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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新金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

新金地区历史悠久，今杨树房镇黄亮子的古代海防城堡肇迹于汉，今花儿

山乡张店村古城为西汉时期辽东郡县城。但二千年来无志乘留传，实为憾事。

到1991年撤县建市前夕，修成这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是空前绝后之举。《新

金县志》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全县各级

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创造的一项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她是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载本

地区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著述。全面翔实地记述了从1840年至1985年

新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自然、风土人情的发展和演变，所列所陈，

蔚为大观，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 r

新金地域，拱旅大，环黄、渤二海，背靠东北腹地，山川壮丽，人杰地灵。在

本地区发现的文物古迹，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祖先在政治军事，农耕渔猎，社会

风情等方面休养生息的状况。迨至明、清战乱连绵，屡遭水旱荒歉，人民流离失

所，生灵涂炭。19世纪末，俄、日侵略者入寇东北，今新金地区人民惨遭兵燹火

焚，劫掠奸淫；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旅大，设“关东州’’。其“州界’’即

在今之普兰店经皮口至城子坦一线。迤南为“关东州’’；迤北地区从清末经民

国，“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满洲国"，日本投降后，一度被国民党军占据，直

至1947年第二次全境解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金人民在抗击沙俄侵略斗争中风起云涌，

浴血奋战；在推翻清王朝斗争中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在反抗日伪

统治的岁月里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用血与火写下了一部反抗斗争史：

解放后，新金大地百废俱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金各族人民意气风

发，艰苦创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各条战线一日千里，各行各业日新月

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80万人民龙腾虎跃，在四个现代化

建设中，把新金大地装扮得更加美丽富庶。境内长大、金城铁路、皮口港和县内

公路四通八达，国内国际邮电通信畅通无阻，农林牧副渔各业兴旺。被国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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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苹果、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县。工业2 000多个厂点有40多种产品被评

为国家、省、市名优产品，推动了全县工业发展。林业、交通、卫生、城乡建设被

评为省先进单位，平原绿化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外向型经济如雨后春笋，建

成了十大出口商品基地，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三资"企业方兴未艾。文化教

育事业也有长足发展。县志详尽地记载伟大成就，反映时代精神，为两个文明

建设提供依据，为资政、存史、教化大书特书新篇章。

编纂一部具有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的新县志，使之能够全面、系统、准

确地记述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必须

具备大量翔实而准确的资料。而新金地区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然的演变，隶属

的更迭，辖区的变化，人文方物的兴衰等等方面，纷繁芜杂，史载不详。今新金

地域主要从金、复两县析并而成，与长海、万福、盖县、庄河等县市行政区划出

划入，同大连(旅大)市归属关系也有变化。这一历史事实，构成了东北少有，全

国罕见的地情与县情。

编修新县志任务艰巨，工程浩大。在缺资料，缺经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参加修志的同志们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解放思想，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修好

县志。他们从县内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临近的瓦房店、金州、长海等市县区搜

集大批资料，分f-jS,]类加以整理。查阅东北三省、北京、山东、江西等地的有关

案卷，对与新金有关的资料广为集纳。历时三年，收集资料1600万字。对新金

地区上朔几千年下至当今的政治经济、农工商学、山川形胜、风俗民情进行了

广征博采。又越五年，九易编目，五易志稿。经各行各业、专家学者反复斟酌，多

次修改，终于编纂成百万字的《新金县志》。

《新金县志》的成书，历时八年。修志期间得到了曾经在新金工作过的老同

志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得到了辽宁省、大连市、兄弟市县区地方志办公室和

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与指正；得到了县内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驻普机构

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积极配合大力协助。修志人员在工作中不避艰辛、奋笔不

辍、潜心著述，巨制乃成。《县志》下限至1985年，成稿于1992年。其间国务院

批准撤县建市。为保持志书连续性，资料的整体性，特续《1986--．-1991年县情

简介》，以补不足。编纂过程中由于受到资料、时间、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体例、

内容、选材、文字诸方面谬误之处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

中共新金县委员会书记 张 彤

新金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忠永
一九九二年--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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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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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记述新金县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编、章、节的结构层次，以竖写历史为经，横排史实为纬，纵横结合，以横

为主。首立《概述》、《大事记》为全志之纲，下分26编133章384节为志之主，设《1986---,

1991年县情简介》殿后。

三、本志以志为主，志、记、传、图、表、录并用，图、表分别附于各有关章节之中。

四、本志上限自1840年起，下限迄1985年末，断限部分章节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

适当上溯。 ．

五、新金县1945年建置，此前分属金县、复县。所搜集资料以现行版图为限，加以合

并、单列或分解记述，凡人与事不在今县治版图者，不予记述。

六、对解放后重大政治运动，本着“宜分不宜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本志不设专

篇，分别记入《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之中。对于机构沿革、人事更迭、党派群团活动等内容，

载入有关编章，《大事记》不录。

七、遵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和“经世致用”的原则，本志着重记述中华民国时期和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详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巨大成就，努力体现本地特点和时代特色。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在记述中不受此限，并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为主，

述其为人，记其功绩，以彰往昭来。奸完人物，陈其劣迹，述其罪恶，作为反面教员。

九、本志所录资料，解放前的主要源于历史专著专述；解放后的主要以档案和各有关

单位提供的资料为主。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依据。资料采撷以文字为主，详

加考证，去伪存真，为节省文字，行文中不记出处。

十、本志所用纪年，民国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历纪年；民国后一律采用公历纪

年。称谓以当时通用名称为主，必要时括以修志时名称。

十一、数字用法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计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执行。所用不同历史时期的计量单位注明比值。’

十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黟够瓢垂氍霞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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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金县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建的县。

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东侧，东与庄河县毗邻，

西与瓦房店市接壤，北连盖县，南与金县

分界，东南隔黄海与长海县相望。辖18镇

10乡，面积2 896平方公里，有汉、满、回

等9个民族，781 179人。

县城普兰店镇，北距辽宁省省会沈阳

319公里，南距大连市区75公里、大连经

济技术开发区50公里。境内有沈大铁路、

金城铁路以及爱大、鹤大公路通过，东南

部沿海重镇皮口与长海县有班船通航。

(一)

新金县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新金县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北部峰

峦层叠，最高峰老帽山海拔848米，产有

名贵的“天女木兰花”。中部星台镇葡萄沟

巍霸山有始建于唐代的清泉寺。寺庙建筑

布局紧凑、精妙，气势宏伟。东部双塔镇

福全村和尚帽山遗有金代摩崖造像，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安波温泉，据旧志记载：

泉水沸如汤，不敢染指，稍远凿池引别水

参之始可浴。严冬季节，热气沸沸扬扬，近

岸数丈无冰雪，芳草萋萋。土人结庐其上

以为沐浴之所。解放后建立了安波理疗医

院，每年接待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患者和

游客。碧流河为新金与庄河的界河，碧流

河水库为大连市区主要水源地，兼有防洪、

发电、、灌溉、养鱼等设施，工程宏伟，景

色壮观。境内的石棚、山城、古塔、烽火

台等古迹，以及连绵65公里的海岸风光，

各具风采，引人入胜。

新金县独具特色的地质构造，孕育了

丰富的地下矿藏，有金属和非金属矿20余

种263个矿点．青白发亮、花点均匀、结

构细腻、适于造型的花岗岩，其石雕远销

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

地区；纹络秀丽、色泽典雅的花儿山辉长

岩，是建筑行业的优质材料；储量丰富、易

于开采的粘土和石灰岩，为发展建材与陶

瓷工业提供了原料。

新金县盛产水稻、水果、花生。全县

水稻播种面积20．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

15％。水果品种有苹果、桃、梨、杏、李、

葡萄、樱桃等，其中苹果有108个品种。新

金红国光皮薄、质脆、汁多、酸甜适中，获

大连市政府颁发的优良品种证书。1984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新金县为苹果生

产基地县。花生以粒大、皮薄，产量高而

享誉省内外。

境内海岸曲折，滩涂广阔，进海水域

100多平方公里，盛产鱼、贝、虾、蟹、藻

类水产品百余种。近年发展起来的港养对

虾，到1985年已达到1．7万亩，总产量

1 206吨，为全国9个港养虾超千吨县之

一。新金县公路以宽、平、直而驰名全国。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新金人民的辛

勤劳动，使新金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县。

．jl●，，：§￡．：，~“{等；0≥。；t。，l。}，。{f￥n*参_=耋譬鼍罄憨錾蠡季警鼍}，m

j，；{。}；}{《̂蛾l|f{+l量季墨鼍篓I鬈l譬量黔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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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金地区历史悠久。近一个世纪以来，

陆续发现和清理的古遗址、古墓葬达450

处，定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35处，到1985年底，收集的出土文物

1 109件。碧流河乡塔寺遗址为小朱山下层

文化类型，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碧流河

口三岛子、双塔镇乔屯、泡子乡层山等地，

均出土近3000"--5000年的历史文物。在出

土文物中，有国家一级文物启封戈、铜贝

鹿镇和全国少见的马蹄金等。这些丰富多

彩的古文物，充分显示了新金地区先民们

的聪明和才智。今花儿山乡古城遗址、遗

存证明，其城肇迹于战国，定治于西汉。

战国时，今新金属燕国之辽东郡，秦

代时属辽东郡，西汉时属辽东郡之沓氏县。

汉代“文景之治”后，中原王朝对辽

东的统治业已稳固，因而使这块地广人稀、

山高林密的荒凉之地，人烟逐渐稠密。至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战乱迭起，公孙氏乘

机割据辽东，使辽东竟度过50余年的平安

岁勇o

三国时，曹魏派司马懿征讨公孙渊，演

成魏、吴争夺辽东大战。百姓或被吴军劫

持南下，或逃往山东。辽东半岛南部几成

荒原。

西晋末年，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至

东晋时，辽东战争频仍。元兴三年(404

年)，辽东为高句丽割据，统治260余年。

唐中兴，辽东半岛又呈现出一派兴旺

富庶景象。

辽初，将渤海的大户大量迁往辽南。于

今之金县与瓦房店市置苏州安复军与复州

怀德军(后均改为军节度并各领二县)，今

新金分属苏、复二州。

辽天庆七年(1117年)，女真人建立的

金国占据辽东半岛，于苏州旧地置化成县。

翌年，化成一带的契丹人和奚人10余万人

起义抗金。遭到血腥镇压，尸横遍野，“河

水为之不流”。

元初，蒙古军数次进占辽东，最后占

领辽南时，这里已成为人烟稀少的荒野。

明代自洪武初年始，即加强辽东半岛

的防务，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如设立屯

田军以垦荒、炒盐军以煮盐、炼铁军以炼

铁。加之振兴教育、发展商业，使金、复

州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永乐十七年(1419

年)，辽东总兵刘江率部于望海埚全歼来犯

之倭寇2 000余名，威震四方。此后百年间

倭寇未敢再犯。

后金(1644年改国号为清)予天命六

年(1621年)八旗兵在攻占沈阳、辽阳等

地后，多次与明军在辽南交战。由于长期

战乱，百姓外逃，辽南一度几成无人之境。

清定鼎北京后，于康熙、雍正年间，实行

招民至辽东垦荒政策，其时适值鲁豫等地

灾荒，大量饥民携家带口甚至同宗族结伴

越海来金、复等地，经几十载披荆斩棘、辟

地垦荒，新金地区人烟渐稠。

雍正年间，貔子窝(今皮口镇)被辟

为商埠，繁盛一时，素有“北有没沟营

(营口的西河口)，南有貔子窝”之说。山

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沿海的

商船咸来互市，经久不衰。咸丰十一年

(1816年)貔子窝附近“奉旨办团练”，各

屯为革除粮豆交易中的积弊同立公约，立

碑刻石，上称：“金州城东有貔子窝双龙海

口，夙称名区，店当铺户实繁，有徒往来，

舟车熙攘不绝，装运豆粮”。

至近代，今新金南部先后为沙皇俄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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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中日甲午战争后，

日本攫取辽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沙

俄又借机侵占辽南，俄兵横行，奸淫烧杀，

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俄战

争后，旅大金地区重新沦为日本殖民地，为

时长达40年之久。

新金人民具有光荣的反帝传统。甲午

战争，日侵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进犯貔

子窝时，当地农民高武组织碧流河一带

800余名农民以农具为武器与日军展开激

战，杀死日军多人，高武与部分农民为国

捐躯。

俄占时，刘家店一带人民在马成魁领

导下，组织数千人的队伍，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暴动，将当时属貔子窝地区的刘家店

“按站”捣毁，迫使沙俄撤销据点，免收当

年的地亩税。

日本帝国主义继沙俄侵占旅大地区

后，遭到人民群众的不断反抗。以唐子明、

郭正人为首所组织的武装队伍，从民国11

年(1922年)起不到两年时间，在貔子窝

民政支署管内多次起事，其中被日警认为

“大事件”的就达18次之多。民国12年

(1923年)2月末；金州民政署长和警察署

长带骑警10余名到貔子窝管内巡视，在崔

家窑一带被唐子明部包围。激战中，貔子

窝警察支署长佐藤身中6弹并被打瞎一只

眼，与其他16名日警人员一起当了俘虏。

缴获日警长短枪30支，子弹700发。

民国18年(1929年)2月’14日，关

东州厅地方法院院长安住时太郎带领审判

官、检查官、书记、翻译、巡查及警卫等

一行10余人，到貔子窝支署管内碧流河会

塔寺屯勘查。华耀堂、孙德安、孙永芳等

抗日群众事先做了埋伏。当安住时太郎刚

进隋家大院时，即被击毙，巡查神谷利平

被击伤，余敌狼狈逃窜。

自1905年日本侵占旅大金迄1945年

东北解放的40年中，今新金北部历经清

末、民国和伪满洲国3个时期。宣统三年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顾家屯(今星

台镇)人顾人宜、顾人敏等招募民军千余

人，于11月20日进攻清军巡防营驻李家

卧龙(今城子坦境)防队，打响了辛亥革

命在东北的第一枪。11月29日，顾人宜率

民军攻打水门子(今莲山镇)巡防队。巡

防队大败，死伤100余名，哨官奎裕庭被

擒。此后民军与清军数次作战，直到清帝

退位，双方停战为止。

民国9年(1920年)奉天派员由复州

官员协同至复县东部山区即今新金县双塔

镇一带“打地”(清丈地亩，以便增收地亩

税)时，宋风桥挺身而出，组织黑会，于

12月21日黎明率众将丈地书记、工役等

绑去6名，并将款册与丈单以及武器(快

枪2支)一并收去，唯丈地委员(绳员)乘

隙脱逃。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光复，今新金的

南北分别结束了40年和14年的殖民地历

史。

1946年初，新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

全县人民刚刚开始了新的生活时，同年11

月，国民党军队向辽南大举进攻，占领新

金。在中共新金县委的领导下，金县人民

配合人民子弟兵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

勇的斗争。被陈云同志称为“屋檐下的根

据地”的新金南部根据地(亦称岗边根据

地)，在解放战争中，为牵制敌人、打击敌

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7

年6月，新金县获得第二次解放，全县人

，．目

一翟譬署器嚣蟊鼯骨一当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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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治上翻身作主，经济上摆脱压榨剥削，

开始重建家园。

(三)

新中国建立后，新金县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新金大地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金县原是落后的农业县。解放前，全

境只有大刘家镇洼店一座水库。境内坡多

地薄，缺水少雨，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百

十斤。50年代以后，全县人民开始了以改

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梯田、

疏理河道，有效地改变了生产条件。至

1985年，全县共兴建大、中、小型水库26

座，塘坝32座、橡胶坝8处、拦河闸8处，

机电灌溉站283处，自流引水工程60处，’

筑河道堤坝615．7公里；农业机械从无到

有，全县已拥有各型拖拉机2 918混合台，

动力排灌机械3 312台，农用汽车858辆，

基本实现翻、耙、压、运输、脱谷、粉碎

加工机械化。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提高

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农村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

食、油料、水果、蔬菜、水产、畜牧以及

乡镇工业全面发展。1985年，全县粮食总

产量18．4万吨；水产品总产量7 828吨；

水果总产量5．97万吨。“新金猪”作为地

方良种猪名闻全国，农牧渔业部确定新金

县为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全县农业商品

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由自给型向商品经济

的转变。

解放前，新金地区广大农村几无工业

可言，唯在南部“关东州”的貔子窝、普

兰店及其附近有几家工厂。据《昭和十六

年满洲经济统计年报》记载，两地有金属、

机械、化工、窑业、纺织、木材、食品等

工厂26家，而其中日本侵略者开设的工厂

规模较大，如日本盐业株式会社≮股份公

司)的几个工厂和关东州加里工业株式会

社貔子窝工场(工厂)、满洲钡制造合资会

社以及“大和纺绩(纺织)普兰店工场”等

等。

解放初，日资工业企业除大日本盐业、

关东州加里在貔子窝的工厂停产遭到破坏

外，其余在国民党军占据辽南时大部分被

抢劫一空。新金二次解放至新中国建立前，

貔子窝、普兰店共有利民铁工厂和实业处

造纸厂以及县营卷烟厂、火柴厂等公营企

业13家，有东顺泰铁工厂和恒昌机械厂等

少数几家私营企业。貔子窝、普兰店、城

子疃3个镇及全县农村共有手工业作坊

400余家。建国后，在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

指引下，全县工业发展很快。至1978年，

工业总产值达18 133万元。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县以“对内搞活，对外开

放”的方针为指导，工业生产有了突破性

的发展。至1985年，全县有全民、县营、

乡(镇)办、村办、个体和联营的工业企

业2 302家。生产门类主要有冶金、化工、

机械、建材、木材、采矿、制盐、食品、纺．

织、缝纫、皮革、造纸、文具等，总产值

39 271万元(1980年不变价)。轻纺工业发

展迅速，县属企业26家，主要产品55个，

已成为“纺、织、染”一条龙的纺织工业

县，跨进全省8个重点纺织工业县的行列。

乡镇企业中的杨树房服装厂，各种出口服

装均被国家外贸部门定为免检品。

新金县化肥厂1984年先后被化学工

业部授予创百万元利润先进单位、省人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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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授予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称号，被

省化肥工业公司命名为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和设备管理先进单位。

解放前商业；广大农村仅有为数不多

的小杂货铺。南部沿海集镇的貔子窝，自

开为商埠后，便成为本地货物集散之地。

1905年日本侵占旅大地区后，洋货充斥市

场，民族商业日渐凋蔽，尤其在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造成物资的严

重匮乏，。殖民统治当局不得不实行经济统

制，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后，党和政府实

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全

县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建国初全县共有商

业饮服网点1 491个，从业人员2 720人，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729万元；1956年，全县

国营和合作商业网点发展到945个，从业’

人员增至5 096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 986万元。1985年，全县商业饮食服务网

点7 366个，从业人员23 825人，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33 684万元。对外出口商品39

种，出口商品收购额4 296．1万元，创汇

1 149万美元。

交通、邮电与电力事业，解放后均获

得高速发展。境内有沈大、金城两条铁路

线通过，1984年，铁道部命名普兰店车站

为全国文明车站。1985年，全县有公路63

条(包括不在册乡级公路)，计1 039．7公

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14条县

级以上公路进行了技术改造i均达到二级

公路标准，行车时速提高到50公里以上，

基本上做到城乡之间车畅其行，物畅其流。·

新金县公路段，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

被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公路段。全县有邮电

局、所28处，县城至乡镇直达电路55条，

市内用户交换机总容量1 600门，市话

1 468部。邮路总长4 515．8公里。邮政出

口平函205万件，进口平函221．8万件。

1985年全县有220千伏送电线路105公

里，66千伏线路275公里，10千伏高压配

电线路2 389公里，低压配电线路3 115．4

公里；供电站13处，变电所14处，总容

量10．1万千伏安。

城乡建设，旧貌变新颜。普兰店、皮

口、城子坦三镇建成区面积为7．85平方公

里。县城普兰店经过改造和建设，街道整

齐，楼房林立，相继建成体育场、影剧院、

商业大楼和校舍楼、卫生院楼。改善了居

民生活环境条件。

1985年全县财政收入完成2 479．2万

元，财政总收入4 842万元。

解放前，全县只有小学。解放后，党

和政府大力兴办各类学校，至1985年，全

县有小学324所，初中30所，完中2所，

高中4所，职业高中1所，农业高中2所。

县办和乡镇办各种职工学校35所(累计毕

业生4 535名)，参加电大学习的在职干部

1 200名。解放前，全县缺医少药，治病多

靠土方，有的请巫医求神或听天由命。解

放后，特别是建国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迅猛，到1985年，有县级医院7所，地区

中心医院4所，乡镇卫生院21所，村卫生

所346所，个体诊所74家。县属卫生机构

还有防疫站、救护站、药检所、防痨所、科

研所和卫校各一处。卫生工作人员2 237

名，床位1 950张。全县防氟改水工作卓有

成效，地甲病治疗率达98．96％，1982年

获大连市“普查普治”第一名。1983年以

来，有17所医院进入省市文明医院行列。

县计划生育指导站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评为1985年度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学

校和群众体育活动开展较为普遍，共向上

级输送运动员229名。全县有文化馆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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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图书馆、县广播站各1处，各乡

镇均设广播站。书法、绘画、歌曲、故事、

摄影等艺术之花竞相开放。著名的“三鼓

一调”(新金花鼓、新金大鼓、新金太平鼓

和新金影调)，多次赴省、市表演并获奖。

1985年，全县有农业、工业、林业、水产、

农机、卫生6个科研机构，有农、工、林、

水、医、教等20个学会，乡镇级科协27个，

有各类科技人员2 413人。1979年至1985

年有53篇学术论文被评为省、市优秀论

文，取得市级以上鉴定表奖的科技成果32

项。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城镇职工年均工

资953元(不含奖金)，比1978年提高

59％。农村人均收入416元，比1978年提

高51％。城乡储蓄额15 286万元，人均储

蓄232．6元。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

平方米，农村人均住宅面积15．3平方米。

全县每10户平均有自行车1l辆、缝纫机

8台、收音机5台、电视机3台。家有电冰

箱、洗衣机、电风扇的越来越多。县内设

有26处敬老院，1处福利院，332处幼儿

园，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生活水平

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延长。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

放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

地发展。现在，全县人民正在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创业，锐意进取，为

新金的繁荣和发展再攀高峰。

一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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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

周庄王+二年(前685年) 齐桓公

始霸诸候，曾伸展势力至辽东(今新金属

辽东)。

周赧王+五年(前300年) 燕将秦

开击退东胡及箕氏朝鲜，扩地至辽东(今

新金地区属燕辽东郡)。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秦将

王翦破燕，燕王喜迁都辽东襄平(今辽阳

市)。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

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新金属辽东郡)以

拒胡。

秦王政二+五年(前222年) 秦将

王贲攻辽东掳燕王喜，燕亡，仍置辽东郡。

秦 代7

元封四年(前107年) 辽东郡设18

县，今新金地区属沓氏县。

元封六年(前105年)正月 筑辽东

城(今辽阳)，今新金属之。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 北海逢

萌避王莽祸，渡海来辽东，在沓氏县登岸。

，

东汉时代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 东汉将辽

东郡18县并为11县，沓氏仍存。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 张伯路率山

东沿海3 000渔民起义，称“赤帻军”与官

军抗衡，转战失利，永初五年(111年)兵

败被杀。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以公孙

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到任东西扩地，将

辽东、辽西之地，为辽西、中辽、辽东三

郡，各置太守(今新金仍属辽东郡)。，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 韩广于辽

东自立为燕王，领今新金地。 ． 三国时代

西汉时代

汉高祖+二年(前195年)二月汉

高祖定辽东、辽西29县。辽东郡置沓氏县，

县址在今新金县花儿山乡。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 武帝

为开发辽东，从山东、河北移民至今大连

地区开垦农田。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正片 魏司

马懿讨辽东公孙渊。八月司马懿大破公孙

渊于襄平。

景初三年(239年)三月魏、吴大战

于辽东。六月，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在

故纵城(今山东省境内)立新沓县，以居

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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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代

泰始元年(265年) 司马炎代魏称

帝，建立晋朝。今新金为晋地。

泰始十年(274年)二月，复置平州，

州治襄平，辖汶县、北丰、西安平、力城、

平郭等县，今新金地区属平郭。

咸宁三年(277年) 今新金地区属辽

东国平郭。

永嘉元年(307年) 慕容魔称鲜卑大

单于，据辽东。

永嘉五年(311年) 慕容魔击素喜

连、木津部。二部降，尽获其众，徙之棘

城，恢复辽东郡。

东晋、十六国时代

建兴元年(313年) 乐浪、带方二郡，

连年遭高句丽攻击，辽东张统率其民千余

归慕容魔，庾为之别置乐浪郡，以统为太

守。

大兴三年(320年)春高句丽入扰辽

东，慕容魔遣兵将其击败，俘其众千余家，

魔受封辽东郡公。

咸康三年(337年)十月慕容鼽自立

为燕王，史称前燕，今新金属前燕地。

东晋咸安二年(372年)二月 秦军伐

慕容桓，灭之。辽东地入于秦。

东晋太元十年(385年) 后燕得平

州，辽东地复入燕。

太元+一年(386年) 慕容垂称帝，

改元建兴，治所在平郭(今盖县)，今新金

仍属后燕。

隆安元年(397年) 慕容宝以高句丽

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

元兴三年(404年) 十二月高句丽攻

燕，占辽东郡，今新金地区被高句丽占据。

南北朝、隋代

大业十年(614年) 隋炀帝三征高句

丽。隋将来护儿由登莱渡海于马石津(今

旅顺)登陆，攻卑沙城(今金县大黑山

城)破高句丽军，斩首千余级，另一路水

军途经长山列岛的广鹿岛(今长海县)攻

高句丽都城，高句丽王请降，乃罢兵。

唐 代

武德七年(624年) 封高句丽王高建

武为辽东郡王。今新金属辽东郡。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 李世劫破高

句丽，置安东都护府，今新金地区隶属安

东都护府积利州。

上元三年(676年) 安东都护府治所

迁至辽东城(辽阳)。

神龙元年(705年) 复以安东都督府

为安东都护府。

△唐代红水城，又名镇海关(今皮口

镇)土城建成。

五代十国时期

契丹神册元年(916年) 契丹耶律阿

保机称帝，为太祖，辽东地尽入于辽。

辽天显元年(926年)正月 辽攻陷渤

海西北重镇扶余府，迁其居民一部分到今

瓦房店、复州城一带，置扶州以置其民，旋

改迁民县。今新金属之。

辽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 升东平

郡为南京(辽阳)，置苏州(今金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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