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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民，地处辽河平原中部，地广土肥，辽河中贯，既有渔获之利，又有

舟楫之便。上可溯通江口，下可达营口，不仅扼交通要冲，而且居攻防重

地。早在西汉时期，曾建望平县(治所大古城子)，辽金时期又建辽滨县

(治所辽滨塔)。迨至清嘉庆十八年(1813)始设新民厅(治所新民屯)。光

绪二十八年(1902)升厅为府。民国二年(1913)改府为县。历尽沧桑，

远古事物大部湮没无闻。近至宣统元年(1909)始修府志。民国十五年又

修县志。其后六十年间，修志工作陷于中断。

志为一方全史，综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可为地方决策提供可靠

依据，可为后世修史准备翔实资料，也可为教育子孙充做乡土教材。

六十年来，新民人民在众多仁人志士引率下，长期与封建势力、日本军

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烈士。解放后，在中共新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迅速恢复并发展社

会经济，新民面貌发生了喜人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方

针指引下，新民的两个文明建设更取得卓著成效。盛世修志，此正其时。县

委、县政府决定：于1985年底重建修志机构，调集人员，历时五年，经修

志人员辛勤努力及社会各方鼎力支持，完成修志任务，现即出版。这是全县

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在此谨向不惮辛劳，不计报酬，精勤

事业的修志人员和提供资料，多方支援的有关单位和人士深表谢意!

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有明显区别于旧志的突出特点；如实记述事物，既

写成就，也记失误，寓观点于资料之中；一改旧志忽视经济的弊端，突出经

济类事物的记述，使之占全志篇幅约三分之一；入志人物或立传、或简介、

或以事系人，注意了人民群众中涌现出的英雄楷模、能工巧匠、平凡而有贡

献的各行各业先进人物，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业绩。同时，新县志

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新民，体现了时代特色与地方特色。

新县志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分门别类，如实记述，使

诸多资料汇集为有机整体，提供翔实可靠的县情，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新

民，并鼓舞当代和后世，再接再励、致力于新民腾飞。



定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批评及续作

新民县县长李宝权

一九九一年六月卅日



凡 例

凡 例 I

一、《新民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遵循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为了解研究新民提供县情，为新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全志采用篇章结构，共设28篇，前有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

以志为主，综合运用志、记、传、图、表、录诸体裁；设无题概述，以加强

宏观记述。

三、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1985年，有些内容略有下延。

四、全志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分散记人大事记和有关篇章。土特

名产打破行业界限，立专篇记述。

五、人物传，记述以本籍为主的近现代已故人物事迹；英名录，记录历

次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的烈士；劳模表，表列省及省以上模范、

先进人物；有贡献的缝在人物，作简介或在有关篇章中以事系人。

六、使用公元纪年，1931年以前加注旧纪年。新民解放指1948年10

月29日。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七、数字用法，执行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

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计量单位，执行1984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旧计量单位加注相应今制。

九、所用数据，以新民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缺项者，用有关部

门提供的数据。重要引文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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