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豢蒸霪纛滋



l、一NIr'Ⅻtl',,41INIlNlINIINlINIIN|lNIlNI"、JfINflNI

铁岭市地方志丛书之八
NR、mlNlNf口、ⅢINIINIINflp、ⅫIN|lN『IN|lNflNfINI

铁岭市科协志

铁岭市科协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铁岭市科协志》编纂委员会

名 单

关恩远铁岭市科协主席

杜维成 铁岭市科协副主席

邹锦章 铁岭市科协秘书长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贺昌 铁岭科技报编辑部副主任

龙绍铨铁岭市科协学会部部长

朱喜才 铁岭市科协科普技术开发公司副经理

张万达铁岭市科协办公室主任

陈玉昆铁岭市科协普及部部长

袁尚贵 铁岭市科协学会部副部长

戴 伦 铁岭市科技咨询中心副主任

《铁岭市科协志》编纂人员

名 单

主编：关恩远

编纂人：王贺昌(主笔)

刘兴治

任搴三

杜维成(阶段参加)

袁尚贵(阶段参加)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铁岭市科协志》编纂委员会

名 单

关恩远铁岭市科协主席

杜维成 铁岭市科协副主席

邹锦章 铁岭市科协秘书长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贺昌 铁岭科技报编辑部副主任

龙绍铨铁岭市科协学会部部长

朱喜才 铁岭市科协科普技术开发公司副经理

张万达铁岭市科协办公室主任

陈玉昆铁岭市科协普及部部长

袁尚贵 铁岭市科协学会部副部长

戴 伦 铁岭市科技咨询中心副主任

《铁岭市科协志》编纂人员

名 单

主编：关恩远

编纂人：王贺昌(主笔)

刘兴治

任搴三

杜维成(阶段参加)

袁尚贵(阶段参加)



p)

中共铁岭市委副书记、铁岭市市长徐文才题词

、～．十≥0一十．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蔫旁‘㈧
：』

乏曼调
彬
弦

彩失

铁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口贝会主任赵连吉题词

‘缉掺豺蟹．要荔。
反俩k，≯，1

≮／如令人孑一／慧



J●
l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铁岭市委员会主席陈福隆题词

／仡

二蕊瓜



序 言

中共铁岭市委副书记金维江

《铁岭市科协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志人员的艰

苦努力，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市志书园地里的一朵新蔸，让

我们祝贺它的诞生!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修志之举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

已开始。西周时就有“小史掌邦闰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的

记载。隋唐以后，历代王朝更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有“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使修志工作得到发展。明清以

来，方志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把志书作为“辅治之书’’。尽她

历代统治者修志的目的是为了歌功颂德，维护其统治，但在客观

上，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却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为了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制度，造福于子孙后代，也要以史为鉴，以志为鉴。因此，编修新

志之举不能不为。我党向来很重视编史修志工作，早在一九四一年

八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

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党和国家很重视编修新方志工作。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

倡议编修地方志；一九五九年六月，周恩来同志亲自询问地方志编

修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修志工作停顿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



的转移和“两个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党中央发出了继续编修地

方志的号召，编修地方志工作又在各地蓬勃兴起。

编写地方志，不仅是关系到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千

秋大业，而且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它可以为我们提

供历史的借鉴和翔实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可以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乡

土教材，为子孙后代了解和研究我们今天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留

下一份宝贵的遗产，提供一个窗口。作为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的科协志，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实现“四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编写《铁岭市科协

志》的过程，是对我市科学技术事业和科协工作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的过程。这对认识过去，积累经验，摸索规律，进一步发挥科协这

个群众团体的优势，为繁荣经济，振兴铁岭，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因此可以说，这部志书不仅是我市科协工作的一项重大基本建设，

而且也会对今后铁岭市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振兴提供重要的历

史依据。

在编纂《铁岭市科协志》过程中，编志人员动员了多方^面力

量，把分散零乱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经过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地加工整理，把铁岭市科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全面而

系统地反映了出来，工作量是相当浩繁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社

会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编写科协志，我国历史上是没

有前例的；编写《铁岭市科协志》在我市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是

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有识之土给以指

正，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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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i、本志书全面记述铁岭市科协的发展历史及各方面成就，共设八章二十三节。

2、本志书的体裁以志为主，记、志、图、表、录等体并用。

3、本志书采用横排竖写体例，按篇章节目横排，按时间竖写，详今略古。

4、本志书正文包括四方面内容：概述、大事记、门类志、人物；附文包括五方面

内容：序言、凡例、附录、编纂始末、编志人员名单。序言、凡例、编志人员名单在正

文前；附录、编纂始末在正文后。

5、本志书断限，上起自1956年，下限在1985年。

6、本志书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只记不述，以时为经，一日一目，一事一条，

按年月标题，按时问顺序排列。目无考时放月末。

7、本志书的门类志，遵循以类系事，以横为主的原则，详近略远，突出重点。

8、本志书的人物篇，入志人物的条件主要是结合科协工作实际，不以职务、职称为

标准，着重看其在科协工作的业绩。入志人物分别采用人物简介、人物表、人物录形式

记载，述而不论，不加褒贬。

9、本志书的附录，主要收录不宜列入正文而又有重要价值的文献、照片等，凡能

分类列入篇目记述的，均不入附录。

10、本志书的用字，一律用简化汉字。简化汉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

化汉字总表》为准。

i l、本志书的用语，采用规范的白话语体，不用文言。

12、本志书的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附载的《常用标点

符号用法简表》的规定使用。

I 3、本志书市、地区名称的使用，以1984年9月为界。1984年9月以前称铁岭地区。

1984,年9月以后称铁岭市。

14、本志书在书写人名时，除引文外，直呼其名，不加“同志”等称呼。为反映某

一历史事实，必要时在名字前加职称。职称以当时称呼为准。

l 5、本志书的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16、本志书的时间表述，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年份一律用全称。

1 7、本志书的年、月、日及年龄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世纪年代．均用汉字表示．

1 8、本志书表格中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文中、的分数，用汉字表

示；百分比和比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单独使用个位数和整十位数，用汉字表示．但

在一段文字中连续出现不同位数的数字时，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19、本志书两位数至五位数的绝对数字，用阿拉伯势字书写；六位数以上的数



字，以万为单位，用小数点表示；非绝对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数字专门名称及叙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均用汉字表示。

20、本志书中的计量单位，一律按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采用国际单位制。

21、本志书的图表，排于有关文字之后。全部志书的表格没统一编号，但同一条目

中有两个以上表格时，在表题前标注了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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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

⋯⋯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

作者的纽带，是党和政府发展科

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摘自中国科协“三大”章程



第一章概 述

铁岭市，位于辽宁省北部，地处东经120。——125。，北纬42。——43 5。。南与沈

阳市、抚顺市毗邻；北与吉林省的四平市相连；东与清源县、吉林省的辽源市接壤；西

与彰武县、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通辽市为邻。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

康平、法库六县和银州区、铁法区、清河区。全市区域面积i 7，393平方公里，人LI 343．9

万。

1956年2月8日开始设铁岭专员公署，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

新宾、清源八个县。1958年12月29日撤消铁岭专员公署，新宾、清源两县划归抚顺市，

铁岭、开原、西丰，昌图、法库、康平六县划归沈阳市。1964年4月1日设沈阳专员公署，

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新宾、清源、新民、辽中．台安十一个县。

1 968年5月8日撤消沈阳专员公署改称沈阳专区革命委员会。1968年12月26日改为铁岭

专区革命委员会。1970年7月25日铁岭专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铁岭地区革命委员会，辖铁

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六县。1978年9月2：0日撤消铁岭地区革命委员会，

改为铁岭地区行政公署，下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六县和铁岭市、铁

法市。1984年9月20日撤消铁岭地区行政公署，成立铁岭市，撤消县级铁岭市、铁法

市，成立银州区，铁法区、清河区。为此，铁岭市下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

平、法库六县和银州区、铁法区、清河区。

由于行政机构的频繁变化，加之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市(地)级的、

科协组织长久没有古一席之地，科协工作也处于经常动荡的状态。1956年铁岭专员公

署成立后，没有建立科学技术协会，当时，全地区性的科协工作，基本处于停滞：淡态，

只是六个县先后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做了一些具体工作。1964年成立了沈阳专员

公署，科协仍没有正式建制和专职人员，科协工作由沈阳专署科委的杜长福、刘涛代

抓。196e年到1976年，因“文化大革命”，各县的科普协会也瘫痪了，科协活动又被迫

停止。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科协工作才逐渐被认

识，各县科协组织陆续得到恢复。1978年5月，铁岭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出文件，同意成立

铁岭地区科协，定编七名，和地区科委合署办公。1980年9月，地区科协从地区科委

分出，独立办公，归地委直接领导。1980年12月，召开了铁岭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5名委员组成的铁岭地区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地区科协“一大”以

后，科协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1984年9月，根

据国务院批准铁岭地区改为铁岭市的决定，铁岭地区科协改为铁岭市科协。到1985年

底，市科协内设有：学会部、普及部，办公窒、科技咨询中心、科普技术-丁r发公司、科

技报编辑部，有工作人员25A,。科协已同工会、共青团、妇联一样，成为市委领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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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群众团体。

综上所述，铁岭市科协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从1978年5月建立铁岭地区科学技术协

会开始，至今才有七年多的历史。但是，全市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却有着较久远的

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库县于1907年便先后成立了农务会、种树工会、农业实验场

等j康平县于1909年也有了农务会；铁岭县医学界于1913年成立医学研究会，19 35年，医学

研究会曾主办了五期中西医结合的医学讲习会，培训学员二百多名。可见，铁岭市群众性

的科学技术活动，早于二十世纪初就拉开了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劳动人民

成了国家的主人，更为群众性科技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康平县于1949年先后

成立了“康平县畜牧兽医协会”， “康平县中西医联合总会”。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发

出“向文化科学进军”的号召后，更在各县形成了学习文化科学的热潮。从1956年到

1966年的十年间，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各县科普协会的组织下，广泛开展了科技讲

座、科普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就是在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19 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内乱期间，广大科技工作者也没忘

了身负的重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全区的“三级

农科网”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

的转移的方针，更鼓舞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士气，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1978年建

立了铁岭地区科协，1980年12月召开了铁岭地区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从地区科协建立

到1985年末的七年多时间里，在铁岭市(地)委的领导下，全市科协工作在改革洪流的

推动下，逐步走向开拓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推动了科协科普工作的蓬勃发

展，科技咨询事业广泛兴起。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的方针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科协的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

务。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战略思想的进一步确立，极

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智力开发和人才成长。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关怀支持下，全市科协组织和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85年末，全市有市、．县级学会

154个，各类专业学组2，100个，会员近12，000人，遍布乡(镇)的科普会员16，000人。这

七年，是科协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适应改革形势，勇于开创新局面的七年；

是推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普及，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绩的七年；是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七年。这七年，铁岭市科协

工作的主要成就是：

一、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广泛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科普活

动，为农民脱贫致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铁岭市科协一建立，就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铁岭地区农业比重较大的

特点，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村科学普及活动，取得了比较显

著的成绩，受到了中国科协和辽宁省科协的好评。七年来，铁岭市科协的工作在全省有

一定影响的就有几件：1981年，地区科胁雨点抓了组织农村科技人员同农民开展技术承

包工作，十月份曾组织各县科协主席去河南、安徽、山东等省的一些县学习考察，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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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推广了开原县抓技术承包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效果。．年末，地区科协副主席杜维

成去北京参加了中国科协召开的农业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1982年2月，地区科协同铁

岭县科协在阿吉公社举办的科普大集，在辽宁省是首次，参加省科协工作研讨会的各

市、县科协的同志及省科协领导八十余人也专程从沈阳到阿吉参加科普集市。从1982年

开始抓起的农村公社(镇)建科协的工作，到i983年2月全部建完，在辽宁省数第一。

1983年初，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的农村科普工作经验座谈会上，给铁岭地区科协两名代

表参加；同年四月，省科协在铁岭召开了“辽宁省农村科普工作现场会”，铁岭地区科

协、铁岭县科协、铁岭县熊官屯公社科协、鸡冠山公社科协、昌图县大四家子公社科

协、康平县张强公社科协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这一年里，地区科协又重点抓了农村

“内在”、“外在”人才调查的工作，在辽宁省开展的最早，8月30日至9月3日在昌

图县大四家子公社召开的农村“内在”人才调查座谈会上，省科协副主席白明，秘书长

焉兆信，普及部副部长张羽出席了会议。1984年3月，地区科协副主席关思远参加了中

国科协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议”，地委副书记王占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

会议。同年四月，地区科协和铁岭县科协扶植创办的石磊家庭养兔协会，在全国被列入

第一个农民创办的协会。1985年1月，辽宁省科协、铁岭市科协、铁岭县科协联合举办

了石磊家庭养兔培训班，来自省内外的近百名学员参加了学习。1月16目，王占又作为

特邀代表同关恩远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表彰大会”，铁岭市科协、铁岭县科协、蔡牛乡科协获先进集体奖，孔令杰等五人获

先进个人奖。1985年4月在沈阳召开的“辽宁省农村科普工作表奖会”上，铁岭市又有

八个单位获先进集体奖，32人获先进个人奖，其中三人获重奖。1984年以来，铁岭市科

协农村科普工作连续受到中国科协和辽宁省科协的表奖。

二、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

想，探讨发展战略，促进科学发展，发挥了检阅成果、切磋学术、启迪思路和促进决策

科学化的作用。

1978年以来，铁岭地区各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遵循党中央对科协工作的一系列

指示，在地区科协和有关挂靠单位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了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

铁岭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了一系列?舌动，为综合解决铁岭地区经济建设中的许多

重大课题发挥了作用，为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为科

技工作者本身知识更新创造了条件，为工农业生产培训了人才，为铁岭地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面向经济建设，开展科技咨询服务，促进了科技工作社会化。

七年来，市科协科技咨询中心和学会以及各县(区)科协，大力开展了决策咨询、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初步形成了咨询服务网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促进

了智力流动，发挥了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潜力，活跃了技术市场，加速了科学技术转化为

直接生产力。

四、面向社会，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发智力。

七年来，市、县(区)科协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中国科协“二大”发出的号召，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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