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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抚顺市人大付主任、市科协主席黄维国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修志

是吖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及我国传统的文化形式。有益当代，惠及后

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全社会所认识与重视。尊重人才，尊重知

识，已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科学技术团体——科协，作为党

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和发展科技事业的助手，在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具有的中国社会主

义科技团体的特点，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注重。

抚顺市科学技术协会所编纂的《抚顺科协志》，是一部反映

抚顺地区科技群众团体活动的专门志书。它有助于了解抚顺地区各

级科协组织的历史与现状，认识与掌握科协工作的客观规律，利于

经验的总结，建设的加强。《抚顺科协志》，可以起到“资政、教

育、存史”的作用。

希望，抚顺市各级协会、学会的专兼职干部，都应了解科协的

历史，加强科协的建设，努力做好科协的工作，投身改革，勇于实

践，不图虚名，多干实事，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贡献。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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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中华民族“隔代编史当代修志’’的光荣文化传统，为祖国的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编写这部抚顺科协志。它将使抚顺的广大科协工作者和

科技工作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抚顺科协志》，是以记述抚顺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抚顺科协)的历史和现状为

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志。它着重反映抚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在抚顺科协及其前身抚顺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抚顺科普)的组织下，紧密

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情况。其中，又以记述开展学术活动和

科学技术普及为重点。

抚顺市的科学技术群众组织，从其1946年萌芽算起，至1985年已有四十年的历史。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抚顺市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下，为抚

顺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付出了辛勤劳动，创造出巨大成绩，应该载入史册。

尤其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编纂这部《抚顺科协志》更有其积极作用。和其它志书一样，本《志》除了有其“存

史”、“资政”、“教化”和“补史”的功能外，还对人们重视和加强科学技术与科学

技术群众团体的工作，将会起到推进与指导作用。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协调研室、辽宁省科协编志办、抚顺市档案

局、抚顺市图书馆和抚顺科技志办公室、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等部门的大力协助。中国科

协邢天寿同志、以及抚顺市科协和科技界的老同志们为编写本《志》提供了宝贵史料和

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付主任、科协主席黄维国同志为本((志》写了序言，中共抚顺市委

付书记祁茗田同志为本《志》题写了书名并题了词。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

机关、团体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使本《志》在今后的岁月里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应有作用，我们力

求较详尽地记述抚顺市科协及其前身抚顺市科普各个时期的基本情况。但由于水平有

限，加之资料缺乏、时间短促，所以无论在资料的鉴别、选用，还是在《志》的结构安

排及文字等方面，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领导、修志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抚顺市科协编志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三月兰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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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实事求是以存真求实的精神进行编纂，力求能较详尽地反映抚顺市科协各阶段科学

技术群众团体活动的历史与概貌。

=、本志的体裁是记，述、志、表、录各体并用，以志为主，综合表述。

“大事记黟为本志之经。编写是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概述"为本志之纲。简述抚顺科协的历史和现状，性质、任务及特征。

本志的门类志，为全书之核心。较详尽地记述了抚顺科协的各项活动及作用。

“表"，即各种数字统计，随文列出。

“附录"，人名录，含文献及编志始末。

三、本志的结构为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在横的方面对抚顺科协各项业

务活动分章、节记述，共十章四十三节。在纵的方面以类系事，记述各项事务的历史和

现状，详今略古，以记述现状为主， “叙而不论刀、“着重记述力，寓褒贬于事实记述

之中。

四、本志用字是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发的《简化字总表》及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

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对已停止使用的异体字只在姓氏上使用。

五、本志的资料来源，一是文献资料，如上级文件、领导报告、讲话，档案、报刊

和文史资料，二是日碑资料，如调查访问和各种座谈会记录等，三是市科协各部室的各

种资料汇编，经考证整理录用’四是基层科协提供。

六、本志内的各种名称，如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官职等，均

以当时称呼记载。纪年，日伪时期只写公元，不注日伪年号；原地各加括号注上现地

名。
一tz、本志书的人名录，主要是收录在科协系统中有影响、有贡献者。如市科协一大

以前的骨干人物及市科协“一大"常委以上和市科协“二大”付秘书长以上骨干人物。

八、本志书正文后编排有附录，即对抚顺市科协有关重大问题的上级领导机关的文

件、批示、指示、领导讲话等资料。以备存查之用。

九、本志上限为1946年，下限为198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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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2年清原县有农会，农会设在县衙。并在八个区，乡设有分会，每区一个。

抚顺县有县农会·(奉天通志)

(一九四六——一九八五年)

一九四 六年

3月中旬 口抚顺市科学技术者联合会砂成立。这是一个经当时苏军军管维持会

注册的群众尉体。王正为该会的干事长，张绍珍(一哲)为付干事长，付毅为总务组长

(付毅当时是在抚顺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地工人员)。

(《四十年代矗抚顺科学技术者联合会刀的情况简介》王正)

一九四八年

4月11日根据“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章程规定和总筹委会的要求，“东北自然

科学研究会抚顺矿务局分会黟正式成立。四百佘名会员选出任弼绍同志，等19名委员，并

在委员中选出正付主任各一名。 (((东北日报》1948年4月16H)

一九四九年

5月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东北区分会抚顺支会成立，并立即

开展活动。到同年五月与其他组织共同筹备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事宜。

(科技团体史料(5)第43页及邢天寿同志的复信)

一 九五 O 年

8月8日 为出席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做准备，抚顺矿务局召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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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87人。刘放副局长致词，许樱森工程师作报告。

经讨论通过11条向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提案，并选出顾敬心、许樱森、费广泰、

崔培桂等四人为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代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抗议美帝

侵略台湾和朝鲜的通电。 (((抚顺~工人报》1950年8月13日)
，一●

8月24日 抚顺顾敬心、许樱森、费广泰、崔培桂等四位代表和东北区其他60余位

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听取了朱德、李济深、周恩

来、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傅作义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并同出席大会的

400余位代表选举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的领导成员及两个团体的名誉主席。

(科学技术团体史料(5)第87页)

10月14日 抚顺市代表出席东北区分会召开的会议。商谈“科联”、“科普”东北

区工作事宜，讨论地区分会组织系统和暂行会章。抚顺出席会议代表费广泰同志在此次

会上被选为临时工委委员。 (辽宁省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志大事记(一))

10／t 17日 抚顺市召开第二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科代会

议”和东北区分会常委会议精神，奖励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有功人员。出席会议代表85

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会议最后通过抗议美帝国主义

扩大侵略战争的声明。 (((新抚顺报》1950年10月21日)

一九五一年

7月 抚顺汽油厂组织车间技术研究会，工人、技术人员加强团结，共同努力广认

真研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关键问题，使生产计划提高百分之三十一。

(《东北日报》7月15日)

一 九五二年

5月 由“科联”、“科普"东北区临时工委委员、抚顺龙风矿工程师费广泰同志

提出开掘瓦斯巷道的建议，经抚顺矿务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批准设计施工。经过三年的努

力建成了抽放瓦斯工程。6月30日在一个采区抽放，每分钟抽出10m3，到7月15日全部

抽放时，每分钟可抽出100 m 30使龙风矿成为中国第一个予排瓦斯的矿井。既可提高煤

炭产量，又可保障生产的安全，并把井下瓦斯这一有害气体变为利于国计民生的燃料和

原料。 (抚顺矿区科协编志资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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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五 三 年

5月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抚顺分会成立。抚顺市政府给定编5人。

(市档案局存：关于抚顶市各种情况及53年编制意见)

7月 抚顺石油一厂系统介绍了： “坚持群众性的技术研究会”经验。介绍说：

“在党的领导下，由于长期坚持开好技术研究会，取得了非残油式长期运转的历史记

录，日产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矽。 (《抚顺日报)、1953年7月7日)

一 九五 四 年

8月 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先进工作经验，扩大科技电影的影响，中央文化

部电影局在抚顺举办“科技教育电影展览"。映出13部科教短片，乡}医药卫生、科技

常识、先进工作经验和农业技术等四个方面。 (《抚顺日报》1954年8月15日)

10月 王福生、张冠清代表抚顺医务界出席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抚

顺后，即与同行筹备抚顺分会建立事宜。同年十月，王福生又参加了煤炭管理局召开的

全国创伤外科医学学术交流会议。苏联的车间医师制首先在抚顺矿区推行。

(矿区科协1986年1月10日老同志座谈会)

一 九 五 五 年

10月 抚顺钢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的“简易锻造操纵机组’’安装成

功投产。 (抚顺钢厂大事年表)

一 九五 六 年

2月4日 “科联”、矗科普"东北区临时工委委员、抚顺矿务局总工程师费广泰

发表文章。题目是： “提高政治与技术水平，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抚顺日报》1956年2月14日)

5月19日 抚顺“科普”代表出席省科普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听取了省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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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主任靳树梁的工作报告、陈先舟副主任“关于1956～1957两年的工作规划"和杜者

衡省长及李荒书记的讲话。在这次大会上费广泰被选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

席。 (辽宁省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志大事记(一))

6月5日 抚顺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行筹备大会。推选费广泰、顾敬心等11A为

筹备委员，并讨论了市科普协会筹备事宜。 (《抚顺日报》1956年6月6日)

7月7日 中国煤炭学会、石油学会、医学会抚顺分会筹委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

筹委会议。分别选举了正副主任委员，通过了学会章程草案，研究了当前工作。

中国煤炭学会抚顺分会筹委主任委员是费广泰，副主任委员有谭学荣、张怀璞、邝

寿望，还有七位委员，共11人组成。

中国石油学会抚顺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是顾敬心，副主任委员有杨伟、毕振德、洪

瑞菜，还有七位委员，共11人组成。

中华医学会抚顺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是关继宪，副主任委员有李国柱、王福生、薛

文林、毕萃新、唐致雍，还有11位委员，共17人组成。 (《抚顺日报》1956年7月8日)

7月28日 政协抚顺市委员会、市文联、市科普筹委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学习、座

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会者有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医药卫生界及教

育工作者40余人。 (《抚顺日报》1956年7，月31日)

8月 抚顺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

10月14日 抚顺石油学会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石油学会理事会

理事。学会宗旨是“团结石油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为迅速

赶上先进水平而努力。"(《抚顺日报》loYJ 17日)

一 九五 七 年

9月6日 抚顺科普协会申朝轩参加省科普协会第六次常委会议。听取了1957年上

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为了更好地开展科普工作，省科普协会编印《辽

宁科普》，旅大、鞍山、台安、本溪、抚顺、辽阳等市、县办了会讯和科普报。

(辽宁省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志大事记(一))

一 九五 八 年

1月14日 为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农业大跃进，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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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宣传队，深入到河北、抚南、五龙等区和生产队开展科普宣传工作，受到广大农村

干部和社员的欢迎。 (《抚顺日报》1958年1月18日)

2月6日 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市科普协会和市工会召开有关人员会议。科

普协会副主席唐致雍总结1957年工作，布置1958年任务；市工会宣传部长洪涛布置了科

技讲座活动和评选1957年度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事宜。

(《抚顺日报》1958年2月15日)

6月1 3日 全市科普工作者集会表示： “在向技术革命进军中贡献力量。”市科普

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全年举办科学技术讲演600次，各种科技展览500次,，放映科普

电影、幻灯2，000场，广播一万次，使全市人民都能受到科学技术教育。

(《抚顺日报》1958年9月13日)

9月18日 抚顺科普代表费广泰、徐岚、杨昭庆三人参加全国“科联”，“科普"

在北京联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全国“科联刀，“科普"和国务院、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国家科委、农业部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并和与会代表一起选

举了“中国科协第一届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科学技术团体史料(7)72页)

一 九五 九 年

1月 新宾县科协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宾县科协首届委员会。

县委书记张桐兼任科协主席。付主席：曹云、尹详运、李树春、杨明山、张淑华。

。 (新宾县科协“沿革”记述)

3月16日 抚顺科协代表费广泰、顾敬心等，出席省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

省委、省科协、省科委、省工会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在这次大会上，费广泰、顾

敬心被选为省科协主席团委员。 (辽宁省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志大事记(一))

4月11日 市煤炭科学研究院、石油研究所、科学研究所、西露天矿、胜利矿、运

输部、石油一、二厂、发电厂、重机厂、机械制造厂、安全仪器厂、水泥厂、石油安装

公司、第六公司、市政公司、市立医院、中心医院、工学院、石油学院、新宾县、新抚

区、望花区、露天区等24个单位科协全体会员发表倡议：建立与健全科技研究网、技术

教育网、宣传普及网、情报通讯网。实现科协工作“四网”化。

(《抚顺日报》1959年4月11日)

4月29日 市总工会，共青团抚顺市委、市科协筹委会联合召开抚顺科协第一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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