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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篇

人 口

组 长：王国强

副组长：姜金生罗风华

成 员：刘星荣佟文权

撰 稿：高云胜佟文权

资 料：刘星荣佟文权

曲艳关爱民

王耀利

曲 艳

高秀琴杨和庆

宋桂琴李勤志

计划生育

组 长：于锡奎

副组长：吴凤英朱冬梅张烈夫

成 员：耿浩王希玲王宝君

赵淑静杨敏秦世荣

撰 稿：耿浩曲长宣

资料搜集：崔文明曲长宣耿浩

少数民族

组 长：朴文镐

副组长：姜铁军

成 员：燕声东程书军车明基

撰 稿：文钟哲石万才杨若民

资 料：孟庆圣刘歧李维

傅延安范福庆

王东发王选发于忠良

林德生潘亚东潘振矗

白雪刘歧

赫乃炎张桂秋车文爱

张凤龙李春廉孙景波·李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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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俗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撰 稿：

资 料：

宗 教不 双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撰 稿：

资 料：

方 言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撰 稿：

资 料：

居民生活

组

副组

成

撰

资

谢欣田
，

姜铁军马毅力李圣植

燕声东程书军包文昌 白 雪刘歧

文钟哲王云峰高云胜张桂秋李振华赫乃炎

孟庆圣呈保银刘歧金莉莉张凤龙．

谢欣田

马毅力

燕声东

高云胜

张桂秋

陈章太

吴士文

刘明纲

刘明纲

唐淑清

李圣植

蔡吉广程书军文淑清刘万栋

孟庆圣刘歧山文涛

谢在国董仁朱庆彬孙化龙孟曙光

赵传芬徐雅芝林侠



资 料：

门枢

朱秀兰

许敬文

张惠发

刘万才

陶林

王同祺

陈培林

初审组及采撰人员

全长安

王有富

邴启明

郑兆福

王云峰

关兴胜

高云胜

陈福栋

赵万兴

张玉厚
尚振生

政协丹东市委员会丹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丹东市总工会丹东市民政局
‘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东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凤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岫岩满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

宽甸满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振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元宝区史志办公室振安区史志办公室



舟

刘廷耀

在《丹东市志》10卷书的最后·卷付梓之际，我要欣喜地说，

我们完成了一项巨大的特殊工程，在丹东文化建设历史上树起了

一座丰碑，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丹东市志》共10卷800余万字，是丹东人民的斗争史和建

设史，是丹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史，是丹东地理、自

然、风土、人情的演变史。这部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资料性的著

迹，具有承上后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宝贵价值。

这项工程，不亚于建设一座博物馆。

丹东市本届修志工作的丰硕成果，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在丹东的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部门通力合作完成的，是

修志工作者勤奋努力的结果。我特别要j兑，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在

修志机构几经变化，人员不断流动，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修

志工作者安于清苦，甘愿奉献，。敬业守业，默默耕耘，付出了无

法估量的心血。市地方志办公室通常不到10人，是一个非常能战

斗的集体，他们经常节假日不休息，起早贪黑地工作，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和顽强的实干精神令人感动。他们在完成《丹东市志》10

卷巨著的同时，还创编了《丹东年鉴》和编辑出版了《丹东市大

事记》等。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在全省各市中名列前茅，使丹东

市成为全省率先完成本届修志任务的市。他们的业绩，将载入丹

东的史册。在这里，我代表丹东市委、人民政府和丹东市人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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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功高的修志工作者表示感谢。

《丹东市志》的最后一卷，含“居民一、。人物"两篇，记述了

丹东自清光绪二年(1876年)设治至1985年的人口、民族、宗教、

习俗、方言、居民生活等发展情况，包括已故知名人物传略，反

映了祖国边陲和多民族聚居的丹东，曾是日本殖民地、解放战争

根据地、抗美援朝前哨的历史特点，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丹东社会生活的巨大进步。

《丹东市志》10卷本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市情资

料。鉴古为今用。学习和研究《丹东市志》，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

丹东，热爱丹东，群策群力建设丹东，为把丹东建成繁荣、富强

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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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新编《丹东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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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记述丹东市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的资料性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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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资料来源于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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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为强化整体性，志首设总述，有些卷设综述，有些篇设

概述，有些章、节设简述或无题序，以纵述历史与现状，或扼陈其大

要。为保存文献，附录配合正文附后。适当运用图、表形式，与文字

记叙相表里。

四、是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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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采用章节式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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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目的为基本记述单元。

六、是志用第三人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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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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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后。历史朝代年号沿用通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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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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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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期。

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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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四县；“城区"不含振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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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所用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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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丹东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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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换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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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一、是卷包括居民、人物两篇，经各编写组收集资

料近千万字，在此基础上编写资料长篇，入志资料占搜

集资料总数的6 oA。

． 二、是卷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选录74

名具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编入传略；选录5名东北

区劳动模范和40名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编入名录；

三、是卷记述地名用记事年代的称谓。1 965年2月

13日前一律用安东市、安东县、镇兴区，1 965年2月13

日起一律改用丹东市、东沟县、振兴区，记述中不再作

说明。

四、为表述简便，以及照顾到称谓的前后统一，凤

城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在行文中称凤城县、岫

岩县。

五、是卷经专业志编写组所在单位评审组或主管人

员初审，经市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和市级领导机关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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