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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 

序

在中国的历史上，国家编正史，州县修方志，成为一种文化传

统现象"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历史的借鉴，使盛世之年新编方

志之风再度兴起。进入 21 世纪，旅顺口区编志著书工作发展到一

个新的阶段，至此大潘家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潘家村志》应运

而生 O

大潘家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清)1顷治八年( 1651 ) ，先后有

潘姓、隋姓、王姓、韩姓、董姓、宋姓、张姓等先民来到大潘家村定

居，历经 360 多年的历史，先民们辛勤耕耘，繁衍生息，至今已繁衍

后人 14-16 代。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潘家村人民以勤劳勇敢、自强

自立、同心同德的精神，战胜了自然灾害和社会诸多艰难险阻，族

群不断发展，子孙不断繁衍，形成了现今有一定知名度，具有少数

民族(满族)风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潘家村迎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发扬勤劳、善良、勇

敢、进取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心，锐意进取，续写了历史新篇章。尤

其是近十几年来，大潘家村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安居

乐业，社会和谐稳定，使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描绘出了新

的历史画卷。多年来，大潘家村先后被授予辽宁省依法治村先进

单位、大连市文明村、大连市园林式村庄、大连市星级平安稳定社

区(村)、大连市模范自治村、大连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旅顺口

区先进单位、旅顺口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O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事业的支撑。大潘家村党总支、

村委会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承载着全村村民的重托，组织编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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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潘家村志~ ，意在全面系统地记载大潘家村 300 余年的发展历

程，使这部志书充分发挥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 O 参与修志人员

不负众望，广采博征，精酌细敲，勤奋笔耕，历时 16 个月，方成一家

之言，打造出大潘家村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

《大潘家村志》上限始于清朝顺治八年( 1651 ) ，下限止于 2010

年末，设 10 编、45 章、98 节，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社会生

活等方面历史与现状，记载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是一部可读、可信、可

鉴、可存、可用的村级百科全书，可成为大潘家村民了解和研究村

情的工具书 O

《大潘家村志》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准确地展现了大潘家村的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各

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记载了大潘家村村民在历

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体现了大潘家村地方特色和少数民族(满

族)风俗，并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风貌。

我们坚信，具有吃苦耐劳、勇于拼搏、奋发进取精神的大潘家

村村民，在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凝聚开拓创

新的力量，展现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把大潘家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历史将继续演绎下去，大潘家村将继续写好未来的历史，传续

千秋万代。

中共旅顺口区委常委

中共旅顺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旅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嘈



凡例. 1 •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客观记述大潘家村有史以来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沿革及发展变化。

二、本志始于清朝顺治八年( 1651 ) ，自潘姓、隋姓、王姓、韩姓、

董姓、宋姓、张姓等先民先后来到大潘家村定居开始(部分幸节适

当上溯) ，下限至 2010 年未。

二、本志卷首列概这、大事记。主体以编、章、节的结构层次编

排，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在内容上详今略古，不越限、越界而书 O

附录主要辑存本村历史资料。图表、图片随文编排。

四、本志突出了大潘家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满族)的

历史底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果，力求以小见大。

五、本志为籍属辖区有突出业绩的知名人士做人物简介，为劳

模、先进人物设名录。

六、本志 1900 年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之后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数字以旅顺口区档案局及相关部门历史资料和本

村档案资料为依据，特殊情况据实调查记录。

七、本志资料来源广泛，选用时视具体情况适当加注。不同历

史时期的地名、官职称谓均依当时、当地习惯。

八、本志对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造成的影响，本

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适当记述，存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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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 

概述

220 年，大潘家村所在地是一座汉城，

当时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从出土的

历史文物见证，大潘家村是山东半岛

大潘家村坐落在旅顺口区的西 与辽东半岛文化交流中心地之一。

部，位于旅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北部。 清顺治八年(1651) ，潘氏祖先

东、南与太平沟村(双甸子自然村)相 "文举"的四子伊拉里氏"白成"携妻

连;西与大口井村(山沟自然村)相带子，从京西旗地途经辽西、金州等

依;北与江西村、隋家村毗邻。沿村东地，迁徙来到位于旅顺西部的"涝洼

江西路直达旅顺烟大火车轮渡和旅顺 屯" (今大潘家村) ，开荒造田，立屯

新港码头;东人土羊高速公路直达大定居，至今已繁衍了后人 14-16 1~o 

连市区。大潘家村西南丘陵起伏地势康熙初年(1662) ，先前迁徙到"涝洼

较高，东部地势平坦，总面积 3.5 平方 屯" (今大潘家村)的"自成"家族与辽

公里。其中:粮食、蔬菜耕地面积西"伊拉里氏"的同宗同族一起改汉

1633 亩;果园面积 678 亩;山林面积姓为潘姓，大潘家村由此而得名 O 清

1745 亩。村民住宅、街道、村路及公乾隆十年(1745) ，隋氏家族由山东登

共设施面积合计 628 亩，河套面积州府宁海州西南乡昭明庄迁徙到"涝

566 亩。区域内土地面积划分为三洼屯"(今大潘家村)的西山沟定居，

山、一水、六分田 O 是以种植业、养殖 繁衍生息，聚成村落，由此得名隋家沟

业为主，全面发展的新农村。至 2010 村。现在隋姓是大潘家村的第二大姓

年，大潘家村有居民 394 户 1080 人， 氏。 1750 年之后，有王姓、韩姓、董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9 人。 姓、宋姓、张姓等姓氏家族先后迁徙到

大潘家村历史悠久。据 1992 年 "涝洼屯" (今大潘家村)定居。日本

文物考古部门对大潘家村汉代古城址 占领时期，旅顺设民政署，下设方家屯

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会，大潘家屯和隋家沟屯属方家屯会。



.2. 大潘家村志

旅顺解放后，根据旅顺市政府关于各

村建立村公所的要求，于 1946 年 4 月

建立了旅顺市双岛区大潘家村公所，

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大潘家村行

政建置经历了作业区、生产大队、大队

管委会、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大队、

村民委员会的演变。 1997 年 5 月大

潘家村的四个村民组划分为三个村民

组，2008 年 11 月，旅顺口区进行基层

区划调整，大潘家村隶属于旅顺经济

开发区。

大潘家村村民历来以种植粮、菜、

果为生计，自种自食。在俄、日侵占旅

顺时期，受多年战乱纷扰和经济掠夺，

大潘家村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

发展缓慢。经济是以种植粮、菜、果为

主，粮食产量和积储方面在自给水平

上，农民生活基本处在温饱状态。

旅顺解放后，在中共党组织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诉苦、算账、反汉奸) ;进行土地调剂

(土改) ，没收大富户和汉奸恶霸的土

地和财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农村实行土地改革

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

革。但由于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规模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加之缺乏

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制约了农业生

产发展口 1953 年 2 月，中央颁发了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农

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兴起，推动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本着"自愿、互利"的

原则，大潘家村先后组建了插惧组、互

助组，改变了一家一户的种田模式。

后来隋家沟村和大潘家村相继成立了

"光辉合作社"和"光辉第二合作社"

完成了由互助组向初级社过渡。 1956

年进入高级社后，逐步废除了土地和

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按劳分配，解

决了土地私有和统一生产经营的矛

盾，规划和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

现了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农业

生产发展。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

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

对国情认识不足和缺乏建设社会主义

的经验，在总路线提出后不久，轻率地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严重泛滥起来。人民公社成立后，旅

顺市和铁山人民公社发动农民深翻土

地、修梯田、兴修水利。同年军民共同

开始在隋家沟南面修建"八一"水库;

大潘家大队组织社员打大口井、修水

库、建平塘。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难

以保证施工质量，造成许多浪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旅顺市委依

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开始采取一系

列措施纠正已经暴露出来的"左"倾

错误，进行整社和清算工作，实行"分

级管理，多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



得"的原则，确定三级管理、三级核

算、队为基础的体制。三级(公社、生

产大队、生产队)管理、三级核算后，

公社对生产队实行"四固定" (土地、

劳力、耕畜、车辆) ，并推行"三包一

奖" (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

生产责任制，生产队实行劳力分组定

工出勤，农活分级定额和计件包工，按

种植计划和生产指标统一组织生产和

分配。"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左"的

思潮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

"唯生产力论"开展"学大寨"、学"小

靳庄"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

地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70 年，

全国北方 14 省区农业会议后，提出以

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粉碎

"四人帮"以后，排除了干扰破坏，农

业经济迅速发展。期间，大潘家大队

自筹资金，内引外联，先后创办了"旅

顺江西机械厂"、"旅顺江西砖厂"等

企业，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

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自

1978 年开始，全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农村体制改革，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

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

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

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大潘家大队

逐步进行经济体制调整。 1979 年推

行"五定一奖"(定人员、定产量、定收

概述 .3.

单一经营的模式，把责、权、利有机地

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

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

1983 年春，大潘家大队开始全面

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各个

生产队社员讨论意见，大队两委班子

决定"农田，按土地质量定产，按家

庭人口承包口粮田;余下的土地按自

愿承包的原则承包责任田;以产量多

少向集体(大队)交纳利润。果树，一

队、二队、三队，按人数分棵承包，向集

体交纳利润;四队是按人数分棵出

卖。"大队与所属的砖厂、塑料厂、机

械厂、大修厂、汽车队、医疗站、护林

员、电工、现金会计、兽医等部门人员

签订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各生产队

也将所属的牲畜、马车、磨房等财产作

价卖给社员 O 当年大潘家村经济总收

入 83 万元，比 1976 年的 49 万元增长

0.69 倍，农民年人均收入 580 元，比

1976 年的 122 元增长 3. 75 倍。 1984

年大潘家村委会与全村 269 户村民签

订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书》和《果树

承包责任书》。其中:大田(粮田 )269

户、 1389 亩;果树 187 户、 16843 株;菜

田 240 亩，实现一次性承包。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力地促进了

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至

2010 年大潘家村农业收入为 2450 万

人、定支出、定报酬和超产奖励)为主兀O

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扩大家庭经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

步伐加快，大潘家村在原创办企业的自主权，改变了集中劳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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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又陆续创建了旅顺风环厂、旅 展农村经济建设要务来抓。

顺双龙(利宝)机械厂、旅顺大潘家锄 1983 年大潘家村实行联产承包

焊厂、旅顺大潘家综合塑料厂、旅顺数 责任制后，加快了科技兴村和科技富

控可调液位组合仪表厂、旅顺化工助 民的步伐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和壮大

剂厂、旅顺江西大潘家汽车维修厂等 科技队伍，村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技

23 个企业。至 1990 年，大潘家村总 术研究小组，建立示范基地、示范户和

收入 979 万元。其中村办企业收入科技网络信息窗口，开展科技普及教

622 万元，占村经济总收入的 64% ，村 育活动。大潘家村科研技术带头人、

办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力 农艺师潘义贯，多年来潜心研究大田

车。 1997 年底，按照上级要求，开始 和果树栽培技术。经常带领科研技术

对村办企业进行改制，至 2000 年 6 服务小组成员进行果树品种改良培

月，大潘家村所属企业全部实行改制， 育、果树"双环倒贴皮"技术和灭生性

评估后一次性出售。村办企业有序退 除草剂试验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出后，民营企业成为大潘家村经济发 饲养专业户、肉鸡协会会长潘义猛把

展的主体。 多年积累的饲养经验、科学饲养新技

进入 21 世纪，大潘家村民营经济 术、饲养信息和动态向村民们传授，带

快速发展，至 2005 年在旅顺口区工商 领村民们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改革开

行政管理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有 16 放以来，大潘家村涌现出了一批科技

户，主要经营食杂店、商店、服装店、理致富带头人和科技示范户，先后有

发店等。至 2010 年底，坐落在大潘家 200 多户村民走上了科技致富的道

村辖区的企业、商店共计 24 家，民营路。全村 100 多户村民有自己果园;

经济收入 5315 万元，占村经济总收入 18 户村民有养鸡场; 15 户村民有养猪

8400 万元的 63% 0 村经济快速增长， 场; 1 户村民有养号召厂 ;9 户村民创办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民年人均 了民营企业 O

收入 15921 元，提前步入小康社会。 大潘家村的教育事业是从旅顺解

放以后发展起来的。 1946 年 4 月创

建了大潘家村小学，校址设在潘忠乾

家大院。东西下屋，设有两个班级，有

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大潘家村 40 多名学生，配有两名教师，隶属双

两委班子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 岛区中心小学分校(现江西小学) ，由

展，坚持科技兴农、兴工、兴村致富。 旅顺市教育科和双岛区双重领导。

确立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并 1950 年后，大潘家村小学增加到四个

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发 年级组(初级小学) ，4 个班级 8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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