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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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为纪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叙，记而不议，寓意于叙。适当运

用图、图表、表格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叙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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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时间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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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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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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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El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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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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地记述了中共鞍山市委、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政

协鞍山市委员会、市工、青、妇和其他群众

团体的历史和现状，还有市各民主党派的现

状以及历史上的鞍山国民党党部。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同样，没有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中国。”鞍山党组织的历史经验证

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员会，始建于1945

年11月。此前，今隶属鞍山市的海城市、台

安县及鞍山城区，已有中共地下组织或中共

地下党员的活动。早在1927年春，中共奉天

特别支部就派人到台安开辟党的工作，建立

了第一个党支部。东北沦陷，在中华民族处

于危难的时刻。中共满洲省委两次建立辽台

中心县委和辽台临时县委。后因叛徒出卖，组

织屡遭破坏，于1934年6月被迫停止活动。

台安党组织建立的7年间，发展了党的组织，

发动与领导了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九·一

八”事变后，又尽力支持和参加抗日义勇军

的武装斗争，在台安、辽中一带的人民群众

中有深远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和与

东北毗邻省分的党组织，均十分关注在日伪

严酷统治下的鞍山的工人运动。1937年“七

七”事变后，中共锦州敌区工作委员会、中

共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山东分

局胶东区党委社会都，均先后派人到鞍山市

(其中1人在牛庄)‘‘发展组织，壮大力量，长

期埋伏，待机行动”。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白色

恐怖环境里。扎根群众，团结群众，宣传抗

日，搜集情报，作了很多工作。但在当时的

条件下，他们只能与各该上级组织保持单线

联系，未能在鞍山建立起党的组织。但他们

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45年

。八·一五”东北光复后，地下党员崔喜峰举

起义旗，在很短时间里，组建起3000余人的

人民武装——鞍山人民保安第一旅，向日伪

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武装斗争，迎接共产

党、八路军接管鞍山。其他几位地下党员也

迅速与组织接上关系，奔赴人民解放战争的

战场。

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热

辽第十六军分区五十六团和胶东区党委赴东

北工作大队鞍山工作组先后进驻鞍山，接管

了日伪市公署。建,-Or了人民的政府。11月上

甸，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祖謇(刘芝明)等

到鞍山，正式组建中共鞍山市委。此间，中

共海城中心县委、中共台安县委及鞍山市各

城市区委也先后成立。

中共鞍山市委成立后，与鞍山市日伪残

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大力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通

过市职工联合总会推进工人运动。发动群众

开展了剿匪、锄奸反霸斗争，并组建临时参

议会，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1946年

4月初，国民党军队占领鞍山。中共鞍山市委

改建为市城市工委，不久转入艰苦的人民游

击战争。中共鞍山市委的成立，标志中国共

产党领导鞍山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

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鞍

山。中共辽南一地委暂代中共鞍山市委，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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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在鞍山开展工作。1948年6月，在辽南一

地委领导下，再建中共鞍山市委。1948年底，

东北全境解放后，中共辽宁省委决定撤销中

共辽宁一地委，同时加强中共鞍山市委的领

导班子。1949年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

作，同年4月，鞍山改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

1953年，鞍钢开始了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

同年3月，政务院决定鞍山改为中央直辖市；

1954年8月，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

鞍山改为辽宁省辖市．中共鞍山市委随着隶

属关系的变化有所加强和调整。在新中国成

立后，中共鞍山市委为完成党所面临的艰巨

复杂的政治，经济任务，努力加强党的建设，

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不断吸收新鲜血液，

培养，发展和壮大党的干部队伍。1948年鞍

山解放时，全市仅有中共党员248名，多为

派进鞍山工作的老干部，到1965年发展到

4．9万名。到1985年已发展到18．5万名。

党的组织，从1948年，市委辖属8个区委，

到1965年，市委辖16个市、县、区、镇和

大企业党委、288个基层党委、287个总支、

5038个支都；到1985年．市委辖31个县

(区)委和直属企事业党委、573个基层党委、

628个总支、10228个支部。1948年，全市仅

有各类干部1121名，1965年增至7．54万

名，其中技术干部2．04万名I 1985年增加到

11．5万名，其中技术干部6．34万名。1982

年贯彻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决

定以后，逐步实行了新老干部的交替。

为适应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任务的需要，

40年问曾进行过10余次整党整风，不断克

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

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经过40

年的艰苦努力，党已建设成为领导全市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成为

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并且

勇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有能力领导人民

夺取胜利的党。

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

时期的根本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鞍山的

地方政权，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几经更

迭：一、1916年，在日．本侵略者开始掠夺鞍

山铁矿资源以前，现鞍山市境域设有属辽、海

两县领导的由地主豪绅掌握的区、村政权，

二、1916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市

中心地带被划为。满铁附属地”，。满铁”设

有地方事务所管理行政，而这块“附属地”周

围的村镇，仍隶属辽、海两县管辖；三、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九三”

抗战胜利这14年，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

地。1937年12月日伪在鞍山置市，设立日伪

市公署，下设25个行政区，对鞍山人民进行

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四、1945年“九三”胜

利至1946年4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首次建立了市、区人民政权。1946年1月，在

政局剧烈动荡中，召开了首次各界人民的临

时参议会，第一次民主选举了市长，五、1946

年4月～1948年2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鞍山

后，成立了反动的市、区政府。在其统治的

22个月内，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非但没有恢

复，反而继续遭到破坏，物价飞涨，民不聊

生I六、1948年2月鞍山解放，建,-or了人民

政权，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鞍山地方政

权更迭的历史，是一部鞍山人民的苦难史、斗

争史和发展史．

在1948～1985年的38年问，在中共鞍

山市委的领导下，根据国家宪法和组织法的

规定，不断加强和完善了民主政治建设，大

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

9月建立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制度。从1950年2月

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市人代大会的

职权，选举产生了市长、副市长、政府委员，

组成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是执行权力的

机关．第二阶段，在1953年普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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