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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本溪市委书记 王。专

《本溪市志》第四卷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修志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终己成书出版。 《本溪市志》第四卷内容广泛，以较翔实的历史资

料，记述了本溪地区自1840年至1985年的146年问，科技、教育，文化、广播

电视、报业、档案、民俗风情、民族宗教等各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

展、演变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这对于研究和认识

本溪，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大有裨益。

《本溪市志》第四卷是《本溪市志》总四卷本的最后一卷，该卷的出版标志

着本溪市自1983年起步的首轮修志工作的完成。 《本溪市志》第四卷的出版，

在我市历史上终于有了一部比较系统地记录本溪近、现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的地方志书。为全市人民提供了一部珍

贵的地情书，同时又为本溪增添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

惠及子孙。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

能． “鉴古而知今”。我们这次修志，是对本溪地情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

状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综合调查与研究；努力在前人方志理论和实

践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

古的原则，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不仅继承了传统志书的功能作

用，特别是在服务当代、资政育人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我市正在认真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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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加快本溪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

伐。通过《本溪市志》第四卷，全面反映本溪的历史和现状，使人们了解本溪、认

识本溪、热爱本溪，必将激励全市人民为共同建设本溪、振兴本溪而努力奋斗。

《本溪市志》第四卷是一项较大的综合性工程，它的成书和出版，始终得到全

市各级党政领导的热心关注和及时指导。全市各有关部门、单位通力合作，给编修

工作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人员的崇尚志德，牢

固树立精品意识，发扬淡泊名利，敬业爱岗，存真求实，乐于奉献的修志精神，

保证了这部志书的顺利出版。可以说， 《本溪市志》第四卷编辑完成，是群策群

力、集体智慧的结晶。值此《本溪市志》第四卷出版之际，谨向关怀、支持和参

与修志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1

2004年12月



I

序

主溪市耋方志奏纂委主会主茎李波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9 一

《本溪市志》第四卷在全市有关修志单位和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历

时两年，终于付梓，这标志着本溪市首轮修志工作顺利完成。这是我市文化建设

的又一丰硕成果。

《本溪市志》第四卷是《本溪市志》总四卷本的最后一卷。该卷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采用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志书体裁和篇、章、

节、目结构形式，着重记述了本溪地区1840年至1985年146年间在科教文卫等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现状。充分体现了新编地方志书“以事物

属性归类”，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体例特征。该卷融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于一体，以较翔实的历史资料，以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报业、卫生、档案、民俗风情、民族·宗教、人物等方面的内容为主线，坚持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在篇章节目之间力

求统领合理，归属得当，性近事相连，因果事相续，相通互见，横成系列，纵成

体系。从而充分反映出各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生活在本

溪的广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变化，从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后工作提供

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编写一部新型志书是全市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是一项巨大的、有益于后世的

文化建设工程。既能让人们了解本溪过去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客观状况，又起到

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我市自1983年开始编修《本溪市志》，历时21

载，终于完成了《本溪市志》全书共四卷的编修工作，这不仅弥补了本溪历史上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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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综合性地方志书的缺憾，同时对促进本溪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资料

和现实信息。新编《本溪市志》分四卷出版，每卷内容各有侧重，重点突出，特

色鲜明。第一卷重点记述了本溪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第二卷重点记述了本

溪的工业、农业经济，第三卷重点记述了本溪的财政、金融贸易，第四卷重点记

述了本溪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溪市志》第四卷的编修过程中，编辑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全市各

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们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市政府表示诚挚

的感谢!目前，新一轮续修地方志工作即将开展，希望全市各单位及修志工作者

再接再厉，在续志编修事业上做出新的成绩1

2004年12月



凡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isO>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本溪地区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历史和现状。

二、结构与体例。本志由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报业、卫生、档

案、民俗风情、民族·宗教、人物十一篇组成。根据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在结构编

排上设置具有统领关系的篇、章、节、目和子目五个层次，并采用述、志、传、图、表、录

以志为主的综合体裁。本志人物篇采用传记、传略、名录三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

记、传略主要详记和略记本籍、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名录则以表的形式记载英烈

和劳模。

三、时限。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到1985年，跨时146年，个别内容的时限适当

上溯。文中的解放后，指1948年10月31日本溪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后，指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争国成立后。

四、记述规范。本志采用规范化的汉语记述，除各篇章无题简述外，均重在记述，叙而

不论，寓褒贬、观点于事实记述中。叙事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质朴，使用汉字和标点符号以

国家规定为准。

五、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如在行文中需要历史纪年时，在公元纪年后面括注历史

纪年；在同篇多次出现同一年号，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余者不再加注。

六、称谓。本志有关地理名称和历史政权、各时期官职名称，一律沿袭历史习惯称谓。

地理名称有改变者，在旧名称后面括注新名称。机关、部门名称，在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并括注简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冠以褒贬之词。各部门领导人员职务更迭情况

以中共辽宁省本溪市组织史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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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志》第四卷编纂说明

《本溪市志》全书分四卷出版。由原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现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负责

编纂，由出版社出版。自1983年起分期进行编修。第一卷于1991年10月由新华出版社出

版，第二卷于1998年3月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第三卷于2002年6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该

卷为第四卷，于2004年12月付梓，由辽海出版社出版。

《本溪市志》第四卷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进

行各阶段编审工作。

《本溪市志》第四卷主要记述本溪地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着重反

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5年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重要成

就。结构安排上按照“以事物属性归类”的原则，设置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报业、卫生、档案、民俗风情、民族·宗教、人物十一篇。

《本溪市志》第四卷编纂工作经历了资料搜集、初稿编辑、总纂合成、专家评审和市志

编委会终审等几个阶段。2002年下半年，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和各撰稿单位通过档案、报

刊及口碑等渠道，筛选整理了部分资料。在此基础上，于2003年初开始编辑初稿，2004年

3月完成，并组织相关单位对《本溪市志》第四卷初稿从政治观点、历史事实、数据使用等

方面进行核审。5月，进行统编和总纂合成。6月，召开《本溪市志》第四卷专家评审会。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静及市县指导处副编审赖明、鞍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春

贵、阜新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立成、大连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局级巡视员王万涛、桓仁县

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纪飞以及市史志办的领导和编修人员，对《本溪市志》第四卷进行了认

真的评审。一致认为，该卷在政治观点、结构安排、资料运用、行文规范等方面记述的准

确、客观、合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根据评审意见和建议，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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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稿进行修改、加工、润色。调整了部分结构，增删了部分内容，核实了全部数据。经市史

志办方志处处长赵华总纂和初审，市史志办副主任赵楠、沈德安复审，市史志办主任刘恒华

审定，于2004年11月印制《本溪市志》第四卷送审本。市志编委会各位委员分别对送审稿

进行认真审阅，经市志编委会主任、市长李波批准， 《本溪市志》第四卷正式下版印刷。

《本溪市志》第四卷编纂工作得到中共本溪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和市直各部门的大

力支持。在参编的全体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两年，完成了这部具有一定意义的地方巨

著。由于《本溪市志》时限跨越百年，内容涵盖甚广，资料严重短缺。尽管我们做了积极的

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但对资料挖掘仍然不够，加之编辑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纰漏和舛

讹，恳请读者斧正谅解。

编者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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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志》第四卷编纂说明

第三十篇科学技术

目 录

第一章机构⋯⋯⋯⋯⋯⋯⋯⋯⋯⋯5

第一节管理机构⋯⋯⋯⋯⋯⋯⋯5

第二节研究机构⋯⋯⋯⋯⋯⋯⋯7

第三节科技群团⋯⋯⋯⋯⋯⋯11

第二章科技队伍⋯⋯⋯⋯⋯⋯⋯13

第一节人员来源及使用⋯⋯⋯13

第二节人员结构与分布⋯⋯⋯15

第三节职称晋升⋯⋯⋯⋯⋯⋯17

第三章科技管理⋯⋯⋯⋯⋯⋯⋯19

第一节科技计划⋯⋯⋯⋯⋯⋯19

第二节科技经费及物资⋯⋯⋯22

． 第三节交流引进⋯·⋯⋯⋯⋯··24

第四章科技成果⋯⋯⋯⋯⋯⋯⋯28

第一节成果管理⋯⋯⋯⋯⋯⋯28
●

●

第二节国家级成果⋯⋯⋯⋯⋯29

第三节省(部)级成果⋯⋯⋯32

第四节市级成果⋯⋯⋯⋯⋯⋯40

第五章科技应用⋯⋯⋯⋯⋯⋯⋯52

第一节钢铁工业科技应用⋯⋯52

第二节煤炭工业科技应用⋯⋯57

第三节农业科技应用⋯⋯⋯⋯60

第四节其它成果⋯⋯⋯⋯⋯⋯65

第六章科技服务⋯0 0 0⋯⋯⋯⋯··74

第一节资料情报⋯⋯⋯⋯⋯⋯74

第二节科技调研⋯⋯⋯⋯⋯⋯76

第三节咨询与交流⋯⋯⋯⋯⋯79

第四节气象观测、预报⋯⋯⋯81

第五节地震监测预报⋯⋯⋯⋯84

7第七章群团科技活动⋯⋯⋯⋯⋯86
，

第一节科协活动⋯⋯⋯⋯⋯⋯86

第二节技术协会⋯⋯⋯⋯⋯⋯90

。W w” ^一⋯一一
一

第三十一篇教育

第一章机构⋯⋯⋯⋯⋯⋯⋯⋯⋯99

第一节管理机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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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表演团体⋯⋯⋯⋯⋯⋯176

第二章文艺演出⋯⋯⋯⋯⋯⋯⋯181

第一节京剧⋯⋯⋯⋯⋯⋯⋯⋯181

第二节评剧⋯⋯⋯⋯⋯⋯⋯⋯183

第三节话剧⋯⋯⋯⋯⋯⋯⋯⋯185

第四节歌舞⋯⋯⋯⋯⋯⋯⋯⋯187

第五节曲艺⋯⋯⋯⋯⋯⋯⋯⋯188

第三章文学创作⋯⋯⋯⋯⋯⋯⋯190

。

第一节创作活动⋯⋯⋯⋯⋯⋯190

第二节文学评论⋯⋯⋯⋯⋯⋯196

第三节文学期刊⋯⋯⋯⋯⋯⋯197

第四章群众文化⋯⋯⋯⋯⋯⋯⋯198

第一节活动阵地⋯⋯⋯⋯⋯⋯198

第二节活动形式⋯⋯⋯⋯⋯⋯201

第三节创作成果⋯⋯⋯⋯⋯⋯204

第五章电影⋯⋯⋯⋯⋯⋯⋯⋯⋯206

第一节放映设施⋯⋯⋯⋯⋯⋯206

第二节发行放映⋯⋯⋯⋯⋯⋯207

第三节电影宣传⋯⋯⋯⋯⋯⋯209

第四节经营管理⋯⋯⋯⋯⋯⋯21l

第六章图书⋯⋯，¨⋯⋯⋯⋯⋯⋯215

第一节公共图书馆⋯⋯⋯⋯⋯215

第二节系统图书馆⋯⋯⋯⋯⋯220

第七章书店⋯⋯⋯⋯⋯⋯⋯⋯⋯224

第一节国营书店⋯⋯⋯⋯⋯⋯225

第二节私营、合营书店⋯⋯⋯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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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文物·考古⋯⋯⋯⋯⋯⋯⋯231

第一节遗迹遗存⋯⋯⋯⋯⋯⋯231

。第二节文物⋯⋯⋯⋯：⋯⋯··．，·245

第三十三篇体育

第一章机构⋯⋯⋯⋯⋯⋯⋯⋯⋯265

第一节管理机构⋯⋯⋯⋯⋯⋯265

第二节体育场馆⋯⋯⋯⋯⋯⋯266

第二章群众体育⋯⋯⋯⋯⋯⋯．．：268

第一节学生体育⋯⋯⋯⋯⋯¨268

第二节职工体育⋯⋯⋯⋯⋯⋯270

第三节其它群众体育⋯⋯⋯⋯273

第三章竞技体育⋯⋯⋯⋯⋯⋯⋯276

第一节竞技项目⋯⋯⋯⋯⋯⋯276

第二节竞赛活动⋯⋯⋯⋯⋯一。306

第三节等级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307

第三十四篇广播·电视

第一章机构⋯⋯⋯⋯⋯⋯⋯⋯⋯312

第一节管理机构⋯⋯⋯⋯⋯⋯312

第二节职工队伍⋯⋯⋯⋯⋯⋯314

第二章无线广播⋯⋯⋯⋯⋯⋯⋯315

第一节设施设备⋯⋯⋯⋯山⋯315

第二节节目⋯⋯⋯⋯⋯⋯．．⋯·316

第三节播音⋯⋯⋯⋯⋯⋯⋯⋯320

第三章有线广播⋯⋯⋯⋯⋯⋯⋯321

第一节广播网⋯⋯⋯⋯⋯⋯⋯321

． 第二节设备线路⋯⋯⋯⋯⋯⋯324

第三节节目⋯⋯⋯⋯⋯⋯⋯⋯324

第四节技术管理⋯⋯⋯⋯⋯⋯326

第四章电视广播⋯“⋯⋯⋯⋯⋯·327

o第一节设施设备⋯⋯⋯⋯⋯⋯327

第二节节目安排⋯⋯⋯⋯⋯⋯329

第三节节目制作⋯⋯⋯⋯⋯⋯330



Ⅳ

第四节记者站⋯⋯⋯⋯⋯⋯⋯356

第三十六篇卫生

第一章机构⋯⋯⋯⋯⋯⋯⋯⋯⋯360

第一节管理机构⋯⋯⋯⋯⋯⋯360

第二节医疗机构⋯⋯⋯⋯⋯⋯362

第三节预防保健监督机构⋯⋯375

第二章医疗⋯⋯⋯⋯⋯⋯⋯⋯⋯378

第一节中医⋯⋯⋯⋯⋯⋯⋯⋯378

第二节西医⋯⋯⋯⋯··i⋯⋯⋯380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386

第四节医技科室⋯⋯⋯⋯⋯⋯386

第五节干部保健⋯⋯⋯⋯⋯⋯389

第六节矿泉医疗⋯⋯⋯⋯⋯⋯390

第七节急诊救护⋯⋯⋯⋯⋯⋯392

第三章医药行政⋯⋯⋯⋯⋯⋯⋯394

第一节医政⋯⋯⋯⋯⋯⋯⋯⋯394

第二节药政⋯⋯⋯⋯⋯⋯⋯⋯496

第四章卫生防疫⋯⋯⋯⋯⋯⋯⋯399

第一节传染病管理⋯⋯⋯⋯⋯399

第二节计划免疫⋯⋯⋯⋯⋯⋯401

第三节传染病防治⋯⋯⋯⋯⋯402

第四节地方病防治⋯⋯⋯⋯⋯409

第五节虫媒消杀⋯⋯⋯⋯⋯⋯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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