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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院志是地方志范畴中的基层志，是记述设计院三十年来各

方面工作情况的综合性的著述。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突

飞猛进的今天、把社会主义建设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编写设计院志是历史的需

要，时代的需要，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来，承上启

下，有的放矢地制定工作规划，将是大有益处的。

勘察设计工作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先行官和重要组织部份。特别

是在城市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座建筑物不论是工业建

筑，还是民用建筑，不仅要满足生产与生活的使用需要，还要符合

美化城市的观瞻要求。它要求建筑设计人员，集适用、经济、美观

于一体，既体现城市建设的物质文明又要体现精神文明。在一定意

义上说，通过城市各种建筑物，可以展现城市的两个文明建设的程

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并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与环境效益。一个建筑物要存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它是历史

进程的写照，总结和记述建筑设计工作的史实十分必要。阜新市建

筑设计院自成立以来，对阜新市现代化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建设阜新、美化阜新，勘察

设计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繁荣创作，把一批又一批多姿多彩、

美观、适用的建筑艺术品奉献给社会，为人民造福。为此>我们本着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继承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优良传

统，在阜新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建工局的指导下，组成院志编写领

导小组，党、政主要领导负责，抽调一名专职修志人员，从1 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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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着手，历经一年半时间，于1 986年l 2月完成第一部院志的编写

工作。

院志上起于1957年，下止于1986年，纵跨30个春秋。全志分为

概述、机构设置、职工队伍、设计技术、勘察测量、经营管理、党

群工作、行政福利、集体企业共9章32节，以及附录。以文字记述

为主，以图表、照片为辅，以勘察设计为主线，全面记述建筑设计

院由小到大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全志约八万余字。另收入照片1 04

张，单独编成《设计实录》，做为院志的附本。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看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努力反

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力求对设计院的历史予以全面地、系统地、实

事求是的记述。所用各种资料和数据，均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并

召开审稿会进行修改和补充，三易志稿。竭力做到内容翔实，准确

可靠，使院志成为设计院的百科全书和院史的素材资料。

但是，编写志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历史资料

不全，写作水平有限，志书的缺点、毛病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真

诚地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院志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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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地理位置

阜新市建筑设计院，位于海州区中华路50号，占地面积2 100

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五层砖混办公楼1 500平方米，附属建筑有

车库、仓库和浴池等。院址北靠中华路东段，与阜新市人民政府隔

路相望，南接市蔬菜公司东门外副食商店菜场，西连阜新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办公大楼，东与市政府3号住宅楼相邻。

阜新地区地处内蒙古地轴的南侧边缘与燕辽沉降带的过渡地

区。地质构造运动主要为中生代燕山运动。区域的主要构造方向为

北东——南西方向。阜新市区是处于阜新地堑盆地平缓地段，上部

地层为新生代第四纪松散地层，下部为中生代侏罗纪地层。市建筑

设计院的院区，座落在细河北岸。自然地面海拔标高99．63米。院区

地形、地貌、地质概况：地势平坦，地貌单元为一级阶地。地层上

部为第四纪地层，轻亚粘土，细中粗砾砂层；下部为中生代侏罗

纪。根据勘察揭露，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纪潜水，地下水位7r．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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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沿革

建筑设计院是市属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属于区域型综合性建

筑设计与勘察测量部门，省定为乙级设计单位。自1957年2月成立

阜新市城市建设局设计室起j至1986年末止，已有三十年历史，历

经七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1957年一1960年)
。

1957年2月成立城建局设计室，前身是市建筑工程公司工程科

设计组，1956年8月组建。城建局设计室成立初期，只有5人。办

公地址在海州区人民街原市政府大楼(今市委办公楼)。后迁至新

华路今市灯具厂址。1 958年迁到新华路109号今市塑料彩印厂楼上。

当时仅能承担市内一般小型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当年完成设计项目

三项，面积二千平方米。随着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形势的到

来，设计任务增多，人员也随之增加，1958年完成建筑设计面积

3万平方米。1959年到1960年都在5万平米以上。不仅承担三层以

下的民用和公共建筑设计，还完成了河北水源井等小型工业建筑设

计。首次设计完成I 200座席的阜新剧院、予制混凝土拱型海州大

桥和市委党校(三层)大楼等项目，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二、起步时期(1960年4月一1961年末)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高潮”的新形势，1960年4月，经市

人民委员会批准，在原城建局设计室的基础上，成立了阜新市设计

院，隶属市人委领导。办公地址在今中华路53号市建筑公司三楼。

设计任务急剧增加，设计队伍进一步壮大。1961年完成建筑面积6

万平方米，是当时的最高水平，等于1957年的30倍，比1958年翻一

番。设计完成的主要项目不再是普通民用住宅工程，小型工业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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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项目已占多数，结构也越来越比较复杂。

三、调整恢复时期(1962年--1965年)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困难，基本建设下马，大批在

建工程停工，设计队伍随着压缩调整。1961年末，大批设计人员调出

或精减下放。1962年4月，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市设计院，改称

城建局规划设计室。只留下设计人员16人，办公地址在今中华路小

学址，原市城建学校二楼东侧(已拆除改建为中华路小学校)，当

年仅设计完成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

1963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基本建设又开始上马。

设计任务逐年增多，1963年完成设计面积5万平方米。1964年完成设

计面积7万平方米，以后数年一直保持在5—6万平方米左右。根据

设计工作的需要，在1964年初，设计室成立勘察测量组，并受辽宁

省建设厅委托，担负辽西地区工程地质勘察测量任务。办公地点迁

至今市电子局楼址。1965年初开始进行“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

组织、清经济)整顿。1965年下半年，城建局设计室改为市基本建

设委员会设计室，又迁回今中华路53号市建筑公司三楼。这一时期除

设计完成市内的中小型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外，还首次承接外市委

托设计。在1965年完成锦州市石英玻璃厂等土建工程设计任务。

四、 “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年一1968年10月)

“四清’’工作队在1966年7月撤出。 “四清”中重新调整了室

党支部和行政领导人员。不久严始了“文化大革命”。1 1月设计室

出现了“红卫队”等群众组织。党政领导相继靠边站，群众组织掌

权。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干扰下，多数设计

人员仍然坚持设计工作。先后完成市百货公司站前商店、市纺织厂

纺纱车间、市水泥厂烘干机房、市烧结砖厂隧道窑、烟囱等工程。并

· 4 。



首次承接市重点工程彰武玻璃厂三级窑设计任务。设计人员千方百

计克服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带来的困难，按时出图保证工程顺

利施工。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十二级台风，严重冲击这支年青的设

计队伍。5月末6月初“群众专政组织”先后抄家抓走设计人员及领

导干部8人，关进“牛棚”(指被抓的人称为牛鬼蛇神，拘禁场所

通称为“牛棚”)施以暴行。1 1月大批设计人员被下放到工地劳动，接

受所谓“工人阶级再教育”．o一些技术骨干被当做“反动技术权

威”受到无端的批判。

五、下放企业时期(1968年11月一1973年2月)

1968年1 1月建委设计室被下放到市建公司，变为公司生产组的

设计组。大批设计人员下放工地劳动。公司革委会派“工人宣传队”进

驻，留下的设计人员和工宣队一起搞所谓“设计施工一条龙”。当

年完成3．6万平方米，比1967年减少40％。1970年3月又把设计骨干

(其中包括仅有的两名工程师)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q贫下

中农再教育”达三年之久。1 971年随着党中央提出的“要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的需要，设计任务开始增多，下放劳动的设计人员陆续

归队。1971年完成设计任务7．4万平方米，1972年完成8万平方米，

主要是市内的中、小型工业项目。

六、恢复发展时期(1973年～197r9年12月)

1973年3月，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市建公司设计室的基础上，

成立阜新市建筑设计处，隶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设计工作从

此开始稳步发展。勘察设计人员不断增加。设计范围更加扩大，不

仅能承担各类民用建筑工程，而且也能承担各类中小型工业建筑设

计。在设计技术上，开始突破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采用大跨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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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折板，灌注桩基础等新技术和全钢结构工业厂房与11然煤矸石

轻骨料混凝土墙体新体系，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在建筑风格上

也有明显改进，出现一批立面造型新颖、美观、特点鲜明的建筑

物。

1975年以来，设计处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特别是粉碎

“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不断改进和加强设计

工作，提高管理水平-9设计水平，不仅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先进个

人，全处于1977年开始进入市和省的先进行列。1977年被评为阜新

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19 78年被评为辽宁省大庆式企业。党的组

织先后被评为市建工局和阜新市的先进党支部。1977年全面超额完

成了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年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1 52．5％，比1 976

年实际完成提高23．8％。设计面积完成年计划的145．1％，比1976

年增长20．4％。地质勘探基本完成年计划，比1976年有所增长。全

员劳动生产率达到计划153．5％，比1976年增长20％。人均完成设

计面积比计划增长45％，比1976年增长20％。1979年完成设计总产

值又比1977年增长10％，完成设计面积比1977年增长4％，全员劳动

生产率比1977年增长5．6％。不仅达到了设计处的历史最好水平，也

达到全省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七、全面发展时期(1980年--1986年末)

为了适应“四化”建设、振兴阜新的需要，1979年12月市基本建

设委员会决定，将建筑设计处改为建筑设计院，隶属市建工局领导。

1980年9月迁入中华路509新建的五层办公楼。设计院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阔步前进，进入全面发展新时期。职工队伍进

一步壮大，由建院时的7r4人，到1985年末已达98人。其中勘察设计专

业人员74人，有建筑师4人、工程师1 2人，助理工程师19人。院的
· 6 。



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院内设六室一队。业务部门齐全、专业配套合

理。增添了大型钻机、触探仪、电子计算机、复印机、晒图机等现

代化设备，提高了勘察设计能力。几年完成的设计面积都在二十万

平米左右。设计院已发展成为地区型综合性勘察设计单位，可承担

全地区各类民用与工业建筑勘察设计。曾设计完成8 500平米的多

层住宅楼、高12层2．1万平米电气化教学楼、2．5万人座席的甲级体

育场和各种工业厂房等工程。1982年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

理，不要财政补贴，当年实现自给有余。1983年向国家上交税利

4．3万元，到1985年末上交各种税利51．3万元。1985年完成设计面

积19．37)-平方米，创历史的较好水平。至1 986年底30年累计完成设

计面积290．05万平方米，完成设计投资额44 759．64万元。完成钻探

进米2．45万标米。测量面积3，854万平方米。设计人员在建筑业全

面改革中，不断解放思想，为“四化”建设发挥聪明才智，坚持经

济、适用、美观的设计方针，积极学习先进经验，结合阜新地区实际

大胆推陈创新，设计完成一批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美观适用的建

筑工程。改变过去那种设计千篇一律、造型呆板、色泽单调状况，

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建筑创作的新局面。不仅提高了建筑物使用

功能和设计技术水平，也美化了城市。较好的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

要，增添了方便和乐趣。市老干部活动室、西山宾馆、矿业学院电

化教学实验馆、矿业学院公寓式学生宿舍和市图书馆设计，分别被

评为1984和1985年市级优秀设计。全院勘察设计水平，基本接近了

本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为今后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附：1．历史沿革表

2．历年完成设计项目、面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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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时 间

3．集体荣誉录

4．历年经济技术指标完成统计表。

压塞鲨堇塞

名 称

1956年8月 I 阜新市建筑工程公司设计组

1957年2月

1960年4月

1962年4月

1965年

1 968年1 1月

1973年3月

1979年12月
一1986年

隶属关系

l市建筑公司

市城建局

市人民委员会

市城建局

市基本建设委员会

市建筑公司

市基本建设委员会

市建筑工程局



附表二：

历年完成设计项目、面积一览表

序号 时 间 项目数(个) 总建筑面积(万平米)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l 3

14

1 5

1 6

l 7

1 8

19

20

2 1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3

4

1 3

1 O

1 3

2

l 6

50

46

4l

1 0

6

27

1 6

20

16

25

32

37

52

70

0．2

3

4．9

5

6

1

5

7

6

5

6

3．6

6

7

7．4

8

6

7r

7．5

8．9

1 7



附表三：

集体荣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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