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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辽宁大事记》已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 p 这在我省政治生

活和文化事业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客观丙详实地记过了 1945-1985年四十多年来，辽宁地区

的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均重妥活动，系统地反映了抗

日战争雇利后辽宁的历史发品，特别突出了辽宁地区解放战争的伟

大进程和党的牛一届三中全会议后辽宁省的巨大变化。这本书的出

鼠将为党和居家均各级机关，政支研究等部门了解和研完辽宁省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亿、科桂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清况，提

供确切的奇特和线索。希望一切关心辽宁历史，技身于辽宁革命和

建设亨业的人的，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本书内容丰富，奇特详实，有一定史特椅慎，其中部分奇特是

过去运有公布的.尽管这本书还有个别不尽完善之处2 但在研究辽

宁混代发展史方面，仍不失为一部有相当价位的工具书。

辽宁省档案馆参与编写的自志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毒药揭参

考了大量均文献奇特，为使本书尽早地与读者克函，他们什出了辛

勤的汗水.应当感谢他们.

朱 JII

一九八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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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辽宁大事记)} (1945.8 - 1985.12 )是作为《当代中嚣的辽

宁》丛书之一，摄据辽宁边远嚣十余年来骂较重大事情的要自商编

辑的.现为满足各史志编写和研究部门及广大读者的需要，公开出

版.

《辽宁大事记》主要是依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文件并参考

其他有类资料编辑的 p 按照茄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闰题的决议》的精神为准则，尊重史实，客观记

述，力求反段事情的本来茵茵.

《辽宁大事记》的范围和内容，记录了全省从抗B战争胜利以

来在各个方面和领域中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情.不同历史黯段各有

倒重，建国前的以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为主，建国后以经济建设

方面的内容屠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作为重点编

写。

(辽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叙事方式，按事情发生的年、月、

日先后!辍序排列，有起生时间的事情按起始臼黠排列，同目的按地

区或重要程度排列，没有具体吕期的放在每年、月之后.也有部分

条目是利用报刊登载时间，在文苔加者注明，如"<<辽宁日报》报道"

字样。

鉴于建国前后辽宁远在的行政区划及其领导关系变动频繁，为

便利读者了解全国情况，特将我馆薛凤科同志根据档案编写的《辽

宁地区行政区划沿革>> (1945-1987) 作为附录，一并出版，供参

阅查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辽宁大事记》的编辑工作，得到《当代中嚣的辽宁》编委会

领导同志朱)IJ莲孙建华的美怀和指导，极稿也经过了他们的认真审

阅.最后由《当代中国的辽宁》编委、辽宁省苗案馆馆长碎景悦同

志及副馆长赵云黯同志审查定稿，在资料征集工作中，曾得到省

委、省政府、省党史资料篮集办、省国书信、辽宁日报社等单位的

档案、资料部口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辽宁省档案馆乔版发、张秀春、薛凤科、程兆申同志主

编，吕晓梅、郭秀华、孙乃伟、吕德兴、张军、李岩拴、陈潮、高

淑英、肖桂芬、李维止、田茂纯等同志参加了资料的收集工作。

报于水平，本书的错谁和遗漏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指正。

辽宁省档案信《辽宁大事记》

主运写纽

一九八六年吕月

气-

- 2 一



吕 录

"1945…… 
1946…………………………………………………………… 11 

1947......…………......……………………………………… 24 

-i948…………………….....…………………………………. 36 

1949……….......…………………………………………….. 49 

1950…………….....…. ... ...………………………………… 63 

1951…………………......…………………………………… 75 

1952………………………... ...……………………………… 92 

1953……………………......... .~. ... ... ... ... ... ...... ... ... ... ..• 108 

1954………………………………..... ... ...... ..... .......... ......,... ...... ..... .... 118 

1955……………………..... ..…………………………......... .… 137 

'1956……………………….'………………………………….. 146 

1957…………………………………………………………… 156 

1958…………………………………………………………… 168 

1959……………......….....………………………......……. 178 

1960.....………………………………………......…………. 189 

1961 …………………………………………………………… 195 

1962…………………………………………………………… 200 

1963………………...………………………………………… 205 

1964…………………………………………………………… 215 

1965……….....………………………………………………. 219 

1966……………………………………………....,....... ..•.•• 225 

- 1 一



1967…………………………….....……………......………. 23 0' 

1968……………….....………………………………………. 233 

1969………………………………………... ...……………… 236 

1970………………........……………………………………. 240 

1971……...............……………………......……………… 245 

1972………... ..….........……………………………......…. 249 

1973……….........……………......……………….....……. 254一

1974….......…………...............….. ••. •.• •.. ••• ••• ••• ............. 259 

1975………......……………….....……….. ..• ...…………… 265 

1976………........ ..………………………......………………… 270 

1977…………………………………………………………… 274 

1978…………………………......…………………………… 280 

1979……………………….................. ..….......……........…… 288 

1980 …·叠............................................ -............ ••• •••••• ....... ••• ••• ............ 302 

1981………………………......……... ....... ....……………" 321 

1982…………......…........…-…….... ••. ••. .....……………" 336 

1983.................................... ............. ••• ....... •••••• ....………………" 359 

1984........…….. ............………………………………………… 387 

l..985…………....,.,..………………………………….....……. 416 

精录

《辽宁地区行政区划活革) (19#45-1987)…... ... .................... 449 

辽宁地区省级行政区地演变情况表

(1945.10-1954. 的...... ............ ...... ......…"…·……"…·…...... '" 453 

辽宁省 (1945.10-1949.4 )…............ ......……....... ................... 454 

辽南行署区( 19毒6.8--1948.8) ................….. .......... ..…, .462-

安东省( 1945. 11-1949.4 )…........ ••• ••• ••• ••• '.' ••• .…….. 464 

辽东省( 1949.5一1954.7).............................………. 469 

辽北省( 1945.11一1947.2-1949.4) …... ....….. ....... .... 472 

- 2 一



辽吉行署区 (1946.6-1947.1) ................…... ••• ••• ..…..岳79
辽西省 (1949.1-1949.5-1954.7) .........…….. ........... 481 

热河省 (1945.11-1955.12) ........…................…·….. 483 

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 1947.1-1948.6) ……"…. 489 

东北有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
( 1947.8-1949. 1 ) ..• .•• •••••.•.• .…….... .......... ••• ............... 489 

旅大地区 (1945.11-1954.8 )……….........…........ ..........…. 490 

辽宁省 (1954.8-1987.10) ………...... ........….. .......... ........... 492 

关于《辽宁地区行政区划沿革》中各级区起建制名称
的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6 

- 3 一



1945 年

s 勇

8 8 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 

118 八路军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

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吕、 "满"敌伪军投降，命

令我原东北军吕正操脐部白山西绥远王军埠，向察哈尔、热河迸发;

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边，向热河、辽宁迸发;原

东北军万毅房部由山东、河北现边，自辽宁迸发:现驻河北、一热

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部日向辽宁、吉林迸发.

148 李运昌在冀东丰涡县左家坞捕近的大王Et召开冀热辽
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金子芳、李中

权、张明远、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曾克林等领导以及五个地

委书记 p 五个军分这司令员等.会议讨论了执行延安总部第二号命

令的具体方案，确完成立、"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

由李运昌率领八个半团的兵力，分三路迅速挺进东北。东路约四千

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曾克林〈十六军分区的司令

员)任先遣纵队党委书记，詹凯〈十六军分区副政委)任纵队宣传

委员，张先东〈冀热辽这凌青绥工委书记)任纵队党委组织委员。

东路纵队向锦州、洗用方向迸发。"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

东进。随同部队进军东北的，还有李子光、焦若愚、徐志、李海涛

等四位地委书记，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西路约两千多人 p 白冀

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同志率领，向承德、茵场方向进

友。中路约三千多人，自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晋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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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赤峰方向迸发。

同日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 J 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颐口、大连等问

题的四项协定。

158 日本政前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e

198 本溪煤铁公司茨湾"特殊工人"陶守崇、李锦章、王庆

镜等八名共产党员，秘密开会，自发地建立了茨沟"特殊工人临时

党支部"p 选举陶守崇、那房银同志为正副书记。提出 z 团结工人

群众p 组织建立工人武装，保卫矿山，迎接我军接枚本溪韵，任务。

20吕 苏联红军进入沈阳。

22 吕 苏联后员加尔方面军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领空降兵在族

颠土壤子杭场着陆，并就任旅颗警备区司令宫。程曼诺夫少将率空

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官.苏军进入

戴大。

238 我军!&复朝阳，歼敌暂五十一那等部」千七百人.

248 苏联红军进入叶柏寿。

26日 中共中央决定，深千余名干部为第一梯队，由林枫率领

从黯路来东北。栋枫于十骂到达拉陷。

30 自 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盟和一个宣队，

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分多路向出海关发起进攻，经过几个小时能激

烈战斗，解撞了山海关，歼灭口锦军一千二百多人。

离吕 望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有赣主任.

318 国民党为争夺东北，宣布将东北行政区重新划分为z 辽

宁、安东、辽~t、吉栋、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

哈尔菜、大连两市.

9 月

2 8 日本正式签字技降，抗自战争黠利结束。

胃s 大连市总工会在明德小学召开第二次筹备会， J1j会人数

一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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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百余人，代表西卡余工厂，唐韵起被选为工会委员长，王福

堂、居吉人、朱宏陶、张清为常委。通过组织章程，宣告大连市总

工会正式成立。

4 日 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解放锦州。由十六军分军参谋长王

珩任卫戍司令a 并以锦州为中心，先后接管了朝阳、北票、阜新。

与此同时，梁天拄率领的插言击队接管了彰武、新民等地。冀察热辽

分局波徐志随先头部队进入锦州市，正式组成中共辽西地委.徐志

任书记，李东冶任副书记兼公安局长，彭劳任组织部长，张士毅任

专员。辖锦炜、阜新二市及十五个县。辽西地委隶属冀察热辽分局

领导。

6 8 曾克林、唐吉尼部约四千人自锦州进入沈阳。成立了沈阳

卫戎司令部，曾克林任卫戍司令，张化成任副司令，唐凯为政委，

汤从?!!任政始部主任兼军法处长。并以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

宣布实行军事管制.

148 曾克林与苏军代表大校卫斯别克、少校翻译官谢德明从
拉自乘飞机飞往延安。

罔曰 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进入沈韶。

15 吕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18 日 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镜、莫春和等六人

到达沈阳。

同 E 本溪护矿大队二千多名工人队伍、改编为我军十六军分

区二十一撮六十二园，陈梅任西长，邢房银任副团长，张瑞林任政治

委员，陶守崇任政治娃主任。

19 吕 中共中央决定提张闻天、高岗、李富春、林彪、罗荣桓赴

东北工作，成立冀热辽中央局.

208 中共辽东省委发出关于党组织发展工作的指示，要求在
斗争中，大阻吸收有觉悟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行政村街道支部，

在各县的群众器体中成立党组，政府也要建立与健全党组.

同吕 苏联红军进入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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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吕 中共中央东北高领导同志在沈黯摄"大掉!哥"召开会

议，宣布东北局正式成立e

10 月

8 吕 本溪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成立本溪市政府，公举臼

共生任市长、

10 日 洗盟特别市政府成立，市长白希清，副市长焦若屋。

上旬 肖华率山东军区视关一千余人到这安东.沙克率冀中军

区三十一团约一千五百人到达锦炜地区。

128 辽宁省政窍在注阳正式成立，张学患为主席，朱其文为
副主席。新政府公布的施政方针是z 实有畏主政治， 疫除苛捐杂

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严惩汉奸，清除敌伪残余及给

予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棉等自由。

中旬 出东军区万毅率滨海支队约三千五百人，到达磐石、海

龙、东丰、西丰一带e 吕正操率晋西军区的一个小团，约六百人，到

达沈阳e

21 吕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强辽宁、安东南省工作的指示\

指出 z 我党的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之

蒋军登陆及粉碎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是保卫辽宁、安东，然后

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的分散方针.

238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正式成立p 程子

华任分局书记兼政委p 肖克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黄火青任副书

记兼副政委，李运吕任副司令员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分是下辖热河

省委、冀东区党委、冀热察区党委和一个省政府、二个行署、三个军

区、十五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王六十六个县旗.土地三千三百多

万亩，人口约一千五百万。

24 日-298 辽西的锦县、义县、锦州市‘锦西、兴城、绥

中、盘山县，先后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选举张士毅为辽西有政督察

专员 p 王维昌为锦县县长p 李竞生为义县县长，计费达为锦州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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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5 曰 "三股流事件"发生.以钩满警察、军官、特务组成的

土匪武装千余人p 勾结安东市郊区残余E 军近二百人，打着"中央

军先遣队"旗号，勾结市内反动分子，妄图在苏军撤退时夺取安东

市政权。其中以三段流地区的股道人数最多，影躏最大，为彻j高消

灭这帮土重 p 粉碎他们的饲谋，我辽东军区吴克华款5人第三支队由

支队司令王奎无亲自带领与指挥，在地方党委配合支持下，对潜藏

在三股流以东山林中的土匪，发起进攻，经六个小对的激战，计毙

伤敌近三百人(内日军七十人扎得敌三百余人〈内日军二十余

人) ，其余溃散。

闰 E 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徐箴、韩黯、杨志信、下宗孟、魏

华鹊、韩洁论、朱久莹为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委员，徐箴任省府主

席。

278 大连市各公共团体代表p 于大和放馆举行会议p 出席会

议的有珉工总会代表唐韵超、陈云涛，治安维持会代表邵肖传、这

子祥、朱秀春 F 医师公会代表简仁南，锦教会代表阎之如，商会代

表金蓉波等十余人。会议一致国意成立大连市自治政府。当即推远

远子祥为市长，陈云涛为副市长。市政府成立后旗布了维护社会治

安、保障人民自由安全及技复生产惩治敌伪的十一条路政纲要。

298 中共辽宁省工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揭铸、
白坚、张学忠、朱其文、饶斌、辖玉困、张逢时、吕东、李智翠。

东北局指定陶铸为省工委书记，自坚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逢时

为民运部长，朱其文为政治觉园书记，张学思除政府工作外负责保

安司令部及军事工作，吕东任工业管理委员会主任。

308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

真、罗荣桂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副政拾委员，吕正

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总司令，肖劲光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下旬 东北各地人民代表p 在沈阳召开会议，报解决建立东北

一级的民主政权问题。由于嚣民党军队向东北进攻，按中共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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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暂不成立东~I:行政委员会前指示，会议暂时体会。推选林棋、吕

王操、张学思、栗叉文、自希靖、于洁琼、扎木苏七位代表组成主席

团e 林枫为主席团主席，负责继续筹备开会，与各省代表保持联

系，研究建设东北的计划.

下旬 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第六师和第五师两个嚣，约

八千人到达营口地区。渤海军区第七师据国夫、刘其人部，约一万

二千人， j1J达由海关、古北口地区.三五九旅:Xil转连、晏福生部 p

约三千余人p 到达本溪、提颠地区.邓克萌率冀鲁豫军区一个团，

约一千余人，到达沈费3 1;1.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

嫂，约三千余人，到达锦判地区。

11 月

1 B 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在出海关创刊。
2 B-4 B 辽宁省首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于沈阳市前省公

署大礼堂举行.到会的有各县民选代表八十四人，来宾二百余人，内

有工人、学生、名流士绅#f九一八"事变前的县长等. 省政府

主席张学思，副主席朱其文先景致词，他们在追述了蒋介石出卖东

北，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现在又在准备进攻东北的罪行后提出 z

我们东北人民要自由，要翻身，要自始1 吕正操将军于大会第二哥

茧i会讲话，他向与会代表宣布z 我是东北人畏的勤务员，我曾军队

是东北人民的军队，决以全部力量来保卫东北人员。最后由副主席

朱其文宣布目前撞政方针z 肃清敌伪残余i 确保治安，推行民主政

治，实行东北人民自治:发展经济，振兴工商业:开展文化运动，

肃清封建奴先法西斯教育 z 救济难民与失业工人以及贫苦教职员;

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除苛捐杂税，实行公平合理的税

收棋度，大会一致通过了给斯大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慰问电，

以及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反对内战，反对进攻解放区的通电。

'3 B 辽北省政府在四平市成立，阁宝航任省主席，栗叉文任
爵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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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曰 安东省民主政府正式成立，高崇民任省主席，刘澜被

任副主菇，

离吕 沈南市召开光复后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会的有

工、商、，学、军、士绅各界代表共八十二人，列席旁听者五百余

人。会议首先由市长白希清致词，辽宁省政府主席张学墨、军司会讲

话，出自希清作市政工作摄告，公安愚长赵灌华作了市内公安工作

的补充报告，最后，由副市长焦若愚挥今后施政方针报告。

5 8 辽宁省召开全省中苏友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省、市政
窍，群众团体及各市县代表共三十余人，辽宁省政府主席张学恳、沈

黯市市长白希清、副市长焦若愚、王伟炎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

了《中苏友好梯会会章>> <<中苏友好褂会宣言>> 1 选举张学思为省

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陈楚材为副会长-

1'0 吕 辽宁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学思〈兼任)、副司令员邓华，

正式就职.为安定社会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势力 p 特旗发布告=

私藏的栓技摄十日内交齐，伪组织人员应到政府登记，私人和公共

资婿不得破坏.

上旬 出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并几

个营，约四千余人，分别到达安东及洗扭地区。山东军区第二师罗

华生部，约七千五百人，到达沈盟军i西地区.

11 日 安东省召开首次全省人民代表会议，到会的有矿由、铁

路、邮电、教育、文化及地方士绅等共三百余人，代表一致拥护以

高崇民、对澜按为首的安东省民主政府。

12 日 东北银行成立，在拉陌市大西美前伪满中央银行1\3址正

式开始办公。总经理叶季壮，副经理王企之。为防止伪币泛滥及进一

步发展东北公私企业与农村经济，特发仔东北地方性币一元券、五元

券、拾元券三种钞票.规定比价=东北银行一元券等于伪满币拾

歹已。

同日 沈阳市政府拨辍三千吨，救济失业工人。工人组织武装

自卫队保护工厂，全市二千余名工人编入自卫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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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吕 辽宁省政府决定废除苛捐杂税p 重整税制，以减轻人民

负担。

16 吕 愚民党军攻占山海关。

188 国民党军进占裂中。
中下旬 出东军区第一师梁兴初部，约七千五百人，新西军第

三部黄克诚部，三万二千人，到达锦判以西边区。罗舜初率领出东

军在第三师及鲁中军在警备第三旅，共九千多人，到达沈阳、鞍出地

区。此外豆还有延安第一躁和第二旅，抗大、远校等数千人先后

到达南满地区。月底为止，前后到达东北的部队约十万零八千人，

党政干部二万人p 总计近十三万人。

县。

21 日 愚民党军进占兴域。

228 愚民党军进占锦西。

268 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离锦州。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和稳

国日 我军撤出沈阳，东北局和辽宁省政府撤到本溪。

同吕 中共辽西省委成立 p 受中共商满分局领导，先驻法库，

后迁郑家屯.省委委员有曾国、李初黎、朱其文、邓华、孔原。陶

铸任省委书记，陈部任省委副书记.

同吕 中共辽宁省分委成立，委员有白坚、卓雄、罗舜韧、陈

祖署等，自坚任书记-

2:8 8 我军先后由辽~a 、鞍山、海城等地分兵五路，进第i 盘踞

于辽m以龙、鞍山以东的千山、七蛤子、出印子、自驻子一带的土

匪，经过三天激战p 将该股土匪全部歼灭，计击毙匪军官兵二百余

名， 1孚费三千余名〈内有日本兵一千四百余名〉。

308 陈云主持起草了一个以他和高岗、张阔天名义给中共中

央东北局转中央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凡点意见)) ，电报对东北当

时的形势及我幻的策略作了透彻分析，电报指出，当前在满洲工作

的基本方针p 应该不是担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指

洗、晗、长)，丽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步N、沈阳前续给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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