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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往开来，为振兴沈河献身

卢 波

在腾飞的龙年里， 鬈沈河区志》完成了它的编纂过程，并将很快与全区人民见面，这是

很值得庆贺的。

这部书是我区第一部地方志。它搜集、编纂，整理了1840年以来有关全区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和史实，内容丰富、翔实，文字通俗易懂，是研究我区历史和现

状，教育子孙后代的一本好教科书。

读((沈河区志》，能较好地了解到沈河区作为沈阳市的胚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

用，同时，也可知晓沈河区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及

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所呈现的崭新风貌。从而，热爱沈阳之情将从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并化为我们振兴沈河的实际行动。

当前，全区的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对外开放工作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基础上，正在加

快步伐。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为搞活区街经济左鞠躬尽力。当然，在我们前

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这希望与困难并存的新形势下， 了解区情、 熟悉区

情，对于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此，全区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认真地读一读《沈河区志))这本

书，借此进一步了解、研究区情，以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主动权，争取在推动沈河经了再上

一个新台阶的过程中，绘出光彩夺目的宏图，让我们亲手创造的光辉业绩，成为史册中璀璨

夺目的一页，以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来者l

祝《沈河区志知在建设四化的征途上不断充实、完善l

愿沈河在改革，开放的激流中破浪前进，青春永驻l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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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盖世林

国运昌而史业兴。在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城区综合体制改革的新形

势下，历经5载艰辛，《沈河区志》终于问世了。对于全区55万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桩值得

庆幸的大事。此书行将付印时，主持编修的同志嘱我作序，欣然命笔之余，感触题深。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帮。沈河区是闻名中外的老城区，商业区， 历史悠久， 经济繁

荣，文化发达，人杰地灵。溯览古今的《沈河区志)，，堪称是沈河区人民的斗争史，是沈河区的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史，是沈河区风土、人情、地理， 自然的演变史。 这部志

书，是沈河区解放后，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所精心编纂的

一部地方百科全书。它为沈河区的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和现实的依据，是可供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了解和研究区情的信息库，也是一部惠文子孙后

代的金贵文化遗产。

社会在发展，事物在流动，历史在廷伸。修志者是面对昨天，直书其事；然而作为阅读

者则应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善于从各种事物的演变中去探求它的规律， 寻求历史的借

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有的是几日、 几月完成， 有的则要几年甚

至几十年才能完成。比较长期的事，就要讲究继承性和连续性。对于一个地方的领导同志来

说， 他必须首先了解并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这样， 他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

者，他作出的决策才符合实际，他才有可能在改革、创新中减少失误，少走弯路。从这种意

义上说，新编《沈河区志》，不失为一面镜子。

编修社会主义的地方志，是一顶新的工作，有一个学习与实践的过程。参加修区志的同

志热爱这顶工作，抱着极大的进取心去摸索、去钻研，终于光荣地完成了使命。我们要学习

这种可贵的进取心，把沈河55万各族人民所要求、要向往的事抓实、抓好。

这部区志内容翔实，真切，包含有沈河区几代人的血泪、痛苦、悲愤和欢乐，显示出一

条苦难、壮丽的历程。但愿沈河的人民从中汲取力量和养分，用我们的辉煌成就去谱写一部

新的史诗。

《沈河区志》的出版发行，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收到志书本身外不可估价的效应。希

望沈河区的同志认真看看，达到认识沈河，热爱沈河，建设沈河，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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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为建设新城区读志、用志

颜庆华 许长英

我们夫妻二人，是沈阳解放前一天，从辽西省派来沈阳参加接管沈河区工作的。至今我

们已在这里整整工作、生活了四十年， 沈河区已成为我们的第二个故乡。 沈河区人民给我

们的培养、教育永记心怀， 众多勤劳、 勇敢、 纯朴，善良的人民形象永远屹立在我们的

心?中。

四十年来，我们亲身经历了沈河区的风风雨雨，亲眼目睹了沈河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一进城就在沈河区进行接收旧政权．收容国民党残兵，废除旧保甲，建立街政权，

镇压反革命，取消烟馆，打击赌博犯等等工作。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对此赞佩不已，他们得

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记得初到沈河区，这里只有几条破旧不堪的柯油马路，居民区里无

风起暴土，下雨满街泥，蚊蝇漫天飞，污水遍地流。许多房屋破漏倾斜，每到雨季经常有倒

塌砸死人的事情发生。而今日的沈河区已大街小巷橱油化、上下水道管网化，街巷庭院花园

化，并开发建设了大片居民住宅小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各项建设都有

了很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分布在沈河区

的大大小小的古建筑得到修缮，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古老的城区正在向文明，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城区迈进。

在全区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立志改革，开发建设新沈河的热潮中， 《沈河

区志》与大家见面了，她的问世是来之不易的，她记载了沈河区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记载了全区劳动人民在沈河区发展历史中的伟大功绩，也记载了我们这一代人开发建设沈河

区的做为。党的十三大为今天的人们，致力改革，发挥才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们今天

的工作如何，我们对事业贡献的大小，也必将通过《沈河区志》留给后人。因而，全区人民

尤其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同志，都应当认真研究沈河的历史，取其精华，付诸于当今的事

业，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之中，同心协力，继往开来，为使沈河区经济迈上新台阶而

奉献我们的光和热。

八V，、



出版说明

出 版 说 明

一， 《沈河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 “存真求实穆，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系统地记载沈河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叙事断限从实际出发，地理沿革从古城始建写起，·建置沿革从区有建制写起I

大事记从沈阳解放后写起，其他内容因为贯通历史，综合始末，追本溯源而上限不一，全书

下限大部止于1985年，部分内容写到成稿之时。

三，全志将概述，大事记列为卷首，提纲挈领地综述本地区的特点及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方面活动的轮廓，以此总领全书。下分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文教、城建，社会、

人物等编，展示本区历史面貌及其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以附录殿后。

四，为求体例与内容相适应， 本志采用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编，

章、节，目多层次，纵横结合，横列纵述的框架编纂。为便于阅读，各编，章冠以不列目的

简述提挈梗概。以((沈河区现行政区划图))置于卷首。其他各种图表、照片分别插入各编、

章之中。

五、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居住本区并有突出

业绩者，本编依逝世时间予以立传。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编写人物记。对革命

烈士编以“英明录黟。区级以上劳动模范编列入表。“职官名录，不入人物编，而列在政治

编各章之中。对历史人物直书其名，不加称号和褒贬之词。

六、表述纪元一律使用公元，注以历史朝代年号。记述地名，机构名称，以年代时称为

准。今昔地名如变更，用括号注明现名。历史上的朝代名称，沿用史称，如明、清、中华民

国(简称民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时期建立的傀儡政权称“日伪政权"，对其设立

的机构和政治团体以及年号均冠以“伪黟字。

七，全志资料，大部录自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及本区各街道办事处，各部门的史

志资料，选用时不再注明出处。如有争议，多说并存。

八，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朴实准确，通俗易懂，言简意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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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38年1月日伪当局在沈阳市正式设区， 现沈河区的旧城部分被命名为沈阳区。 沈阳

解放后，j948年Ij月20日市政府决定，沈阳区与浑河区合并，定名为沈河区，j959年2月，

市内区划调整对，将原南市、北市，北关3个区加个公社(街勘划入沈河区至今。
沈河区地处沈阳市中心，东与大东区，南与东陵区、西与和平区，北与皇姑区为邻。南

北最长7．25公里，东西最宽4．7公里，总面积为17．6平方公里。 区政府设在沈阳路二段秋爽

里J4号，辖j6个街道办事处。1986年全区有284个居民委员会，5 712个居民组，162 545户，

534 098人(其中男性269 665人，女性264 433人)。 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0 346人，

居全市各区之酋。区内有汉，回、满等』6个民族。 汉族人口占全区人口总数的93．5％。 小

西、朱剪炉街道(俗称“小西关回回营p)为回族聚居区，有回族j0 908人，占全区回族人

口的62．6％’ 全市回族人口的38．8％。 全区共有4 217个机关，事业企业单位。 其中区

属1 857个，市属2 034个，省属173个，中央属9j个。 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等市级领导饥关，以及辽宁日报社、沈阳日报社均驻区内。

沈河区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区，为今日沈阳的起源地。远在公元前140年西汉武帝时， 于

今沈阳故宫范围建立了候城县，为军事重镇。公元十世纪928年，辽代始筑土城， 称沈州至

金未。1296年元朝又在毁于兵火的土城发墟上，新筑土城，定名为沈阳路。1388年明朝改土

城为砖城、城内辟十字街，设四门，改称沈阳中卫。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建

明城，城内改为井字街，四门改为八门。1634年称为盛京。1644年清迁都北京，古城盛京变

为陪都。1657年城内设奉天府。1680年城外增筑缭墙，设八关。至清末民初，称古城为奉天

省城。古城内面积为I．5平方公里。

沈河区是沈阳的老商业区。清初改建明城时，将钟、鼓二楼之间四平街(今中央路二段

中街)辟为商业区，这是沈阳第一条商业街。至民国年间，资本雄厚的天，吉，洪，兴、

裕、谦等六大字号的丝房，萃华等八大金店，以及天益堂，亨得利、中和褥等各种知名老店近

80余家荟集在这条街上。之后各种商号又向井字街和城外扩展，逐步形成为沈阳商业种类和

户数最多的商业中心。据j930年统计，有商业54种共千余户，市场35处。其中丝房等百货业有

609户，占全市同业户数的70．2％，副食业占全市的70％， 服务业中的理发和照像业占全市

同业总户数的46．9％和7D％，饮食业占全市的51．3％，各种市场占全市总数的72．9％。沈刚

商业各行业的第一家大都出现在古城内外。

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玎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黟的政策，沈河区的商业迅速发展。1955年区内有百货业282户， 饮食

业557户，服务业Ij J户，副食商业742户。 1956年全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全行业合营的

高潮，全区大部分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组成生产合作社， 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

1958年改变为国营或集体企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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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发挥老商业区的地理优势，从1985年开始，全区加速开发

第三产业，先后于城内“井字街‘’，小西，大西、市府大路等主要街路， 腾迁347户800余

间，35 725平方米的门市房，开办各种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形成了以“并字街黟为中心的呈

扇状幅射的第三产业网络， 使区内商业更加活跃。 1986年全区商业网点总计6 744个，

比1984年增加j．5倍，从业人员46 090人，比1984年增加34．8％。 第三产业销售额达74 296

万元，占全区各行业总产值的82．8％。 ’

1986年除驻区的大商店外，区属商业饮食服务业总计485家，收入总额41 800万元， 比

1980年增长2．58倍，利润726．38万元，比1980年增长1．2倍。其中区饮食，服务， 副食等3

个公司，1986年销售总额22 212万元，实现利润为527．3万元，比1980年销售额增长J．2倍，

利润增长97r％。 区属百货业、232家， 从业人员4 535人， 收入19 833万元， 利润

69．88万元。 其中区贸易公司下设4个分公司、 1个商场， 1986年营业额1 588万元， 利

润58．8万元。街道兴办的230家商业、销售额和利润均有大幅度增长。

中街已有86户商号装饰成现代风格的新式门面。 El客流量达20"-'30万人， 全街年销售

额43 000万元，被命名为市物价计量信得过先进大街。

全区计有各类市场19个，摊区zO个，日交易额达69．05万元， 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大西莱行已建成装有闭路电视和电脑设备的封闭式农贸大厅，，贸易日益兴旺，1986年成交额

达1 342万元。

1980年区内仅有个体商业980户，J 050人。到1986年猛增到5 330户，7 457人，与1980

年相比，户数增加4．4倍，人数增加6．j倍。其中商业由365户增到3 848户，增加近如倍，饮

食业由556户增到j 078户，增加l倍，从业人数由626人增到2 513人，增加了3倍，服务业

由59户增到404户，增加6倍。

沈河区不但是商业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业发展最早的地区。清末沈阳手工业有7D％集中

在城内，有铜锡用品制造，皮毛加工等49种行业。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有同昌行牙

粉厂，惠临火柴公司，大丰织袜厂等48家工厂、占全市民族工业厂家的82．7r％。这些民族工

业，企业在沈阳沦陷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绝大多数破产倒闭。

解放后，沈河区工业开始恢复和发展。据1959年并区时统计，区管工业有合作工厂8j个，合

作社34个，街道生产组134个。此后，经过7次兴办调整，1978年有141个区街工业企业变为

市属大集体企业。1979年后，区街工业重新兴办并迅速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1985年以

来，全区工业分别实现经营承向责任制，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试行租赁制和

股份制，全面划小核算单位，改革分配制度，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为了求得工业的

发展，厂家突破地区和行业界限，先后与5D多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联系，近百家企业

与国内12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横向联合，协作项目达152项，使区街工业稳步发展。

1986年区内工业有868家，其中区属工业，街道企业、学校、民政、 副食等部门兴办的

企业计有423家，职-r：15 170人。年总产值达14 764万元，比1980年的2 917万元增长4倍，

总利润2 329万元，比1980年的307．7万元增长65倍。街办企业产值利润名列市内五区之首，

校办工业经济效益全市第一。

全区现有冶金，化工，机械、森林，食品，纺织、缝纫、皮革，文教、艺术用品等9个

行业，产品共达1 188种，其中机饿产品471种，二轻工业产品437种，化学产品146种，纺织

，．．J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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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20种，食品54种。从1983年到1986年，全区创优和获奖产品近30种，有4个厂家被评为

明星企业。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 变化较为明显。 1986年职工工资人均年收入已达I 200元， 比1980年的700元增

长70％。储蓄额猛增到41 685万元，比1980年的4 280万元增长8．7倍。1979年以来，区内逐

步实现煤气管网化，64 477户使用了天然气，24 310户使用石油液化气，共占全区总户数的

55％。在居民住房上，绝大多数户改善了条件，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 增加

到1985年的4．3平方米。人民购买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仅据全区生活水平偏低的惠工地区的

人民生活调查，在11 997户中，1985年末高档消费品的普及率为： 电视机84．2％， 电风扇

21．8％，录音机3D％，洗衣机40％，电冰箱7％，摩托车3％，照像机7％。

沈河区的城市建设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朝末年，沈阳城内建有皇宫(今沈阳故宫)、

王府、官衙，大、小西边门外的南孤家子(今一，二经地区)虽被定为商埠地；但未开发，只有

几处祠庙和几家菜园’在古城西北(今朱剪炉，惠工、团结路地区)仅有教军场、清真女子

学校、 屠兽场及朱姓剪刀作坊， 几家菜园， 在古城西南(今风雨坛、 山东庙、文化路地

区)，从一经街南口至罗丝圈，筑有防水的长千米、高一米的土坝。仅有十几家烧窑户，曲

房，以及几处零星菜地，牧场，在大、小南边门里外，除有几处寺庙，菜园外，大部是低洼

沼泽，杂草丛生的荒地。

民国年间，城内修建了“大帅府≯，50余处大、小“公馆蛩，和众多的旧官署，在西北教军

场一带开发工业区，建奉天第一商场，兴游园等，在大、小西城门外建起了全楼一条街，中

街商业区的丝房，金店等商号纷纷建起了二至五层楼房。1931年“九、一八7事变后，沈河

区的面貌无大变化，只建了几处商场和电影院。全区广大劳动人民则多楱身在低洼潮湿、风

吹雨漏的下窖破旧房中。

解放后，沈河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5D年

代，在一片苇塘、沼泽、砂丘地带开凿了南运河，辟建了万柳塘和青年公园。把古城区以西

从大西边门至青年湖一带宽5米深3米的臭水沟改为暗渠，辟建了贯穿南北的青年大街，从

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接着又开辟了贯穿东西的文化路，在此先后建起了沈阳药学

院，中国科学院金属、林士研究所、沈阳建筑工程学院，沈阳工业学院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形成了文化荟萃的地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市政府广场铺上了草坪，南

侧修建了交通环岛。1984年4月至1985年8月，全市居民共同奋战建成了南运河带状公园，

贯穿沈河区境内的长度为6．23公里，使这一带成了清水长流， 绿树成荫，景点相连， 道路

畅通的现代化新城区。 为加快改造旧城区， 改善人民居住条件， 从1984年至1986年， 共

拆除破危房34．4万平方米，建起居民楼群124万F方米，辟为3j个住宅小区， 昔日棚户区居

民有i．2万户喜迁新居。同时，各工厂、机关、学校的公用破旧房舍，也被新式楼房所取

代。仅这几年的楼房建筑． 就接近于解放后前30年建筑面积的总和。 现在全区居民楼群林

立，映讨着沈阳海关、沈阳物资贸易中心，省人民医院，辽宁科技馆，北方贸易大厦，玫瑰

大酒店、市五交化联营公司、沈阳长信局，辽宁彩色电视发射塔等高层巍峨建筑，古城旧貌

换了新颜。

解放以来，沈河区的道路建设也在逐年改观，刭1973年， 区内666条街巷路全部实现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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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辟建拓宽了文化路、万柳塘路、南顺城街、滨河路，架起了现代化的文化路立交桥。

1984年至1986年，改造、新建道路共71 200平方米，有8条无轨电车和j4条汽车线路经过沈河

区境，沈河区的交通四通八达。这3年中，对下水管道、窨井、雨井等进行了大量增建、维

修和翻建，清扫排水管线603公里，总投资达z5万元。解放后， 沈河区投入大量自来水设施

费，努力改善共水服务面貌，使供水量不断提高，用水人口逐年增加， 仅1986年即为8 709

户居民安装了自来水。 随着全区城市建设工作的发展， 绿化和环境保护建设也逐步发展起

来。全区积极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方针，1984年至1986年共植草坪

91 565平方米，栽花537万株，植树3．6万棵。文化路拓宽后采用了花、草、树、针、乔，灌

综合配植的方法，在街心两侧，建设了几十座花坛，四周以桧柏围成绿篱，中间栽植花草，

还配以银杏、桧柏、京桃等树，建成了一条树木葱郁、花草繁茂的林荫大道。1986年铺设方

砖步道100万平方米，覆盖率达45％。涌现出33个花园式单位。 各单位和街道家庭楼院普遍

植花草树木，美化了庭院街容。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成为极需解决的问题。沈河区应着重解决的是

大气污染问题。为减少大气污染，首先要解决燃料燃烧技术，净化烟气。 为此全区对1 097

台旧锅炉进行丁改造， 有5j处200余万平方米范围实现了联片供暖。现在沈河区正在向道路

柏油化，街巷绿化，下水管网化，庭院花园化，空气净化，环境优美的新城区迈进，并已取

得了丰硕成果。

古城文化教育历史悠久。从明代开设沈阳中卫学以后，清代又办起了宗学，八旗官学、

儒学、社学，义学和沈阳的最高学府萃升书院。至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先后建起奉天仕

学馆，旗员仕学馆和政法、工科，方言，师范及奉天大、小学堂等23处。到民国年间，又开设

了东北大学、同泽男、女学校、及外语等其它各类学校6所。日伪统治时期，对中国人民进行

奴化教育，在城内建立了维城，大同学院，国民高等学校等35所学校，其中国民高等学校占

全市同类学校总数的85％。在文化方面，从清代至民国，出现了会文山房，荟兰诗社、奉天

图书馆、明星和会仙电影院，醒时白话报社， 国民报等文化机构团体和场所。 对推动沈阳

和辽沈地区的文化普及起了较大作用。 解放后， 沈河区的文化事业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50年代，区内有文化馆，图书馆，宏声评剧团、曲艺团，大庆、同庆、正阳3个剧场，金城、

亚洲，天光等影剧院，还有私营书店。1956年公私合营后，私营企业并入相应的文化机构。

1986年区属文化场所发展到20个，其中，文化馆1个，负责开展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图书馆1

个，藏书7万册，年读者工工万人次，借阅册数达42万册，文化站j6个，少年宫1个，工人俱乐

部1个。驻区的文化机构有：沈阳大舞台剧场、光陆，天光、天乐，亚洲、胜利等电影院，

五三文化宫等20个单位大小俱乐部，总容量为35 693人。还有省、市图书馆、少儿图书馆、

省，市、区新华书店、教材书店，故宫博物馆、文联、沈阳杂技团、歌舞团和辽南实验剧团等。

解放初，由予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统治的结果，区内只有6所小学，2所中学，一所师

范学校。人民政府为了发展教育，拨款兴办教育事业，恢复和新建一批学校，1958年又发动

社会集资兴办了一批民办小学，至j959年，公办，民办， 社办的小学达8j所， 中学jo所。

1986年，全区中学发展到29所。在校学生；初中17 634人，高中8 795人， 计28 818人。其

中部份中学改为职业高中， 增设外语、打字、会计，音乐、美术等专业学习班， 有学

生2 848人。另外还开设了各种补习班，有学生3 895人。小学发展到4 J所，654个班， 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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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29 105人。 全区中、 小学教职工共有7 853人。 1985年教师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的

有1 710人，占教师总数的42．6。中专、高中程度的j 713人，占42．7。

教育体制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1986年小学普及率，入学率均达100％。 初中升高中的

及格率达83％。有859名高中生考入各种大学。中小学的第二课堂教育成果显著，有665件中

小学生书法、美术作品选送到日本、芬兰展出， 在且内外比赛中获11枚金牌、 22枚银牌、

24枚铜牌。

37年来沈河区的成人教育从扫盲起步，逐年提高，现已形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

教育，较完整的，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成人教育体系。现有各种学校277所， 在校学

员32 831人。完成了扫盲，青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干部高中文化教育，职工岗位职务培训

等任务。全区已有8 793人取得初中文化补习合格证书，占应补对象的86％，有6 850人应补

初等技术课，其全部完成学习任务。从1982年实行自学考试制度以来，现已有干部、工人和

待业青年1 498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有66 926人次单科结业。

从区政府到各局、公司，街道均设托幼领导机构。 1986年全区有各类托幼园所663个，

入托儿童28 146人，保教人员3 689人，园所数比1980年增加2．9倍。

有关人民健康的体育事业。解放前全区一片空白，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1954年设区

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业余体育活动，并相应地成立了一些基层体育组织。1958年成立区业余

体育运动学校，为培养各种体育人才服务。1964年建成占地3万平方米的体育场和一个灯光

球场。J986年恢复成立兰，排，足，乒乓球和田径，武术等9个体育协会，2D个医疗体育辅

导站。全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广播操普及活动，1986年已有478个单位，126 677人参加了广

播操和各项球类活动。中街“一条街≯职工参加广播操活动广泛持久，被列入全国4条先进

街之一。各公园、游艺场所还开展了太极拳、三浴功， 五禽戏等中老年健身体育活动。 在

中，小学校中，逐步推行《劳卫制》和国家体育锻冻标准，增强学生体质。1986年全区中，

小学达标率达94．38％，列全市第一。从1958年区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以来， 培养了各类

体育专门人才，运动项目逐年增加。兰球和乓乒球已成为沈河区的传统项目。区内现有省级

培训学校3所，市级j5所，学员共641人。区业体校有学员400名，为省，市，全国输送了106

名优秀运动员，有李淑兰，王会元，李明、刘新艳为世界冠军，有张健茹， 李延君、 于沈

潼，曹剑、杜百威等成为全国冠军、运动健将。

沈河区的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几所私立医院，规模小，医务人员少。解放初全区仅有

j个卫生事务所。 经过人民政府的投资和建设，到1959年并区后， 全区有2所医院和j4个

卫生所。另有1个产院(80张床位)，1个妇幼保健院(39张床位)及j7个保健站，两个妇

幼、儿童保健所，还有结核病、牙病两个防治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沈河区医疗事业

有了较大发展。j986年全区有沈河区医院、区红十字会医院、区中医院，区回民医院，区妇

幼保健院和第二至第九8个卫生院， 共有床位392张， 比1980年185张增加J．J倍。 有医师

级以上的医务人员304人，医士级的453人，初级卫生技犬人员420人。区内驻有省医院、铁

路中心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市妇婴医院，市痔瘘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

随着计划生育深入开展， 避孕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1983年人工流产、 上取环手术

达12 021例，比1982年增加3D％，突破万例无事故大关，为保证计划生育工作发挥了极大作

用。1986年，出生率J4．96‰。完成市下达的j5‰计划生育率的指标。一胎率达7 780人，使全



6 概 述

区计划生育率达到99．96％。完成并超过市下达的99．95％指标，列全市第二位。

科学技术事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沈河区的科技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现有华奉科技研究所等民办科研机构及各种协会1 z个，

比1980年增加近一倍。会员发展到j 722人，比1980年增加2．4倍。其中高级知识分子5人，

中级470人。1985年共举办讲座j2次，7 500人次参加学习，培训班9个， 学员达450人，科

普活动磁次，科技咨询服务102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沈河区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抓了精神文明建设。全

区开展了做文明公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全区商业

系统已建成省、市、区三级文明单位48个。 在53个军民共建单位中， 有49个被评为文明单

位。98个居民委员会被评为市、区文明委。市级“正义式矽标兵委有53个。7个街道列为

省、市文明单位。7条繁华大街被命名为市甲级文明卫生大街。 省、市、．区级文明卫生委

有36个。全区连续三年保持了卫生优眭区的称号。1986年有3 353个五好楼院，104 028户五

好家庭，占全区总户数的64％。1984年沈河区政府被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国“拥

军优属模范单位矽称号。

沈河区为西汉候城县及辽代沈州遗址， 清初建都之地， 建有百余处宗教寺庙，留有较

多的文物古迹。建筑最早的是唐朝建的长安寺，最晚是民国年间建的莲花寺。其中有拂教寺

庙55处，道教宫观4J处，伊斯兰教清真寺4所，天主教除南关教堂外，还有两所修女院，基

督教各派成立过7个会， 一个聚会处，；下设5个福音掌。这些寺庙因年久失修，大多数早

已无存。现存的般若寺 (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慈恩寺 (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太清宫

(省，市道教协会所在地)南清真寺(省、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南关教堂(省、市天

主教爱国会所在地)，在“文化大革命黟中均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落

实党的宗教政策，政府拨款修复了寺庙，各宗教恢复了活动。沈河区成为全市及至全省的宗

教活动中心。

沈阳市政府于j984年3月公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8处， 沈河区内有沈阳故宫、 盛京城

址，沈阳中街、长安寺、般苦寺，慈恩寺、太清宫，南清真寺、天主教堂，张氏帅府等jo

处，占全市Ij个县区总数的26．3％。现均已对外开放，成为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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