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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编修《阜新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

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阜新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体

现时代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充分发

挥志书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为振兴阜新服务。

二、本志分4卷出版。第一卷：总述、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

环境、人El、民族·宗教、县区纪略、城乡建设。第二卷：工业。第

三卷：交通邮电、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管理。第四卷：政党、

政权、社团、军事、司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情风俗、

人物。 、

三，体例。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

为主，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从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为加强

志书的整体性，分层次设总述、概述、简述或无题述作宏观记述。

备卷的内容和层次，因事而异．力求概括：和简化。

四、地域范嘲。i已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包

括阜新市区及所辖i佝阜新蒙古旅自治县、彰武县。文中的“全地

区”、”全i=f{『”f!fj包扦啊J‘，m j打轻；县。历史上j乓它曾经归今阜新市

管辖的地域，则根据忐书需要适当记述。

G／



， ·2· 凡例

五、时间断限。本志的总体时间断限从1840年到1988年，

重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章节从实际出发可适当上溯或下

延。记述内容坚持通贯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六、历史纪年。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使用中国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此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汉文数字；从民国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

字。文中的“解放后”指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以后。伪满

洲国统治的14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一律用民国纪年，文中不出

现伪满洲国年号(引文除外)。

七、称谓。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种会议等名称，在行文中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对人物直书

姓名，不加“先生”、“同志”字样。地名以省、市地名办公室核定的

为准，古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今名。对伪满的军政机

关、职务均加“伪”字。志书统一使用第三人称。

八、数字与计量单位。二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

数据，新中国成立前，以历史档案和官方资料记载为准；新中国

成立后，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书中引文，在正文中交待出处或采用脚注(页下注)。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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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综述

阜新工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距今

7600年前就出现了手工制品。查海遣址出土

的鼓腹陶罐、陶纺轮以及用真玉加工的玉块

等文物，证明今阜新是生产手工制品最早地

区之一。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手工制陶、

玉器琢制、简易纺织就开始起步，并且在工

艺上达到一定水平。陶制品纹饰精美，不仅

有大量的之字纹陶，而且有迄今国内发现最

早的龙纹陶片。考古专家把阜新誉为“玉龙

故乡，文明发端”。阜新先民在新石器时代较

早阶段就创造了手工制品的原始辉煌。

青铜器时代，今阜新地区的冶炼铸造业

也较为发达。在彰武县平安堡遗址出土的青

铜小刀、喇叭形耳环和铜片，在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的紫都台、化石戈、七家子、王府等乡

(镇)出土的东胡族使用的曲刃青铜短剑以

及浇铸青铜器具用过的残石范和焦渣，表明

铸铜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在大五家子的燕国

古城堡中发现大量战国时代的板瓦、筒瓦和

瓦当。与中原地区遗存的“秦砖汉瓦”相比

较，阜新也是全国建材手工业发展较早地区

之一。

两汉至隋唐。由于匈奴、乌桓、鲜卑、契

丹等民族割据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人

口迁徙流动性大，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环

境，对手工业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加

之“随水草放牧，居无定所”的游牧经济，也

对手工业有其独特要求。乌桓、鲜卑等族除

‘经营畜牧外，也有其特殊的手工业。特别是

适应战争需要的官府掌握的兵器手工业有

所发展，“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

为兵器”，还有“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毡

氍”。织缕、制毡、文绣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分散在民间，为一般家庭手工业。其它手工

业，寥寥无几，呈现出与中原地区手工业不

同的格局。

辽代建国后，为了巩固其战略后方，利

用大量战俘和强制迁来的汉人、渤海人，在

今阜新地区大兴土木．建造草原城市头下军

州，开辟“插花田”。在持续发展畜牧业的同

时，扩大粮食、桑麻的生产。这样的客观历哩

环境，对于振兴手工业不仅产生了心烈的社

会需求，而且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十肟辽

史载：头下军州“官位九品以下及外邑商贾

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

司”。可见当时酿酒业已具有相当可观的生

产规模。辽世宗时．把从定4'I-f(今河北省定州

市)俘获的汉族纺织工匠安置在今义县东

--It、阜新西南部。这一带“民工(指汉人悼户)

织维，多技巧”。其所产织品曾被契丹陡行带

到宋朝，与中原织品相比较，毫不逊包。辽代

的金属冶炼、瓷器烧制、建材、土化工、粮食

加工、畜产品加工等手工业也都比较发达。

到金、元时期，手工业持续发展．经久不衰。

明代初期，关外政局不稳。明王朝为了

抵御故元势力和A-真旅的进犯．修筑辽蹦边

墙。今阜新地区成为塞外封禁之地．手]i业

生产受到限制，又形成比较单一的瘩妆经

济。明朝官府在边墙以南的广宁(今，辽宁省

北镇县)设立“马市”，边墙以北的蒙古旌手

工业甚少，定期以马、牛、羊及皮毛粗加1=产

品到边里“马市”换取布疋、食盐、铁器、家具

等生产、生活用品。明代中叶以后，辽尔总兵

李成梁屯兵广宁．与边墙外的蒙古人、女真

人争端迭起，战火连绵。今阜新～带城池陂

毁，人口他徙，土地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特别是手工业被摧残殆尽。

清王朝建立后．又在明边墙的菰础上修

筑柳条边，建门设卡．封禁更严。并在今彰武

境内设立养息牧场。“老边墙外草萧萧．千里

风烟合大辽，经过妇女多骑马．嬉笑儿童识

射雕”，“六月驼毛飞满地．疑似春尽落饧

花”。诗人笔下的塞外阜新仍是封闭式的、以

畜牧为主兼营少量农业的经济结构．手工-世

发展极为缓慢。康熙以后．今阜新地区喇嘛

教兴起，在清王朝的支持下，大兴上木．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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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关内大批石匠、木匠、铜匠、砖瓦匠、雕

塑匠、成衣匠经过官府特许，越边而至。今阜

新地区的建材、雕塑、家具等手工业相继兴

起，皮革制品业更为发达。雍正、嘉庆以后，

今阜新地区陆续开放边禁，移民垦殖，农业

人口大增，逐步由以牧为主向半农半牧方向

发展。手工业作坊有皮毛加工作坊、铁匠炉、

木匠铺、手饰铺、砖瓦窑、碱锅等，特别是以

农产品为原料的烧锅f制酒)、油房(榨豆

油)、机房(织土布)、粉房、染房在城乡各地

陆续兴起。生产行业增多，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今阜新地区手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煤炭的发现，为阜新古代手工业向近代

工业过渡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开发煤炭举步

维艰，坎坷曲折，在中国封建势力和日本侵

略者的夹缝中挣扎前进。阜新近代工业的产

生，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较，晚了近半个世

纪。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蒲草泡(今

阜新市清河门区乌龙坝乡一带)曾发现煤

田，旗人刘士俊等合伙开采，遭清廷严令查

禁，将刘士俊发配伊犁，充当苦役。道光二十

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采取鼓励政

策，发展近代工业。但对东北矿业开发仍持

保守态度，唯恐开矿破坏其“龙兴重地”?限

制很严。到光绪年问才逐步弛禁，认为“与其

使邻国垂涎而起侵占之，曷若由本国开采以

裕兵饷之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邱

(今阜新市新邱区)徐泉与张三合伙出资1万

吊(制钱)，私人开矿，以手掘方式采浅层煤，

这是阜新煤田连续开采的发端。从此，为阜

新近代工业的产生拉开了序幕。但徐泉开矿

比关内的开平煤矿(1878年建矿)晚建20

年，资金只相当该矿1／27。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民国2年

(1913年)，新邱地区私人办煤矿在官方注册

的有30余处，经营的矿井91个，总投资10

万银元，日均产煤s1．997斤。以后，今阜新市

区的孙家湾、他拉庙、米家窝卜、团山子、柳

富营子私人开矿也相继有所发展。当时，规

模最大的是三义合矿，有斜坑3处，竖坑31

处。矿工700余人，日产煤2l万斤。

私人开矿阶段，基本是土法采煤．设备

简陋，锹镐挖掘，人担肩背，自然通风．油灯

照明。与开平煤矿“用西法采煤”相比较．阜

新的采煤生产手段还相当落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奉铁路局在

新邱创办京奉煤矿，第一次使用锅炉蒸气作

动力，驱动绞车和排水。

伴随着煤矿的开发．阜新地区的其他手

工业也相应得到发展。生产装煤用的鹾篓，

罐笼，矿井提升用的辘轳．采掘用的钎、镐、

锤、凿等生产工具的铁工、木工、编织手工业

工场．在阜新县、新邱地区陆续兴起。据宣统

三年(1911年)统汁，烧锅、油房、成衣铺、皮

铺、醋酱房、鞋帽铺、香蜡炮铺等制作生活用

品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大量增多．仅彰武县

城内就有34家，从业人员415人。

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把侵略魔爪仲进早

新煤炭矿区。当年6月，日本财团大仓组合借

口大日方一辅(日方派遣窃探阜新煤矿情报

的技师)被杀事件．逼迫中国北洋政府“赔

偿”，从而攫取了新邱开矿权，成立所谓“中、

日合资”的大新、大兴矿业公司。民国5年

(1916年)，大仓组合把两公司转让给日本南

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进一步

采取“蚕食”政策，开展所谓“新矿区运动”．

利用汉奸刘海轩等人盗买矿权。民国7年

(1918年)9月．“满铁”强行收买了t卢啦、兴

元等12个矿区。继之．日本的伊于组台、久原

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等．也把魔爪仲向卑新

煤炭矿区．争夺矿权。中国北洋罕阀、7自’僚上

绅则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I{1、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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