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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熟识了解一个地区发展的地理、区划、政治、经

济、文化、风土、人情等历史沿革，以古鉴今，指导实践，对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沙河口区地处辽东半岛南端，风景秀丽，历史悠久。自汉代设置沓氏县

以来，直至三国、隋唐、宋辽、明清，一直是兵家必争之边陲重哨。勤劳勇

敢的沙河口人民在抵御侵略、维护稳定的伟大抗争中，表现了顽强不屈的坚

强意志，铸就了勇于拼搏、敢于进取、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鸦片战争后，

乐于争先的优秀禀赋，为民族和国家

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日俄侵略者纷

纷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沙河口这片美丽的土地，将沙河口变成了其进一步侵

略中国、掠夺财富的工业后方，在这里建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

满洲油漆股份公司、天之川发电所、大连机械制作所、南满硝子、中村铁工

所、三菱、马志尼等上千个企业，并以沙河口火车站为据点，依托南满铁路，

对沙河口以至于全东北进行了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掠走了

大量的财富，带来了沉重灾难，同时也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在这里诞生

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留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关向应等指导支

持工人运动的身影，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解放后，

沙河口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留下的满目疮夷上开始了艰辛的复兴创业，勤

劳勇敢的产业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建设投产了大起、大重等一批国有大型

重工企业，为东北工业基地建设、新中国工业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十年代以来，沙河口区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乘改革开

放之东风，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先后获得了“辽宁

省双亿经济大区”、“辽宁省文明城市先进区”等荣誉称号，并连续五次被评

为“辽宁省双拥模范区”。目前，沙河口区商业商贸繁荣发达，人民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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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公园绿地星罗棋布，呈现了经济繁荣、政治安定、

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特别是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

大连市全面建设“大大连”，沙河lZl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千

载难逢的发展契机，沙河口区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乘

势而上，围绕提升主城功能、建设经济强区两大主题，围绕现代服务业发达

的经济强区、基础教育超前发展的教育特色区、宜商宜居的现代居住区的城

区发展定位，努力构筑“三圈两带”——以西安路为中心的商业圈、以五一

广场为中心的物流圈、以星海湾为中心的现代商贸金融圈和西部沿线高新技

术产业带、南部沿海旅游产业带的产业布局，着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和社区服务业为支柱，其他各产业竞相发展的

产业体系，大力实施开放先导、科教兴区、环境优化、协调发展四大战略，

努力把沙河口区建设成为现代商贸金融服务区。

总结历史，服务现实；认知过去，成就未来。进入新世纪后，在大连市

史志办的指导和帮助下，沙河口区恢复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用了近三年的

时间完成了《沙河口区志》第一卷的编写。《沙河口区志》第一卷以政治部类

为主，共十二编，记录了沙河口从1840年到2000年，共160年的发展轨迹，

是研究方志、开展政务工作的重要辅助资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时

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遗漏、不当之处，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值此区志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大连市沙河口区委书记 孙学斌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客观地记述沙河口地区的历史变迁和现状。

二、本志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有史以来首部志书，大事记上

至秦汉、近及当代。中日甲午战争(1891年)爆发前，使用历

史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尔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迄2000年末。但根据发展趋

势，部分章节顺延。

四、本志结构为编章节目，横排竖写。第一卷共12编，未

尽事宜全由第二卷体现。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章序

列。

五、本志为记述体，以志为主，述、记、图、表、录、传

并用。

六、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官职称谓均依当时当地典章制

度，与习惯相称。旧地名一般夹注现名。

七、本志所用数字及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执行。数据以区

统计局资料为准。

八、本志资料主要由区档案馆和区属各单位提供，志书中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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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是中国北

方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有天然的不冻良

港。东北腹地的物产可以经过大连通向世

界各地。最南端的旅顺军港与山东半岛隔

海相望，成犄角之势，共扼京津门户、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

沙河口区位于大连市区的西部。东以

不老街为界与西岗接壤，北至春柳河，西

北与甘井子区毗邻，南临黄海。境内地势

西高东低，有大顶山、白云山、西尖山等

7座山岭。马栏河流经西部，全长15公

里。向南注人黄海，为季节河。

该地气候宜人。属暖温带季风气候。

春有季风，夏无酷暑，秋多晴日，冬少严

寒。最低气温一21℃，最高气温35℃，全

年平均气温10℃左右。平均年降水量550

～950毫米。

全区面积为49．83平方公里，人口

596571人。以汉族为主。区辖16个街道

办事处，设218个居民委。沙河口区人民

政府驻同泰街120号。

沙河口区是大连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

之一。星海公园、中山公园、白云山庄公

园、滨海路风景区等均以独特的风姿吸引

着中外游客。区内游园、景点众多，大街

小巷。绿树成阴，花香草茂。革命纪念地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位于区内、这里曾

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对敌斗争

的活动场所。

(二)

沙河口区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先民繁衍生息。东汉

时期，大连沙河口地域隶属辽东沓氏县。公

孙氏父子统治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

豪强，发展经济，提倡各民族友好相处。这

一地区社会稳定，生产有较大发展。

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是帝国主义

觊觎已久的“肥肉”。甲午战争后，日本和

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以及大连的

入侵日益加剧。腐败的清王朝，在外敌面

前溃败投降，大连的大好河山受到列强的

蹂躏和践踏。

1897年德国派兵占领胶州湾后。沙俄

借口援助清政府抵制德国北上。将其舰队

开进旅顺口和大连湾。尔后，诱迫清政府

于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签订《旅

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

行租借旅顺、大连湾，期限为25年，实现

了蓄谋已久的霸占旅大的野心。

沙俄侵占大连后。颁布《暂行关东州

统治条例》，大兴土木，建设城市和修建铁

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

败。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

约》，把大连地区转让给了日本。日本帝国

主义开始了对大连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早在1901年。沙俄为了对中国加紧经

济侵略和适应东清铁路运输的需要。即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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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沙河口区域建厂。1905年，日本对大

连地区实施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大沙俄时

的大连城市、港口和工商业发展规划。首

先把原属俄国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接管过

来，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沙河口是日本统治时期的工业区。这时期，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

车车辆工厂)、满洲油漆股份公司(今大连

油漆厂)、天之川发电所(今大连第一发电

厂)、大连机械制作所(今大连重型机器厂

和大连起重机器厂)、南满硝子厂(今大连

玻璃厂)、中村铁工所(今大连机床厂)等

工厂相继在沙河口建立起来。与此同时。

还建立了纺织工业，并发展了食品、罐头

等轻工业1100个之多。日资工业企业在殖

民当局的保护下，肆意挤压、吞并中国民

族工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

本殖民当局施行战时经济统制。中资工厂

原料短缺，捐税繁重，多数处于倒闭或半

停产状态。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殖民统治当

局对中国人实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

“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的民族同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

在沙俄和日本对大连近50年的殖民统治

中，区域内劳苦大众不甘心于殖民主义者

任意宰割，同大连地区的人民一道，在中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前仆

后继的斗争。

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受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大连沙河口工人运

动迅速由自发向自觉方向发展，1923年12

月2日，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人运动的组织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在沙河口黄

金町107号(大黄河路658号)成立。从

此，揭开了大连工运史崭新的一页。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在中共地下

党的领导下沙河口地区工人组织通过示威

游行、散发传单、开追悼会和募集捐款等

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大连机械制作所、大

连南满硝子厂等多次举行罢工与统治者斗

争。1938年大连抗日放火团在大连满洲油

漆股份公司等地放火、烧毁日军军用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

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动辄以“政治

犯’’、“国事犯”等罪名肆意逮捕、刑讯和

杀害爱国者。日本殖民当局对中共地下党

组织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搜捕、破坏。沙

河口区域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损失。

但是，中共大连市委、中共胶东区党委、

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相继在沙河

口区域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坚

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8日在马栏屯南

山沟建立了大连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

第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区第五支队。沙

河口区域的反帝抗日斗争，成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战争的一个组成部

分。

(三)

1945年8月22日旅大地区解放，结束

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945年12月，建置大

连县，成立人民政权。组成中共大连县委员

会。1945年11月28日。成立了中共沙河

口区委员会。从此，沙河口区人民在中共沙

河口区委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里程。

日本投降后，区内经济几乎全部瘫痪

崩溃，百业凋敝，加之国民党军队的经济

封锁。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区政府为恢复

和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同时，还在因地制

宜、灵活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把一些工业

企业改为民用生产企业。这既满足了人民

日常生活的需要，也解决了部分工人的失

业问题。使群众度过了生活困难时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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