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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国情、地情，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思想与

编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山市社会的

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

提供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记述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

运用图、图表、表格等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城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史上其

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六i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止于1985

年末。

七、全志主要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

等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4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横

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

要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事系人；正

文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刀、。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记"，主

要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

芳名以存史。

十一、除“附录一部分以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文白杂糅。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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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例

统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

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

简称“建国前、后、初"。
。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199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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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是以冶金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铁矿资源丰富，冶金技术悠久。早在西汉即

开始冶铁，辽、金时代冶铁事业进入兴旺时

期，曾设置“铁榷”机构，集中采冶者达300

户。此后，历代相沿，鼓铸不断。到19世纪

初，开始用现代技术进行铁矿开采冶铁。1918

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鞍山铁矿资源，用

于侵略战争，在鞍山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

会社鞍山制铁所”，并于1920年成立“临时

研究部”，成为鞍山第一个从事冶铁专业研究

机构。这时期，日本人梅根常三郎研究发明

的“还原焙烧法”是一项重大科枝成果，通

过应用，解决了鞍山铁矿品位低的问题。1933

年昭和制钢所成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28

年间，鞍山已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现代冶金

技术的钢铁联合企业。 ’

1946年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占据鞍山22

个月，钢铁企业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技术

设备损失殆尽，成为一片废墟。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从此，鞍

山科技事业伴随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其发展

脉络，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鞍山科学技术艰难起

步和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建国初，鞍山

科技人员奇缺，技术力量薄弱，全市只有鞍

钢中心实验室1家科研机构，仅有工程技术

人员145人，占鞍钢职工总数的0．03％。其

中大部分是解放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鞍钢有

限公司遗留下来的，较有名气的如邵逸周、靳

树梁、王文玺、邵象华、杨树堂、雷天壮等，

屈指可数。为适应大规模生产恢复和建设的

需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中共

鞍山市委和鞍钢公司从中南、华东地区招聘

500余名科技人员和专家到鞍山工作，通过

举办脱产、半脱产、业余或正规的各类技术

学习班，以及推广周传典培养李凤恩成为技

术员的经验等，以速成方法从工人中培养工

程技术人员。当时，以杰出贡献而荣获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孟泰、王崇伦、

张明山、栗根源、孙照森、李风恩、曾肇祥、

李竞平、张广发、崔长久、程梦鸿、王广发、

郭天祥、蔡波光。以及后来被誉为“电机华

佗”的宋学文等，都是解放后从工人中培养

起来的工程师、发明家和革新能手。1949～

1952年3年间，仅鞍钢就从外地招聘技术人

员230人，大专毕业学生1119人，从工人中

培养、提拔技术人员465人，从各正规学校

培训技术员745人，从而使鞍山科技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国家部属和省属科

研机构也相继在鞍山成立。通过鞍钢工人和

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1949年7月9日．鞍

钢正式开工，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并胜利地

修复了矿山、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耐

火、轧钢各厂以及机修、动力、运输等系统，

粉碎了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人只能在鞍钢的废

墟上种高粱的谰言。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与苏联政府签订了

《1953一-1955年苏联对恢复与改造鞍钢所给

予技术援助之协定书》。鞍钢一方面大批引进

苏联的技术、设备和专家，完成大型轧钢厂、

无缝钢管厂，炼铁厂七号高炉为主要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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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的大型现代化“三大工

程”建设以及其他新建和改建的工程项目，并

相继配套，使生产能力达到设计水平；一方

面掀起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热潮，推

进大面积技术改造。鞍钢小型轧钢厂工人张

明山发明的。光轧反围盘”、鞍钢机修总厂工

人王崇伦创造的“万能工具胎”等革新成果，

对改造鞍钢技术设备，推动生产发展，起到

很大作用。鞍钢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简陋的

情况下，成功地使用烧结冶炼低硅铁，实现

了高炉冶炼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1957年，

用铝镁砖代替铬镁砖的研制成功，使平炉最

高炉龄达1200次，创当时世界纪录。这一时

期，还研制成功炮弹、装甲车、舰艇、核潜

艇、导弹、飞机制造用钢和核工业用钢。科

技进步使鞍钢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

联合企业，鞍山因此获得“钢都”美称。

1958～1965年，是鞍山科技事业起伏发

展的第二个阶段。50年代末，因受。大跃

进”的冲击和“拔白旗”的干扰，鞍山科技

工作一度遭到损害。在炼铁、炼钢以及其他

科研生产领域，否定已经建立的科学管理规

程，搞了一些不切实际、没有经过严格技术

鉴定的所谓“成果”和。产品”，并把一些持

不同意见和学术分歧的科技人员、管理干部

当作。白旗”进行批判，严重挫伤了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1961年，国家发布“科研工作

十四条”，纠正了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方面的错

误，使鞍山科技工作进入繁盛时期。这一时

期正值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广大

科技人员、T人、干部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奋发图强精神鼓舞下，顶住苏联撤走专

家、撕毁合同带来的压力，克服3年自然灾

害造成的重重困难，围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和科技攻关，取得105项

科技成果，其中重大的50多项，填补了3项

国内空白。。红矿浮选”、。高炉喷吹”、“平炉

双层用氧”、“低合金高强度钢”、。双辊粉碎

机”、。自炼矽锰铁合金”、。二千瓦电动混凝

土振动器”、“二氧化锗”等攻关项目和新产

品开发项目，都有较大突破。高炉利用系数

和焦比，已列世界前列。“平炉炉低厚层快速

烧结法”、“双层铸铁注砂管”、“603稀土处理

无镍装甲钢板”等6项重大科研成果和产品

获国家重大发明奖。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全

国第一台大马力履带红旗80拖拉机研制成

功，标志鞍山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已发展到

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鞍山科技队伍迅

速发展壮大，鞍钢以雄厚的技术人才优势先

后3次支援全国，向新建的武钢、包钢、湘

钢以及湖北、四川等大中型钢铁企业输送管

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16000多名，技术工

人31000多名。到1965年，全市拥有矿山、

冶金、焦化、耐火、农机、化工、电子、轻

工、劳动卫生等科研机构9家，从事科研人

员3117人，有各类科技人员28331人。其中

正副总工程师35人。

第三个阶段，即1966～1976年。文化大

革命”时期，鞍山科技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

一样，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一些科研机构

被解体，多年积累起来的科技资料大部分散

失，仪器设备受到破坏，有的科研项目和基

础建设工程被拆除。大部分科技人员被视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动技术权威，遭到不

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科技工作机制基本上

处于瘫痪状态。在科研、设计、基建工程中

搞边试验、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

不仅使工程造成重大浪费，也使科研设计工

作功亏一篑。尽管如此，由于广大科技人员

和工人群众的共同努力，在条件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电子、带电作业、转炉、氧气炼钢

等方面技术仍有较大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

这lO年动乱，使本已从60年代初开始同先

进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

了。

1977～1985年，鞍山科技工作进入全面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腾飞发展的新时期。这

是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特别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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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科学大会以

后，在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

针指引下，鞍山迎来了科技工作的春天，科

技工作重新走上了中兴之路。

这一时期，鞍山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和一系列科技工作方针，为在10年动乱

中蒙冤的科技人员平反昭雪，恢复和增设了

科研机构33个，形成了以冶金科研为主体包

括矿山、焦化、耐火材料、热能、电子、静

电、化工、建筑、机械、环保、园艺、计量、

医疗卫生、纺织、农业、林业、畜牧、水产、

情报、自动化、锅炉检验、心理测量等诸多

学科的科研体系。科技队伍发展到44383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及相应职称的达到567人。

工程师及相应职称的达到12573人。

这一时期，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尝试。

一方面各科研院所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攻关，

解决生产关键，向生产领域转移科技成果，推

广新技术，开展对企业技术承包，建立科研、

生产联合体，使一大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实

现扭亏增盈，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取得

明显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静电技术研

究所、锅炉检验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和机电

研究所进行了科研体制改革试点，对内实行

课题承包和经济指标承包，对外实行有偿技

术合同制，为科研所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在改革科技运行机制方面，通过开

拓技术市场，发展民办科技开发机构，促进

科技成果商品化，开发智力资源、信息资源，

挖掘科技人员潜力，进行技术、人才交流，强

化技术开发、技术吸收、技术创新，组织技

术出口等一系列开发搞活措施，使科技工作

开始转向全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在改

革科技管理机制方面，鞍钢率先恢复和建立

了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市各科研院(所)实

行院(所)长负责制，科技经费采取有偿使

用和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办法，档案管理、情

报管理、成果管理都得到全面的加强。

这一时期，科技成果显著。建国以后，鞍

山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359项。其中1979

～1985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973项，是前

30年总和的2．71倍。鞍钢大力开展老企业

的技术改造、新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加速

消化、移植国内外科技新成果、新技术，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均创造了新水平。建国初期，

鞍钢只能冶炼48个钢种。轧制．33个钢材品

种。到1985年，鞍钢钢产量达到725．6万吨，

已能冶炼819个钢种，轧制包括彩色涂层钢

板等627个钢材品种，总规格达2万多个。在

原有的40种名牌产品的基础上，新创省、部

以上优良品种97种。1981～1985年。六五”

期间，鞍钢共移植、消化268项新技术，实

现532项重大科技成果，其中有4项获国家

发明奖，9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期间，突

出的科技成果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制、开

发、推广和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到1985年，

全市已拥有各类大、中型电子计算机38台，

微机666台，单板机282台，从业人员达

1353人。电子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控

制、数据采集和监测、仪器仪表检测和智能

化、企业管理、优化决策、中文处理、网络

通讯、资料检索以及辅助教学、医疗、卫生、

气象等诸多方面。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制与

应用的重大成果有49项。自1985年实施

《专利法》后，专利技术及发明创造也大面积

丰收。全市申请专利700项，其中已授权500

余项，实施率达30％以上，创产值2．455。亿

元，创利5247万元。刨汇675万美元。并有

15项专利在国际性专利展览交易会上获奖，

16项专利技术、产品获省专利发明奖。此外，

由科技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办科学研究和

技术开发机构服务全国，在轧钢工程、变压

器工程、引进项目的国产化、新产品设计、开

发等方面取得6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和专利，

承揽并完成了2115项技术合同，总成交额达

2816万元，创社会经济效益3．5亿元，成为

令人瞩目的具有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金

优势的鞍山“第六路”科技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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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鞍钢科学的飞速发展，发挥

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地方工业、农业、医

疗卫生及其他各项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

鞍山冶金工业技术，是解放后从无到有

逐步发展起来的。解放初期只有4家地方企

业，1958年采矿、炼钢、炼铁工业企业发展

较快，到“六五”期间已发展到200余家企

业。这些企业在鞍钢的支持帮助下，不断进

行设备改造，引进新的生产线，采用新技术，

改进产品结构，由原来只能生产2种产品发

展到能轧制热轧、冷轧14个钢材品种。1979

～1985年，开发新产品42种，其中，星型钢

材为国内首创，电泳涂漆带钢、彩色涂层钢

板达到日本同类产品水平，试制成功的静电

除尘酸雾成为国际上一项新技术。

鞍山机械工业技术，解放初期基础薄弱，

只有5个小企业，缺乏整机生产能力，仅能

生产矿山机械配件、铸造件、铆焊件等小产

品。50年代产品基本上走仿苏、仿日的道路。

从1958年起，开始向国产化、整机化和成套

化发展。1966年后主要向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业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

过市场预测，开发了一些有竞争能力的产品。

并向系列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大中型企业

多达477家，形成4大支柱行业和10项重点

产品。4大支柱行业是：铸钢生产线、工程机

械和大马力拖拉机、汽车行业、锅炉行业。10

项重点产品是：氧气钢瓶、调节阀、振动筛、

冷却器、注塑机、农运车、悬挂输送机、全

无油空压机、阀门、不锈钢压力容器。

鞍山电子工业技术，是1958年开始起步

的，到1985年，已形成以生产广播电视、仪

器仪表、基础元件、除尘设备为主的初具规

模的新兴产业。全市有16家电子工业企业，

可生产91个品种的电子工业产品。鞍山市静

电技术研究设计院的科研成果，把鞍山电子

工业的一些技术指标推向国内先进行列，研

制的“超高压静电抑制开放性尘雾源技术”，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鞍山纺织工业技术，解放前寸纱不能纺，

寸布不能织I解放初也只有几家私人手工作

坊。到1985年，全市已拥有包括棉纺、毛纺、

麻纺、丝纺、针织、化纤产品和印染业的现

代化企业群体，形成从纺纱到织布、印染的

完整工艺体系。经过技术改造，引进国外液

流染色机和经编大提花设备提幅定型机等先

进技术，基本上改变了鞍山纺织工业的落后

面貌。市化纤纺织厂从1979年投产后，已生

产出60多种化纤纺织品。中长提花条呢、华

达呢等10几种纺织品被省、市评为优质产

品。

鞍山轻工业技术，解放前工艺落后，效

率低下。解放后轻工业技术不断发展，现已

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骨干行业14个54

家，产品近200种。“梅花”牌自行车和。白

鸽”牌闹钟远销世界许多国家，彩色印刷品、

电池、曲酒、日用陶瓷、锦砖、五金制品、钢

木家具、服装和鞋革等产品荣获国优、部优、

省优称号。

鞍山石化工业技术，解放前是一片空白，

50年代处于萌芽状态，60年代有所发展。

1978年后获得较大发展，先后建起了有机化

工、无机化工、化学肥料、农药、橡胶加工、

化学试剂、涂料、合成材料、化工机械等方

面的化工企业27家，产品有合成氨、氮肥、

炭黑、固体古马隆、石油树脂、精蒽、蒽醌、

油漆、矽酸钠、橡胶机带等70多个品种，其

中炭黑、古马隆树脂、精蒽、蒽醌分别占全

国相同产品产量的10～60％。出口产品有19

种。 ．∥

鞍山建材工业技术，解放初期只能烧制

砖瓦，现已能生产水泥、平板玻璃、玻璃纤

维、卫生陶瓷、玻璃钢、石棉制品、加气混

凝土制品、滑石粉、可赛银以及其它新型建

筑材料。7其中海城滑石矿微细滑石粉成为国

家名牌产品。
。

鞍山农业生产技术，解放前乃至解放后

的一段时期，一直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