

貌，到1985年，全市卫生医疗机构发展到454个，医疗床位1．36万张，卫生

技术人员2．3万余人，同时增添了先进的检验手段，诊断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

均有较大提高。解放后，文化事业逐步发展起来，、50年代初期，鞍山市先后成

立了京、评、话剧团和曲艺、歌舞团。1979年至1985年，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期间，文化事业投资为2264万元。广播电视发展也很迅速，

形成四通八达的城乡广播网。体育事业在解放后有很大发展，全市有5个大型

体育场和195个小型体育场，群众的体育活动日趋活跃，参加体育活动的人逐

．年增加，1985年，全市228个县团级单位共举办200多次运动会，有8万多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培养出各类等级运动员10405人。鞍山市的科技工作在“六

五一期间有新的发展，各类科学技术取得可喜成果。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标

志着科技工作春天的到来，科技人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85年，中共

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鞍山的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促进了科技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至1985年的7

年中，共取得科技成果1197项，是前30年总合的3．8倍。到1985年，全市

共有工程技术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5个，科研人员约5000

人，全市科技人员7．4万人。

解放初期，商品流通基本上掌握在私营商业者手中，全市国营商业仅占商

．业总数的0．5％。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加强商业的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国营商

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经过3年恢复和。一五■时期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

改造，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商业组成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国营商业居于

流通市场的主导地位，形成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1958

年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把集体所有制的供销社改变为国营商业，城乡

合作店(组)和小商小贩等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也基本上过渡到国营

商业中来，商业网点由“小、密、多一，变成“大、稀、少一，形成国营商业独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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