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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场乡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就已有汉族人居住，在此之前唐朝时期曾有高勾丽(朝鲜

祖先)人居住过。唐王李世民征东期间高勾丽人全部被迫迁出，后来陆续始有人烟，但大多

数年间呈荒陌状态。

本场乡在大洼县、盘锦市属最早创建的场乡之一。平安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却从未

有过一邯记述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史实的地方志。关于她往昔沧桑之

变的依据，主要靠现存资料和出土文物考证、民间传说，或旧时著作及氏族宗谱。

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多事，更无可能为地方编写史志，其间，如日俄战争、太平天国及

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平安文物、古迹多毁于兵灾匪患。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

。文化大革命”，人们更是不堪回首当年，使上述历次战争中幸免焚掠的一些文物又被视为

“四旧”毁于一旦。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九十年代初，平安场乡社会总产

值历史上第一次闯过亿元大关。经济繁荣、科学飞跃、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历史

步入了新的里程碑。

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既要瞻前也要顾后，顾后的是历史，瞻前的是远景兰图。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从历史长河中探索发展规律，作为实践的借鉴。因之，国有国史，党有党

史，军有军史，乡有乡史，校有校史，厂有厂史等，无不翔实地记录着各自的活动进程，或叙

述盛衰兴亡；或评说是非功过；或总结经验教训，寓褒贬于笔端，寄爱憎于词锋，以资后来

者，激浊扬清，加速历史进程。

根据上级关于修志的部署，在场乡党委的领导下，于本年一月份成立了场乡志编委

会。

着手编写场乡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历史使命，也是一项意义深远的

综合性的建设事业。

根据查阅的大量资料和社会贤达的回忆所构成的素材，特别是建国后的现存档案。更

是当代史料的宝贵源泉。

编委会人员历时半年，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力求把平安大地祖先们创下的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追本逆源地加以记述。呈献给平安场乡的炎黄后裔。 、

由于史料的年代久远，难于回忆，有的资料无从查考，有的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加之

条件、水平、阅历有限，故遗漏、错讹在所难免，敬祈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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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安场乡党委书记：胡春阳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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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志书断限上起1394年(明朝洪武二十七年)下讫公元1992年，以年系事，主要

记述1947年我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史实。

二、本志书各篇篇幅的繁简，主要因事实材料情况的多寡所致。调查访问虽经再三努

力，但因人力、水平有限，加之。文化大革命”等原因，历史资料被大量销毁，所剩无几，致使

许多史实无文献查考，叙述起来难臻完善。

三，我们在编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如实记载。某些史实、数据宜于列

表者本志书均用表格形式记载。各村(分场)、场直各单位及场乡党、政、企机关领导机构亦

依表反映．

四、本志书各个章节所涉及到的经济发展有关数据，多为计财科统计员陈志清等提

供譬 ’

五、本志书参考书目有‘盘锦市科学技术志'、‘大洼县科技志'、l中小学乡土教材'、

‘大洼县乡土教材'、‘盘锦市统计年鉴>、<盘锦农村经济史料>、‘县志通讯>、‘大洼文史资

料》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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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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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乡领导合影左起：付春华

李方忱

孙景华杨成林胡春阳马占林
贾凤奇

老场长马胜文在场乡志付印前来场合影留念 左起：孙景华胡春

阳洪仁瑞孙善文马胜文朴梅李熙首刘秉胜邢政



编委会成员合影左起：陈学仁范俊安孙景华 辛金铎

陈志清李洪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场长马胜文对平安的未来抱有殷
切的厚望。



平安场乡所在地

革命烈士纪念碑

平安医院



平安文化站

太平房烽火台遗址大砖

平安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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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作者：刘秉胜

国画秋鸣图 作者：王建勋

(省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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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书 作者：刘秉胜

(市书法大赛获奖作品)

慈馕箍引韶：覆参^二筒，鹤喀恤徽隧．参衢砖佘。老绣杏毒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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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金铎指书及

行书，曾参加县书

法展览并获优秀奖。

夕倦兽儇籽红爹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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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作者：于风岐 育才 作者：于风岐

冰雪消融 作者：于风岐





盘锦市寺庙乐师黄则恩小传

黄则恩．53岁． 一九二三年农历十二：月初A牛十田聃：台北．’r安农场新屯。祖

籍云南小黄金台。顺治十年黄家祖上随人批拨民来盘锦定居．黄本人现住f安农场

敬老院。黄师付卜一岁上小学，卜六岁毕业，由r幼年体弱．身体一直不好．因而
家中便将他许1：田庄台三教寺内。初时．他同三教寺内著名寺庙乐|J『li王宝坤学吹擎，

后来义同付町胜乐师学习击奏法器(打击乐j。由j。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便

能同伙居道门内的其他乐师一块演奏。当时的{要合作者仃郑文中(吹擎j、郑文

选(吹筒)、丁凤革(吹管)、张连福(大笛千j、邢宝会(吹符卜)、王宝坤，

粱庆地等人。黄师傅不仅善吹笙及演奏法器(打击乐、．还有很深厚的寺庙“经典”

知讨l。其记忆力惊人。虽然有30几年不动法器．不念“经曲，-，J‘仍能熟记几_卜首
“经曲”和打击乐牌卜．¨前是盘锦地区唯一的一个能吹、能打．能述说各种寺庙

音乐，参与民俗活动经过的，难得的寺庙音乐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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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摔跤比赛

左图：拔河比赛

下图：高桡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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