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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士文

《铁岭市志·综合卷》的编纂工作，历时八载，几经修正，现已公

开出版，结束了铁岭市没有市级志书的历史，是辽北人民政治、文化
’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o 、

铁岭市位于辽宁省的北部，松辽平原腹地，是辽宁省乃至东北地

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灿烂的历史

文化，为辽北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勤劳、智慧的铁岭人

民在中共铁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充分开发利用肥沃

的土地资源，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铁岭市成为

辽宁省的粮食主产区。四十年来，粮食产量始终占据辽宁省的主要地

位，是名副其实的“辽北粮仓”o与此同时，在铁岭工业资源不断开

发利用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了“农业大市0工业小市”的格局。五十年

代末期兴起的煤炭工业，经过三十年的开发，到八十年代末期已初具

规模，成为全国重点开发的煤炭基地之一。由于煤炭工业的不断发

展，七十年代随之崛起的电力工业，初步形成了铁岭市煤炭与电力工。

业相互依托的能源工业优势，使铁岭市成为辽宁省重要的能源基地之

一。我想，形成铁岭市粮食产业与能源工业两大优势的关键是开发境

内多年来蕴藏的资源所至。这也是<铁岭市志·综合卷>旨在向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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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岭市志·综合卷

展示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铁岭市志·综合卷》还对近千年

在铁岭市境内的大事、要事，历史上县级政区沿革及建国后市

区域的建立与变更，人口、民族的发展，以及所辖县(市)区

情况进行综合性表述。此外，自然灾害作为《铁岭市志·综合

述的重点，这对于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市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

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从事农业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从这些

可资借鉴的资料中总结一下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制定防御自然灾

害、战胜自然灾害的具体措施，进而解决“靠天吃饭”的难题。无

疑，这也是《铁岭市志·综合卷》尽快成书的原因之所在。

我初到铁岭市工作之时，从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县(市)区志

书中受益非浅。这为我认识铁岭、熟悉铁岭、了解铁岭、研究铁岭、

搞好铁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尽快起动工作提供了真实可信

的基本情况。因此，我认为，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要认真读

一读县、市的地方志书，从中获取了解本地实际情况进而解决实际问

题的第一手资料。古代的“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o《铁

岭市志·综合卷>的出版，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为铁岭市“三抓三促"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资料，值得各级领导一读o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进行

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家乡的教育。在全市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其目的是增强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开发家乡、建设家乡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利用志书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教育，古已有之。而

今。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书作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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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是贯彻落实《爱国

施纲要》的具体教科书之一。我相信， 《铁岭市志·综合

成为“知我家乡、爱我家乡、兴我家乡"的教材，也一定

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朋友所接受。

方志书在辽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代修《开元志》时

区修志之始。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编修的《铁岭县

地区首部县志。而今，《铁岭市志·综合卷》的出版，标志

着铁岭市的修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编纂社会主义

新方志，既弘扬了修志的优良传统，又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我坚

信，《铁岭市志·综合卷》作为一部地方资料工具书，是“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之作，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o．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志书成为经世致用之作，是《铁岭市

志·综合卷》刻意遵循的编纂宗旨。负责编纂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的

艰苦工作。他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基本思路，不益美，不饰非的编纂指导思想，脚踏

实地的务实精神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全志资料丰富，以志为主，体

例得当，语言质朴，并得到省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可以

说是一部成功之作。在铁岭市志成书出版之际，我向为《铁岭市志·

综合卷》编纂工作付出辛勤汗水的同志致谢!并预祝他们在今后的修

，志工作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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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铁岭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瑞清

铁岭市第一部市级志书《铁岭市志·综合卷》的付梓问世，是铁

岭市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对全市深入开展物质文明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快实施“三抓三促”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全市人民进一步开展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活动

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实是可喜可贺的大事。

铁岭市属辽宁中部城市群体，气候适宜，土肥水丰，物产丰富，

工业门类齐全，尤以能源工业闻名国内外。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是全

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素有“辽北粮仓”之美誉。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铁岭成为军事要地，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

地。明末清初开原之役古战场，清末日俄战争铁岭之战的遗址，辛亥

革命的印迹至今可辨；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辽北大地；东北解放战争

时期的秀水河、金山堡等著名战役的号角声仍在回响。

修志之举，古已有之。1677年，铁岭县开创东北三省纂修县志

之先河。至1949年，全市各类志书已达数十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党和政府曾多次倡举修志之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盛世修志已成必然。中共铁岭市委、铁岭

市政府高度重视，市人大、市政协亲切关怀，各部门大力支持，修志

工作者夜以继日的辛勤耕耘，终将铁岭有史以来的首部市志——《铁



岭市志·综合卷>奉献给全市人民o

<铁岭市志·综合卷：》主要记述1840年以来全市自然、社会等方

面的发展变化。设概述、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和

县区纪略。全志横排竖写，体例完备、观点正确、特点突出、语言简

洁、史实准确、资料丰富，是一部知识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体

的百科全书，具有很强的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o

《铁岭市志·综合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铁岭一百

多年来的史实，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纵观<铁岭市志·综合卷>，概述记载了铁岭各行各业的兴衰起

伏，人们可从中找出经验教-iJwl；大事记揭示了铁岭历史的发展规律；

行政建置表述了铁岭的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为各级领导和部门提供了

发展优势产业的理论依据；人口民族是了解铁岭基本市情的窗口；县

区纪略展示了各自的发展特点，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行业，综合性、系统

性和整体性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不仅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更需
‘

要修志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和了解、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我作为市政府

秘书长，主管修志工作，深感编修新方志的重要，对修志工作者默默

无闻、卓有成效的工作非常钦佩。市志办的全体同志历时八载，专心

致志，克服困难，不为名利，广征博采，校讹补缺，详今略古，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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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简，敬业乐业之精神可喜可赞o

<铁岭市志·综合卷>虽已问世，但因条件、学识水平所限，难免

有误。故于该书问世之际，祈望有识之士予以斧正。与此同时，对各

级领导、有关部门和审读过《铁岭市志·综合卷》的专家、学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o

一九九六年八月



凡例 ．1·

凡 例

一、《铁岭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真实地记述铁岭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社

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研究铁岭，认识铁岭，振兴铁岭

服务。
‘

二、《铁岭市志：》主要由概述、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

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等部分组成，分三卷出版。

三、《铁岭市志》采用篇章节式结构，各专业志按照以类系事，以

事系人，横分门类，纵向统辖的原则划分篇章节目；一般以目

为记述单元，在一定层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要因素，以保持

其完整性。

四、《铁岭市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市区及所辖县(市)o历史上

其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视需要适当记述。

五、《铁岭市志>编纂时，除“附录”部分外，一律以现代汉语的

书面语为规范，不文白相间。采用记述体，记而不议，寓意于

记，适当运用图、表等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统一。

六、人物志采用传、简介、表三种形式；坚持“生不立传”的原

则，以在铁岭地区从事活动为主选录人物。对有业绩的在世

者，除在有关章节记述外，其事迹记在“简介’’中o

七、断限。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一律止于1990年末(图片有出

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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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时期的内容)；为溯本求源，个别事物作超限记述，详今略

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重点。

八、称谓。志书用第三人称书写；行政区划、机构、地名均用当时

标准全称；历史各时期的政权、党派、职官、军队等均按当时

名称书写，但称呼东北沦陷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

加一“伪”字；入志人物除引文外，直书其名，第一次出现或

职务变动时可加职称，名后不加同志等类称呼。

九、纪年。各历史朝代沿用当时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东北

沦陷时期用中华民国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

十、数字。入志数字必须准确，公元纪年、年龄、百分比、统计数

字、部队番号、经纬度、气温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华民

国纪年和日本年号亦使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和清代以前的纪

年、习惯用语、成语、专有名词、次第等数字均用汉字表示；

单独使用的一位数、概数也用汉字表示；一句话中连续出现的

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o

+一、<铁岭市志>所用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

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全市性数据一律以铁岭市统计局公布

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数字，以各单位统计核

定的数据为准；旧计量单位应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难以换

算的，仍保留原计量单位o
‘

十二、<铁岭市志>资料来源广泛，翔实可靠，1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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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铁岭位于辽宁省北部。全市东西最长192公里，南北端宽162公里，区域面积为17469

平方公里。地势仰北俯南，东高中低，山地、丘陵分布东西两侧，西部稍高，由东向西呈阶

梯形下降，中部为辽河平原，是一座土肥水美、物阜境优，以生产粮食、能源为主的新兴城

市。1990年，铁岭市下辖铁法市、开原市、银州区、清河区、铁岭县、昌图县、法库县、

西丰县和康平县等2市2区5县，47个镇、96个乡、63个国营农林牧渔场，2001个村、

6139个屯；总人口为355万人。有汉、蒙、满、回、朝鲜、锡伯、羌、侗、苗、壮、达斡

尔等32个民族成份，以汉族人口居多。铁岭市党政机关驻银州区，市区内人口32万。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铁岭市人民乘改革开放的天时。以通衢东三省的地利，靠人聪政和的

优势，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辛勤耕耘、开拓进取，把这方宝藏蕴蓄的热土建设得美丽

富饶。整个辽北大地农业丰足，工业开始发达，商贸兴盛，文化繁荣。她像一颗璀璨夺目的

明珠，镶嵌在广袤的辽河平原，熠熠发光。
’

铁岭历史悠久。远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活动。西周时属肃慎

地；春秋战国时期是东胡族居住的地方；燕时，燕惠王在这里设置辽东郡；秦灭燕后，仍设

辽东郡；汉旧属玄菟郡，后属越喜国；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勃海大氏取越喜地改

富州，富州即今铁岭城，迄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917年，辽太祖在此地冶炼银子，故将

富州改为银州；明代时，在银州设铁岭卫；清康熙三年(1664年)，废卫制设置铁岭县。铁

岭文化渊源流长，在辽宁省有“南辽北铁”(指辽阳和铁岭)的美誉。铁岭县大青乡和镇西

堡乡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迹，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就有文化的发展并与中原有密切的经济

联系；境内出土的战国铜戈、铜编钟和燕国刀币、布币，汉代的“五铢钱”，都充分说明燕

不仅开拓了东北，而且实行了长期的统治。著名的文化遗址有唐代的铁岭白塔和龙首山慈清

寺；明代的山头关、古榆城、土边墙、烽火台、胜利钟楼、懿路石塔；还有明代总兵李成梁

墓、清代辅国公尔噶布喇墓和金侍郎墓。大量的文物遗迹展现了先人高度的聪明智慧和高超

的建筑艺术，记载了铁岭悠久的历史。

铁岭地处军事要冲。历史上称之为沈阳“=lgl'q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将薛仁

贵征高句丽饮马于柴河；明将李文忠追击元顺帝曾过山头关；明代镇辽总兵李成梁横刀立马

大破兀良哈于镇西堡；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恨告天”兴兵伐明斩将铁岭城。近代甲午中日

之战、庚子联军之乱无不波及铁岭；甲辰日俄之战，铁岭首当其冲。早在辽、金时代，铁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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