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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黼 当
日驵 茜

志书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是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事业。

盛世修志。从1985年区委区政府部署全区开展修志工作算起，历时六个
年头《凌河区志》初步定稿，到今天终于付印成书。应当肯定，这部志书是在
市志编委会和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和支持下完成的，它的出版是全区两个文

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凌河区志》编纂人员遵照市志编委会和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力求在前人
修志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略古详今的原则，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
文化到人物等诸多方面，横陈现状、纵述历史、贯通古今，全面地记述凌河区

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市区领导的指导下，在区档案、党史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全区修志

人员的辛勤工作，上述要求基本上达到了，可以说《凌河区志》是凌河区的一
部小百科全书。

《凌河区志》的编纂，以数百万字文字资料为基础，辅以大量的口碑资料，

选材严格核实对证，记事着眼溯本求源。初稿完成后，又多方征求意见，一再

补充修改，最后经市区审查定稿后，才付印成书。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编纂
态度严谨、内容翔实可靠的志书。

这样一部志书，将会给想要了解区情区貌的人们提供比较全面准确的资

料，将会给进行决策的领导者们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借鉴，将会给学习爱国
主义楷模、继承革命传统的青少年们提供丰富的乡土教材。

“居今而思古，鉴往以开来”。《凌河区志》编纂人员殷切盼望在全区不断

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部志书能够发挥它“有益当

今，造福后代”的积极作用；同时，诚恳要求读者对书中的差错仔细评点，提
出批评意见。

在《凌河区志》编纂过程中，市志编委会领导杨菲同志，市志办公室朱文
余、芦锁铃主任，都曾帮助解决编辑出版中的具体问题；曾在凌河区党政机关

工作过的领导同志，都无保留地为修志提供资料；现任中共凌河区委、区人民
政府领导，重视修志事业，在全区经费比较紧张的条件下，批拨专款，支持

《凌河区志》刊印成书。《凌河区志》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锦州I市凌河区地方志办公室



凡 例

一、《凌河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强调编志过程中对资料要对证核实，保证入志内容的

准确性。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以及地理建置、工业、商业粮食、经

济管理、城市建设、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

军事、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科技、人物等编组成。解放后历次政治

运动不做专篇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中。

四、本志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所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

1985年。

五、本志以1 951年10月设立的锦州市第三区为现凌河区的前

身。沿着第三区——锦铁区——凌河区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记述。

对曾有部分区域划入本区的原铁北区、锦华区的历史，因资料所限，

不做记述。

六、本志所收入的统计数字，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个别的采用了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

七、历史纪年的记法，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纪年采用历史年号

夹注公元的记法，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纪年，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使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多数内

容以“志"为主，直记其事，不加评论。

九、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不为健在人物立传。因

资料所限，只能把1978年以后受过市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列入人

物表，对有资料可循的1978年以前的先进人物和虽非先进、但在

某项事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在有关编章中“以事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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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名，原则上使用标准地名。有些地方使用了历史地名，

同时注明标准地名。

十一、数字写法，按照国家语委等7部门发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仍保留原资料所用单位。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的档案和图书资料，

各部门编写的部门志资料以及部分口碑资料。凡本志采用了的依据

性资料，都分别汇订备查；在志书内不注明出处。

十三、本志所记中层以上干部名单，录自《凌河区组织史资

料》。
‘

十四、本志书中的地图属于示意图，不能做为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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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凌河区位于锦州市区的东半部。西以

中央大街、铁路线、人民街与古塔区相邻，

东北南三面与太和区接壤。1985年全区总

面积15．89平方公里。

全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铁道北起

伏不平，铁道南，除铁路分局一带地势略

高外，其余部分较为平坦。

全区属大陆性气候，春季风多干旱、夏

季较热多雨、秋季凉爽适宜、冬季偏寒少

雪。多风，是本区气候的最大特点．。风刮

锦州”的气候谚语在本区体现得最为明显。

凌河区历史悠久．辽代置锦州临海军，

现凌河区辖地就是锦州的一部分。金代仍

属锦州。元代属大宁路凌川县。明代属广

宁中屯卫地。清代为锦县城之近郊。

民国初年，境内的大部分都是城厢东

关的组成部分，东部为东郊村、北部为北

郊村。

1937年12月，日伪当局将原属锦县

的城街和四郊村划出，成立锦州市，现凌

河区辖地才成为锦州市的一部分。1938年

4月1日在此区域划分12个区。至此，境

内首次出现区一级行政区划。

1951年10月成立的锦州市第三区，

是现凌河区的前身和基础，辖地范围在今

锦承铁路上行线和云飞街以东。1955年7

月第三区改称锦铁区。1956年1月城区调

整，现凌河区辖地扩大到铁道北人民街以

东地区。1959年3月锦华区撤销．中央大

街以东部分划入锦铁区。4月，锦铁区更名

凌河区。至此，凌河区的区名和管辖范围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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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基本确定下来。1985年，凌河区共有8

个街道．下辖39个联委，183个居民委员

会，1611个居民组。

境内人口，1948年11月调查为14882

户、64445人。1985年末为66611户、

229263人。锦州解放37年来，境内户数增

加了3．5倍，人口数增加了2．6倍．人

口密度1948年11月为每平方公里4055

人，1985年末为14428人。区内人口的民

族类别1964年为8个，1982年为14个，

主要有汉族、满族、回族、蒙古族、朝鲜

族、锡伯族等。

凌河区境内城市建设发展较快，和老

城区比较，现代化程度较高。有主干马路

13条，次干道18条。总长4．73万米。

境内区街呈棋盘式分布，整齐划一。只

有少数地段还有不规整的老居民区痕迹。

各主要马路两侧，楼房林立，绿树成荫。近

年来，境内住宅已向楼房化住宅发展。新

建的住宅楼多在6层以上，。三气”楼约占

90％．1985年，楼房住宅已占居民住户总

数的1／3。

境内有公共汽车线路8条。个体小公

共汽车，集中在火车站广场，沿街招手即

停，乘用方便。

境内建有市属公园、花卉园4处。区

管。八一”公园，位于东部工厂区的中心．

是全区绿化、香化的基地。

1985年全区有100个花园式楼院，12

个花园式单位．在73条街巷中，有39条

建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路，各街道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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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区建草坪花坛330个，种花4450平方

米，庭院绿化500余户。凌河区被评为辽

宁省绿化先进单位．

境内公用设施完善。1978年全区普及

了自来水。1985年除铁北部分住宅区以

外，绝大部分街区都有了下水道．煤气用

户达2．33万户，占全区总户数的35％．

凌河区是富于革命传统的地区．1928

年秋，锦州铁路机务段成立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奉山路锦州铁路机务段工会．其后以

它为基础，又成立了锦州工会筹备会，干

事会．党的主张，很早就在境内的工人和

市民中传播．

1932年，抗日义勇军为抗击日本侵略

者，以铁道为依托，多次向日本侵略军发

起攻击，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

在日伪法西斯残酷统治下．锦州瓦斯

工厂和陶瓷会社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改善工资待遇的斗争．都曾取得了胜利．

锦州沦陷末期和国民党统治阶段，锦

州市内一共有4个中共地下支部，其中3

个主要活动在本区，分别为反抗日伪和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为锦州的解放做出了巨

大贡献。其中，中共锦州支部书记马云飞

同志1948年10月在锦州攻坚战中，为锦

州解放光荣牺牲．

凌河区域是锦州市的工业地区。东北

沦陷时期，日伪为掠夺辽西地区丰富资源，

从1935年起就在境内建立工厂。1938年

建立了拥有6000名工人，6．5万个纱绽的

东洋棉花纺织株式会社。在全东北纺织厂

中是屈指可数的大厂．其后，瓦斯、制粉、

纺麻、罐头等工厂相继建立．到1945年8

月，境内建成中型现代工厂十数家。还有

广阔的工厂预建地，迫使境内大批农民、市

民转向工业谋生．

锦州解放后，经过37年的建设。境内

现代工业飞速发展，到1985年已有市属工

2

厂123家，在形成锦州地区工业体系上占

有重要地位．

区街工业起步比较早，1958年在全党

全民办工业的高潮中，境内居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共建立生产摊点169

个，年末调整为48家，使8000多名城镇

居民走上生产岗位，为市场生产了大量的

小商品，为大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

多方面的服务。1962年由于国民经济调

整，区属工厂10家、街属工厂28家一并

交市，是凌河区对锦州市工业建设做出的

第一次贡献．

1965年锦州市新兴工业会议之后，凌

河区区街工业又一次发展起来。到1978

年，凌河区又有区属工业14家，社街企业

63家。区街工业年总产值3290万元，实现

利润298．4万元．当年末，由于搞专业化

协作，区属工厂、街属工厂共23家改变了

隶属关系又一次交市，是凌河区对全市工

业建设的又一次贡献．

1979年区又把社街工业上收，几经调

整，形成了具有39家工厂、4000多名职工

的区属工业新格局。1984年，街委又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使生产服务网点达到135

个，职工1400多人．1985年，区委区政府

制定了发展街委企业的10条规定，明确

。谁办、谁有、谁受益”和简政放权等一系

列政策措菔之后，区街委工业出现蓬勃发

展的新局面．到1985年末，全区工业总产

值3398万元，实现利润270．7万元．

区电流互感器厂的LZX——lO高压

互感器、电阻厂的3种线绕电阻、菱镁制

品厂的菱苦土代木包装箱、区帆布厂的原

色棉帆布和区毛纺厂的电热毯，先后被评

为市优、省优产品。

凌河区是锦州市的新兴商业地区。锦

州解放前，境内只有东关瓜市和车站前一

带有少量店铺和服务行业，东市场有数百



个摊床，是全市最大型的市场，但全区没

有大型商业。锦州解放后，商业服务行业

发展迅速。1952年锦州市最大的大楼百货

商店建立在本区。到1985年，境内已有市

属商店74家。当年9月建成的广东街商业

街，容纳店铺摊床200多家，把过去的僻

巷变成了繁荣的商业街区．

凌河区区属商业始自1949年6月境

内各区组织的居民消费合作社。

1958年以后，境内国营、合作商店和

个体商贩先后交区领导．1962年根据国营

商店、饮服行业按行业归口上交的精神，将

国营商店移交市各专业工业公司，1966年

末，合作商店也全部交市。

1973年以后，凌河区发展了区办商

业、服务业．首先是发动街道办起了4家

饭店，一家食杂店．1977年又投资成立了

凌河区综合商店。到1985年，凌河区区属

商业中，共有国营百货商店3家，集体百

货商店4家，商服职工288人，当年全区

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197万元，区直批发商

店3家，全年销售额1190．7万元。批零

合计，1985年全区社会商品销售额为

4387．7万元。

解放以来，从根本上扭转了境内文化

教育事业落后的面貌，教育文化事业单位

大量增加。1985年，境内已有省市属高等

院校5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高完中4

所、初级中学lo所。5所初中附设职业高

中班，铁路职高专门设校。全区小学发展

到21所，共有387个班。在校生10676人I

区属公办幼儿园3所，收托幼儿712名，加

上大批企事业单位、街委和个体户兴办的

园所，1985年全区1"7周岁幼儿入托率

达到61．5％，其中4"-'7周岁儿童入托率

已达87．9％。凌河区从1983年起，连续

三年完成国家普及教育标准，被评为普及

教育先进区。

概 述

锦州市和锦铁分局所属文化单位，大

都设置在凌河区域内．区属文化单位有凌

河区文化馆、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区儿

童图书馆，多次受到省市的表彰．

全区科技队伍不断扩大，科技成果逐

年增多。1975年全区有科技人员86名(不

包括三级以上教师)。1985年10月各类科

技人员增加到341名(包括三级以上教师

26名)．1984年和1985年共表奖科技成果

76项，．

全区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同步发展。

各小学普遍坚持了。两课、两操、两活”，

普遍组织了课外体育活动小组，开展了经

常的体育锻炼。踢毽、跳绳、长跑三项体

育活动已成为区属小学传统体育项目．在

1985年春季区小学体育运动会上，有5人

破42项市纪录，19入破15项区记录。

以广播操为主的群众体育活动在机

关、企业、街道广泛开展，以老年人为主

的跑步、作操、打太极拳等群众体育锻炼

队伍，随处可见。

境内有市属大型运动场1个，单位属

小型运动场11个，篮球场90个．排球场

14个，旱冰场1个。给全区开展体育活动

提供了方便。

凌河区境内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

1985年境内有市第二医院、铁路医院门诊

部、凌河区医院等中型医院3家，区中医

院l家，锦纺医院等厂设医院5家。在市

属企业中还有78个卫生所，在居民区中分

布着24户个体开业医。区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是全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的中心，8

个街道各有1所卫生防治院。全区卫生环

境逐年改善。1985年区内涌现卫生模范66

名，先进个人120名，先进单位81个，先

进居民委员会124个。凌河区被评为卫生

工作先进单位。

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也多次受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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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的表彰。

区属干部职工生活大有改善。1976年

区属干部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是44．14元，

1985年月平均收入已达87．95元。自1963

年以来，全区安排固定工21979人、临时

工90986人次、子女顶替1488人。1981年

下半年开始贯彻“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

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

针，全区青年就业率大增。据对区内部分

干部职工住房抽样调查，住楼房的户由

4

1976年的18％，增加到1985年的39％。

人均住房面积由1976年的4．47平方米，

增加到1985年的5．76平方米。干部职工

中家用电器拥有量也逐年上升。

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区干部群众已积

累了丰富的建设和管理城区的经验。今后

只要结合凌河区的实际，贯彻落实中央改

革开放的政策，凌河区的发展一定会更快，

前景一定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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