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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志·政党 政权 政协 群团卷》

概述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抚顺市委员会

第一章市委建置

第二章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第三章纪律检查工作

第四章组织工作

第一节

第二至六节

第五章宣传工作

第六章统一战线工作

第七章民族和宗教工作

第八章党校教育

第九章党组、党委

第十章县委、区委

第十一章重大决策纪要

第一至十七节

第十八至二十三节

第二十四节

第二篇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篇抚顺市政府

第一章日伪市政府

第一至三节
。

第四节

第二章市人民政府

第三章市人民政府工作机构

第四章政务活动纪略

第五章群众来信来访

第六章外事工作

第一、六节

第二至五节

撰稿人名单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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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常荣

尉常荣

王炳义吴国健温希春

杨兆明

尉常荣

邵希默王莹

纪敏

杜春

尉常荣

乔宝安

尉常荣

尉常荣

尉常荣

王平鲁

纪敏

固
尉常荣

尉常荣

尉常荣

尉常荣

耿照堡

耿照堡赵长祯

团

赵长祯翟翊

尉常荣

耿照堡赵长祯 曲梦飞



第七章侨务工作 ，

第八章地方志工作

第九章县区及基层政府

(耿照堡、赵长祯等为本篇提供部分资料)

第四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抚顺市委员会

第五篇其他党派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抚顺市委员会

第二章 中国民主同盟抚顺市委员会

第三章中国民主建国会抚顺市委员会

第四章 中国民主促进会抚顺市委员会

第五章中国农工民主党抚顺市委员会

第六章九三学社抚顺市委员会

第七章中国国民党抚顺市党部

第六篇群众团体

第一章抚顺市总工会

第二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抚顺市委员会

第三章抚顺市妇女联合会

第四章抚顺市工商业联合会

第五章抚顺市科学技术协会

第六章抚顺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七章抚顺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第八章抚顺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第九章抚顺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钱洪洲．耿照堡

尉常荣

尉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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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侠

谢政

金象贤

宿光龙

刘淑娟

李 燕

沈济文李颖

吴怀拥

黄恒标

肖庆平 李 哲

胡有春

张世斌

史福兴

赵松

钱洪洲

林子森



《抚顺市志·城建 环保 交通 邮电卷》

概述

第一篇城建规划

第二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道桥

照明

排水，

防洪

设施养护与管理

工程设计与施工

群建群管

第三篇城市房产

第四篇城市公用事业

公汽

供水

供气

供热

第五篇园林绿化与环境卫生

园林

绿化

风景区

树木花卉

植树管理

市容

环卫

市容环卫法规

机构

第六篇环境保护

第七篇交通

公路

铁

电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路

铁

邮 电

建筑

乡镇建设

撰稿人名单

赵广庆张炯

赵广庆

董荣禄

李时金

梁文斌窦福生

田金友

李忠平

王盛藩

王盛藩

刘 煜王文铎张常春胡锡林

马明扬

金振芳白云峰

矫健王照有

吕兰杰

左魅力 季 岩

丛林生王诚

袁世忠

蔡俊昌 一

王诚

李庆华

李际春

李庆华李际春

王诚

刘锡庆敬国贤孙志坚孟庆厚

曹润泽于天臣

王增顺 白瑞和

张佩新

于庆泉

于大江马晓武

陈文强

张宝生 关世昌匿羽
杜献宏李宝顺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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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科技

第二篇教育

《抚顺市志·科技 教育 文化

撰稿人名单

概述

第一章教育行政

第二章普通教育

第三章 中等专业和职业教育

第四章高等教育

第五章成人教育

刘魁山

李明儒

王 皓

林秋韵

温希春

李 清

李 清



主编，张炯担任副主编，由赵广庆负责篇目设计、组稿、总纂工作，张炯参加了以上工作。1994年5

月赵广庆退休，此卷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交由张炯负责。1995年10月，市社会科学院组织了此卷市志

的评审工作，1995年底至1996年初由赵广庆对评审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1996年3月，确定赵广庆、

张炯担任此卷志书的主编，张普担任副主编。此后张炯对此书的篇目、内容、文体、文字、文风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修改、调整、补充、通纂工作，压缩了三分之一的文字量。1998年12月确定张炯担任

此卷志书的主编，赵广庆担任编审，后经赵广庆本人要求，不再担任编审。赵广庆在此书的编纂中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为此书的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普参与了此书的编校工作。市

社会科学院院长、市志执行总编李江，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市志执行总编邢转顺对全书进行了认

真的审定。

《抚顺市志·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卷》(即第五卷)从1992年5月开始组织编纂，高凤岐担任

主编，单辉担任副主编，张普担任编辑，由单辉完成了篇目设计、组稿、总纂工作，高凤岐审阅了书

稿。1995年底高凤岐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此书主编，确定单辉担任主编，张普担任副主编。1997年5

月市社会科学院组织了此卷市志的评审工作。1998年9月单辉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此书的主编，1998

年12月确定李江担任此卷志书的主编。副主编张普对评审后的全部志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编纂，压

缩了大量的文字。主编、市社科院院长、市志执行总编李江对此卷志书的篇目、内容、文体、文风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改、通纂、审定，压缩了四分之一的文字量。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市志执行

总编邢转顺认真审定了部分书稿。市志常务副总编张炯具体组织了以上三卷市志的编纂出版工作。

在《抚顺市志·政党政权政协群团卷》(第三卷)、《抚顺市志·城建环保交通邮电卷》

(第四卷)、《抚顺市志·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卷》(第五卷)的编纂出版过程中，市长周银校、副市

长邓欧十分重视，从我市紧张的财力中批拨专款出版了以上志书，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的修志工作。同

时得到了市财政局、档案局、统计局等单位领导和各撰稿单位领导、作者及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并在校对中得到本院经济室全体同志的鼎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在编纂工作中难免出现疏漏之处，恳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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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抚顺市志·政党政权政协群团巷》(第三卷)、《抚顺市志·城建环保交通邮电卷》

(第四卷)、《抚顺市志·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卷》(第五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抚顺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以1840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有些内容的记述

突破上限。

三、本志书坚持横排竖写，详今略古，力求横不漏项，竖不断线。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

图、表、录。按篇、章、节、目四层记述。内容较简的只分章，不分节。

四、本志书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不立传。凡在抚顺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抚顺籍

和外籍人物，不分其出身、职级，均可入志。

五、本志书用公元纪年，夹注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权和官职称谓等一律采用当时通称。古今

地名不一致者，夹注今地名。对入志人物直书其名，不记称谓。

六、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力求语言通顺，文字简炼，合乎语法规范，按规范要求使用简化字、

标点符号。

七、本志书按国家规定运用、书写各种数字、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国家统计部门，部分统计数据由本市主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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