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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铁东区委副书记、区长 丁 然 ，

初编《铁东区志》，历经五载，现已问世。

志乘之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将

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编成史册，流传后世，资治存史，

知往鉴今，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造福于子孙后代，志书

为用，就在于此。

铁东区是鞍山市的一个城区，它不仅是市一级党政军群机关的驻

地，’而且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民国初期，这里仅

有八卦沟、长店铺、大石头几个村落，而今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6万人

口的新型城区。在这段历史中，铁东区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大量的可歌可泣的史实可以记述。新中国

成立后，城区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为编写铁东区志增添了新的内

容。
· ‘《铁东区志》的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则。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

区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变化。

编写区志是一项巨大工程，集百业为一卷，成一方之全书，实非易

事。区志的出版是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对全体编纂人员的辛

勤笔耕，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受区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仅作此序，以志祝贺。

198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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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系统地记载铁：

东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编纂原则：贯彻存真求实精神，详今略古，体现时代特点，突

出地方特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时间断限：上限根据资料史实可长可短，下限止于1985年底。，

四、内容编排：全志书用编、章、节记述I根据需要，部分编在

正文前冠以概述，概括本编重点。为反映地区全貌，在详述区属各业‘

之后，都简介驻区单位的概况。

五、行文分期：为体现时代特点和便于对比，根据鞍山市的实际

情况，在行文中将从1905年到1948年，划分为清末民初时期、日伪

时期、国民党占领时期。1931年到1945年称日伪时期I 1946年到1948

年称国民党占领时期；1948年2月以后称鞍山解放以后。

六、表达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七、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如需标记朝代纪年，则写在公元

纪年后的括号内。 ’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文中第

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九、人物立传：志书不为生者立传，对有突出贡献者，则以事系

人；入传者，为籍屑铁东在本地或外地、外籍人在铁东工作的人，在；、

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予以立传。 {

i十、志书资料：修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建‘：

国后的各种统计数字，以本区统计报表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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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铁东区，地处鞍山市区的东南部，中心位置在东经122。59'46，，，北纬

41。06，50"之间。铁东区境，东以二一九公园东山分水岭为界与旧堡区毗连，西隔

沈大铁路与鞍钢厂区、铁西区相邻，南以东环市铁路为界与旧堡区相望，北以

通山街、双头山分水岭为界与立山区接壤。南北长、东西窄，呈不规则的长方

形，面积为17．19平方公里。区政府驻地位于东民生路20号，在市政府西南

0．73公里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鞍山市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全区地势东高西低，比降为2％。东部是二一九公园东山风景区，地势起伏

不平，呈东北西南走向，属千山山脉向西南延伸部分。高度一般在海拔100米

到150米之间，最高点为173．5米的铁架山。山的两侧各有一道山脊，呈钳形

楔入市区，颇有“十里青山半入城’’之势。以纪念鞍山解放而命名的二一九公

园，地处其腹部，依lJll傍水，山水相映，游人如织。西部为市街区，地势平坦，

高度一般为海拔40米到50米。

境内南北各有一山。南名烈士山，为纪念1948年2月解放鞍山时牺牲的烈

士而命名，总面积为37．7万平方米，海拔高度为97．5米，是市区的最高点。山

顶竖立鞍山烈士纪念碑一座，登峰鸟瞰，市区景色尽收眼底。北称对炉山，总

面积为21万平方米，属远古代地层，海拔高度为71．9米。上建圆形水塔，临

顶远眺，鞍钢高炉林立，如在脚下。

河渠两条横卧南北。南渠原为运粮河，相传有唐马寨城时，曾由此运粮而

得名，后改称南部排水沟。发源于二一九公园的东山，沿烈士山南坡西下，过

沈大铁路至铁西区陶官屯、南地号北折，在达道湾北部汇合中部、北部排水沟

后，穿入辽阳县境，经唐马寨，至小河口流入太子河。全长41．9公里，流域面

积1530平方公里，境内河长仅为6．2公里。北渠原为桃林子河，相传河渠两岸

多桃树而得名，后改为中部排水沟。发源于二—九公园的东山北段怀山，流经

八卦沟，穿过北桥洞、鞍钢小南门南下，至达道湾与南部、北部排水沟汇合。

鞍山市铁东区虽建置较晚，但历史久远。1953年，在长甸地区西北地下发

现棺钉、陶罐和长方形汉墓。1954年6月，又在该处附近发现陶俑、陶片、瓷

片、红烧土等文物。据考证在汉代就有人群在这里耕耘生息。1379年(明洪武

十二年)置鞍山驿，驿北置长店铺(后演称长甸堡)，属辽东都司定辽前卫地。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清首设辽阳府，辖辽阳县，铁东区境属辽阳县地。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仍属辽阳县管辖。1921年10月，辽阳县始设区，铁东境

内长店铺、大石头、八卦沟村为辽阳县第六区管辖。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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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37年(民国26年)12月1日在鞍山设市制，将辽阳县第六区管辖的长店

铺、大石头、八卦沟村划属鞍山市辖地。1940年6月1日，伪鞍山市公署将全

市划分25个区，铁东境内置大正、富士、浅问、大宫，大和、朝日、桔、初音、

曙、音羽、长大等11个区。1945年‘‘九三一胜利后，于11月鞍山市民主政府

决定在鞍山市内铁路以东置铁东区。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占据鞍山后，在

铁东境内置大同、兴华、和平、正义、．文化、日新、中心、永平、光复、铁东、

长店等11个区。

1948年(民国37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在铁东境内置文化区(3月改称

铁东区)与和平区。1950年1月9日，撤销区政权，1951年12月1日，复置

铁东区至今。 ，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后，置文化区与和平区，成立区政府，3月文化

区改称铁东区。废除保甲制，实行街闻制。铁东区下辖10个街101个闻。设有

工兴、兴隆、解放、振兴、文化、建国、站前、东山、胜利、双山等10个街公

所。铁东区的区域，东起东山分水岭，西至沈大铁路，南隔烈士山街与千山区

毗连，北以和平路为界与和平区为邻。当时的铁东区方圆只有4．8平方公里。

1948年12月20日，将和平区并入铁东区，共辖20个街207个闻。区域北

至双山路以南，面积为10．8平方公里。

1949年10月4日，鞍山市政府决定，立山区并入铁东区，改称铁东区公所。

铁东区的区域北至沙河以南，面积达19．7平方公里。

1950年1月9日，鞍山市政府决定，撤销区街政权，铁东地区内设铁东、八

卦、胜利、站前、和平等5个派出所领导居民小组。1951年12月1日，恢复

铁东、．立山、．铁西、永乐4个区，设区政府。铁东区政府代管立山区。下设7个

街居民委员会，971个居民小组。

1952年4月，将千山区管辖的长甸堡划归铁东区。区域向南延伸到东环市

铁路，面积达26．69平方公里。 ， ，

1953年8月1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将鞍山市划分为铁东、立

山、新华、永乐4个区。铁东区与立山区分建，以通山街为界，通山街以南为

铁东区，面积为16平方公里。

1954年10月，根据内务部《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细则》，区下设街道办事

处，做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铁东区下辖和平、八卦、铁东、站前、胜利、长

甸、新兴等7个街道办事处。从此以后，区街行政领导体制基本稳定，但中间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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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三次较大的调整和变动。
‘

·

一是为密切城乡关系，于1959年2月市政府决定，将市郊的东鞍山、大孤

山两个人民公社及所属生产大队划归铁东区。大石头街并入大孤山人民公社。铁

东区的区域扩大到244平方公里。1960年2月又做调整，将上述两个农村人民

公社归属郊区。1984年9月大石头街又划归铁东区。

二是1960年5月，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将区辖5个街道办事处改称和平、

爪卦、园林、山南、长甸人民公社。以后城市人民公社的规模又经多次合并和

调整，到1978年7月，区下辖长甸、解放、山南、园林、站前、和平6个人民

公社。

三是国家通过总结建国以来城市街道建设的经验，决定撤销城市人民公社，

建立街道办事处。铁东区遂于1979年1月在原6个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成立6个

街道办事处。1985年，全区下设湖南、东长甸、长甸、解放、山南、园林、胜

利、站前、钢城、和平、对炉等11个街道办事处，227个城市居民委员会。居

委会于1984年进行全面整顿，其名称一般改为街巷名。

据在长甸西北地区发现的棺钉、陶罐和汉墓，经考证早在汉代就有人群在

铁东境内繁衍生息。明代置长店铺，原是宋代为传递官府公文、官物所设的交

通站点。1651年(清顺治八年)，从关内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移民，到长店铺、

八卦沟、大石头等村屯定居。 ·

按1928年统计资料记载，当时长店铺、八卦沟、大石头等自然村，总户数

为1153户，总人口为5748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于1953年、1964年、1982年先后进行

3次人口普查。1949年鞍山解放初期，全区居民有6221户，人口30532人，其

中：男性19348人，女性11184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区有17667户，

人口118105人，其中：男性74470人，女性43635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

全区人口已达到225762人，比1953年增长1倍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

区总户数75700户，总人口320114人，其中：男性161557人，女性158557人，

男性占总人口的50．47％。。

1985年，铁东区总户数已增到95716户，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

26．4％，总人口增到360692人，比1982年增长12．7％。全区人口占全市总人

口数的13．9％，平均人口密度为20983人／平方公里，是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一

个区。1985年总人口中，男性182599人，女性178093人，男性占总人口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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