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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廷耀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在《丹东市志》10卷的

记述内容中，除第一卷(综合卷)外，其他九卷的前五卷(第二’到第六

卷)大体记述经济基础领域的事物；后四卷(第七至第十卷)大体记述

上层建筑领域的事物。该卷是《丹东市志》第七卷，即政治卷，设置了政

党、政权、群团、政事四篇，均为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事物。

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历来地方志书的编

纂者们都把它作为重要记述，地方志书的读者们也比较重视这个方面

的史料。该卷经编纂者精心修纂，比较集中地记述了丹东市最高领导

层的政务活动，历次政治运动，各党派团体的重要活动。旧时修政治上

层建筑志，由于历史的局限，偏重记述机构沿革和官员更迭。新编《丹

东市志》第七卷，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在

政党中注重记述党务活动，在政府中注重记述政务活动，在人大、政协

中注重记述职能活动，在群团中注重记述组织活动。尤其是对中共丹

东市委的记述用了较大篇幅，展示了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市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把一个开发比较晚(1876年建制)的殖民地的落后

的城市建设成为抗美援朝的英雄城市、轻工业发展的明星城市、改革

开放的边境城市的历史轨迹。

历史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此卷既记

述中共和政府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

经验，也记述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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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志序·政治卷

后人都是值得汲取的。近年来，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上党务、政务活

动和政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和基本方针，对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对于加速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建议广大读

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挤点时间读读这卷志书。并藉此向志书的编

纂者们及提供宝贵资料的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市级领导机

关各部门表示感谢!



凡 例

一、新编《丹东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记述丹东市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陛著作。为研

究市情、振兴丹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新编《丹东市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等文字资料及实物与调查

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工制

作，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反映自然与

社会的内部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三、新编《丹东市志》为强化整体性，，-。k首设总述，有些卷设综述，有些篇设概

述，有些章、节设简述或无题序，CA纵述历史与现状，或扼陈其大要。为保存文献，

附录配合正文，附于篇、章后。适当运用图、表等形式，与文字记叙相表里。

四、新编《丹东市志》分10卷出版：1．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区县、自然环

境；2．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邮政电信；3．经济管理；4．工业；5．农业；6．商业；7．政

党、群团、政权、政事；8．司法、军事；9．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

育；10．居民、人物。

五、新编《丹东市志》采用章节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以科学分类和现代

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篇章节目，在一定档次上分析出事物构成的主要要

素，一般以目为基本记述单元。

六、新编《丹东市志》用第三人称，以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语言规范，采用记

述体。 ，

七、以1876年安东设治为上限，下fg-截至1985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

个别事物为使本末清楚，作必要的超限记述。详今略古，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



·2· 丹东市志序·政治卷

成立以后。历史朝代年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的历史分期按照民

国前期、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划分。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共

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解放后”，指1947年6月

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期。

八、新编《丹东市志》站在中心城市角度，以记述市区为主，并以现行行政区

划为范围，记述市辖县情况。使用“丹东市”、“全市”、“丹东地区”包括三区四县；

“丹东”、“市区”不合四县；“城区”不合振安区。

九、是志的人物志按“生不立传”原则，以在本地从事活动为主选录人物。

十、是志所用文安、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

写。有关全市性总量统计，以丹东市统计局分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

单位的统计数字，以各单位统计部门核定数字为准。史料中旧计量单位，凡有确

定换算值的，则注明现行法定计量单位，难以算的，仍保留原计量单位。

十一、是志采用历史纪年时，在括号中标注公元纪年，但在相近文字中不作

重复标注。鉴于东北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况，自1931年9月18日起只用公元纪

年。

十二、是志记述有关地名、机构、人名等，使用记事年代的称谓，并因时而异。

外国的国名、人名、地名等，使用新华通讯社译名或其简称。



说 明

一、是卷为《丹东市志》第七卷，置政党、群团、政权、政事四篇，23

章、108节、86万字，编辑资料长编580万字，入志资料7％。

二、是卷政权篇中的市政权记述，由于历史上先有县后有市，市级

政权由县级政权析出，且初时县、市治所同城，有着沿革关系，故市政

权自1876年安东县设治始记述。

三、是卷中的政党、群团和政权篇中的领导任职时间，有的超限记

述。

四、是卷政党篇中的中国国民党安东市执行委员会的存在时间自

1946年10月至1947年6月，由于时间短、资料匮乏，故从略记述。

五、是卷中的中共、人大、政府、政协的县区组织机构，在《丹东市

志》第一卷中已有记述，是卷不再重复。

六、是卷设置的《地方志编纂》章，是一项新内容，且志书编纂自搜

集资料至总纂成书是一项系列工程，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可下延时限

的精神，故将其下限延至1996年末。

七、为表述方便，并照顾到称谓的前后统一，凤城满族自治县、岫

岩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在行文中简称凤城县、岫岩县、宽甸

县。



序

凡例

说明

彩照

政党篇

第一章 解放前中国共产 (中共安东市密工

党安东地方组织⋯3 分委员会)⋯⋯⋯5

第一节中共安东特支⋯。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丹东

第二节 中共宽甸特支⋯。3 市委员会⋯⋯⋯⋯⋯．7

第三节 中共民众自卫军 第一节 中共丹东市历届

支部⋯⋯⋯⋯⋯。4 党员代表会议和

第四节 中共安东地区临 代表大会⋯⋯⋯9

时工委⋯⋯⋯⋯⋯4 一、代表会议⋯⋯⋯⋯9

第五节 中共安东地区支 二、代表大会⋯⋯⋯．10

部工委⋯⋯⋯⋯⋯5 第二节 中共丹东市委

第六节 中共安东支部委 7 机关⋯⋯⋯⋯⋯15

员会⋯⋯⋯⋯⋯⋯5 第三节党务纪略⋯⋯⋯．16

第七节 中共辽东支部 一、建立与巩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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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16

二、城市经济建设与

改革⋯⋯⋯⋯⋯⋯⋯23

三、农业改革⋯⋯⋯⋯34

四、城乡“五反”与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2

五、“文化大革命’’

运动⋯⋯⋯⋯⋯⋯·44

六、拨乱反正⋯⋯⋯”48

七、整党建党⋯⋯⋯⋯51

八、地方党史编写⋯⋯59

第四节组织⋯⋯⋯⋯⋯59

一、机构⋯⋯⋯⋯⋯⋯59

’二、基层组织⋯⋯⋯⋯60

三、党员⋯⋯⋯⋯⋯”63

四、干部管理⋯⋯⋯⋯65

五、干部审查⋯⋯⋯⋯69

第五节宣传⋯⋯⋯⋯”71

一、机构与队伍⋯⋯⋯71

二、宣传教育⋯⋯⋯⋯73

三、理论教育⋯⋯⋯．78

四、党员教育⋯⋯⋯⋯80

五、对外宣传⋯⋯⋯82

六、精神文明建设⋯⋯82

第六节统一战线⋯⋯⋯85

一、机构⋯⋯⋯⋯⋯⋯85

二、合作共事⋯⋯⋯⋯85

三、自我教育⋯⋯⋯⋯89

四、落实政策⋯⋯⋯⋯90

第七节纪律检查⋯⋯。．91

一、机构⋯⋯⋯⋯⋯．91

二、纪律教育⋯⋯⋯92

三、受理来信来访⋯⋯95

四、案件检查⋯⋯⋯97

五、纠正不正之风⋯101

第八节党校⋯⋯⋯⋯103

第三章中国国民党安东

市地方组织⋯⋯107
第一节早期组织⋯⋯。107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安东

市执行委员会

⋯⋯⋯⋯⋯⋯⋯108

一、机构⋯⋯⋯⋯⋯。108

二、主要活动⋯⋯⋯⋯108

第三节中国国民党在安

东地区的县党部

一、中国国民党安东

县党部⋯⋯⋯⋯⋯109

二、中国国民党凤城

县党部⋯⋯⋯⋯⋯109

三、中国国民党岫岩

县党部⋯⋯⋯⋯⋯110

四、中国国民党宽甸

县党部⋯⋯⋯⋯·110

第四章民主党派⋯⋯⋯⋯”111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丹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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