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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我们中华民族又为什么把编史修志做
为一种传统而世世相因，代代相袭?这确乎是个古老而又耐人寻味的

问题。当我们先睹了这部精美、厚重、考究的《顺城区志》后，这个

问题便不解自明。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地方志书以其卷册数量的优势和所

载内容的丰富而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和史学家所重视。志书中所载

地情之丰繁、资料之真实为其它任何史籍所不及。举凡一地之疆域、
山川、建置、关隘、古迹、物产、田赋、灾异、风俗、职官、兵备、

人物、艺文等无不囊括于一书。古代史学家把之称为“博物之书”、

“一方之全史”。然而，由于我区建区较晚，区史较短，故深憾我们还
没有一部全面介绍顺城区情的志书以供人们“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

之得失’’之用。而今，这部《顺城区志》的出版无疑是填补了这个由

来已久的缺憾。因此这部志书的出版不能不说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

区志，是官书，是政书，具有权威性；区志，是一方之全史，具

有“百科性”；区志，是经过考订了的资料著述，具有真实性；区志，

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存史价值。这部志书，以

众多出版物所不可比拟的装潢而成为我区出版之冠。书中文字量之

大，彩照之多，版式之精美，内容之丰富堪称全区之最，加之较高的
投入以及漫长的编纂周期使得这部志书自然而然的罩上一层令人炫

目的光环!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人以“资治、教讹、
存史”来概说志书的社会功用。我们在担任区领导的工作中，深感在

经济建设中一些人的认识常常出现偏颇；以为搞经济就是搞经济，与
其它事情并不关联。其实，在经济的幕后隐藏着许多无型的制约力：

人才、科技、地理位置、资源情况等等。基于这一认识，如编修《顺

城区志》这类大型的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应该有
这样的认识，我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否，归根结底是由我区的人的素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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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社会文化底蕴来决定的，而这部区志的出版，对提高全区人民的
文化素质是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我们在工作中，还发现许多顺城人不

了解“自己’’、不了解顺城。这并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危言耸听。当

我们回望蹒跚学步的脚印、当我们一览这部区志后，大家也许就会赞

同我们这“逆耳”之言。我们在工作中，深感区内缺少一部能记叙我

区发展轨迹，能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决策、外事往来、区情教育的
“辅治’’之书。

正是顺乎这个实际的需要，《顺城区志》应运而生。这部书，虽
还不能称之为“万能”之书，但我们相信它是我们更好地把党的方针

政策与我区实际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扬长
避短，搞好“升位翻番"的好参谋、好助手。毛泽东同志曾告诫我们：

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中国的

昨天和前天。因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只

有溯源昨天、前天，才能深刻理解今天。李大钊同志说：“无限的过

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全书以序、概述

总开门户，以大事记为纵，以20篇专志横列百科，以道出修志之艰

辛和得失的后记收闭结尾并在书首配有高质量的地图和50余幅彩

照。志书全面、翔实、深刻、系统地记录了顺城区的历史和现状，自

然和社会，特别是1978年1 2月1 6日郊区成立以后的巨大成就与发

展历程。诸如：建置区划、山JIl水系、物候气候、风光人物、农业生

产、乡镇优势、名优产品⋯⋯真所谓集历史于一瞬、融百业于方寸。

编修地方志书是国魂所系、国脉所承、国情所载、国策所鉴。

《顺城区志》正是这样一部经世致用之书。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

具有：“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

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这部区志，对于区的各级领导来说

是一部很好的“资治通鉴”。它既载有许多地理民情、成功与失败、经

验与教训，又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发展的沿革。这对

领导全面掌握区情的历史，研究规律，做出科学的决策将是大有裨益

的。这部区志，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一部活的乡土教材，

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志士仁人的高尚品德都是极好的榜样力量。这

对于增强爱国爱乡、革命传统教育都是极其有益的。这部区志，对于

客居它乡的游子来说，是了解家乡的百科全书。他们可以从中了解家

乡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中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加深对家乡的深厚情

感，从而为振兴乡邦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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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项既艰辛又细致的工作。这部区志，凝聚
着区内外各级领导、专家和同志的关怀、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志书的

编辑们数年来不厌其劳、不顾其苦、不计其利的精心编纂才使得这部
志书成功问世。在此，我们向曾为编修区志付出辛劳的人们致以深深
的谢意!

编纂规模如此之大的地方志书，在我区尚属首次，我们无论在经

验方面还是编辑人员的水平上都很有限，故志书中的偏颇和纰漏在

所难免，这里敬请领导、专家、读者赐教批评!在《顺城区志》出版
之际，草书此文，谨以此与全区人民共贺、共勉!

中共抚顺市顺城区委员会书记 汤儒国

霎顺纛顺蜚修政箩区荐_仇法柱兼 编 委 会 主 任
肌心1上

囊共警剜爹雩员雩帏程康书元兼 编 委 会 主 任
怵N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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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2、本志书上限起于1978年，下限截止到1987年末。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和

完整性，对部分内容作必要的上溯。因断限所约，1988年以后顺城区的变化和成

就这里只能忍痛割爱，留待后续。由断限可以看出，本志就是“抚顺市郊区志”，但

因志书冠以现在的《顺城区志》之名，故将顺城区行政区划图也录在其中以便参

阅。

3、本志书由地图、照片、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坚持横排竖写，力求

横不缺项，竖不断限。在结构上分篇、章、节、目四层。内容较简的只分篇、章，不

分节。全书20篇80章、227节、60万字。

4、本志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录。专志以文为主，图、表分别附在

类目中，随文设置，以反映顺城区全貌，构成一方之志。

5、人物志采用传、录、表三种形式。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对地方发展

有较大贡献，对社会有特殊影响的已故区籍人物，均予以立传；对为革命捐躯的

烈士，除立传外，均列入名录，以彰其功；对荣获市以上劳动模范称号人员，均列

表简记之。

6、本志书采用记述文体，力求语言通顺，文字精炼，合乎语法规范，并按规范

要求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

7、本志书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后夹注历史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记年、月、

日。

8、本志书按规定运用、书写各种数字，力求规范。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据

主要来源于本区统计局，只有少部分统计数据由有关主管部门提供。数字书写均

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成语、专门用语中关系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

数字；分数用汉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

9、材料来源：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统计资料、正史、历史文物、有关

报刊和专著．以及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经考证、甄别后载

入。所有引用资料(照片)，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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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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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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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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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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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生产技术⋯⋯⋯⋯⋯⋯⋯⋯⋯⋯⋯⋯⋯⋯⋯⋯⋯⋯⋯⋯

栽培技术⋯⋯⋯⋯⋯⋯⋯⋯⋯⋯⋯⋯⋯⋯⋯⋯⋯⋯⋯⋯⋯⋯⋯

新品种引进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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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区营工业⋯⋯⋯⋯⋯⋯⋯⋯⋯⋯⋯⋯⋯⋯⋯⋯⋯⋯⋯⋯⋯⋯⋯

部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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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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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械行业⋯⋯⋯⋯⋯⋯⋯⋯⋯⋯⋯⋯⋯⋯⋯⋯⋯⋯⋯⋯⋯⋯⋯

第二节建材行业⋯⋯⋯⋯⋯⋯⋯⋯⋯⋯⋯⋯⋯⋯⋯⋯⋯⋯⋯⋯⋯⋯⋯

第三节化工行业⋯⋯⋯⋯⋯⋯⋯⋯⋯⋯⋯⋯⋯⋯⋯⋯⋯⋯⋯⋯⋯⋯⋯

第四节食品行业⋯⋯⋯⋯⋯⋯⋯⋯⋯⋯⋯⋯⋯⋯⋯⋯⋯⋯⋯⋯⋯⋯⋯

第二章企业管理⋯⋯⋯⋯⋯⋯⋯⋯⋯⋯⋯⋯⋯⋯⋯⋯⋯⋯⋯⋯⋯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经营承包⋯⋯⋯⋯⋯⋯⋯⋯⋯⋯⋯⋯⋯⋯⋯⋯⋯⋯⋯⋯⋯⋯⋯

第三节7人才培训与招聘⋯⋯⋯⋯⋯⋯⋯⋯⋯⋯⋯⋯⋯⋯⋯⋯⋯⋯⋯⋯

第四节技术质量管理⋯⋯⋯⋯⋯⋯⋯⋯⋯⋯⋯⋯⋯⋯⋯⋯⋯⋯⋯⋯⋯

第三章企业与优质产品选介⋯⋯⋯⋯⋯⋯⋯⋯⋯⋯⋯⋯⋯⋯。
第一节企业选介⋯⋯⋯⋯⋯⋯⋯⋯⋯⋯⋯⋯⋯⋯⋯⋯⋯⋯⋯⋯⋯⋯⋯

第二节优质产品选介⋯⋯⋯⋯⋯⋯⋯⋯⋯⋯⋯⋯⋯⋯⋯⋯⋯⋯⋯⋯⋯

第十二篇城乡建设

第一章区乡(镇)建设⋯⋯⋯⋯⋯⋯⋯⋯⋯⋯⋯⋯⋯⋯⋯⋯⋯⋯⋯
第一节区驻地基本建设⋯⋯⋯⋯⋯⋯⋯⋯⋯⋯⋯⋯⋯⋯⋯⋯⋯⋯⋯⋯

第二节城区住宅建设⋯⋯⋯⋯⋯⋯⋯⋯⋯⋯⋯⋯⋯⋯⋯⋯⋯⋯⋯⋯⋯

第三节乡(镇)驻地建设⋯⋯⋯⋯⋯⋯⋯⋯⋯⋯⋯⋯⋯⋯⋯⋯⋯⋯⋯⋯

第二章村屯建设⋯⋯⋯⋯⋯⋯⋯⋯⋯⋯⋯⋯⋯⋯⋯⋯⋯⋯⋯⋯⋯
第一节农村房屋建设⋯⋯⋯⋯⋯⋯⋯⋯⋯⋯⋯⋯⋯⋯⋯⋯⋯⋯⋯⋯⋯

第二节村民饮用水⋯⋯⋯⋯⋯⋯⋯⋯⋯⋯⋯⋯⋯⋯“．．．⋯⋯⋯⋯⋯⋯··

第三章房地产管理⋯⋯⋯⋯⋯⋯⋯⋯⋯⋯⋯⋯⋯⋯⋯⋯⋯⋯⋯⋯
第一节规划管理⋯⋯⋯⋯⋯⋯⋯⋯⋯⋯⋯⋯⋯⋯⋯⋯⋯⋯⋯⋯⋯⋯⋯

第二节房产管理⋯⋯⋯⋯⋯⋯⋯⋯⋯⋯⋯⋯⋯⋯⋯⋯⋯⋯⋯⋯⋯⋯⋯

第三节土地管理⋯⋯⋯⋯⋯⋯⋯⋯⋯⋯⋯⋯⋯⋯⋯⋯⋯⋯⋯⋯⋯⋯⋯

第四章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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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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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机构设置⋯⋯⋯⋯⋯⋯⋯⋯⋯⋯⋯⋯⋯⋯⋯⋯⋯⋯⋯⋯⋯⋯⋯

财政体制改革⋯⋯⋯⋯⋯⋯⋯⋯⋯⋯⋯⋯⋯⋯⋯⋯⋯⋯⋯⋯⋯

财政收支⋯⋯⋯⋯⋯⋯⋯⋯⋯⋯⋯⋯⋯⋯⋯⋯⋯⋯⋯⋯⋯⋯⋯

财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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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供销业务⋯⋯⋯⋯⋯⋯⋯⋯⋯⋯⋯⋯⋯⋯⋯⋯⋯⋯⋯⋯⋯⋯⋯

供销社体制改革⋯⋯⋯⋯⋯⋯⋯⋯⋯⋯⋯⋯⋯⋯⋯⋯⋯⋯⋯⋯

粮 食⋯⋯⋯⋯⋯⋯⋯⋯⋯⋯⋯⋯⋯⋯⋯⋯⋯⋯⋯⋯⋯
机构设置⋯⋯⋯⋯⋯⋯⋯⋯⋯⋯⋯⋯⋯⋯⋯⋯⋯⋯⋯⋯⋯⋯⋯

贮存与加工⋯⋯⋯⋯⋯⋯⋯⋯⋯⋯⋯⋯⋯⋯⋯⋯⋯⋯⋯⋯⋯⋯

供应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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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设置⋯⋯⋯⋯⋯⋯⋯⋯⋯⋯⋯⋯⋯⋯⋯⋯⋯⋯⋯⋯⋯⋯⋯(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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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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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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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十五篇经济管理

工 商O OI D O Q gl J gi g OQ O OO·⋯⋯⋯⋯⋯⋯⋯⋯⋯⋯⋯⋯⋯⋯⋯

机构建立⋯⋯⋯⋯⋯⋯⋯⋯⋯⋯⋯⋯⋯⋯⋯⋯⋯⋯⋯⋯⋯⋯⋯

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

商标注册管理⋯⋯⋯⋯⋯⋯⋯⋯⋯⋯⋯⋯⋯⋯⋯⋯⋯⋯⋯⋯⋯

物 价⋯⋯⋯⋯⋯⋯⋯⋯⋯⋯⋯⋯⋯⋯⋯⋯⋯⋯⋯⋯⋯
机构设置⋯⋯⋯⋯⋯⋯⋯⋯⋯⋯⋯⋯⋯⋯⋯⋯⋯⋯⋯⋯⋯⋯⋯

物价管理⋯⋯⋯⋯⋯⋯⋯⋯⋯⋯⋯⋯⋯⋯⋯⋯⋯⋯⋯⋯⋯⋯⋯

物价变动⋯⋯⋯⋯⋯⋯⋯⋯⋯⋯⋯⋯⋯⋯⋯⋯⋯⋯⋯⋯⋯⋯⋯

标准计量⋯⋯⋯⋯⋯⋯⋯⋯⋯⋯⋯⋯⋯⋯⋯⋯⋯⋯⋯⋯⋯
机构设置⋯⋯⋯⋯⋯⋯⋯⋯⋯⋯⋯⋯⋯⋯⋯⋯“⋯⋯⋯⋯⋯⋯·

标准计量管理⋯⋯⋯⋯⋯⋯⋯⋯⋯⋯⋯⋯⋯⋯⋯⋯⋯⋯⋯⋯⋯

审计监督⋯⋯⋯⋯⋯⋯⋯⋯⋯⋯⋯⋯⋯⋯⋯⋯⋯⋯⋯⋯⋯
机构设置⋯⋯⋯⋯⋯⋯⋯⋯⋯⋯⋯⋯⋯⋯⋯⋯⋯⋯⋯⋯⋯⋯⋯

审计监督⋯⋯⋯⋯⋯⋯⋯⋯⋯⋯⋯⋯⋯⋯⋯⋯⋯⋯⋯⋯⋯⋯⋯

计划统计⋯⋯⋯⋯⋯⋯⋯⋯⋯⋯⋯⋯⋯⋯⋯⋯⋯⋯⋯⋯⋯
机构设置⋯⋯⋯⋯⋯⋯⋯⋯⋯⋯⋯⋯⋯⋯⋯⋯⋯⋯⋯⋯⋯⋯⋯

‘i十 划⋯⋯⋯⋯⋯⋯⋯⋯⋯⋯⋯⋯⋯⋯⋯⋯⋯⋯⋯⋯⋯⋯⋯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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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OI O O D O Q OI⋯⋯⋯⋯⋯⋯⋯⋯⋯

各类教育⋯⋯⋯⋯⋯⋯⋯⋯⋯⋯⋯⋯⋯⋯⋯⋯⋯⋯⋯⋯⋯⋯⋯

师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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