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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科协一届代主席

李薰在沈阳市金属学会年会

上讲话

辽宁崔科协一届主

席、我国著名炼铁专家

靳树巢(左四)在现场

考察

辽宁省科协主任张主速在省

科协一届二次仝委扩走会上做工

作报告(1979年)



出席中国科协。二

走”辽宁代表匝垒体代

表合影

辽宁省科学技术协套召开第

=次代表太会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荒(右)

洗毡(左)和中国科协副主席、

党姐书记蓑面生(中)在省科协

“二走”主席台上。



辽宁省科协一届副主席李介夫

在省科协“二走”套上致开幕词

辽宁省科协二届主席郭可信在

省科协“二太”会上致闭暮词

荔黼褊灞瓣

辽宁省科协七位二届副主席在一起 自左王右采毓甲

李介夫、邢鼻，毕克桢、曹玉琨．白明，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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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科协二届主席潦长置(右二)在主

持东北地区生态建设战略学术讨论套佑一为中

国科协主席周培瘴)

自左至右：高拯民，赵惠田，

谈立人，周培潭，冯友松，田走降

长最毒加东北地区生态建设战略学

术讨论会

正在建设中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1985#-



．青 言

。盛世修志一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和优良传统。编纂各种

独具特色的地方新志，可以起到。存史、资治、教化、补国史打的作用，是我

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科协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

带，是党和政府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特别是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科

协尤其具有重要作用。一辽宁省科协的同志本着这一精神，回顾总结了辽宁省

科技团体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联斗、“科普刀和。科协一的产

生和发展过程，编纂了《辽宁省科协志)。这部志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辽宁省

的老一辈科学家和当代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振兴中华献

身四化的光辉业绩．它可以使辽宁科技群团的同志们_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居今而知古，继往而开来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开创科协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建功立业。

这部志书为科技群团立志，为科学家扬名。编纂科协志，是一次新的探索

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建设事业。在编纂过程中它还注意了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点，力求反映辽宁地区科技群团发展的规律，实在值得为其祝贺。

裴丽弩



凡

一、《辽宁省科协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及其

前身——。科联一、。科普一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全省各级

科学技术协会及所属团体，而以省科学技术协会与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为

主。

二、体例：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等。全书正文包括概述、

大事记、门类志、人物等4个方面内容，门类志以篇、章、节、目为序排列。

附文包括序言、凡例、附录、编纂始末、编委名单、分别列于正文前后。

三、记述方法：门类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而以编年体为主。人物以传略、简介-9表、录形式记载。

附录收录不宜列入正文而又有重要价值的文件、U-=井话等，内容过长的摘要收

录。

四、记述年限：上限为1908年，下限为1985年。详今略古。着重记述1977

以后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团体的工作。

五、称谓：人物首次出现时，在名前冠以职称，‘以后除特殊需要外均直书

其名。机关、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六、纪年和各种数字、计量等，均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

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1986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

七，书中阜新，喀左为蒙古族自治县，岫岩、新宾、凤城为满族自治县。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有出处，书中一般不加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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