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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_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街志工作，是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

务。通过调查研究，如实地记载本地区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

现状，为编写市、区志提供翔实资料，为市、区和本地区建设事业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提

供乡土教材，也为后世保存史料。以促进大西地区的振兴与开发，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没中贡献力量。

编写本街志，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摘抄自省、

市图书馆和省、市、区档案馆所藏历史文献，转抄自区志办及本街

档案资料；二是，本街各部门，驻街单位所提供的文字资料；三

是，走访本街老住户，知情人士座谈记录材料。在编写过程中，又

经核对、分析，努力做到事实准确。

本街志的编写，是从1984年8月开始，在查阅资料．摘抄文

件，调查走访，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服从于社会效益，为“四

化”建设服务，以“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整理编纂、讨论，在遮500份资

料，60万字中，编写出大西街志。这是与区委、区政府、大西街道

办事处党政领导的关怀、重视分不开的，也是区志办精心指导的结

果。还得到兄弟单位和本地区干部、群众，尤其是老住户和七、八

十岁高龄的知情老人的热情帮助，对此深致谢意。

编纂街志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历史资料不健全和“文



化大革命”的浩劫，在资料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再因我们的知识缺

乏，经验不足，错误之处t一在所难免。故请读者指正，给再编工作
t

提供资料。

编 ’·．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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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 事 记



大’ 事 记

．
1948·l，l·2一1985·12·3l

、

1 9 4 8年
一

。

11．．2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下午4时解放沈阳。．．我街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欢迎入城部
队，人民从此得到解放。

11．2暂时保留伪政权的保甲制度，以维持当时社会秩序，起到过渡作用．

11．20沈阳特别市政府将原市属二十四个区合并为八个区。大西区与南市区合并，

称南市区。 一 。

，

”．2了市政府召开区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决定政权机构为市、区、街三级制．
■ t．I

1 9‘4 9年
f ．·

5．1 6市政府发布关于废除保甲制，建立民主街政府和居民组的命令。本街隶属南

市区大西街政府，将原十一、十二保合并，称大西街：。王辉为街长。。’

4．26南市区政府通令，将大西街政府改称大西街公所。任命韩德裕为街长，刘宝

春为副街长。 ．．

‘

1 0．1 全街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人民成了国
家主人。

l 9 5 o年
．

I
一

2．I 市政府召开区、街干部会议，决定撤销街公所；由区政府派遣民政，防空干

事驻大西公安派出所合署办公f共同负责民政、卫生、防空工作f’。

5．1 政务院颁布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辖区全面开展贯彻婚姻法，实行“男女平
等，一夫二妻制”重大意义的宣传。

：

1 0．26全街人民积极参加支援朝鲜，保卫祖国的抗美援朝运动。
{

．-

l 9 5 1年

3．1 9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向全民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

6．8 发动居民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做好优抚工作，支持抗美援朝．

1．9 5 2年
．

1．1 4全市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

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我街组织群

众学习文件，成立宣传队到街头宣传运动的重大意义。 ，f

8．2 开展卫-牛防疫工作，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污物，进行全民性挖蛹灭蝇

活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清除了三百多年堆积的有名

——
l——



的“炉灰山。。

1 2．30市扫除文盲委员会成立，。并展了扫除文盲工作。当时大西街是南市区的试点
】

单位，在扫盲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

．1 9 5 3年

6。1 2根据市政府“关于成立街道办事处的通知”。成立了大西街道办事处，林涸
田为第一任办事处主任。

12． 全街居民通过民主方式，‘选出人民代表5名，：出席南市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

． ． 1‘9，5 4年

9． 。整顿居民组织，由中心组改为居民委员会，下设居民组。
口 ， ，： ． ‘

1 9，5 5年

．1 O．1 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我街设立三处粮食供应站。街道派粮食干事一人管理。

1 O．15大西门至太清官的有轨电车路面翻修。

． 1 9 5 6年 ．

4．、在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个体手工业者建立了合作社，小商贩建立

了合作商店，‘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公私合营，全街实现了合作化。从而结束了对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i+．。．

1 9 5 7年
‘

·

． 二
’ 、

4． 进行街道地名改革，东西走向为路，大西街改称大西路。南北走向为街(西

顺城街)。将67条胡同改为40个居民里。如高台庙胡同改为逢春里等。

5．7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划定地、富，反、坏和阶级异已分子、右派；进行批、

斗管制。

7． 原民政干事吴某，贪污民政款600元，被捕入狱，判刑两年。

。(．．
1 9 5 8年

_●

2． 大西业余扫盲学校转为大西红专学校，对居民和街办厂的职工进行文化和政

治教育。

6． 建立大西街道党支部，王吉祥为首任党支部书记。

．10． 城市街道公社化，将大西街道办事处改称为火箭人民公社。谭福有为第一任

社长。杨再兴，窦全德为副社长。 ．

。

，

1 0． 大西建立街道幸福养老院一处，收孤寡老人6名。是南市区最早办起的养老

院之一。市、区领导前来祝贺。地址在广昌里19号院内。 ·

12． 首次大办公社企业，组织居民参加生产；大搞人民生活。实行大院花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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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食堂化，孩子托儿化，实现了家中无闲人。

l 9 5 9年

2．1 9市区规划调整。大西街由南市区划归沈河区管辖。’

2． 将大西(火箭人民公社)和工夫市人民公社合并，建立了大西人民公社。社

长齐瑞胜，副社长姚贵成。

1 0． 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王吉祥任总支书记，唐向晨为副书记。

1 9 6 0年

4．28将大西、大西边门、二经三个公社合并，建立以沈阳市委为主体的政、社台

一的大西人民公社(大社)。张铁汉(市委秘书长)为党委第一书记、傅多山任党委书

记，唐有维为社长。

4．28建立公社职能部门，、成立公社办公室和工业交通、财政计划、文教卫生、生

活福利、治安保卫五个委员会。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委、文教部、工业

部、财贸部，武装部、团委、妇联等十个部门。

5 公社成立十一个管理区，负责管理居民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8． 公社设立婚姻登记处，有专职婚姻登记人员，办理结婚、离婚和复婚手续。

1 9 6 1年

1．1 8市委强调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和主食加工厂，公社建立大小食堂12处，主食

加工厂5处。 ，

2． ·召开中共大西’人民公社第一届党代会。选举产生以傅多山为党委书记；唐有

维、唐向晨、刘凤贤、王光远为常委的党委会。 ．

5． 投资20万元在东陵区古城子公社永安村、保合村办起农场一处，畜牧场一

处，耕地面积560亩。

8． 调整社属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戚职工约二百人。

11．12市委决定调整城市公社规模，公社管区缩小，把犬西公社划为大西、二经两

个公社。

7

1，9 6 2年

1．1 大西人民公社分社后，独立办公，地址在现在的北方机械厂仓库院内。设立

街政、福利、下乡、企业办公室等职能部门。朱志勃任党委书记、徐正仁任社长。

4．27精简城市人口，开始动员闲散居民和在职的老弱残职工下乡还乡。

4． 开展对顽劣儿童帮教工作。

、 5． 兴办街道第--：ILL企业，大办生产组，安排城市人口就业，生产自救。

8． 建立大西少年之家，开展对二部制学生的校外教再工作。

1 9 6 3年

5．5深入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在公社开展了勤俭持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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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毛主席题浏： “向雷锋同志学习”。

5．1 4根据市委关于浊属企业上缴的指示，

为市属大集体。

全社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

社办企业全部上缴市有关公司领导，转

8 成立品德教育办公室，对青少年进行政冶思罄前途教育。对劣迹青少年进行
帮、带。 、

11 推广大庆经验，全街开展评功摆好活动，讲功不讲过。

1 9 6 4年

5． 张跃调来大西公社，任党委副书记。

1 9 6 5年

3．1 6市委、市人委布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工作。17日后我社广大知识青年奔赴农
业战线。

6． 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8四

清”运动，号召公物还家。

9 50翻修大西门至文化路间的马路，将原炉渣路面改为沥青路面，市政投资82万

元。

1 9 6 6年

1了市物资交流展览馆在西顺城街和南顺城路开业。

8．10开展“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上街砸“四旧”，横扫“牛鬼蛇神”，致使街

面建坑的飞檐雕龙和石狮等被毁坏，古书字画被焚，旧街胡同名称被更改，有的群众被

抄家、游斗。

1 9 6 7年 、

2—4公社机关被“造反派”大肆砸抢，党委书记唐向晨，社长张铁梅被“造反派”

“开除党籍”；党委，行政被夺权，领导靠边站。全社陷入瘫痪状态。

2．22实行，三支两军”，军宣队进驻街道。

8．8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社会上出现打砸抢歪风，工厂停产，商店停

业，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喊胁，届民自动组织联防。

1 9 6 8年

8 27工人宣传队逍驻公社机关和居民委员会，搞“斗批改。，并建立了公社和街

革命委员会。

9． 公社革委会成立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教育办公室。

9． 公让机关干部张秋云同志，被当作“牛鬼蛇神”多次遭到批判、斗争。12月

10 Et至1969年4月19日被市公安局军管会拘留审查。1978年6月30日经大西街道党委纠

正冤案给予平反。

9．14全市初高中毕业生，以知识青年名义，开始上山下乡．我社管内lo中，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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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往届毕业生，、全部下乡务农。

”．29副社长董襁祥同志在清队时服毒自杀。1972年作结论处理。1978年12月平

反，并对其子女作了适当地安{j}。

1 9 6 9盎

2．9我街3i 5户，271l入城镇居民被动员到农村安家落户。 (其中遣送3l户，91

人)。1978年后陆续落实政策和回城。

7． 大办“抗大小学”，发动群众，挖潜房屋，解决教室。曾办起抗大或街道小

学六所，教师71人，收学生l，300名。

12．30公社机关干部，实行五带：(户口、粮食关系、档案，工资、家属)。走

“五七”道路。、唐向晨、张铁梅等八名机关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

l 9 7 o’年

5． 成立六所赤脚医生站，设31名赤脚医生，走街串巷，为群众防病治病。
1 Q．1 0为“备战”，公社与驻街单位在管内挖掩体，修防空洞58处，计29，868m，。

1 9 7 1年
‘

9． 中共大西公社委员会成立，组成以邱富华为书记的7人委员会。建立党委

后，党委成员进行思想爬坡检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

9． 建立六个街道党支部。
。

1’9H 7 2年

3 30在公社系统首次配备专职城建干事，加强市容交通管理。

9． 公社组织了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白大衣，施放烟幕等，进行防空和消防联合

战备演习．

9． 公社建立工业卫生所一处，配有医务人员13笛，为街道工业职工和居民治

病。是区内首创，市、区领导前来祝贺。

11．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建立专门机构，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方珐进行工作。

1 9 7 3年

4．20公往开始大，兕模绿化，植树万棵当年见效益。初步形成街巷绿化景象．

5． 大办服务行业，建立饭店、商店、服务修理点十个，安置城市闲散人员80多

名。当时，中央财贸部及省，市，区领导前来参观指导。 、

1 9，7 4年

4．50为改造旧城市，发动全街居民，分段划片，修建下水管道。将街内土路变柏

油路面。实现了下水管网化，土路柏油化。

6．10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子女改变成份工作，
经调查登记后办理了审批手续，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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