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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黑山县志

寒暑，数易其稿，现将成书。新县志成

举，可喜可贺!

黑山，可谓辽西一块宝地。邻北镇而倚闾山，毗沈郊而傍辽水，接台

盘能趋望渤海，连阜新可梦眺穹芦。历史悠久，名传遐迩。黑山阻击，播

威宇内；辽西会战，载功竹帛。山川秀丽，物阜民丰，久享“辽西粮仓”之

美誉；人杰地灵，启蒙有方，素负“人才摇篮’’之盛名。资源富饶，土地肥

沃，早有炎黄子孙生息繁衍；各业兴旺，交通便利，广引各方人士云集开

发。历代黑山人民及其佼佼者，为改造和建设黑山，历尽艰辛，功业累

著。特别是解放后的四十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绘制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谱写了可歌可赞的篇章。兴修水利，治旱排涝；

植树造林，锁住风沙；改革农耕，开发稻麦；加强农业，鼓励工商；发展科

技，百业并举。稻海粮山出现在昔日的盐碱滩，果园菜圃扩展到过去的

不毛地。禽场畜栏构建于从前的荒坡甸。珍珠般的人工湖镶嵌在曾经

肆虐的沙河畔。平直宽坦的道路网四通八达，伸展到每个集镇、村庄。数

以百计的工厂、矿山昼夜喧闹。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日换新姿，商店、集市

货似琳琅，人如潮涌。各类学校桃李争艳，繁花锦簇。如今的黑山，是农

工商学兵全面发展的县区，是城乡人民劳动致富的乐园。如此可爱的黑

山，如此丰功伟绩，确实应该大书特书!

黑山自1902年建县以来，历代官吏、学者曾五次修志，三次成书，

但多属当时统治者的应时之作，文字过于简约，记述偏窄。且受阶级局

限，资治价值不大。最后一次成书在1940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这期

间沧桑演变，政权更替；治理创伤，恢复经济；改革体制，振兴黑山，威武

雄壮的史剧感人至深，光照千秋的业绩数不胜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国运兴隆，人心振奋，黑山同全国"-7梯进入了以往任何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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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不能比拟的繁盛时期。这就把“盛世修志”的任务更紧迫地推到了

我们面前。早在5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了重修地方志的任务，

我县曾付诸实施，但由于受到干扰而中途停顿，致使这段原已生辉的史

册仍为空白，80年代初，中央又作出加强地方志研究和编纂的指示，我

县随即成立了组织，并几经加强工作机构，专兼结合，广收博采，精心编

制，案牍劳形，历时七个春秋，才大功告成，出现这部八十万言的巨稿。

县志，是．一县之百科全书。新《黑山县志》秉承“资治、教化：存史”宗

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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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和“人民为主，经济为主”等编纂原则，运用新的

观点、资料和方法，“述古今之要，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纠谬补阙，

增容润色，贯通古今，囊括了黑山的经济政治、建制沿革、文化科技、武

备兵防、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是一部

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三者统呷的新县志。虽然受时间和空间、主观和

客观等各种习素制约，难免存在瑕疵，但它毕竟为全县人民提供了一面

了解过去，了解自己的宝镜。并为今后的撰修奠定了基础。

修志是为了“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俾使后人“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部新县志，作为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繁

荣文化等方面的借鉴依据。作为向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尤其当前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借鉴古今中外的
经验，对加快和深化改革，推进我县各项工作，更为重要。为此，各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地研读县志。在此，我想串用一下前人的诗

句：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劝君莫谙前朝曲，绝唱新翻杨柳
枝。 ，

当此新方志审稿付印之际，编纂者要我写几句话，思绪万千，感慨

颇多，谨书片言，权以为序。并借此向修志中做出贡献的专兼职人员致

以谢忱，道声辛苦!

原中共黑山县委书记王永振

19．9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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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黑山县志》经千人动手，万人动13，历时七载，数易其稿，终于

付梓问世了，这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来传统，而志书则被视为“辅治之书”，它“补

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

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所以才有“韩愈过岭，先
借《韶州图经》，朱喜下车，首以《南康郡志》为问”的佳话。

黑山地处辽河平原西陲，山川秀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交通畅

达，为辽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建县虽不满百年，而开发历史却可追溯

千载，从草莱初开到阡陌纵横，从地旷人稀到闾里相望。筚路蓝缕，每一

步都有黑山人民付出的艰辛和血汗。建县八十多年来，风雨苍黄，世态

多变，黑山人民，孓艮苦创业，辛劳备尝。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黑山人民和

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前仆后继，浴血奋

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建国三十六年来，黑山人民用勤

劳的双手，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十年来，农村商品经

济得以迅速发展，城乡工业得以振兴，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及各项事业

得以相适应的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肯定地说，黑山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编写一部系统反映

黑山历史的新方志，“彰往昭来，利今世而惠后人’’，只有这样，才能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黑山六十万人民和子孙后代。

新编《黑山县志》，以“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回首过去，

放眼未来’’和“人民为主，经济为主’’为编纂原则，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

新的方法’’贯通古今，记述了黑山的地理风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教育、风俗习惯、人物古迹等各方面的演变。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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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计民生的荦荦大端，无不备载。经省市业务领导部门审定和专家学

者的研讨评议，认为新编《黑山县志》是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

一的新方志。它将为本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和科学依据。也将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宣传教育

中发挥作用。

编纂新方志，毕竟是一项崭新而又浩繁的工程，时间跨度大，涉及

面广，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种种困难。编纂者虽力求完善，反复核校修

改，但讹误疏漏之处恐亦难免。因此，诚挚地希望各界给予批评指正。

当此定稿付印之际，谨缀数言，权以为序。

薰然瓣茬仉长杰黑山县志编委主任¨～”、

1992年5月2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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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全县人民共同期盼已久的新《黑山县志》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终于

成书问世。值此志成之际，我谨向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及所有为《黑山

县志》成书提供方便、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新《黑山县志》成书问世，我热切地希望，全县人民和全县各界各级

党政干部认真地研读它、利用它。倘大家都能如此，必受益无穷。我之
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

第一、新《黑山县志》乃我县的一部小百科全书。该志共十九篇近八

十万字。书中对黑山的历史沿革、古今大事、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名胜

古迹、乡贤良吏、文化教育、经济技术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因其包罗万

象，且资料翔实，研读它、利用它，必将深化我们对县情的认识，’这对我

们规划黑山、建设黑山肯定大有补益。 ，+

第二、新修县志与旧县志相比，有其独到之处。我县始建于1902

年。此次修志之前，历代官府已曾五次修志，三次成书。但多因文字过

简，记述偏狭，而失怯了修志之价值，此次修志则迥然不同。新县志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

续史之无"，“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融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为一体，

很少讹误疏漏，不违“资治、教化、存史刀之宗旨。倘大家能认真地研读

它、利用它，必能收“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之益。‘，。 ．

以上，是我粗读《黑山县志》之感受，写出来，愿成为共识。
县志成书，要我写序，谨书片言，权以应命。

中共黑山县委书记郑志国

199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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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县志》的编纂历经十余个寒暑，几易其稿，终于问世，与广大

读者见面，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黑山地处辽西东端，扼关内外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闻名中

外的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即在这里打响。更兼铁、公路交通发达便利，

境内土地广袤平肥，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朴实，堪称辽西一

块宝地。 一

黑山设治较晚，始称“镇安”，寓有镇服安定之意。但设治时正值清

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内忧外患，政事日蹙。造及民国改元，军阀当

道，一意孤行，致使兵岁两荒，民不聊生。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黑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

地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和命运的主宰者，经四十余年的奋斗，逐

步走上了康庄富裕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各行各业均呈现出

一派朝气蓬勃的崭新气象。今日的黑山，实可称得上政通人和，物阜民
安：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修志为著述大业’’。《黑

山县志》继承了旧志的传统，又不拘旧例，具有新时代特征，本着“资治、

教化、存史"的宗旨和“广采博收i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载了黑山的山川

地理，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黑山人民求解放、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战斗历程。在体例上以类系事，条分缕晰，略而不疏，详而不赘，不

失为一部了解黑山全貌的百科全书和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乡土

教材。

《黑山县志》的出版，寄托着几任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心愿，凝聚着

编纂人员十余年的心血。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市领导和外市、县专家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值得提出的是

零，资料匮乏，肯定

指正。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力求思想性i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四者的统
●

o

二、由于溯本求源，本志上限不限年代，下限到1985年末。1

’三、本志贯彻“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方面的发

展情况，除概述外，只述不议，寓褒贬于事实。

四、本志横向分类，纵向记述，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不同体裁和形式，设编、章、

节、目等层次。除概述、大事记外，共19编，即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农业、工业、交通邮电、

城乡建设、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党政群团、公安司法、民政人

事劳动、军事、社会、人物等编。，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始末体为辅；概述叙中有议；其余各编均为记叙文体．

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见各编章中。

七、人物编采用传记、传略、简介、表、录等体裁和形式，分别记述已故知名人士和当代英雄

模范。

八、本志资料多数来自省市县档案馆有关文献，少数来自口碑资料；数字多数来自统计部

门，少数来自业务部门，为了节省文字，—律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纪年：辛亥革命以前用历史年号，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纪年，数字

则按国务院7个部委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m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按国家出版

局、国家标准局等7个部门联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采用国际计量

单位。’ ．

十、为了叙述方便，一般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黑山县志

概 述



黑山县位于辽宁省西部、锦州市最东部。地理座标为北纬41·28，"-'42·8，、东

经121·491"-'122·361。东与辽中、新民两县接壤，西与北镇、阜新两县毗连，南接

台安、北镇，北与阜新、彰武为邻。县城(黑山镇)东距沈阳市136公里，西距锦州市

127公里。

全县总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近似铧形：南北稍长，纵距最长为75公里；东

西略窄，横距最长为66公里。地势是西北高，东南洼：西北部多低山土岗，是丘陵

地区。中部和东南部为冲积平原，一望无际。绕阳河、东沙河和羊肠河均自北向南，

穿越境内，汇辽河后注入渤海。境内共有丘陵59万亩，水域33万亩，其余为平原，

耕地165万亩。形成一水二山七田的自然格局。

黑山县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

凉爽宜人，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8。C(摄氏度，下同)，极端最高气温为37．

1℃，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7．6"C。年平均降水量为561．6毫米，无霜期为161天。

上述气候条件有利于温带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因而野生动植物资源比较丰富。

地下矿藏种类不多，可开采的有膨润土、煤、沸石、珍珠岩、玛瑙石、绵石等，其

中膨润土埋藏量约6亿吨，质量之优居全国前列，是境内第一大矿藏。煤埋藏量为

6000万吨，质量不高，仅能做民用煤。地下水资源丰富，年平均储量为2．8亿立方

米。大部分地区是甜水，少数地区水质较差，含有氟化物。

黑山县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即属幽州。以后各代隶于不同郡府州县。清光

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设治，称镇安县。1914年因与陕西省镇安县同名而改称黑

山县。1948年初全境解放后，先隶于辽北省，后隶于辽西省。1954年隶于辽宁省，

1956年隶于辽宁省锦州地区专员公署，专员公署撤销后隶属于锦州市。

境内行政区划常有变动。1985年末，全县划分为14个镇和18个乡，下辖413

个村民委员会和26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共有居民159313户、608306人。其中汉族

501872人，占总人口的82．5％；满族99070人，占总人口的16．1％。余者为回、蒙

古、朝鲜、布依等族，人数均不多。

，黑山县处于关内外交通要冲，亦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均有军队驻于境内。据

史书记载，唐初曾有大军经过境内东征高勾丽，由此产生的一些传说至今仍在流

传。后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曾多次率军经过境内西进与明军交战。在人民解放战

争中，黑山曾是著名的黑山阻击战、辽西会战的主要战场；黑山阻击战的主要阵地

——“101’’高地至今尚有战壕、弹坑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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