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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使中

这本《鞍山市情摄览)) ，是市志编篓委员会办公室司志扣

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用短短三个月时间，劳精奋笔，编写

商成的。它从历史、现实、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若于鲍

富反映了鞍出的市情概载。特别是着重记述了建国后各条战、

线厨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走过的艰难道路。历史是一百镜子。

从这部书里，可以更好跑了解和认识鞍山的过去，从中受到

启迪和鼓舞。在漫长的5万史长河中，鞍白人司有着辛酸的苦

雄史、英勇的斗争史和胜利的发展史。近百年来，帝俄的侵

略，臼寇的铁蹄，兵费医患，给鞍山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

有军迫就有反拭。东北地区反帝的义和团斗争，最先始于海

城牛庄。抗日义勇军活跃于台安、海城。解放战争时期，又

是凡经征战歼敌的重要战场。

辉主立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下，鞍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监莉，成为祖菌

的重要钢铁工业基地。今天，她正以新的姿态起飞，决心为

祖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本《鞍山市常樨芫)) ，再现了鞍出过去的历史，再理

了慧出成长的过程。这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材料比较翔实

的敦白市情集著，也是未来《鞍山市志》巨著的基础。它对

于亲身为新中国诞生商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老一辈人，和

龟 1 龟



曾参加祖国三十五年壮爵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来说，蘸

看一下这部历史的记录，会丛中感受到成功能欢乐和失误的

教训，更主日增强信心和力量。对于和新中国同步成长起来的

青年人或后来人，可以丛中看到IE中国的贫困租落后，摇怀

老一辈人创业的珉辛，品味今s生活的幸福，益发却深爱祖

国、爱社会主义、爱乡土之情。

《鞍由市情概览》的问世，是锻帮人民能一件喜事。官

有助于我但掌握市情、市力，了解鞍山的过去和现在，对于

我们在i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却远离个文明建设，

将提供可贵的资料和历史的借鉴。寥寥数语，不或其序，谨

此表示挠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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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区

E地理锥量3 鞍山市是祖国的钢部，位于辽宁省中部，

东依千自由脉，西濒辽擂。长〈春〉大〈连〉铁路、哈〈尔读〉

大〈连〉公路纵贯全撞。市区是于东经 122 0 11'-123007' , 

北纬40035'-一位。34气南北长 110.6 公里，东西宽80.6公

里，全撞面军民4 ， 642平方公里，市区面裂622平方公里。市区

为南北带状，街巷多与铁路平转或呈垂直状。市浩设于捷内

偏北 65 公里，北距辽宁省会沈招 89 公里，南距大连 308 公

里，西北接黑山、辽中，东北与辽阳县瞰连，东吉、西南与2

楠岩、营口接壤，西临盘山、大洼和北镇县。

E历史沿革〕 据历史记载，远在汉武帝时期，我国

劳动人民就在鞍由地区发展了土法治娱事业z 辽金时代〈公

元 907一-1125 年) ，鞍出地区的冶轶事业进入援盛对

期，辽太袒梓册年闰〈公元 916 一- 921 年) ，曾于安也

〈古代对鞍山的称谓〉地方，设置铁榷( "撞"，系由政

府经营的专卖机构〉。此后历代相活，冶铁鼓铸延续

不黯z 至费代，定辽六主各设铁场，仍在i宫营军工生产为·

主z 清辑韧年，因辽东系清廷陪都、 "兴龙"发迹之地，要

保护"地踪"、 "地气"商严禁开矿，致使治铁事业停顿将·

近三百年之久，近代以来，鞍由地区开始以瑛代化方法送行

铁矿的开发、冶练。从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建厂至1945年民

• 1 • 



本提降的二十多年间，建成了裙其规模的钢铁企业。东北竞

复后，银大一部分设备被外雷运走，再加国民党政权先后盘

踞鞍山22个月，使钢铁企业遭到严重破坏。 1948年 2 另 19 EJ , 

鞍山解鼓。经过了三年技复和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鞍山面

组大为改翼，鞍钢已建成年产610.3万吨生铁、 671. 9万盹钢

的大型钢娱联合企业，成为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镜基地，享有

"钢都泞之誉。

鞍山虽建市于1937年12月 1 司，但她的边境历史却十分

悠久。有碍"或为郡治或为自治或为府治、路治、卫治，其

建置沿革纷然靡常"。

战理秦汉时期= 这里为燕园的辽东郡，东汉时西部属

辽东属国。秦时，曾在海城县境内置新昌〈今甘泉乡向阻

寨)、辽队(今西四乡三岔河东岸〉、安市〈今八里乡营域

子)三县.在台安境内置险渎县(今新开河乡朱家窑衬〉。

魏晋南北朝时期 s 是中自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摆，从统

一走向分裂。这里从东晋、十六国时属前燕、前秦、后燕建立

的地方割据政权。从北燕开始，东部被高句顶割据。西部先

窍羁北燕、北魏、东魏、北齐。海城县境内，西晋时期，原来

的新昌、辽队〈音雄人安市三县皆废。东晋、十六国后燕光

始四年(公元 40.1 年) ，开始被高句丽割据长达 260 多年。

台安县在西晋时，险渎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旗镜，隶属于平

州〈今辽阳市〉吕黎部〈今义县〉。

F毒唐时期 z 南北分裂的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多民族

的理家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时，鞍山地区为患代安京都护府

的辽捕判都督府管辖。海城县在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 668

年)，置安市颊，属安京都护府管辖，台安县唐时属于营州。

辽金时期 z 辽东地区重新进入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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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辽代鞍白地区属东京辽拥府的海炜、汤判。金代赣由

地区西部属广宁府，北部属辽招清，离部属澄捕。海撞县境

内，辽代呈I搞溟县，为海州南海军的治房，境内有 f由乡

县〈渤海国永丰县〉。据《盛京疆墙考》引过满费!贺，流

考》说，永丰县在今海城县百六十里辽水东岸。析木县，为

铜州治〈渤海屋的花山县) ，均隶属东京道辽5日清管辖。在

金代，金改海州为撞判，辖摇摆、斩本二县，受东京路管

辖。台安县攘，辽代属显判〈治所今北镇西南) J 金代属广

宁府〈今花镇县〉。

元明时期 z 结束了南北分争的局面，辽东地区重又处

于中央政校的统辖之下。元代鞍山地区西部属广宁蔚路，东

部属辽~a路。晓i-t鞍山地区北部属东宁卫，南部属海州卫。

海援基境，如县俱废，改置巡栓司镇，受辽阳路管辖。明代

泣海知卫，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台安县境内，元代属

广宁路，明代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广宁卫。

清朝及民国时期 z 鞍山属奉天府，卖国拐年属奉天省扣

辽沈道。海拔县冀，清j较治元年改设海城县，隶辽阔府管辖。

颠拾十四年辽拥降为安ij，海域隶奉天府管辖z 清代海域的辖

撞较现今为大， "南北百二十里，东西百八十里，周围沿边

线曲折七百八十余里，西南海岸线二十余里，全撞一万七千

二百方里纱，大石桥、营口〈西街}、理庄台、二界沟，都包

摇在海城县的辖撞内。民医拐年奉天改辽宁省，废府置道，

海城改隶辽宁省辽洗逞。 1929年改出辽宁省管辖。 1931年 E

本帝国主义信占东北，海提属伪满奉天告管辖。台安县在清

代启锦州茄管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辽中建县后，八角

台〈今台安县治厨在地〉的东部划妇辽中县。 1913年，八焦台

开始建治，始名台安。 1928年台安隶属辽宁省，日本帝国主

• 3 • 



又晏占东北后，台安先后舆奉天省和锦州省管辖。

满铁附属地及伪满时期 z 在近代中雷历史上，东北人

震曾陷入最黑暗的建民统治时期。 1905年 5 俄战争后，根据s

锻订立的《朴茨茅黯条约)) ，日本帝国主义攫夺了涉戳在旅

大和南满棋路及附属地一切权益，成立了满铁株式会社。"满

-铁η 名义上是经营从妙能手中继承过来的南满铁路，实际上

是全面推行 E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工具。"满铁纱还眩

'即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和各车站霸占大片中国领土，

排斥中自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实行建窝统治。据1928年

报本《辽~a县志》载2 日本帝国主义曾将于由站〈今la堡

站〉、鞍出站、立山站三地前近划作捕属埠，共占地290 ， 80

'7， 088平方米，居住人口为14 ， 973人，其中吕人为5 ， 737人。

又据伪满《大满洲帝国年鉴》厨载 1917年"满铁纱首先于

立出设立工场准备系〈捂筹备工作提掏)，同时捏负鞍山市街

建设。 1918年鞍山制铁所成立，于该研内设置地方系，1920年

设立地方部， 1922 年成立鞍山地方事务所，下辖鞍由、辽

裙、大石棒、瓦房店、营口各区事务所J 1923年各区事务研注

-立。鞍白地方事务所以鞍山、立出及子也(今 i日堡)、汤岗

子附属地为管辖区。在必酣属地η 内实行仔政、司法、军

事、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殖畏统治。在赣出"蹄属地纱，如j

J分浅i闻这、大王区、富土坯、音羽区、大宫区、弱臼区、曙

区、拮区、部音区、明治区、于岁区、松岛区。它还在这里

驻有"关东军鞍出守备弘"、 i'关东军鞍山宪兵队η 、 "关

东厅鞍山警察局纱。 1931年"九·一八纱事变后，东北沦为自

本帝雷主义的疆民边，这里除"满侯甜属地"外，均属纯满

-辽宁省辽阳县管辖， 1937年12月 1 日将辽黯县一部和"满铁

蹄属地纱合并，置鞍山市，鞍由设市自此开始。

· .. . 



尤莫及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 u八·一五n 日本宣告

投降， 8 月 22 日，苏联红军进驻鞍山市。 9 月，我冀热辽军区

第十六军分区五十六吕及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揉造部分干部

和部队，分别进驻鞍出、海壤，并成立民主政府， 11月台安

县茹建立民主政府。 12丹辽宁一专署组成，敦白市受一专署

领导。 1946年 2 丹，成立辽宁二专署，海城臼二专署领导。

4 月 2 日，蒋军新二十二野、十四师自本地区道边，我军撤

出黯山、海域。 4 月上旬，辽宁一、二专署合井，成立辽离

一专署，鞍山、海域自辽南一专署领导。 5 月 25 日，我军攻

克鞍山， 30日国民党驻军一八四师师长潘如端率部起义，解

放海拔。 31 日我军撤出鞍由、海载。 1948年 1 月，根据中共

辽东分局决定，成立牛庄县，同年12月 8 日，撤销牛庄县。

1948年 2 月 19 巨，我军解放鞍山， 6 月成立较山市政菇，归

辽南一专署领导。 10月 6 日，国民党残余武装企图从营口海

路边窜，再次最占鞍出，我党政机关撤出。 10月 3113 ，我军

再度解放鞍山、海域。 1949年 6 月，鞍山市划为中央直辖

市，受东北人民政府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鞍山市辖 2 个接区及 4

个郊区 ;1950年 1 月撤销城区， 5 月将辽阳县的弓长岭区划入

鞍山市。 1954年 8 月 22 日，经中央人民政厨决定，鞍由市改为

辽宁省辖市。民年棍据省政府的决定，将辽阳县XiJ二堡镇及

海城县腾整镇如归鞍山市。 1956年 6 月，将弓长玲矿区、Xil

二堡镇及捷整镇，分别划归辽~E!县和海城县。 1959年挠，根

据全省区茹苦毒整，将辽F日市〈包括辽/)E!县)和海城县如归鞍

山市领导。 1965年11月，全省区如再次调整，将辽阳县、海

域县划出，组辽南专署领导，辽陆市改自辽宁省直辖。 1973.

年 I 月，海戴县又划归鞍山市。 1976年 1 月，台安县划舆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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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

〔行政区划〕 鞍山市辖海城、台安二县和铁东、铁

哥、立自、 113堡四个区。全市有街道办事处54个，县辖镇 3

个，乡 50个，村民委员会942个。

附 z 区街乡镇一克在=

钱东区辖z 、嚣林、胜1号j、钢城、长甸、解放、山南、

站前、和平、对炉、潜南、东长匈等11个街道办事处。

铁西区辖z 患明、八家子、共租、来乐、兴盛、繁荣、

大陆、北南宫、南窝宫等 9 个街道办事处。

主山区辖军友好、中华、自由、双出、工业、立出、太

平、曙光、灵出、深沟寺等10个街道办事处。

1日堡军辖z 东赣山、唐家房、大弧由、千由、按部、宋

三台子、宁远屯、太阳气等 8 个乡 F 旧堡、汤岗子、大孤

山、岳阳河、南地号、七d冷子、塑桃园等 7 个街道办事处。

海城县辖z 海蝶、牛庄、腾整等三个镜，孤山、岔梅、

接文、折木、马风、什司县、牌楼、八里、毛祁、英落、感

玉、西梅、中小、瑞堂、验军、王石、离台、甘泉、大电、

腾鳖、新台子、东囚方台、联庄、东西、西四、望台、沮香

等28个乡。

台安县辖E 台安髓，城郊、新台、富家、桑林、垣洞、

西佛、达牛、新开坷、大张、黄沙培、高力房、韭菜台等12

个乡 z 洪家畜牧场、新华农场、西平林辑、九间畜牧场。

Eλ口民族〕 赣出市陷入口是握着壤市的发展商发展

的。清辑末年，以沙部、立山、八卦沟、长每、四方台、 i日

堡为一中轴线，大约分布着15个材屯，人口比较稀少。 1903

年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通车后，在汩堡区建安出车站。 1906年

括本帝国主义取代了帝穰对南满按路的经营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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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16 年成立"中日合办赣出铁矿振兴无黑公司纱，

1918年成立"鞍自制铁窍纱， 1933年成立 u昭和制锻所"。

鞍出地区逐渐由农村变为都市化的壤市，直至1937年伪满满

国设立鞍山市，人口逐渐增多。 1932年当时人口只有口，508

人，其中中医人10 ， 147人， 13 本人6 ， 881人，朝鲜人474人，

其他外国人 6 人。这时的"鞍山部铁历"的生铁产量只

有 269 ， 494吨。 1937年的总人口为 83 ， 514 人，其中中国人

60 ， 334 人，日本人 22 ， 206 人，朝鲜人 930 人，其他外国

人 44 人。这峙的铁产量为 677 ， 393 吨，钢产量为 535 ， 390

吨。据《大满满帝胃年鉴》记载: 1942 年总人口为

280 ， 285 人，其中自本人 53.661 人，吾系朝鲜人 7 ， 644人，

这时铁产量为 784 ， 280 ß毡，钢产量为 438 ， 040 吨，钢材产量

为284 ， 140吨。 1948年解放时，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

党反葫嚣的破坏，城市人口大蠕度下降，仅有 90 ， 000人。经

过三十五年的建设，我市人口随着生产建设前发展，有了很

大的增加。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地区总人口为

2.516 ， 834 人。其中鞍由市这〈包括铁东、铁西、立出租i日

堡这〉人口为1 ， 214 ， 570人，比1964年增加3饵， 662人，增长

34.07% ，比1953年增加665 ， 634人，增长1.2 倍F 比1949年

增卸工，020 ， 315人，增长 5.3倍。台安县人口为 345 ， 753人，

比1964年增加89 ， 003人，增长34.64% J 比 1949年增如86 ， 57

6人，增长33.40% 。海城县人J:t 956 ， 511人，比 1964年增如

214 ， 361人，增长 28.88% ，比 1949 年增如 324 ， 425 人，增

长51. 33% 。

从建嚣三十三年全市人2发展变动的恙趋势看，前15年

增长较快，后18年增长速度逐渐放慢。1?(1964年第二次人口

普查为界，前15年人2平均每年递增38.2%。其中鞍山市区

• 7 • 



平均每年递增108.1兑。焉18年人口平均每年递增15.6%0 ，其

中鞍山市区平均每年递增16.4%0。全市总人口增却的主要原

囡=苔先，由于"一五"计是i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净迁

入18万人，占这个时期增加人2的36%。"二五"计划时期和

"调整纱时期为支援全嚣各地经济建设，我市迁出人口大

于迁入。 1977 年至 1982 年期间由于落实政策，净迁入又增

加 10.8 万人。三十三年中，我市净迁入 15.5 万人，占增加

人E的 10.8%。其次，建国三十三年来，我市出生人口

168.6万人，死亡人口40万人，自然增却128.6万人，占增加

入口的89.2%。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

民的吉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由 1970年的 20.75%告，降到1980

年的6.96始。

市镇人口分布和密度比全国全省都禹。从1983年人口普

查看，全市市镇人口为1 ， 408 ， 46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6% ，

哥全国市镇人口仅为0.68% ，全省市镜人在为9.31%。我市

的人口密度也是较高的，全市1982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542人，其中鞍由市区每平方公里为1 ， 953人，哥在城区人口

中，人口密度更稠，教东区每平方公里高达25 ， 009人。我市

前人口密度比全盟、全省的每平方公里105人、 245人，分别

多437人和297人。

全市人口的文化程度远新提高。全市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人g花重增大，小学及文盲人口比重减少。在全市 6 岁以上

人口中，小学人口最多，占37.30% ，其7x是初中文化程度人

口占36.87% ，文盲半文言占14.38% ，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

最少，仅占1.20%。高中文化程度人口也只占)0.25%。混

在人民的文住结构是s 攘市人口的文化程度富于农村，青年

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中年，文盲率女性高于男性，老中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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