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耷惑，

●j

■
：；研“玺蕊盎越碍淡。^八一荐童￡z



(上)
’， ．． ．

‘

四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jf

．

．．社版出民人林士曰

，



主 编

责任主编

常务副主编

副 主 编

编 辑

审． 稿

《四平市志》编审人员

郭永德李世学

于清业

姚 春

古恩普贾振铎林文藩

张文魁赫植民 金岩刘丹龙海波
尹连元 余永赋梁昌霖 高长青赵德明
周幸春伊士文

高永昌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

审稿验收组人员名单

组 长刘希林
副 组长刘凤仪孙宝君夏为民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孔经纬朱文翰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卿 ‘

参加《四平市志》审稿人员名单

主 审夏为民

副 主审 朱文翰匿二圊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



主 编

责任主编

常务副主编

副 主 编

编 辑

审． 稿

《四平市志》编审人员

郭永德李世学

于清业

姚 春

古恩普贾振铎林文藩

张文魁赫植民 金岩刘丹龙海波
尹连元 余永赋梁昌霖 高长青赵德明
周幸春伊士文

高永昌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

审稿验收组人员名单

组 长刘希林
副 组长刘凤仪孙宝君夏为民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孔经纬朱文翰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卿 ‘

参加《四平市志》审稿人员名单

主 审夏为民

副 主审 朱文翰匿二圊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



主 编

责任主编

常务副主编

副 主 编

编 辑

审． 稿

《四平市志》编审人员

郭永德李世学

于清业

姚 春

古恩普贾振铎林文藩

张文魁赫植民 金岩刘丹龙海波
尹连元 余永赋梁昌霖 高长青赵德明
周幸春伊士文

高永昌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

审稿验收组人员名单

组 长刘希林
副 组长刘凤仪孙宝君夏为民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孔经纬朱文翰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卿 ‘

参加《四平市志》审稿人员名单

主 审夏为民

副 主审 朱文翰匿二圊张玉清陈利敏唐雅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
——《四平市志》代序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吉林省委常委 叼矽

吉林省委秘书长 互磅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编史修志优良传统。浩如烟海的史志古籍是

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闪烁着异彩，显示着伟大中华的灿烂文

明。四平开埠较晚，90余年间尚无一部完整详备的地方史籍。如今，以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编《四平市志》出

版了，这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l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我们“十年磨一书”。二百余万字的《四平市

志》是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始于1982年，在1992年定稿。它

宛如长跑接力赛，其问经历六任市委书记、七任市长、先后动员组织数

百名干部参与这项科学事业。其成果引人瞩目，填补了四平历史研究的

空舀。

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史志界阐述志书功能所概括的“存史、资治、

教化"六字，实际上也是在说明志书的应用问题。如何将《四平市志》所

载的翔实史料应用于当代，应用于社会，为四平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这是四平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所关注、研究并采

取有效形式使之实现的课题。

《四平市志》分为49卷，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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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个领域反映了四平历史概貌。它告诉读者：
’

四平从荒村变为城镇的过程曾经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

印，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踊、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人民苦不堪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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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是座英雄城市，她的人民同子弟兵并肩战斗，曹在四平城下四

度鏖兵，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谱写了解放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平市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其成就更为显赫。有目共睹，令人振奋。

地方志的体例是横分门类竖写历史。读罢《四平市志》再进行纵向

比较，无疑会让读者信服“社会主义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科学论断。坚信

只要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更加兴旺发达。

《四平市志》以大量篇幅记载了四平有史以来的经济活动资料，揭

示各行各业兴衰起伏，有因有果。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四平经济史车轮的

运行轨迹，且可作为研究探讨地方经济规律的客观依据。某一行业何略

昌盛?何以衰落乃至消亡?事物发展自有其合乎自身特点的规律。善于

思考者必能从志书中得到启迪，并且会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平

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城市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不足，优势与劣

势。史学家倡导的“以史为鉴"，其意也在于此。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四平市志》采用以人系事或以事系人的

笔法汇集了数以百计的先进人物。他们是无数群众的代表，既有反抗El

本帝国主义的志士仁人和为解放四平而牺牲的烈士，又有在四平这块

土地上开垦耕耘的先躯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模范，以及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不断涌现的代代新人。读后，令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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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起镌刻在四平烈士纪念塔上的陶铸同志的名句：“成仁有志花应

碧，杀敌留红土亦香’’。同时，也自然会想到当年创业者的艰辛，从而珍

惜今El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并且激励自己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创

新业立新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建设四平，振兴四平有所奉献。

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将进一步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出了发展中国的一系列根本任

务。十四大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座新的伟大的里程碑。让我们

在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抓住机遇，

争取时间，大干快上，见诸行动，力争使四平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走在全省的前列。这是我的衷心祝愿!．

在战争年代，我的兄长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捐躯在四平战

场，长眠于四平地下；在和平年代，我有幸在四平工作数年，受到英雄城

革命光荣传统的熏陶。四平是我的第二故乡，对四平人民我始终怀着深

厚的眷恋之情。读《四平市志》倍感亲切。这是一部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

巨著，堪称为“地方百科全书"。我希望《四平市志》成为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j集体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成为近现代史国情教育、市情教育的

参考读物。

信笔抒怀，权以代序。

一九九三年五月



凡 例

一、本书共49卷，分载上下两册，各卷名称详见《卷目》。

二、本书目录分“总目"、“分目”两种，总目即《卷目》刊于卷首，分目

为各卷目录插在书中各卷正文之前。

三、本书上限始自1898年，下限截至1985年。因四平开埠较晚，各

行业兴起年代不同。故上限不求划一，下限力求一律。

四、本书记述地域范围以四平市区为主(即四平市直和铁东区、铁

西区)，不含市辖各县。1983年9月地市党政体制改革前，文中出现的

“四平市”、“全市”字样，也仅限于原四平市(今市区)范围，但《自然环

境》、《军事》和《政事纪略》卷中的个别事件对地域范围稍有突破。

五、奉化(梨树)县原为四平街母县，故在本书《大事记》摘记全县大

事若干条；其它各卷记述沿革时也与母县有所联系，直至1937年12月

四平街与梨树县脱离隶属关系为止。

六、本书体例以史志总揽框架。各卷体裁不一，体例有异：《总述》为

史体，夹叙夹议；《大事记》为编年与纪事本末结合体；《政事纪略》为纪

事本末体；其他备卷以志体为主。横排竖写，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

次，辅以图、表、照片。

七、称谓：

1、地名称谓：四平原名四平街，俗称五站，1941年改称四平市。简

称平。行文记述时均按当时称谓。 ，

2、区域称谓：①道东、道外，均泛指今铁东区城区；②道西、道里，均

泛指今铁西区城区；⑧某些区域旧称，如“满铁附属地”之类，在记述历

史事件时仍沿用之；④市区，指现今四平城区和郊区全域；⑤城区，不含

郊区。书中行文有时用“市内"一词代替城区。 ，

3、机关称谓：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之后用简称。例如：中国

共产党四平市委员会，简称中共四平市委或市委。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简称人大常委会或市人大。其他机关、团体、民主党派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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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理。 ，，

4、会议称谓：按机关称谓办法处理。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平市委员会七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简称市政协七届七次全委会。

5、时间称谓：①东北沦陷时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日起，

歪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止。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10月1日成立前后。②四平解放前后，指1948年3月13日四平重

获解放前后。

八、纪年：本书纪年分为两种形式，公元1911年以前用清朝年号纪

年，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一律改用公元纪

年，一般不加注民国年份。在《附录》卷中另附《纪年对照表》。 ，．

九、对于卷与卷之间交叉记述的内容，采用主卷详记，他卷略记，此

详彼略，彼略此详的办法处理。

十、作为附件置于有关章节之后的原始文稿基本上保持原貌。原件

错别字、异体字未作改动，在其后(V]号内注明正字。但繁体字均改为

．简化汉字。原件款式稍作调整。个别原件的标点符号和题目为编者后

加。

十一、本书注释、按语采用文中括号内注或章末、节末、页末注。注

释字体一律用小五号楷体。 ，

十二、《人物》卷中的《人物传记》、《人物事略》均以卒年为序，卒年

不详者列于最后。生卒年月均用公历，收录人物不分本籍客籍，也不分

在四平(辽北)工作时间的长短，主要根据传主对四平的历史发展是起

推动作用抑或是起阻碍作用而决定取舍。坚持“生不立传，生可入志"的

原则。本书采用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的笔法记载若干健在的人物，所记

人物不受职业、性别和任职级别限制。

十三、四平曾为省级、地级机关驻地。本书只简记省、地级首脑机

关，其直属部门的政务、业务活动史料未予收录。但与四平市联合举办

、 的活动及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与四平市紧密相关的活动资料择其要

者记述之。

十四乙本书所列数据，解放后的一律采用四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

字；统计局无数字者以主管单位提供的数字为依据。为存史起见，个别

￥．s．．



地方数说并存。

十五、表中空格写“不详”者系指数字(资料)无考。

十六、志书系编纂法，资料来源广泛，本书不一一注明出处。‘另在

《附录》中列《四平市志》成书参考书目。

十七、本书语言文字为语体文，书面语言。数字书写按照1986年国

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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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志

总 述，匕：、 “

四平市，原名四平街，俗称五站，1941年改为今名。四平市区，位于东北松

辽平原腹地，吉林省的西南部，北纬42。57’15"～43。14745一，东经124。15’45”～

124。34 740Ⅳ。北、东北、东、东南、南与吉林省梨树县为邻，西、南、东南与辽宁

省昌图县接壤。1985年市区总面积为407平方公里，人口总户数为99 940户，其

中农村乡镇19 000户，市区总人口为357 80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80 131人，

占市区总人口的78．3％。有汉、满、回、朝鲜、蒙古、锡伯、壮、苗、布依、鄂

温克、土家、哈尼、达斡尔、高山、俄罗斯、鄂伦春、白、侗、彝族等19个民族，

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7％，其他少数民族约占3％。

四平市区东高西低，轻度倾斜；中间和西面低平，南、东、北三面高地围拢。

其地势如簸箕，其图形似金鱼。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平原约占总面积

的三分之一，丘陵地和台地等略少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境内有6条河流，属于

中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呈现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1985年，年平均气

温为5．7℃，平均无霜期为130天，全年降水总量为778．3毫米，全年日照时数为

2 690．8小时。 ．

，。 。 ．。．

据机场和山门水库等地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四平市区早在殷、周

时代，即3 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远在两汉、西晋时，四平属于

古夫余国辖地。南北朝至唐初为高句丽辖地。唐中叶以后属勃海王国夫余府的扶

州。辽代时属东京遭通州，金时归咸平路韩州。元朝时属开元路。明朝时属辽东

都司。清属哲里木盟，后划归昌图厅。道光元年(1821年)，归昌图厅买卖街(今

梨树镇)分防照磨署直辖。光绪四年(1878年)，买卖街升置奉化县，县下置

“社"，四平为奉化县的新恩社所辖。1914年，奉化县改称梨树县，隶属奉天省洮

昌遭。1929年，道级建制撤销，梨树县归辽宁省直辖，四平街地方行政先归梨树

县五区、后归二区管辖。1937年伪满设四平街市，日本撤销在满治外法权，“满铁

附属地”行政权移交当地伪政府，原满铁地方事务所改为四平街市公署，道东道

里行政权合一，从此与梨树县脱离隶属关系，归奉天省直辖。1941年，设伪四平

省，四平街市为省会，四平街市改称四平市。1945年“八·一五修祖国光复，废

四平省．建辽北省，四平市仍为省会。1949年4月，辽北省撤销，四平市隶属辽

西省。1 954年，东北恢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建制，四平市划归吉林省。1 9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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