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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商

编写《街道志》是一项新的任务。其作用是为后人作借鉴或作为

地方性的文献资料所保存。本册虽名为《大南街道志》，但实际上仅

仅是第一次汇集本地区的各方面资料，加以整理，作一记载而已。按

上级“追述百年”的要求，还不够，而实际本志只是记载1948年一一

1985年，三十八年的历史。

‘编写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资料难得。经过十年动、乱，原有的

典籍均按“四旧”所毁掠。就是解放后的资料也多数散失。寻求当事

人，也大都是，人在事志：没有确实的依据和确切时I'4。按照厚今薄

古，实事求是，宁缺勿滥的原则，尊重史实，对一些情节和数据，也

只能根据现有记载，分别理入有关章节。
。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章节安排，文字修饰等方

面存在不少问题，再加上部分资科缺乏足够的考证，疏漏、错误之处

一定很多，望阔参的同志们不吝指正。

一九A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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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大事记



历史大事记

l 9 4 8年

1 1、 2、沈阳解放，大南地区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欢欣鼓舞，

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一 、

1 1、2、街道保留保甲制。
‘

‘

’

1 9 4 6年
’

一 ‘

3、成立沈河区清洁队，系全区最早的管理环境卫生的机构，是．

今天沈河区环境管理局的前身。驻大南街四段路西。
’

．

5、4、根据三月十二日市政府“关于废除保甲制，建立民主街

公所和居民小组的命令”，建立慈恩街公所，田沃任街长。

10、 1、组织秧歌队和群众队伍；参加集会和蔚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诞生。

1 9 5 0年

4

2、 1、根据市政府指示，撤销慈恩街公所，由沈河区政府派民

政、防空干事，与大南边门派出所合署办公，共同负责卫生， 民改

和安排防空等工作。

12、政务院颁布第一部婚姻法，辖区开展宣传实行男女平等。一

一6一



夫一妻制的重大意义。

l 9 5上年

1、 宣布保甲制的罪恶，，发动群众批斗罪大恶极。的伪保长孟子

健，提高全民阶级觉悟，热爱新政权。

6、 向全民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

6、 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同时开展拥军优属工

作，支援抗美援朝。
’

1’9 5 2年5

8、 沈阳市军民开发南运河，兴修万柳塘湖，洞水流经辖区东

南部一公里，河岸造林，环境改观，并以此取地名为沿湖里、林翠里。

8、． 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污物，进

行全民性挖蛹灭蝇活动，反对细茵战。

8、 分三期培训居民组干部，学政治、学业务，结业时发纪念证。

8、 开辟文艺路，宽11米，通过管内的一段，长一公里，是大

南边门内外的分界线。是东连万柳塘路，西结青年大街的交通要道。

1 9 5 3年

，12、 全街居民通过民主方式，选出人民代表5名，出席沈河区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2、 居民组织建立两级制，成立1 2个中心组，下设3 3个居民小组。

l 9 5 4年 ．



10、 成立大南街道办事处，戴哲生为第一任办事处主任。
‘

1 o、 整顿居民组织，由12个心中组，改为12个居民委员会，下

一设33个居民组。

l 9 5 5年

10、 l、 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辖区设立三处粮食供应站，、

街道派粮食干事。，
、

，

1 9’5 6年

4、 手工业作坊走上联合，成立第二铁制品生产社，市小五金

生产社等五处，出现了初具规模的集体工业组织。

11、 成立大南边门街业余学校，开展扫盲工作。

，

． 卫j 9。5。7年 一

一
’

●
‘

4、 ，进行街道地名改革，南北走向为街(大南：：小南、通天街)，

东西走向为路(文艺、文化、滨河)，改40条胡同为62个居民里，．面

积为1．5 1平方公里。 ·
·

．。。

6、 在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时，划定地富、反、坏和阶级异已分

子11名，并批斗管制。。． ．．、 ．

1 2、 由沈阳市山河衫衣厂改称的沈阳市衬衣厂，是管内第一个

国营工厂。各式衬衣远销美、苏、西德等国。

1 9 5 8年

l、、． 沈阳市轻i机械二厂创立，是管内第一个国营机械厂，生产

、

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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