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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税务总局等九个部委联合组成的“中国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权威数据和新的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为依据，运用适合我国国情和城市特点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地级及地级

以上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投资硬环境进行了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首次评

选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它们是：

上海、北京、广州，夭津、南京、武汉，深圳、大连、沈阳、厦门、成都、杭

州、哈尔演、昆明、苏州、长春、无锡、大庆、7重庆、长沙、青岛、十堰、佛山、

乌鲁木齐、石家庄、合肥、柳州、常州、南通、西安、福州、江门i克拉玛依、扬

州、烟台、济南、郑州、宁波、鞍山、锦州、惠州、汕头、韶关、珠海、海13、保

定、淄博、南宁、抚顺、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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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成就锦绣的前程

鞍山市市长董 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历史的巨轮驶进公元1994年，我们鞍山社会主义建

设已经进行了45年。45年，在广袤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

这45年，是鞍山市历史上变革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45年，是鞍山历史上取得成

就最辉煌最壮丽的45年，也是鞍山历史上面临前景最美好最灿烂的45年。这45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5年来，全市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勇攀高峰，用勤劳的双手

将昔日经济衰败，破烂不堪的城市建设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现代文明的工业

城市，并以崭新的风采屹立在辽东半岛之上。

建国45年来，鞍山这座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1949年，鞍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0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

1．77亿元，而到1993年，则分别达到264．5亿元和534．6亿元，不仅远远超过建

国初期的水平，即使同1978年改革开放前相比，也分别增长2倍和2．8倍。1993

年市地方财政收入达26．4亿元，比1978年增长44．8％。综合经济实力跃入全国

50强之列，跻身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超百亿元城市之林。

鞍山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鞍山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尤

以“钢都’’蜚声中外。建国初期，全市仅有'27个国营企业，只能生产冶金、机械、

化工、建材等初级产品，工业产值为O．93亿元。如今，鞍山市工业已发展成为以

冶金工业为主体，机械、纺织、电子、化工、轻工、建材、建筑、医药等9大支

柱行业及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市乡v：Zi．r--业企业2223户，其中大中型企业99

户。1993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达333．8亿元，比1978年增长3倍。固定资产原

值达357亿元，物质基础十分雄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摇篮的鞍山钢铁公司，建

国前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帝国主义者曾断言，鞍钢恢复生产至少要20年。解放后，

英雄的鞍山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开始了．气势磅礴的恢复建设，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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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时间，第一炉铁水于1949年6月奔涌而出，彻底打碎了帝国主义者的梦想。

几十年来，鞍钢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这个钢铁巨人焕发了青春活力，成

为一个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生产、科研、生活服务设施齐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

业，形成年产生铁840万吨，钢880方吨，钢材66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在国

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伴随鞍钢的发展，地方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鞍

山第一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鞍山自行车总公司和鞍山广播电视设备集团公司

等一大批实力雄厚、技术装备和整体素质较高的骨干企业。1993年地方工业产值

达210．6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63％。鞍山工业结构趋于合理，产品档次逐步

提高。重工业在得到巩固加强的同时，轻工业发展一枝独秀。建国初期，轻工产

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以来，我市轻工业投资35亿元，轻

重工业比重由1：20上升到1：4．7，自行车、电子元件和纺织品等一大批适销对

路的轻工产品脱颖而出，各呈异彩。仅改革开放15年来，完成技术改造投资150

亿元，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企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

品优势。试制投产了上千种新产品，其中有50多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100多

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H型钢、振动筛、D6D推土机、斯波兹曼自行车、坚固呢、

分米波彩色电视发射机、空心玻璃砖、针状焦和消栓通药品等产品不仅畅销国内，

而且有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鞍山不仅工业发达，农村经济也欣欣向荣。经过45年的建设，农田基本建设

和生产现代化建设取得可喜进展，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农村科技得到

广泛推广和应用，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粮食总产量由建国初18．1万吨增加到

123．2万吨，增长5．8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从“耕作几亩田，房前

屋后转"的传统观念解脱出来，走向广阔的经济天地，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迅速调

整，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粮油、水果、土产、肉食、

手工艺品等几大产品基地，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达到1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

总数的34．3％。农村市场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集市贸易场所

达‘149个，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8亿元，全国十大服装市场之一的西柳服装市场以

及南台箱包市场、感王鲜细菜市场等专业市场辐射到整个东北地区，每日商贾云

集，万人攒动。1993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74．4亿元，农村综合商品率

达75％以上。全市乡镇企业已达到6．8万个，实现总产值120亿元，产值超亿元

的乡镇有38个，超亿元的村27个。乡镇工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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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城乡市场繁荣活跃。建国初期，鞍山市第三产业比较落

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迅速，后来居上，累计投资达60．4亿元，占全

部投资的23％，是建国头30年用于第三产业投资总和的15．3倍。三产设施落后

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百货大楼、新亚大厦、鞍山大厦、声像大厦、天河大厦、鞍

山大世界、钻石城、一百新营业大楼、物贸宾馆、寰球大酒店、国际大酒店、北

辰大酒店、蓝天大厦、金融大厦、交行大楼等30多座现代化多功能三产设施拔地

而起，摩天接云，鳞次栉比，这些设施的兴建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而且改善了鞍山城市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第三产业领域由单纯以

商业为主拓宽到物资、外贸、房地产、旅游、金融、保险、信息和咨询等20多个

行业，大三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产业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1993

年全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已达40．4万人，实现三产增加值44．4亿元。城乡市场

繁荣活跃，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商品琳琅满目，各类商业网点有5．7万个，专业

市场230多处，其中万人以上大型市场55处，1993年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5．5

亿元。第三产业的繁荣兴旺，促进了鞍山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增

强了鞍山市的经济实力。

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一夜春风，为鞍山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起以农民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经营新体制，

调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进行了经济体

制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全市企业中推

行“一包五改一，理顺了企业领导体制，确定了厂长(经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

破性进展。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全市各类股份制企业达654户，其中正

乙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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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市公司3户，完善了企业资产经营形式，企业内部改革向纵深发展，国有企

业正在向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一些企业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途径。大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消费品市场呈主体多元化结构，钢材、机电、4Lx-、建材、煤炭、超储积压物资、

闲置设备转让及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市场日趋完备，金融、房地产、劳动力、技

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迅速发展壮大，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社会保障体系

初步建立。组建社会保险总公司，统一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和运营，对

全市的养老、待业、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业务实行归口管理，国有企业养老、待

业保险覆盖面已达85％，集体企业达75％。转变政府职能效果显著。按照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逐步由行政指令性的直接

控制转向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全市党政

群机关由106个减到80个，市政府机关由74个减到48个。经过15年的改革开

放，我市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等多

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系，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88年国务院批准鞍山市为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城市后，全方位、大开放、多

领域的格局初步形成。对外贸易取得可喜成绩。全市已拥有4家大型对外经贸公

司，18家出口自营权企业，300多家出口企业和供货单位，主要出口产品有轻工、

纺织、冶金。、4Lx-、电子、矿产品等12大类200多个品种，出口产品不断向附加

值较高的精加工、深加工产成品转化。1993年全市出口供货总值21．3亿元l比

1988年增长3．1倍，平均递增26．4％。利用外资成效显著，由工业扩展到农业、

商业、房地产开发等多个领域，累计批准利用外资项目474个，协议利用外资9．1

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394家。“筑巢引凤，诚招宾客’’。鞍山市投资环境得

到根本改善，开辟了鞍山至北京、佛山和惠州的空中航线，在营口鲅鱼圈港设立

专用码头和轮船；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建立了鞍山海关、商检机构、外

商投诉中心、外商企业服务公司、外商生活居住区等；兴建了国家级鞍山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鞍山经济开发区、腾鳌特区和千山旅游度假区，为外商开展经贸

合作、成片开发土地创造了优惠宽松的条件。鞍山开始走向世界，广交朋友。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在美国、日本、韩

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招商，举办了1992年鞍山梨花节等大型招商活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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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常性业务往来，在1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联络处。与

日本尼崎市、英国设菲尔德市、土耳其布尔萨市和俄罗斯利佩茨克市结为友好·

城市。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建国初期，鞍山市区面积仅28

平方公里，市容破败萧条，道路脏乱不堪。如今，鞍山市旧貌变新颜。经过45年

的建设，城市总体布局基本完成。形成了西北部的工业发展新区和西南部的经济

开发区，东部的风景区和汪家峪科教区，站前的商业金融区和深沟寺、湖南、山

南等综合居住区。对老城区的八家子、。启明、陶官、山南、A：}I-、长甸等18个水

泡区及棚户区进行了改造，住宅竣工面积1362万平方米，有27．2万户居民乔迁

新居。城市公用设施日臻完善。完成了“引汤入鞍"供水工程，解决城市供水不

足问题，自来水普及率达95。2％。建成了立山6万立方米湿式煤气罐和深沟寺5

万立方米煤气储罐，城区用气普及率达96．41％，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加快了集中

供暖及排水管网的建设，基本解决了冬季居民取暖和城市废水排放问题。先后建

成了民生地道桥、立山桥洞、沙河大桥、解放路立交桥，井通东山隧道和复线，拓

宽了胜利路、园林路和“二·一九’’路等主要干道，建设了长度为14．5公里的西北

环路工程，改造了南、西、北三个出口，1993年全市道路长度526公里。新建了

鞍山火车站、长途客运大楼、广播电视大楼、邮电大楼、鞍钢体育馆、工人文化

宫、朝鲜族文化馆等公用设施。市区道路宽阔畅通，高楼林立，车流与人流交汇，

呈现出盎然生机。通信事业迅猛发展。市内电话装机容量已达11．6万门，长途自

动交换机可与国内2000多个市县和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拨，开通移动电

话3000部，无线寻呼普及率居全省之首。．电信业务开办国内“公众电报’’、1高速

传真电报"，“特快专递一已通达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国内180个城市。

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将人们带进了信息时代。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在对城市污染源治理的同时，进行绿化、美化和净化，住宅区普

遍种植花草树木，修建长廊、凉亭和儿童乐园，对主要干道两侧、街心花园等场

所进行了改造，草坪翠绿，鲜花辉映。城市公园和旅游场所开发建设成效显著，新

建东山游乐园，筹建了玉石王公园，对市内各大公园进行大规模修建，“二·一

九’’公园以其规模宏大、风光秀丽博得“东北明珠’’之美誉，表山风景区已成为

。城市森林公园"，千山旅游风景区以其奇峰峭石、古寺和寺庙音乐称奇，新开发

了小黄山、天成弥勒大佛和唐代古城等景观，成为全国重点旅游风景区之一，汤

。 ～



保存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洗浴过的“龙宫温泉”，是全国四大康

同时，开发和修建了张学良将军在台安的出生地和西平林场、岫岩

的白云山自然风景区，令游人流连忘返。199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比建国初期增加2．5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2．7％，初步形成了

合的绿化格局，为鞍山增添了现代文明城市的气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学论断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1993年全市已有

各类科研机构125个，科技人员达13万人。1978年以来完成重大科研成果3141

项，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成果3213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级各类学校达2580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结构趋于

合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得到强化，教育质量大面积提高。文化事业繁花似锦，

涌现出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作家、书画家和艺术家，文学艺术创作硕果累累，群众

性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形成了海城秧歌基地和岫岩农民画基地。新闻、出版、广

播、电视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不断提高宣传艺术水平和节目质量，扩

大了覆盖面和辐射面。体育事业方兴未艾。群众性体育活动深入开展，体育设施

不断完善，培育和造就了姜英、马俊仁等一大批体育人才，成为全国田径之乡和

乒乓球训练重点城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488个，各

类卫生技术人员达20552人，拥有床位18320张，医疗水平显著提高。计划生育

工作稳步开展，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有很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

道德风尚正在形成，涌现出一大批白雪洁式的展现时代精神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和模范群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竞相开放。

经过45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鞍山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

巨变。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由“温饱型"转向“宽松型"，并向“小康型’’迈

进。199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419元，比1978年增长8倍；农民人均纯

收入1193元，比1978年增长7．8倍，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3642元。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全面改善，消费结构趋于多元化，吃穿用都发生了质的

飞跃。199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达2234元，农民支出1061元，分别比1978

年增长7．7倍和5．7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80亿元。居民膳食结构实现由生存

型向营养型转变，衣着消费趋向多样化、时装化和中高档化，城镇电视、电冰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6．7平

方米，农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9．2平方米。据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我市成为全国24

个接近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

45年的光辉历程，鞍山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这

些成就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的

结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为鞍山市全面推进改革，加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鞍山市已明确了本世纪末的

奋斗目标，处于历史上经济大发展的新阶段，具备加速发展的条件。尽管在今后

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曲折和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同

心同德，开拓前进，扎实工作，我们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以更加辉煌的

成就迎接21世纪!

Z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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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蚁1‘

●第一节 自然概况

●第二节 县(市)区情

●第三节 市级领导机构及政府

有关职能部门

鞍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素有“钢

都”之称，是中国23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
●

市之一。鞍山地名最早见于辽代，当时称之

安山(今鞍山旧堡)。明代洪武20年(公元

1387年)设鞍山驿，清代设鞍山驿铺，近代

因鞍山市区南有东西鞍山，两山对峙，形似

马鞍，故以此得名。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

鞍山市位于辽宁省中部，东依千山山脉，

西濒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四大河流。

东、东北与辽阳县毗邻，西北接黑山县、辽

中县，西与大洼县相连，南与大石桥市、庄

河市、凤城县接壤。市中心距辽宁省人民政

府所在地沈阳89公里，东距煤铁之都本溪

96公里，南距滨城大连308公里，西南距营

口鲅鱼圈港120公里，西距盘锦市103公里。

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22。10。一123。41’，北纬

40。～41。34’。全境南北最长175公里，东西最

宽133公里，总面积为9252．35平方公里，占

辽宁省总面积的8．4％。其中市区624．294

平方公里(铁东区21．451平方公里，铁西区

28．784平方公里，立山区15．9平方公里，旧



述

公里)，海城市2732．083

平方公里，台安县1393．916平方公里，岫岩

满族自治县4502．057平方公里。长(春)大

(连)、沈(阳)大(连)高速公路纵贯南北；

海(城)沟(帮子)铁路、海(城)岫

(岩)铁路连接东西。大庆至大连输油管道越

经境内。民航已开通鞍山——北京、鞍山——

佛山、鞍山——惠州航班。公路成网，遍布

乡镇、交通十分方便。鞍山乃辽东半岛中部

城市群中的腹地，为振兴鞍山经济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二、历史沿革

鞍山这座城市，虽然建置较慢，但她的

历史却很久远。在这里曾产生过绚丽多彩的

文化，是远古时代人类发祥地之一。从考古

发现的海城小孤山古人类遗址证明，在距今

约2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这里生息繁衍。此

外，在海城境内的析木、牌楼、大屯、岔沟、

腾鳌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棚、石器；

在鞍山旧堡区发现有战国晚期的青铜戈、铜

镞等，进一步证明，在这里同中原一样，很

早就跻入了人类文明的行列，构成了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战国秦汉

之际，今鞍山市境域大部一直受辽东郡首县

襄平县等县的管辖。今海城市境域则为西汉

辽东郡新会县、辽队县、安市县辖地。今台

安县境域则为西汉险渎县辖地。今岫岩满族

自治县境域亦属燕国辽东郡襄平县辖。此后

延续200多年，或属于郡辖，或属于国辖

(如西晋设辽东国)，或属于道辖、路辖、卫

辖、府辖、州辖，以至于省辖、县辖，其建

置依代相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鞍

山市行政建置几经变化，鞍山市或属于行政

区，或属中央、或属省辖。对下基本定型于

目前市管县体制。

战国(公元前475一公元前221年)今鞍

山市境域属于燕国辽东郡。

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今鞍

山市境域隶属于辽东郡．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两汉在

今东北地区的县级行政建置增多。西汉，今

鞍山市境域属于幽州辽东郡’东汉，今鞍山

市境域属辽东郡和辽东属国。

三国和西晋(220一316年)今鞍山市境

域隶属于幽州辽东郡襄平县、新昌县、辽队

县、安市县、昌黎郡昌黎县。

东晋·十六国(317—420年)今鞍山市

境域先后隶属前燕、前秦、后燕辽东郡。其

后一度为高句丽所割据。今台安县部分境域

则为北燕所管辖。

南北朝(420一585年)北朝之际，今鞍

山市城区及海城市境域为高句丽所割据。北

魏(386--534年)，今鞍山市境域大部为高句

丽割据。今台安县境域隶属北魏营州建德郡

广都县(今锦州市北镇县)。

隋代(581—618年)今鞍山市城区和海

城市境域及台安县部分境域为高句丽所割

据。今台安县境域辽河以西部分为隋朝直接

管辖，属燕郡怀远镇。

唐代(618—907年)今鞍山市大部境域，

唐初为高句丽所割据，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收归唐朝统辖。在今东北地区实行道、府、

州制。分属河北道安东都府辽城州都督府、安

市州和河北道燕州辽两县，巫闻守捉城。

辽代(907—1125年)今鞍山市境域原有

，州县数度易名，均隶属东京道辽阳府。

金代(1115--1234年)今鞍山市境域隶

属于东京路、北京路、曷苏馆路。

元代(1271--1368年)今鞍山市城区及

海城市境域隶属于辽阳路辽阳县(今辽阳

市)。今台安县境域隶属于广宁府路望平县。

蚰岩满族自治县隶属盖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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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36881644年)今鞍山市境域隶

属辽东郡指挥使司辽中卫、海州卫、广宁卫、

盖州卫。

清代(1644—1911年)今鞍山市境域分

别隶属于奉天府辽阳州、海城县、锦州府镇

安县和盖平县、奉天行省东边道。

中华民国(1912--1949年)今鞍山市城

区境域隶属辽阳县、海城县；今海城市境域

为海城县。今台安县境域为镇安县，后改为

黑山县，后又设置台安县；今岫岩满族自治

县为岫岩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鞍山市城区境域隶属东北人民政府(1952

年11月15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1953

年3月12日为中央直辖市。海城县、岫岩县

隶属辽东省政府。台安县隶属辽西省政府。

1954年8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鞍山市(城区境域)为省辖市隶属辽宁省。海

城县先后隶属辽宁省、辽宁省辽阳专区。台

安县先后隶属辽宁省辽阳专区、沈阳市、辽

宁省辽阳专区、铁岭专区和盘锦垦区。岫岩

县先后隶属辽宁省、辽宁省安东专区。

1959年1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鞍山

市管辖辽阳市和海城县；同时撤销辽阳县建

制，并入辽阳市。‘台安县为沈阳市所辖。岫

岩县隶属安东市(1965年改名丹东市)。1961

年4月29日，恢复辽阳县建制，辽阳市、县

分置，均隶属鞍山市。

1965年12月16日，辽阳县、海城县划

归辽宁省辽南专区管辖。1968年12月26

日，撤销辽南专区，海城县划归营口市管

辖。

1973年1月1日，国务院批准鞍山市管

辖海城县。1985年1月17日，国务院决定，

撤销海城县建立海城市(县级市)．1976年1

月1日，国务院批准，台安县由盘锦垦区改

为鞍山市管辖。1985年1月17日，国务院批

准撤销岫岩县，成立岫岩满族自治县，1991

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将丹东市管辖的

岫岩满族自治县划归鞍山市管辖。

鞍山形成现代化城市，是从近七八十年

间开始的，它是伴随着鞍山周围铁矿的开采

与冶铁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钢

铁工业城市。鞍山地区开矿冶铁由来已久，早

在两千年前，史书就有记载。远在汉武帝时

期，我国劳动人民在鞍山境内已开始了土法

冶铁生产。辽金时代，鞍山地区冶铁事业进

入极盛时期，辽太祖神册年间，曾于安山

(古时鞍山的称谓)地方设置铁榷(官方经营

的专卖机构)。此后，，历代相沿，冶铁鼓铸延

续不断。至明代，定辽六卫各设铁场，仍以

官营生产为主。清朝初年，因朝廷惧怕民众

滋事，同时又因辽东系清廷陪都、兴龙之地，

为保护“地脉”、。地气”而严禁开矿，致使

冶铁事业停顿将近300年之久。近代以来，鞍

山地区开始以现代化方法进行铁矿的开发冶

炼。从1918年日本侵略者设立“鞍山制铁

所”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28年中，鞍山成

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东北铁矿石和燃料的

粗加工基地。东北光复后，国民党军队先后

盘踞鞍山22个月，使鞍山，鞍钢遭到严重破

坏。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人民获得

了新生。

鞍山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20世纪

初日本侵略者在鞍山掠夺铁矿资源开始，鞍

山的人民群众就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农

民反对霸占土地，工人举行罢工。解放前夕，

鞍钢十里厂区，一片荒凉。解放后，鞍山的

人民群众积极掀起献交器材热潮，努力恢复

鞍钢生产。在恢复建设鞍钢的年代，涌现出

以厂为家、护厂英雄孟泰和革新能手“跑在

时间前面的人一王崇伦等一批先进人物，为

发展中国钢铁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45年的建设，把一

个殖民地性质的仅能向日本输出生铁和半成

品钢坯的畸型生产结构的旧鞍钢，改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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