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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索兴隆 镇长孙济

老四平镇辖1个街道办事处。10个村民委员会，4583户，18614口人，耕地面积78，900亩。

改革开放15年来，镇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全镇“三块”经济快速发展，

两个文明建设登上新台阶。1993年，社会总产值实现24215万元，比上年增长43．4个百分点。其

中镇村企业总产值实现14240万元，比上年增长61．5个百分点，首次突破亿元大关；粮食总产量

实现4600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十百分点，产值实现2500万元，比上年增长25个百分点，均刨

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产值实现5350万元，比上年增长35．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实现2125

万元，比上年增长40个百分点}镇村财政收入实现369万元，比上年增长85个百分点。农民人

均收入1217元，农民人均负担66．8元，比上年下降24％，镇村企业812家，就业人数2510人，

其中镇属企业21家，就业职工908人。组建联合有限公司2个、殷份制企业3家。新上项目和新

建厂家13个，总投资1054万元。其中股份资金39万元，引进资金468．5万元。劳务输出2000人，

年纯收入400万元}从事运输的大小机动车辆225台，年纯收入1500万元{开设集体、个体商业

同点360个，年销售额3000万元。涌现市级文明村1个、县级文明村3个，科技模范村2个、县

级文明单位7个、红旗标兵户710户、科技示范户325户。在镇辖11所中小学校中有文明学校四

所。成人教育是省级先进单位。镇政府被评为市级文明镇。镇党委被县委授予“先进党委”称号。

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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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主任赵守让(左)在辽吉中辉联合钢厂了解钢材质量

铝材厂轧利车同

铝材厂被国家农业部和铁峙市人民政府授予“全

国质量管理达标验收台格单位”，。小巨人企业”称号

光辉砖厂外景

老四平镇辽吉中辉有限公司是由红砖厂、

炼钢厂、轧钢厂、轧磺厂组成的联合企业。现

有固定资产189万元。红砖厂自1987年建厂以

来，戗产值6702．1万元，实现刺税977．97万

元，占全镇同期工业产值的33％，利税的43％。

1992年建成投产的炼钢厂和轧钢厂，到1993

年炼钢3431吨，轧钢3130吨，实现产值1433

万元，完成利税281万元。

铝材厂办公楼

老四平镇铝材厂，1987年建厂投产以来，

共生产铝带材3440吨，刨产值4160．35万元，

占全镇同期镇办工业总产值的20“；实现利税

684．33万元，占全镇同期镇办工业利税的

30％。荣获国家农业部“全国质量达标合格单

位”、省。青龙杯”三等奖、市。小巨人”企业，

市．县“先进乡镇企业”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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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平镇党委书记 索兴隆

《老四平镇志》在镇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县史志办公室的关怀指

导下，经过七年的筹备、资料征集、汇集整理、编纂成书，现已正

式出版。自古至今，第一部新编镇志的诞生，是全镇各行各业、方

方面面的广集博采，共同努力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老四平人民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目的在于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居今知古，继往开来，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详加考察，载入史

册，服务当代，造福子孙。

老四平镇历史悠久，自1806年建置至今，已一百八十八年。相

传1754年8月(乾隆十九年)皇帝“巡幸”，途经此地，见地势平

坦，一望无垠，而赞日“四平街"，从此得名。为与新四平街(四

平市)相区别，1937孥改名为老四平街。千载岁月稠，历经沧桑

史，老四平人民饱经风霜忧患。一些贤达之士，为争取自由，进行

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创造和发展了老四平的经济和文化史。首编

镇志，则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以恢复其原貌。千百年来，老四

平人民无时不在憧憬着地方之兴旺发达，黎民之安居乐业，这种美

好的愿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老四平人民才真正如愿以偿。 “千秋功罪，谁

人评说”，今人以文记之，实为当世及各世之鉴。

《老四平镇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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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对解放前的

史料，经整理考证，去伪存真，使其古为今用，对解放后，重点记

述老四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进程，记述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镇志在10名有识之士

的辛勤劳动下，先后查阅了各部门、各方面的上千份历代史料，在

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大量翔实史料，图文并茂地汇编而

成。新编镇志可谓“资政、教化、存史”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同时

得到县史志办的及时指导和帮助，和各部门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谢意。

在祝贺《老四平镇志》出版之际，望全镇人民鉴古知今，在党

的领导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建设繁荣、发达、

富裕的新老四平而不懈努力。

《老四平镇志》虽已成书出版，但由于资料发掘的还不够全

面，加之人力不足，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难免出现谬误，至于编

辑及文字疏漏之处更在所难免，望各界有识之士多提宝贵之见。为

后续《老四平镇志》者，当裨缺补漏。
’

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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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老四平镇自有史以来，从没有本地志书；只在旧《昌图县志》

及有关资料中略有记载。老四平镇这块土地自建置以来， 有240多

年的历史，应有自己的志书。

1 987年5月25日，根据县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老四平乡史志

委员会。

主任金鼎，副主任沈青山、l匿l、庞国权，成员由张义良、王
成功等十三人组成。同时，成立了乡史志办公室，鹰列兼办公室
主任，写作班子由许广东、赵长青，丛春华、祝宪臣、郭维民、张

宪玉六人组成。从1 987年5月～l988年4月，在乡组织史的基础

上，进行走访调查，广泛搜集材料，1988年-5月写作班子转入地名

普查工作， “乡-．心-L--"工作暂停。县委确定老四平乡为纂写“乡志’’

试点单位，1 989年7月，重新组成班子，由张秀芳、管凤学、张宪

玉、窦海四人组成，陷焉晤{仍任办公室主任。编写组对索取资料进

行归类整理，不完全或漏掉的资料，重新走访调查或向外地发函索

取资料等。

编写人员分工：窦海搜集资料；张宪玉、管凤学编纂初稿；张

秀芳任主编，对初稿进行审阅修订。初稿的地理编，社会编，财贸编，

交通、邮电、城建编，卫生、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编，教育编

由张宪玉写成；建置编、政治编、工业编、农业编由管凤学写成；

凡例、概述、大事记、人物编、 “乡志"编辑说明由张秀芳写成。

《老四平镇．．-：寸k--》经县史志办公室全面审阅、修改，于1994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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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稿批准付印。

《老四平镇志》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在镇党、政主要领导同志

的关怀、重视下进行，特别是陌焉闶副乡长直接参与指导，他住院
期间，还时刻关心此项工作。乡党委副书记沈青山、王金山两位领

导，经常过问修志工作。同时也取得了各村党支部、村文书及全镇

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县史志办的同志多次亲临指导和帮助组织审

稿。编写人员谨向各级领导及给予关注和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

地感谢。

由于本志书的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索取资料面很窄，缺点和

纰漏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老四平镇志编写组

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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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老四平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贯彻“存真求实的精

神”和“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系统地记载了老四平的自然和社

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于1 806年，下至1 992年，对以前的重大历史作

了概略记述。

三、全志以概述开篇，继之列大事记，地理，建置，政治，群

团，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建，财贸，教育，体育，卫生、

文化、科学技术，社会，人物等1 3编，共四十四章1 23节、约28万字。

四、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志各编内容，编者概述提出了梗概，

以利纵览全志。

五、志书中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编纂，本着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有些事实已载入大事记中，未立章节。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类系事，以编、

章、节、目构成格局，各种表格，列各编之内。

七、志书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本地有卓著贡献者，志内载

生平事迹简介。

八、志书中对老四平称谓昌北县第六区、昌图县第十五区，老

四平人民公社，老四平乡或镇等，行政机构为乡人民政府，199 1年

7月改为镇。

九、志中年、月、日，均采用公历，解放前，在公元后面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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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明朝代年月。

十、全志采用资料，参阅《昌图县志》、乡档案馆资料，大量

素材来源于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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