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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每个城市都应

该有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优势。就拿史志来说，它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市的修志工作，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十几

年辛勤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不仅全力支持这项事业，也希

望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继续支持和关心方志事业，把这项惠及后世、

利在千秋的文化事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中

心城市，其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应与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相

适应，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Et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要相适应。为了塑造沈阳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要在

软件上采取多种手段来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质，通过丰富多彩的

文化形式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要在硬件上有计划地建造一批与现

代化城市相匹配的一流文化设施，以增加城市建设的文化含量。为

了展示沈阳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特色，要抓住沈阳的历史特色、地

域特色和主体特色，充分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唤起广大市民

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需要集中建造一

批独具匠心的高楼大厦，但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

逐渐蓄积自身的精神内涵，为后人留下更加丰富的传世文化资源。



我坚信，只要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来关注文化建设事

业，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沈阳，必然以现代化国际化的崭新风

貌，出现在祖国的东北。

沈阳人杰地灵，沈阳大有希望。我要和我的同事们一道，竭尽

全力去实现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让沈阳人为自己是沈阳人而骄

傲和自豪。高楼大厦要靠一砖一砖砌起来，美好的明天要靠真抓实

干去实现。在这里我还要为方志工作说一句话，那就是留下历史的

人，往往容易被人所忽视，因为他们不尚空谈，甘于寂寞，默默无闻

地为人民的事业书写春秋。抓经济工作也好，从事文化建设也好，

都应该有乐于奉献、不计名利的实干精神。只要是人民最需要的事

情，我们就应该一件一件地做下去，直至人民高兴、满意为止。处在

经济转轨时期的沈阳，确实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有一

大批人才和完全可以信赖的群众，有着无穷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

的奋斗精神，只要全市人民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抛弃幻想，奋

力拼搏，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El



．凡

一、《沈阳市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沈阳的自然和社会，以及它们的历

史与现状，供研究沈阳市情作参考，为振兴沈阳服务。

二、本志分十七卷出版：1．综合；2．城市建设；3．机械、电子工

业；4．化学、医药、冶金、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工业；5．轻工业、纺

织工业、区街企业；6．军事工业；7．交通邮电；8．农业；9．商业；10．

财政、税务、审计、金融；11．经济管理；12．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

学；13．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文物；14．政权；15．政党、政协、

社会团体；16．社区、人民生活、民政、少数民族、宗教、风俗、方言；

17．人物。

三、本志采用条目结构，主要依据事物类别分设类目，同时适当

照顾行政隶属关系。为加强志书的整体性，设总述、综述、概述三个

层次的宏观记述。各卷的内容和层次，因事而异，力求概括和简化。

部分卷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沈阳市区、市辖县(市)及相关地区。

文中的“全市”包括市区和市辖县(市)；“市区”包括城区和郊区；“城

区"不包括郊区和市辖县(市)。1987年1月1日以后的记述，不分

“城区"与“郊区"，统称“市区"。

五、记述的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重点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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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些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历史纪年使用

公元。1949年以前加注旧纪年o“解放前、后”指1948年1 1月2日

沈阳解放前、后o

六、统计数字和度量单位的使用，分别遵行1983年12月10日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计，

以沈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统计

数据，以各单位统计部门核定数为准。史料中的旧计量单位，凡有

确定换算值的，均附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6

七、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

通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部分记述时间下延至1990年。

四、本卷根据沈阳市教育委员会、沈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沈

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提供的资料总纂而成。市妇联和市经

济学会也为本卷提供了资料。

五、孟杰于1983年12月至1989年7月担任市志办主任，殷蔚

然于1989年5月至1994年5月先后担任市志办副主任和主任，卢

鸿泉于1990年1月至1997年11月先后担任市志办副主任和主任，

他们在任职期间对本卷志书的编纂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殷

蔚然、卢鸿泉分别主持了教育、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专志的审评。

原市志办副主任罗顺久、原副局级调研员张林茂曾参与审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本卷说明

六、原市志审定小组成员孟杰、左驰、傅墨、石兆澄参与了全卷

志稿的审评。特聘请孟杰对科学技术、殷蔚然对普通教育、罗顺久

对高等教育、卢鸿泉对社会科学部分分别作了审阅修改。在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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