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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o 20世纪的后50年是人类历史上极其

重要的50年，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命运的50年。从贫穷落后

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中国

人民在短短的50年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谱写了中华民族史·

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勤劳智慧的辽阳人民在历届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以非凡的创造精神，在4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就

了熠熠生辉的秀美画卷。把一个饱受战乱之苦，千疮百孔的北方古

城，建设成为以石化轻纺为中心的具有勃勃生机的新兴工业城市。

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大

大增强，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到1999年底，我市已提前实现了国

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跻身于全国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万

元城市之列，成为镶嵌在辽东半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乘着时间

的翅膀，伴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辽阳正满怀信心、朝气蓬勃地奔向

，新的世纪o

值此新世纪到来之际，辽阳市档案馆依据馆藏的档案资料，克

服多种困难，纂写了反映辽阳5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辽阳大事记》

(1949—1999)o这是一部浓缩的50年创业史，记录了半个世纪以

来辽阳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以及人民

生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这既是一部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科学决

策提供参考，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展现辽阳风采的工具书，又是一部



鼓舞人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良好教材o

“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历史就是“被各种事实

所真正充实了的时间”o大事记是一种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简明地

记载和反映一定范围内各种重要史实的资料书和工具书。我国编

纂大事记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最简单的编年纪事形

式，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体裁之一。大事记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简明扼

要地记述有关对象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要事，提纲挈领，疏密有

致，从而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条理化、系统化，“于纷乱如丝当中，

忽得梳通栉理"o可以使人们了解有关对象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把握事件的梗概，为人们进一步探索其规律性创造了条件，给人以

引导和启示o

“以史为鉴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师"o将辽阳50年艰辛而曲

折的发展历程展现给世人，将辽阳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现给世人，必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研究

这段历史，为辽阳今后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希望《辽阳大事记》的出版，会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热爱辽阳、

建设家乡的热情、信心和勇气，发扬辽阳人民的光荣传统，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再创辉煌，把一个文明、富庶、优美的新辽阳带入21

世纪。

懒咻翥谚尚黼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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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书的编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辽阳地区1949年以来

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求历史发展规律，

帮助各级领导及广大干部群众总结历史经验，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提高广大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为振兴和发展辽阳经

济服务o

2、本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

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维护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

3、本书收录辽阳地区50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

会事业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

本书上限起于1949年1月，下限止于1999年12月o

4、本书以编年体叙事方式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按事件发生

的先后顺序排列。有起始时间的事件按起始日期排列，一日数事的

按重要程度排列，首条标明起始时间，次条记为“同日"，以下均以

“▲"表示；没有具体日期的事件列于当月、当年末，首条记为“是

月"、“是年"，以下均以“▲"表示’o采用报刊登载时间的条目，在文

首注明“<×××>报道”字样。

由于大事记体裁的原因，一些历史事件分在数日、数月或数年，

虽兼用纪事本末体，但断续相间、在所难免o

5、为使读者对历史有宏观与微观的了解与认识，使本书内容更

加贴近历史，真切反映人民生活，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做了一些新的

尝试，在每年的开头与结尾写有当年背景简介、当年流行事物，希望

／|’
f



对读者深入全面了解历史有所帮助o

6、本书选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辽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辽东大众>、<辽阳日报>等报刊；辽阳各地区地方志及各系统专业

志；各县(市)、区及有关部门的征稿；其它各方面相关资料。

7、本书选用资料方式为直接引用，所采用的材料均未注明书名

及出处。背景简介中的数字均以历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市统计

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为准，大事条目中的数字均以各专业志及历年市

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为准。

8、1959年1月5日辽阳市、辽阳县合并前所称“辽阳市"为辽

阳城区及近郊，“辽阳县”为现辽阳县、灯塔市、弓长岭区及宏伟区一

部。市县合并后所称“辽阳市”为现二县(市)五区区域。

9、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相关情况，本书附录了<中共辽阳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检委领导班子名录>、<建国以来重大

政治、经济事件(运动)简介>、<建国以来重要政治、经济专有名词简

介>、<辽阳市、辽阳县隶属关系演变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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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年。在

这一年里，北平的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的结束，完成了中国

历史上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的伟大任务，中国革命已取

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以及1949年10月1日的

开国大典，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具

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

放军向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发起了全面的大进军，年底解放

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在经济上，人民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稳定了市场物价，打击了投机势力，抑制了‘通货

膨胀，赢得了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仗。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对

官僚资本进行了接收，没收了以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

治地位的全部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大银行、几乎全部的铁

路、绝大多数黑色冶金企业和其它重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企

业，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壮大起来o 1949年国营工业企业

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41．3％，国营经济在

全国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主导地位，为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黑暗统治，解放初期的辽阳

到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共辽阳市、县委及政府带领全

市人民迅速开始实施稳定秩序、发展经济的计划。在辽阳

城乡着手恢复和组建各级政权机构，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

组织小生产者和贫民互助合作，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给失业

工人和城市贫民发放贷款、贷粮和贷盐。到1949年6月，



2 辽阳大事记-'----1949年

全市有纺织、麻袋、造纸等6个国营工厂，全部或部分复工

生产，复业3000多人；私人手工业复工800多家，复业2200

多人；商业开市3000余家。在广大农村，中共辽阳县委、县

政府除发动群众大搞农副业生产，给灾民发放贷款等外，还

派出大批工作队进村进户，组织动员翻身后的农民做好农

业备耕生产工作，扶持农民购进耕畜、农具、种子，农民生活

境况发生很大变化。建国后，在广大农村建立县、区、村代

表会议制度，加强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市、县委加强了治安管理，在城乡要道设立检查站，查

堵、收容国民党和日伪军、警、宪、特，并对上述人员进行登

记。按照上级部署，辽阳市、县还开展了锄奸工作，一些重

要匪首被抓获，还逮捕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329

人o“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妓院、烟馆也被取缔。与此同

时，在全市农村和郊区实行土地改革。辽阳土改前，土地占

有极不合理，10％的汉奸、地主占有54．9％的耕地，人均18

亩。而占有农村人口90％的贫雇农人均拥有土地仅为O．9

亩。辽阳解放后，土改运动大规模掀起，到1949年3月基

本结束。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及生产资料。建

国后，针对土改工作中遗留问题进行了土地调整，发放新的

土地执照，粮食生产和收购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至1949

年秋，辽阳广大农村村村出现贫雇农在修房、盖房的前所未

有的喜气景象。在全市土改中，各地纷纷建立起农会，办起

各种农民夜校、识字班，扫除文盲4万多人。在城市，广泛

开展了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活动，加强了对私营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管理，与私营工商业订立劳动集体合同。倡

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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