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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振兴，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新邱区志(1990～2006)》历

经寒暑三载，终于问世。这是值得全区人民可庆可贺的一件大事，是凝聚了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血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邱区文化

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在此，谨代表中共新邱区委、新邱区人民政府，向为

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修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区各部门、驻区各单

位的鼎力相助表示由衷的敬意!

沧海桑田，改革变迁。《新邱区志(1990～2006)》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坚持改革开放

为主线，以发展的成果惠及全区人民为落脚点，承前启后，全面翔实地记述

了新邱区在中共阜新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从区情实际出

发，因资源而立、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的枯竭而衰落的老城区面对生存与

希望、机遇与挑战的历史抉择，全区人民团结一致、一心一意谋发展，迎着困

难上，顶住压力干，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转型为契机，以脱困致富为目

标，在实践探索中理清经济发展思路，先后实施“改、招、私、特”系统工程

(以改为前提，以招为主导，以私为方向，以特为重点)和“五大战略”(实施

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开发新产品和新项目，开发现代农业，科教兴区)

等重大改革新举措，使新邱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突破，为全面

实现转型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照历史记忆中的底片，喜看全区突飞

猛进的发展进程，《新邱区志(1990～2006)》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一个百

年城区新的发展画卷。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全国地方第二轮修志中编纂的《新邱区志

(1990。2006)》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7年的变化表明了全区人

民由贫闲到富庶，必须牢同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不动摇；17年的史

实证明，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大进步，全区人民必须牢记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17年的探索表明，自强不息、自加压力、团结奋斗、开

拓进取的新邱精神，是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全区人民创造出来的宝贵的精神

财富，必须铭刻在心，它是全区人民攻艰克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再铸辉

煌的动力源泉；17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全区人民必须时

刻增强抢抓机遇意识，抓住机遇就抓住了发展；17年的奋斗昭示我们，经济

总量小、结构单一是发展的瓶颈，也是历史的教训，全区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坚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做大经济总量，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进

行体制、机制创新，因地制宜，构筑经济结构多元化。历史告诉我们，理清思

路，将发展作为新邱前行的命脉；精心谋划，所有工作都围绕发展这个中心

开展；发挥优势，以项目建设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机制，以项目建设扩大

招商引资；强化基础，以园区发展促进项目建设；注重管理，以优质服务改善

环境；加强领导，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加快发展的引擎——所有这些，历经

实践和转型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全区未来发展中我们必须加以借鉴。勇

于探索的全区人民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正在践行着新的发展战略，以煤

化工、现代物流和装备制造业为引领的新战略不仅整合了新邱的优势产业

和现有资源，也承载着全区人民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大发展、大跨越的憧憬。

这部志书资料翔实，浓彩重笔，详略得当，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流

畅，实事求是地彰显了新邱17年来全区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充分体现

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和新邱区在经济转型探索创新中的特色。《新邱区

志(1990—2006)》重在见证全区的历史过程，重在弘扬时代主题，给人以启

迪和鼓励；重在可资治于今，教育来者。无论是今天、明天和未来，都有一定

的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是一部资治、存史、育人的好教材。让再现历史

的《新邱区志(1990—2006)》更好地为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又好又快发

展服务!

当《新邱区志(1990—2006)》成书之际，以为序。

中共新邱区委书记 曹贵刚

新邱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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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杰 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

叶秀梅 区审计局局长

齐福德 区教育局局长

胡金丽 区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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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驰 区残联副理事长

吴殿国 兴隆街道办事处主任

马金龙 益民街道办事处主任

刘俊清 中兴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 军 新发街道办事处主任

敖士纯 长营子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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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军 环保新邱分局局长

吴 鼎 质量技术监督新邱分局局长

刘国安 新邱公安分局副局长

吴晓东 邮政新邱分局局长

周爱党 中国移动新邱分公司经理

王小东 中国联通新邱分公司经理

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任由李永海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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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修《新邱区志(1990～2006)》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

线，力求全面记述新邱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供研究新邱区情参考，为新邱发展服务。

二、本志内容。本志共设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与宗教，政

党，政权·政协，政务，军事·公安·司法，群团，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社会

生活，社会事业，人物12编，与序、凡例、总述、大事记、特载、跋、修志始末

组成。．

三、体例。本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分

编、章、节、目四层次，个别章节在目下设子目，从科学分类和现代分工的实

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力求概括和简练。

四、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包括新邱城区和长营子镇。历

史上与新邱区有关联的地域，根据志书需要适当记述。

五、时间断限。上限起于1990年，下限到2006年末。从实际出发，有

些章节适当上溯或下延。记述原则坚持远略近详。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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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多次出现时用简称。本志书统一用第三人称。对人物直

书姓名。地名以市地名办和区民政局核定的为准，古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

括号注明今名。

七、纪年。民国以前的纪年采用中国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国

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文中的“解放后”指1948年3月18日

新邱解放之后。

八、数字和计量单位。一律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涉及全区的综

合性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各行业以各单位提供的数据为准。

九、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记人，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本志记述文字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

十一、本志人志人物以本籍为主，部分长期活动在新邱或主要事迹在新

邱有较大影响、重大贡献的人物酌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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