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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个寒暑，在区志工作人员及各方的热情支持下，广征博采，勤奋笔

耕，《弓长岭区志》终于问世。，’， ：． ： ，

本志以马列主义、t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从历史、’

现实、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客观地记述了弓长岭

的区情全貌。特别是着重地记述了建国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走过的艰

巨历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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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弓长岭区志》，可以更好地认识弓长岭的过去，’从中受到启迪和鼓

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弓长岭人民有着辛酸的苦难史、英勇的斗争史和胜

利的发展史。近百年来，帝俄的入侵，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兵燹匪患；给弓长

岭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全区人民为解放弓长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

了可歌可泣的业绩。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在本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今天，她正以新的姿态，屹立在辽阳大地，为祖

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做着应有的贡献。

《弓长岭区志》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弓长岭区情集著。它对亲身为新中

国诞生而进行过百折不挠斗争的前辈和曾参加祖国四十年壮丽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人来说，阅读这部历史记录，将会从中感受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误的教

训，更加增强信心和力量。对于和新中国同步成长的青年一代，可以从中看到

旧中国的贫困与落后。缅怀老一辈创业的艰辛，回味今日的幸福生活，益发加

深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之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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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长岭区志》的出版，是全区人民的·件大事。区志为我区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我区今后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

设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进一步促使全区人民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为建设

一个文明、富庶的弓长岭，谱写出新的篇章。‘。’ ，
。， +。⋯ j

：借此《弓长岭区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政府，向为

《弓长岭区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辛勤汗水的各级干部、工作人员，以及为编

志提供大量资料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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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弓长岭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一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区情，总

摄全书；大事记，记述弓长岭地区有史可查的大事、要事；专志各编，展现本

地区各项事业的面貌及其发展规律；附录，是本书的结尾，记叙一些需要单独

说明的问题。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专志各编则

分章节记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定在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元

年)，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87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五、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入传者均为已故的、在本地推动历史

前进或阻碍历史发展、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人物。

‘六、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七、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如需对j1《{，则将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 。

本志所称解放后，指1948年10月全地区解放之后。．．， ·‘：
．：

”

I，八、称谓书写，各种事物的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

次出现时采用简称。如鞍钢矿山公司弓长岭铁矿，简称弓长岭铁矿。由于弓长

岭区成立以前隶属关系复杂多变，为记述方便，建区前一律称为弓长岭地区或

全地区，建区后称为弓长岭区或全区，如果记述时兼含建区前、后，则统称弓

长岭地区或全地区。
‘

，’．。

． 九、数字写法，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专用名词、固定词

组、星期，会议名称、，习惯用语等，则用汉字；为保持文字美，单独使用的一

位数字，使用汉字，如两天，三年等。 、
．， 一。-√．，：：、．1-。‘：■

十、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馆藏籍、历朝旧志，．历史文物和有关

专业部门，知情人或当事人，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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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长岭，位于辽宁省中部，’辽阳市东

南，直线距离25．5公里，东北距本溪市34

公里，，西南距鞍山市64公里介于东经

123。147至123。32 7和北纬41。02至41 051 7

之间，区境南北长25．78公里，东西宽

24．45公里，边境长l 10．06公里。总面积

285平方公里。．

。‘弓长岭，历史悠久，山川I壮丽，群峰

竞秀，适于开发生息。从安平南山和北

沙，土坎遗址发掘证明，早在四千年前新

时器的晚期，先民们就在这里洒下辛勤的

汗水，逐渐形成部落。秦汉以来，在漫长

的岁月里它历属辽东郡襄平县，辽东卫、

辽阳县。解放后，几经变迁，1984年5月

1 0日经困务院批准，将原辽阳县的安平

乡、安平镇和弓长岭镇划归辽阳市区，同

年7月24日，9万余人口的弓长岭区诞

生．

全区总人口90，872人(1 987年末)。

有汉、满，回、壮，蒙古、朝鲜、维吾

尔、俄罗斯、锡伯等九个民族。区辖三个

街道，两个乡，64个居民委，27个村，

l 20个村民组。． a·j 7、

弓长岭，地势呈南高北低，为山区丘

陵地带，’属长白山余脉。区内山峦起伏，

呈带状走向，中间谷地土质肥沃，汤河，

太子河流经这里，哺育着良田沃野。区内

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最高气温38℃，最

低气温一33．7℃，平均气温24．7·。c。

、弓长岭，自然资源丰富。境内山岭逶

迤，沟谷幽深，铁矿石贮藏量达17．7亿

吨，为鞍山钢铁公司的重要原料来源之

～。．．此外，，区内还盛产大理石、石灰石等

建筑材料。汤河岸边的冷泉、热泉，是我

国目前发现较大的天然矿泉，日涌量2，600

吨，年流量94万吨。温泉水温72℃。泉水

透明晶莹，呈弱碱性，含氡量最高可达

1，820埃，超越国内名列前茅的陕西临潼华

．
清池温泉和汤岗予温泉，可谓鹤立鸡群。

冷泉清澈见底，水温11℃一1 3℃，属含锶

和偏硅酸钙型低化矿泉水，并含有：锂、

钼，硒、氡等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成

份。毒理指标、感观指标和细菌指标均符

合我国生活饮用水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饮

用水水质准则。其中硒具有抑癌、抗癌作

用，长期饮用可治疗消化系统，心脏、贫

血等疾患。汤河冷泉含硒量适度，是一种

开采价值较高的珍贵天然矿泉水，可作为

瓶装天然矿泉水和配制饮料生产用水。

水，构成弓长岭一大天然优势，座落

予境内的两座水库，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于崇山峻岭之中。汤河境内的汤河水

库库容量5．9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可达43

万亩，每年为鞍钢、辽化、弓长岭铁矿和

弓长岭选矿厂提供工业用水一亿立方米；

养鱼800万尾。库区周围满目青山，风景

秀丽，景色宜人的风景区，山水相映，四

季变幻莫测，仿佛五彩缤纷的画廊呈现眼

前。这里享有盛名的仿古建筑居就山馆、

龙门胜境等景观，傍山依水，吸引着中外

游客，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

参窝水库，库容量7．91亿立方米，可

控制河水面积6，1 75平方公里，占太子河流

域的44％，，可灌溉水田70万亩，年提供工

业用水1．12亿立方米，年平均发电量8，000

万度。这两座大型水库的建成，7对于提高

防洪能力，建设鱼米之乡，支援工农业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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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挥重要作用。

全区农业自然条件良好，气候适宜，

水源充足，土质比较肥沃，为发展农林牧

副业生产提供了有利因素。然而，在旧中

国由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耕

作技术落后，粮食亩产仅百余斤。遇有严

重水旱灾害，田毁禾焦，颗粒无收。不少

村庄田地荒芜，饿殍遍地，背景离乡，逃难

者逐年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

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

从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枷锁中解放出来，

激发了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经济体i剐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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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7年

粮豆总产达704，601吨，蔬菜22，743吨，农

村居民人均收A．508．5元。

弓长岭的工业，在旧中国发展十分缓

慢。日伪时期，工业企业只有弓长岭铁矿

一家、手工业作坊l 5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接管了弓长岭铁

矿，经过近40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鞍

山钢铁公司的主要铁矿石基地。是全国有

名的大型铁矿之一。同时地方工业也得到

发展。特别是弓长岭区人民政府建立后，

工业企业生产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从实际出发，发挥本地自然优势，对

小企业实行一系列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

工业生产得到发展。J987年末，全区工业

生产单位计198个，职工5，429人。工业总

产值实现3，070万元，利润实现178万元。

主要产品有焊管，水泥制品、红砖、

镁砂，节能设备、落地钟、工艺玻璃、

饮料，食品、服装、鞋帽等十余种。全区

有三项产品填补了省内空白，初步形成了

≮泉饮料、落地钟、用电保安器等一些有

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

全区解放前，乡间多为阡陌小路，交

通往来不便。解放后，筑路业日益发展。

1987年末，公路总长为42．5公里，其中，

省级公路，县级公路、乡级公路陆续建

成，并有黑色路面纵贯全境。随着经济的

起步，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987年

末，境内已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八百余台

机动车辆奔驰于城乡之间，客货运出现一

派繁忙景象。

建国后，弓长岭商业发展令人瞩目，

商业网点逐年增加，规模不继扩大。1987

年，全区有零售网点510个，其中，国营

商业42家，供销商业3家，其它集体商业

10家，个体商业455家。从业人员2，1 33人。

农贸市场七处，年成交额451万元。全区

社会商品零售额3，810．27i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弓长岭对国家

的贡献越来越大。1 987年，全区财政总收

入553．9万元，比l 985年增收81．7％。

文化教育事业，在旧中国极为落后，

广大群众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建国初期

开办了识字班，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狠抓

中、小学教育。38年来，国家只j于教育的投

资逐年增多，扩建、改建、新建一批中、

小学学校，劳动人民子弟都有就学深造的

机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区中心小学被

列为全省重点学校之一，安平乡三星中心

小学的音乐课教学改革，得到国家教委的

重视，被定为中央音乐教材编写组的试点

单位。全区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一文化事业已向广度发展，有线广播

站、电视转播台相继建立，装备一新。区

有文化馆，图书窒、电影院，7各乡街还建立

了文化中心，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38年来，全区医疗卫生事业也有明显

发展，人民健康水平逐年提高。解放初

期，全区仅有卫生所一处，且无病床，医

疗水平落后。截至1987年底，医疗卫生

院，医疗所已在各乡发展起来，医疗设施

逐渐完备，各村均有民办卫生员。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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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不断更新，医疗技术不断提高。计划生

育工作成绩显著，1986年团山街道被评为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全区群众体育运动比较活跃，先进集

体不断涌现。1986年，安平乡三星小学被

辽宁省体委命名为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I 987年区初级中学被辽宁省体委、教委命

名为冬季体育活动先进集体。

科技工作成果显著。至1987年底，区

级专业学会、乡科协、村级农民专业研究

会、村科普小组等相继建立。科研项目遍

及工业、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个领

域。汤河乡小安平村进入省级科技示范村

行列。’这些成果已在工农业生产中收到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

为改变城区面貌，建区后投资899万

元，新建和补建黑色路面，架设桥梁，城

．区道路骨架基本形成。主要街道红房绿树

相映，多层多样的楼房鳞次栉比。居民

楼、办公楼、商业楼布局合理，特色鲜

明。

全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

的杰出成就一一展示，先进典型和先进人

物不断出现。1986年，涌现全国先进典

型3个，省先进典型5个，市先进典型26

个，区文明单位59个，先进单位25个，五

‘好家庭、双文明户、文明楼，精神文明先

进个人也不断出现。

现在，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团结一致，全力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进一步建设繁荣、

富庶、文明、美丽的弓长岭而拚搏。

n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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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设置大安平邮政代办所。

1 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1月23日 开办弓长岭金矿。

1 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7月 在沙土坎村建立全地区第一所

小学堂，有一个教学班，50名学生。

1 909年(清宣统元年)

5月13日 姑嫂城一带，和硕豫亲王

多铎王府地很多，该王府派委员冯某、范

某等三人前往清丈。到姑嫂城，有一农民

反抗，持刀将该委员等扎伤，村长将其逮

捕，后果不详。

1 91 0年(清宣统二年)

11月24日 大清邮便局于大安平增设

分局。

1 91 4年(中华民国三年)

1月12日 姑嫂城壮丁刘长惠等根据

公民保产会宗旨抗交和硕豫亲王多铎王府

的租税。

1 91 6年(中华民国五年)

3月 I；I本勾结辽阳于冲汉，以中El

合办为名，成立振兴铁矿无限公司。

1 91 7年(中华民国六年)

8,e181日奉天省财政厅呈农商部，

主张批准饭田延太郎对弓长岭铁矿开发的

申请。

12月23日 中日签定《中日官商合办

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契约书》。

1 91 8年(中华民国七年)

12月23日 所谓中日官商合办的弓长

岭铁矿无限公司成立，股本为100万日元。

l 919年3月开采，1921年12月24日，农商

部发给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正式执照。’

1 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辽阳县将1 1 1个区并为104-区，大安

平为第四区。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7月6日 大雨如注，山洪爆发，大安

，平等村田庐被淹。

1 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7月15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十六路军

在辽阳石场峪成立，约有三、四千人，分

团、营、、连、排组织，杜界雨任司令。

8月 东北抗日义勇军十六路军攻打

安平区，赶走伪区长。从此，安平区成为

十六路军根据地。

9,eJ23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十六路军

在游击沟攻打日军茂木旅团，毙敌指挥官

大行李等11人，伤敌10余人，缴获一些枪

支和粮食。

1 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2月10日 饭田延太郎同意将弓长岭

铁矿一切权力转让给昭和制钢所。

拿月31日 《满日合办弓长岭铁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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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契约书》签定。

4R 1日 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在新京

(长春)成立。，一

7 ”’ ‘

：t

1 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1月 鞍山昭和制钢所动工修建从辽

阳至弓长岭采矿所专用铁路，同年12月1

日竣工通车。
’”

一
E’t

、}

I‘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10月1日 弓长岭铁矿向南满铁道株

式会社提出该矿储量达两千万吨以上的报

告。 。、．

，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T2,q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成安平至

本溪一段铁路。 。‘

同月 建立安平火车站，站址在安平

村北，利用弓长岭采矿所板房营业。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4月27日 日伪当局在弓长岭设立矫

正辅导院。周围设电网、岗哨，院内架设

两挺机枪看守。规定s “犯人”逃跑，打

死一个赏钱lo元，活捉一个赏钱20元。并

强迫被抓去的“政治犯拶、“经济犯"，
一 “思想犯"、“嫌疑犯”充当劳工，服苦役。

12月1日 日伪当局发布《矫正辅导

院令》，加紧对“犯人"的镇压。

．同月 弓长岭矫正辅导院，一矿洞40

余名“犯人班不堪迫害，举行暴动，把四

个辅导警打死后逃跑，有一人被抓回。

同年 弓长岭采矿所100余名女工，

为反对日本人兹木无故打伤女工韩素梅而

举行罢工，迫使日本人答复工人要求：给

受害者治疗，并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工人。

1 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 。

’

、

，4月，j弓长岭铁矿30名养成工举行罢

工，要求增加工资，被日本守备队追回上

班，当时有lo多人被枪杀。另有一次30多

名辅导工集体逃跑，20多人被枪杀。 。’}

12月 弓长岭采矿所二号洞口，30多

名特殊工人，砸死辅导警后暴动。 。

‘
、’

P
。，．一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一

’12月 东北人民自治军进驻全地区，’t

建={z安平区民主政府。
．。、‘

√ ，+㈡

1 947年(中华民国三+六年) t

1 2月 全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
。

主土地和浮产，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

贫下中农。 ‘．。

’

}

1 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4月 安平区中队队员贾彬在黑峪村

光荣牺牲。同年末，为纪念贾彬烈士，辽

阳县政府将黑峪村更名为贾彬村。

7月16日 国民党政府五十二军进行

反把倒算，残酷迫害农会干部及其骨干。

安平区一次被杀10A．，致伤9人。

同月 全地区发生蚜虫灾害，上万多

亩高梁受害，损失粮食50多万公斤，
10月 全地区全境解放。

12月 建立安平税务所，执行东北行 ·‘

政区税制，征收货物产销税，营业税，工

商所得税和摊贩营业税。 ?+。，
‘

‘i · ：t，

I，， 1 949年 。o’

．+ {：‘

6月 弓长岭铁矿修复，开工生产0
，：

．1 950年．，r ，

，．

4R 12日 弓长岭矿区划归鞍山市， ．

建立鞍山市第五区公所。

。5月 全地区早情严重，许多地方水 ，

井干枯。

春部分农民组织临时互助组和常年，．

互助组。 ⋯一，’’
’．

★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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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成立辽阳县供销社第十区办事

处卫生所。有医务人员五人，医务室两

间。’

1951年

7月 建立辽阳县第四中学(安平中

学)，为全地区第一所中学。校址在安平

村原小学校舍，有6个教学班，1 50名学

生，31名教师。

8月 掀起反票证贪污运动。

同年全地区人民参加辽阳县组织的

抗美援朝随军担架队和大车运输队，捐献

飞机大炮款40余万元。同时，有百余名青

壮年踊跃参军。

同年全地区出千余名民工，扩建辽

阳机场。’．

1952年

1 2月 全地区对农村土地、房产变动

情况进行登记。 ，

同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

同年 安平区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

· 1 953年

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张澜到

‘参窝水库视察建设状况。

6月发生虫灾。 _

同年发生风雹灾害。全地区开展募

捐活动，救济灾民。

同年 鞍钢弓长岭铁矿在杨木山俱乐

部建立广播站，开始发展有线广播事业。

同年 弓长岭铁矿在柳河汤的洼塘地

兴建第一个温泉疗养所，供患者水疗。
．：

1 954年

4月1日 干部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当

地立即贯彻执行。
1 2月 辽宁省水利局局长刘宗义等到

安平区视察。

同年建立安平农林畜技术服务活。

1955年

8月 中央内务部部长曾三到安平地

区视察。

，冬安平区成立财会辅导站，并建立

“三社"(供销社、信用社、农业社)会

计网。

同年全地区农村全面掀起农业合作

化高潮，以村屯为单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

社，入社农户达98％以上。

同年发现汉代辽东郡居就县遗址。

1956年

春建成安平灌区，主渠道长1，800

米，可灌溉水田300亩。

5月 辽阳县小型民用灌区符理所在

安平成立。1 958年底撤销。

7月 鞍山市第五区公所撤销，改建

辽阳县弓长岭镇。

同年 将所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

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一村一社，

小社并大社。取消土地分红和部分生产资

料私有制，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集体

所有制和按劳分配。 ，

1957年

12月 全地区教师集中到刘二堡，参

加反右运动，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反共产党

反社会主义言论。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

的。但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全地区有

五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开

除公职，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 958年

6月2日 汤河水库工程开始施工。

9月21日 成立安平人民公社，辖区

扩大到今辽阳县小屯镇和孤家子乡。’

秋开展48小时的农田秋季深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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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比武打擂，·昼夜翻几万亩农田。

同年 安平畜牧兽医站成立。

^

‘
。

1 959年

’"月 开始修建安平火车站至寒岭火

车站复线，1973年正式通车。

同月 安平火车站由四等站晋升为二

等站。 ．．

同年安平中学被评为辽宁省先进集

体，教师刘龙章出席全国第一次文教群英

大会。
。

1960年

6月，经辽阳市人民武装部批准，鞍

钢弓长岭焦化厂工人雷锋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

8月4日 全地区遭受严重水灾，：淹死

1 5人，损失农作物和物资等价值达282．1

万元。灾晴发生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

民生产自救，并发放救灾物资。

9月 弓长岭铁矿焦化车间两座50孔

焦炉建成投产。

10月 弓长岭选矿厂12个磁选系列全

部建成。

同月 开展生产整社运动(又称“落

改，，)。该运动十分残酷，，在三星村设收

容所，冤案遍及各村。1961年10月对运动

中被错定为四类分子和错误处分的人，给

予甄别平反。

．同年农村闹饥荒，村民中营养性肤

肿病流行。， ‘

一1li

196]年

3月1甘生产整社结束。．

4月1日 撤销安平区。安平，小屯，

孤家子分别成立公社。 ’’+‘：

’7月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王良列安

平公社视察。 ’，’ 。

1 962年 。，

1月1日 弓长岭镇和安平人民公社分

治，同属辽阳县管辖。

．．

；‘

1 963年 ；，

10月 安平公社10个村发生牛口蹄

疫。 ⋯?}。

同年蚜虫危害严重，用“1605"农

药防治，基本消除虫害。 ’。+：一o
，

‘’‘’j ‘．∥
+， 1 964年”． ”

10月 大批工作队下乡，开展面上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同年 三官果园，松泉果园建成，以

梨树为主要树种。。 ．·

1965年

4,eJ 团In烈士墓竣工。同月5口举

行隆重的万人迁墓仪式，在辽沈战役中牺

牲的于喜毫等烈士墓由何家村迁入团山烈

士墓地。 一’

1 966年

8月 全地区开始“文化大革命锣。

红卫兵组织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机关

干部，纷纷走向街头，横扫四旧(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接着到

处串连，学校停课闹革命。各村人民被卷

入“四大活动"(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辨论)。’．． ，

一

同月 辽阳市将汤河温泉和汤河水库

一带开辟为风景游览区。 i 。‘

，， ， jj
’1

．。‘。1 967年 ，；

1月’t r一批解放军指战员驻农村社队

“支左"。 ， t一‘

4月 全地区推广播种“遗杂二号"

高梁。1{5 一 ： ·，’．j·t‘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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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沈环线辽阳——安平段汤河大

桥建成通车。 一

，

r
。 ：-

．’ ；

1 968年

3月 弓长岭镇革命委员会成立。

9月 辽阳市部分中等学校三届毕业

生前来本境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

．11月2日 辽阳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修

建汤河水库移民安置工作通知，当地政府

统一安排，库区居民动迁。

同年辽阳市汤河温泉职工疗养院建

成o ，：

1 969年 ．

7月 在石桥子，南沙土坎分别成立

两所初级中学。

9月 汉代辽东郡居就县城旧址，因

汤河水库蓄水被淹。 ·

12月’汤河水库竣工，水库总容量为

5．．98亿立方米，可灌水田30万亩。粘土心

墙，大坝长455米，高48．5米，顶宽6

米。

1 971年、
』 、

，． 秋北沙土坎村发生森林火灾，过火

面积300亩。’ ．f．

．：， ，． 、‘

，·11 1 972年 ，
一，

5月16日 全地区遭受晚霜危害，蔬

菜、棉花受冻，造成大量死苗。

7月1日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

人及其随行人员，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

龙、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和沈阳军区司令

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等陪同下，

参观参窝水库。 ，，

’11月1日 参窝水库主体工程建成，

并落阿蓄水。最大库容量7．91亿立方米∥

1 973年

3月14日 汤河水库4．4千伏高压线发

生电路事故。 一‘：

12月26日 汤河温泉职工疗养碗建成

投入使用。该工程始建于1 971年，建筑面

积为3，600平方米。设床位200张。

：

1 974年

10月5日 参窝水库发电厂竣工投产，

装机三台，发电能量为3．72万千瓦，年发

电量为8000万度。

1975年

2月4日 海城、营口地震波及全地

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抗震救灾。

11月25日 晚7时35分，安平公社姑

嫂城大队在俱乐部举行文艺汇演时，存放

在俱乐部的千余斤废梯恩梯炸药爆炸，并

引起火灾，当场死亡126人(其中少年儿

童99人)，烧伤82人。

同月 弓长岭铁矿第二选矿厂建成，

并进行系列试生产．。 。一

1 976年，
， “：

北沙大队伤寒病大流行，辽阳市÷县

及全地区医院均组织医疗队，赶赴发病地

点，控制传染病的发展和蔓延，。做到短期

内拔出病源。

‘同年辽阳市文物管理所，在安平南

山发掘出属于更新世中期的古生物化石22

种，其中有50万年前的大量梅氏犀牛化

石。 “J

+1 977年 ’～‘、i

，
，。 。 ’： ，

全地区开始进行黄牛改良，使用法国

“夏洛来”牛冷冻精液配当地黄牛，使黄

牛体重、产肉率增加。 ：?，!一√__．1。



大 事 记

1978年

lO月 鞍钢弓长岭铁矿建一座米波电

视转播台，开始发展电视事业。1
_‘

同年 安平中心小学被定为省重点小
～

学。 一。

1979年

曾军(现为区文化馆副馆长)创作的

油画《园丁》参加辽宁省美术展览并获二

等奖，同年参加全国第五届美术展览。

1 980年

春安平公社四方台大队第二生产队

干部和社员，’在全市农村中首先把土地承

包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

就摆脱了“有分无钱”的困境。

e,q 成立辽阳县第四高级中学。

同年进行农业资源普查。

1 981年

7月 全地区发生严重松毛虫灾害，

使林、蚕等受到危害。．，

12月 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安平

镇阿安平人民公社分治。。
’

+‘

．J

● 。

、

． 1 982年 -二

。

：

t0PJ 25日 安平税务所被辽宁省人‘

民政府命名为先进单位。

同年安平供销社被辽宁省人民政府

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

：．、’‘¨：。1 983年
’ ，

l’ ’p一一

’春，安平供销社石桥门市部农药库爆

炸，死亡一人，损失金额16，000余元。

·5月5日，安平中学被辽宁省总工会，

省教育厅命名为“五讲四美一、为人师表

活动先进集体。 ．o：

e,q 15B石桥子中学被辽宁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省计委，省经委命名为勤

工俭学先进集体：

10月 按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农

村机构改革，恢复乡村建制。将安平公社

改建成安平乡，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

改为村民小组。 、． ·．

11月 汤河风景区被列为省级风景名

胜区。 ’。

’|

同年 弓长岭选矿厂与弓长岭铁矿分

治，独立为正式县团级单位。_
j 。

‘j

1 984年 ．、．

，

5月10日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辽阳

市弓长岭区。 ；1

z

7月16日 中共辽阳市委、市人民政

府在安平镇召开现场办公会，成立建区筹

备领导小组。 。‘

同月24日 在安平影剧院召开弓长岭

区成立大会，宣布成立中共辽阳市弓长岭

区工作委员会和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政偻

筹备委员会，辽阳市弓长岭区正式成立。，

自此，区直各部门陆续组建。，

、9月14日 汤河乡四方台村发现美国

白蛾，受害植物35种，8，000多株，受害

面积24万平方米。 ， 叫，!

同月23日 经省、市防治美国白蛾指

挥部鉴定，汤河乡四方台村被定为疫区。

此后，通过采取人工捕杀和药物防治相结

合的办法，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

同月24日至25日：召开中国共产党辽

阳市弓长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依法选举

产生了中共辽阳市弓长岭区第-届委员会

和中共辽阳市弓长岭区第一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 ．!．。㈡√ ．’．。 +，；‘i÷

同月 安平国营饭店冰果店发生火灾

事故，烧毁五间房屋和部分冷冻设备，损

失金额一万余元。·，·， ‘： “，

_柏月2re至_29．日召开辽阳市弓长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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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和区人民

政府，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阳市弓长岭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依法选举产生了区政协第一届委员

会。本届人大和政协，各举行四次会议。

同年翁家大队约100人食物中毒，

经过医务人员昼夜抢救，全部脱离危险，

痊愈出院。

1 985年
．；

‘

2月6日 区委、区政府召开1984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表奖特等劳动模范一人，

劳动模范1 1人，先进工作(生产)者8 7

人，先进单位52个。

3月24日 区纪委召开纠正不正之风

动员大会。

同月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举办为期

三天的农业技术学习班，听课者达300多

人次。

4月2日 动工兴建团山公园，占地面

积3．9公顷，园中植常绿树和落叶松3，30u

棵，栽花1，800株，造花坛四个。

同月16日 区委召开第一批整党单位

党员大会，进行整党动员，从此机关整党

开始。

同月20日 辽阳市水和局投资一万

元，’在三星村开展小流域治理，治理面积

达3，200亩j’
’

同月 在四方台村设立美国白蛾疫情

测报点，组成专业队伍，开展综合防治工

作o．． ·．

～4

5月20日至22日，举办弓长岭区第一

届中小学田径运动大会。． 。，

6月16日 参窝水库大坝加固防渗工

程开工。i-；。、· ·．

8月19日 受九号台风影响，暴雨成

灾。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2，000多亩，

其中1，200豸；亩绝产，2，000户居民屋内进

水，17，ooo多延米道路被冲。

10月15日 区委、区政府召开抗洪抢

险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单位五个、先进集

体1 9个、先进个人96个。

1986年

4月7日 区政府民政局在全区最贫困

的汤河乡瓦子村建立扶贫、扶优基金会，

得到市政府和省民政厅领导的肯定和赞

扬。在同年5月28日召开的全市“双扶"

1：作会议上介绍这一经验，并在全市推

广。

5月26日至28日 举办弓长岭区第一

届全民田径运动大会。： ．

6月5日 区人民武装部移交区委、区

政府。

同月26日 中共弓长岭区委召开／,／三

优一先”活动总结表彰大会，表彰两个先

进党委、1 1个先进党支部、43名优秀党

员。

7月3日 成立辽阳市弓长岭区志编纂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同月8日 弓长岭机械厂研制的STQ

—l型手动叉腿式液压起重车通过省级鉴

定，填补国内空白。，
‘

同月9日 安平乡发现美国白蛾，唐

槭，榆、海棠、樱桃等1 3个树种，532株
树受到危害。

9月 成立弓长岭区职业高中，三个

教学班，95名学生，’16名教师。

10月6日 区民政局被评为辽宁省殡

葬改革先进单位。

同月15日 弓长岭节能设备厂与沈阳

市辽沈电工器材厂研制的JD—K1交流电

机轻载节电器通为市级鉴定，．填补省内空
白。 ．，

同日 辽阳市规划处和鞍钢矿山公司

编制完成《弓长岭区城区总体规划方

案》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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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分

卷·辽阳市弓长岭区资料本》问世。

10月 区政府办公楼建成并交付使

用。 ：

11月27日 汤河乡望宝小学发生火

灾，三个教室被烧。
‘

同年 弓长岭铁矿第一中学美术教师

谷忠实创作的版画《矿山旋律》和《春

日》，分别获得辽宁省美术展览优秀作品

奖和省教师画展一等奖。

同年团山街道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

先进单位。

1987'年

4月23日 弓长岭区颁发居民身份证

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颁发居

民身份证工作在全区城乡陆续展开。

6月 在安平乡三星村采石场发现溶

洞，洞内有虎、鹿、狼、牛等哺乳类动物

化石。

8,q 19日至21日 召开辽阳市弓长岭

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

选举产生第二届区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

府，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阳

市弓长岭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依

法选举产生区政协第二届委员会。至同年

底．本届人大和政协各召开两次会议。

9月28日至30日 召开中国共产党辽

阳市弓长岭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依法选举

产生中共辽阳市弓长岭区第二届委员会和

中共辽阳市弓长岭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

”月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分

卷·辽阳市弓长岭区资料本》被中共辽宁

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民间文学“三集成"

办公室授予一等奖。

同年 团山街道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命

名为文明单位。

同年汤河乡小安平村被辽宁省人民

政府评为科技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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