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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古城银州位于辽宁省北部，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源远流长。

银州区的前身是原县级铁岭市，建于1979年8月。1984年6月又

改为区的建制，是铁岭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辽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银州区地处辽河之滨，龙山脚下，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著名的龙

首山矗立城中，景象宜人；辽(河)、柴(河)两水绕城环流，清澈甘

美；市区古今文物景观，星罗棋布，丰彩多姿，市街楼舍，鳞次栉比，

型色备异；东郊丘陵，峰峦叠翠，花果满枝；西部平原，万顷田园，五

谷飘香。
。

悠悠古城千年史，风流盛世数今朝。银州之称始于辽代，迄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辽太宗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以富州(今铁岭)冶

炼白银著称，改富州为银州，置银州富国军，辖延津、新兴、永平3县。

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千百年来为家乡的开拓、繁荣和自由，辛勤耕耘，

着意建设，浴血奋斗，创立下不朽的业绩。但是，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饱经忧患，

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直到1948年铁岭解放’，

银州大地和人民才获得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的银州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土地改革和3年经济恢复之后，高举社会主义的旗

帜，贯彻“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极左路线，进入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富国富民的政策，使各项事业发展更充满生

机活力。新中国成立以来，银州人民，意气风发，励精图治，锐意改革，

团结奋斗，使银州大地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如今的银州，已经成为政

治昌明，经济繁荣，建设宏伟，文化振兴，交通发达的新兴工业城市。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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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文化传统。第二部近40万言的《银州区志》的问世，是我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大成果。它以翔实的资料，简明的文字，记述了

银州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的全貌。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重点记述银州解放后，特别是建区(市)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使人们了解银州的过去，从具体情况出发，适



凡 例

一、《银州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力求

《银州区志》在“资治、教化、存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断限时间，上限一般不限，下限统一断至1987年12月。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志为主体，图、表、录分列其中。全书按地理、

政治、经济、社会、人物分类设编，编下设章、节、目，全书共7编、

44章，并设概述、大事记、附录等，约40万字。．

四、本志以记区属事物为主，同时概括辖区各类事物，反映银州全

貌，构成一方之志。

五、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编只记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

对确有业绩的在世人物，坚持以事系人，在有关编章中分述，革命烈士

载入英名录。

六、纪年采用公历，解放前用括号标明旧年号。

．七、数字书写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

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区属各部门、驻区各单位及区档案馆的

档案以及有关报刊、杂志。行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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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银州区是铁岭市行政区划之一，城乡结合的新城区，位于辽宁省北部，辽河

中游东岸，铁岭县腹地。东邻铁岭县的熊官屯乡，南接铁岭县的腰堡乡、凡河镇，

西濒辽河和铁岭县的镇西堡乡．北靠铁岭县的平顶堡镇。距省会沈阳市60公里，

是铁岭市政府所在地，可称辽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境内东西长18．45公里，南北宽20．95公里，总面积180．1平方公里，其中

耕地面积占34．6％，丘陵占32．8％，水域占4．6％，城乡道路、工矿村庄建筑占
1

18％，其它占地lO％，基本上是一水三山四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地处东经123。

451～48'，北纬42。9，"-'20，，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变化显著，冬季较

长‘气候寒冷而干燥；夏季温热多雨，降水量集中，春季多风少雨干旱，气温回 。

升缓慢；秋季凉爽，降温快而变化频繁。年平均气温8。C，平均无霜期149天；年

日照2654．2小时，10度以上活动积温3200度；平均结冻期138天，冻土深度平

均103厘米，年降水量600"--700毫米，蒸发量1763毫米。

境内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处于东北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哈大

公路以东为低山丘陵区，是农牧业发展基地；哈大公路以西为平原和低洼区，是

蔬菜和水稻生产基地。境内海拔高度一般在100"-'350米之间，最高点在上八家子

山为376．2米，最低点在英城子西水田地为56．4米。境内地貌分石质丘陵、土丘

漫岗和沿河冲积平原3个类型；土壤质地为3个土类，6个亚类，13个土属，29

个土种。境内有辽河及一级支流柴河、凡河，二级支流东小河子流入凡河。辽、柴、

凡河的两岸地下水资源较丰富。境内有中长、铁法铁路；哈大、铁康、铁抚、铁

南等公路，交通发达，便于内外交流。有龙首山、帽山、桃花山、八家子南山、大 ．

石晋子山等，植被是针叶、阔叶混交林。 ；

全区辖8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乡，109个居民委，12个村民委，总人口为

24406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03316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5人。有汉、

回、满、蒙、朝鲜、锡伯等17个民族，汉族人口96．7％。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共

同建设着社会主义新银州。

银州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周朝是肃慎地。战国时是燕国

辽东郡管辖：汉朝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改为玄菟郡。唐朝玄宗开元元

年(公元713年)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为渤海国富州。辽太宗天显元年(公元

926年)因冶炼白银更名银州。金太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改银州为新兴县，

属成平府。元朝仍为新兴县。明朝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设铁岭卫。清康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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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三年(公元1664年)废卫建县，称铁岭县，属奉天府。民国初沿称铁岭县，属

奉天省辽沈道。1937年废县治置铁岭市，属奉天省。1945年“九三一胜利后，撤

销铁岭市仍为县治。1946年国民党占据铁岭，在县城始建银州镇，属铁岭县。1948

年铁岭解放，撤销银州镇，设龙山、中心、辽河3个区，1950年将3个区合并为

城关区，1952年改称为铁岭县第十区，1955年恢复银州镇，均属铁岭县。1979年

8月撤销银州镇，设立铁岭市(县级)，属铁岭地区。1984年6月铁岭地区改称为

省辖铁岭市，同年8月原铁岭市更名为银州区，属铁岭市。

银州区是座古老的城镇，名胜古迹较多，古迹遗址30余处，有唐朝建的铁岭

白塔、慈清寺，明朝建的秀峰塔、驻跸塔、魁星楼，清代建的清真寺、银冈书院

(今改为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等。这些古建筑尚保存完好，展示了古代传

统的建筑风格。辽北著名的自然风景区——龙首山座落于市内，它不仅四季景象

宜人，而且还有许多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整个风景区到处诗情画意，吸引无数中

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李先念、杨尚昆、李鹏等到铁视察时

均登此山观赏。

古往今来，银州人才辈出。有中国指画创始人高其佩；历史名著《红楼梦》作

者之一高鹗；字震九洲的书法家魏燮均；中国历史著名作家曹雪芹的先祖曾在银

州住居200余年，当代伟人周恩来少年时代曾在这里读过书；还有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加入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献身于苏联革命的“中国团"团长、国际共产主

义战士任辅臣；有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石璞；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献身的英烈先躯123人，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永垂青史。今

任职于国内外专家名流，服务于党、政、军界的地师级以上干部，更不胜载述。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富饶而美丽的银州，给家乡人民以光荣和自豪，然而，

历经沧桑的银州人民，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

线的边缘。为了挣脱枷锁，求生存，得解放；为了捍卫祖国，保护家园，银州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终于在1948年秋赢得全境解放。

(二)

阅尽沧桑千年史，悠悠古城看今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州人民经过

39年的艰苦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银州，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

银州，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农业39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已从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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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来，激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

村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落实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逐步向专业化、

商品化、现代化的道路迈进，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1980年以来，虽然城

市建设征地使农村耕地逐年减少，并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

然不断发展。1987年农业总产值4152万元，比1980年增长50 oA；粮豆总产量

1987．2万公斤，比1980年增长“．2％；蔬菜总产量5520万公斤，比1980年增

长40 oA；农民人均收入722元，比1980年增加502元。

随着农业结构的变化，乡村企业的发展为繁荣农村经济架起了一座金桥。1987

年乡村户办工业390家，职工3245人，拥有固定资产704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2363万元，年实现利润373万元。为满足城市居民常年有鲜细蔬菜供应，1980年

以后，大力发展蔬菜保护地生产，打破了北方受气候影响的季节性露地生产蔬菜

的旧传统，为春提早秋延晚生产蔬菜创造了条件。1987年，蔬菜保护地面积达807

亩，比1980年增加4倍。

境内河流，解放前未被利用，常常洪水为患。解放后为防治水害，充分发挥

水资源的作用，共修筑堤坝、建排灌站、打机电井等水利工程1371项，总装机容

量20704瓦，有效灌溉面积45300亩，基本实现了旱田水浇化。

农业机械、电气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

1987年农业机械总值达1400万元，农机总动力98000马力，平均每亩耕地23马

力，耕地、播种、粮食脱谷，农副产品加工，农业运输等实现了机械化。

解放前，工业发展极其缓慢，解放后蓬勃发展。解放初期，古城银州工业仅

有二些简陋工厂和私人手工作坊，生产条件极差，生产力低下，工业基础薄弱。解

放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区工业有较快发展。50年代相继

由沈阳迁入一些重点企业，调入一批技术骨干，同时又陆续兴建一批地方中小型

骨干企业，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

真贯彻“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加之1980年建立县级铁岭市，1984

年改铁岭地区为省辖市，工业发展步伐更快。1987年城区工业发展到392户，其

中，市属以上72户，县属29户，区属39户，部门办252户；有职工72643人；

拥有冶金、机械、电力、化工、电子、橡胶、纺织、建材、皮革、服装、鞋帽、食

品、印刷等29个行业，工业产品达400余种，1979"--,1986年获省以上名优产品达

50种，近30种工业产品出口。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6604万元(其中，市属以上

67463万元，县属3650万元，区属5491万元)，年实现利润5760万元；工业总占

地面积54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2687万元，

城区工业已成为铁岭市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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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发展之快，更令人瞩目。解放前，城区房舍多为土木结构，样式简

陋的茅草房，道路多为土路，仅有三条狭窄的条石路，没有一条柏油路。解放后，

城市建设逐年有所发展，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速度相

比较为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设立县级市，1984年铁岭

地区改为省辖市后，由于狠抓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的

方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加速了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

的开发，城市建设得到迅猛发展。新兴银州城的办公楼、教学楼、商业楼、居民

楼鳞次栉比，造型美观，色彩各异，开辟建成的银冈小区，城南向阳小区和铁西

三号组团等更展银州新貌。1987年城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解放初的2．91平方

米，提高到5．5平方米。城区主要街路104条，巷道487条，总长45公里，其中

1980年以来新建、拓宽、改建街路65条，47824延长米，铺装柏油路面36456延

长米，并重点加强了市区主干道路建设，提高了城市交通功能，初步形成中等城

市道路网体系。主要街路安装路灯1318盏，比解放初期和1970年分别增加21倍、

3．3倍，自来水管网总长374公里。排水管道长63公里，排水普及率达65％，居

民饮水率达100％。1985年始建煤气工程，已建成35000立方米的储气罐一座，铺

设供气管线33公里，至1987年有8000户居民使用煤气。城区绿化总面积393公

顷，绿化覆盖率19．5 o／／，人均占有公共绿地2．1平方米，街路两侧绿树成荫，龙

首山自然风景区开发建设已具规模，城郊农村面貌不断改观，新楼房、砖瓦房拔

地而起；55 oA的农户使用了自来水；乡村道路平坦宽阔，路边树木成行。1987年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6．4平方米，比解放初期提高4倍，昔日的草舍茅屋、土平房，

已被新式的砖瓦建筑所代替，展现着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貌。

城区交通邮电等公共设施日臻完善。1969年开辟市内公共汽车，现有营运线

路9条，总长70公里，年客运量374万人次，便利了城乡人民的交通。解放后沟

通城乡信息的邮电事业迅速发展，1973年建成铁岭电讯邮电大楼为中心的联系全

国各地的通讯网。1974年市区安装自动电话交换机，装机容量2100门，至1987

年发展10000 f-j，用户达4073户，安装电话7820部，平均每百人占有电话机2．9

部。同时安装长途电话交换机90门，并开通沈阳、北京等地的直拨电话线路。邮

政网点遍布城乡，邮政日趋自动化现代化。

银州商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马蓬沟码头开埠后，一度成为东北物资主要

集散地之一，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景象。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铁路逐渐代替

水运。“九·--]k’’事变后，境内商业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购买力下降，大批商号倒闭，商业日趋萧条。解放后，银州商业复兴，商业网点

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日益兴隆，购销两旺，1987年城区商业零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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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617个，为解放前的15．2倍，总计从业人员18791人。其中，国营商业314个，

供销合作商业189个，集体商业864个，个体商业3602个，其它社会商业648个。

有集贸市场14处，其中万人以上集市3个，年成交额达4100万元。财政收入1987

年达25057万元，为1980年的2．6倍；财政支出1987年2017万元，其中，用于

基本建设投资占4．2％，文教卫生事业费占38．6％。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税务

收入1987年达1533万元，为1980年的1．2倍，工商银行收入1987年为27450万

元，为1980年的3．6倍；贷款1987年达26916万元，积极扶持了工农业生产，城

乡储蓄1987年存款额12633万元，为1980年的6倍。

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教育事业日益发展，已具完整教育体系。解放初，有小学24所，在校生8210

人，中学2所，高中1所，师范1所，在校学生2417人。到1987年，辖区各级

各类学校发展到115所，在校生65756人。其中，小学5l所，在校学生24136人；

中学15所，在校学生15430人；高中3所，在校学生2707人；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4所，在校学生3600人；普通高等院校2所，在校学生922人；成人高等院校

3所，在校学生2782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7所，在校学生6179人。幼儿

园(所)发展到203个，入托儿童9339人。城乡已普及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教

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经费逐年增加，教学条件、设备日臻完善。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已向广度发展。1987年，辖区

建有市、县、区文化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影剧院、俱乐部、铁岭日报社、科

学馆、青少年宫、新华书店、剧团、电影公司等文化机构及群众文化娱乐场所，极

大地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铁岭人民广播电台、铁岭电视台相继建立，城乡广播

电视普及率达95％以上。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区属卫生医疗单位

有区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16个。辖区建有铁岭市人民医院、铁

岭县人民医院、铁岭市中医院、铁岭犯人医院、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和市县卫生

防疫、妇幼保健站及工矿企事业单位卫生院(所)90个，共有病床988张，医务

工作人员1647人。医疗设施较完善，技术力量较雄厚，已成为辽北地区的医疗中

心。1982年城乡人口平均寿命70．29岁，比全国人口平均寿命69岁高1．29岁。

体育事业蓬勃兴起，体育设施较为完备。建有设备先进，规模壮观的铁岭体

育馆，容纳万人的人民体育场及各类体育运动场所331处，为培养优秀运动员，开

展各项体育竞赛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常年坚持体育锻炼的人数

达5万余人。被授予国家级教练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健将"称号的210人，

中小学体育达标合格率达91．5％。国家竞走队队员阎红(原铁岭三中学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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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国际竞走比赛中创两项世界最高纪录，为国家和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

科技事业方兴未艾，硕果累累。银州是辽北科研力量较为集中的城市区，有

各类科技人员4154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1642人。这里有农业、畜牧、林业、

水产、化工、水利、橡胶、粮食、农机、公安等12个较大的市属科研机构，在全

国和省内都有一定的实力和知名度。从1980---1986年i这些科研机构获市以上科

研项目奖135项。其中市农科所培育的“铁丰18号’’大豆，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市公安局科研所发明的“颅骨身源鉴定仪’’获国家发明

二等奖，并获国际尤里卡发明奖。这里还有市、区、县属科技协会23个；一些工

业企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科研机构，多年来完成大批的科研项目，在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计划生育工作，列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提

高了人口质量。1987年计划生育率达99．86％，比1982年提高3．16％，出生率达

15．91‰，比1982年下降3．29‰；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2．37‰，比1982年下降

2．9‰。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可喜成果。1980年以来，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

抓了精神文明建设，城区广泛开展做文明公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活动，取

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1987年全区涌现“五好家庭’’45625户，占全区总户数的

75％，其中，区级643户，市级132户，省级12户，国家级2户。创省、市、区

级文明单位147个，南马路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三优一学"文明路。一个讲文

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

解放后，银州的翻天覆地变化，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给银州的发展又注入了

新的活力，在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开拓前进。如今，呈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一个工业基础雄厚，农业资源丰富，科技人才汇集，文教事业发达，商品

贸易昌盛，城乡建设兴旺，环境整洁优美，社会安定团结的崭新的城市区。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银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建设日趋

繁荣，人民生活丰足殷实，美丽富饶的新银州，必将在改革和开放的滚滚浪潮中

崛起，成为文明、整洁、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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