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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街 104 号，这是一幢独栋
日式别墅。日伪时期，这里是台町
图书馆。

尽管外观仍保留了日式风格，但
走进这幢别墅，除了内部木制楼梯及
扶手依稀可寻当年图书馆的痕迹外，
其他一切早已物是人非，这里居住了
多户人家。

对于智春山来说，这处历史遗
迹有着特殊意义。

鞍山解放后，这座图书馆成了
鞍山干部学习、培训的场所，尤其是
1954年全国大批干部来到后，这里
更是成为文化补习场所。鞍钢的

“五百罗汉”也曾是这座图书馆里的
学生。当年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
钢的号召后，大量干部、技术人员等
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其中就
包括 500 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为“鞍钢五百罗
汉”，智春山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这座图书馆见证了当时鞍钢干
部的奋发图强与刻苦艰辛。“每天上
班前，他们需要到这里进行补习；下

班后，在这里学习完才能回家，到了
冬天，特别艰苦。”智春山说。

正是因为包括“五百罗汉”在内
的鞍钢人攻坚克难，不懈奋斗，鞍钢
才迅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
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才赢得“新中
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和“共和国钢铁
工业的长子”美誉。鞍钢，为新中国
工业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目前已升级为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昭和制钢所迎宾馆旧址，也
是鞍钢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标记点。
1949 年 7 月 9 日，鞍钢正式开工生
产，迎宾馆就是当时发出开工令的
总指挥部。

如今，迎宾馆旧址已成为鞍钢
的一处办公场所。走进迎宾馆旧
址，当年的室内格局并没有太大改
变——深红色的木制楼梯扶手、高
挑的楼层举架，安静的办公环境，时
光似乎在这里驻足，迎宾馆旧址门
前的那棵梨树则标记着时间的流
逝，由树苗悄然生长，如今是硕果累
累、枝叶繁茂的大树。

鞍山市台町历史文化街区正迎
来新一轮升级。鞍山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将台町街区的保护和利用纳
入鞍山市“春风行动”中，编制《鞍山
市台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铁东区
政府成立了台町历史文化街区工作
领导小组，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改造，
在不久的将来，台町将崛起成为承载
鞍山历史风貌的文化地标。

台町，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
生机。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由本报记
者朱忠鹤摄）

迈进新时代，台町成为鞍山的文化地标

鞍山台町见证钢都百年沧桑

侵略者为掠夺资源建高档住宅区
本报记者 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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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的台町地区是辽宁省14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在这个距今100多年的街
区内，分布着多栋始建于日伪时期的建筑。这些历经沧桑的建筑不仅是贪婪的日本侵
略者大肆掠夺鞍山钢铁资源的见证者，同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鞍
山、支援鞍钢建设的新鞍钢人艰苦奋斗的记录者。跨入新时代，鞍山市台町地区展开新

一轮规划，这个百年历史文化街区正在大踏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核心
提示

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名称
台町历史文化街区
时间
1919年至今
位置
鞍山市铁东区
核心保护面积
25.75公顷

越靠近台町，坡度越明显。
这特别符合“台町”的命名——

“台”，台地、高台的意思；“町”，村镇
或街道。这两个字组合到一起，就
是“台地或者高台上的村庄”。

台町并不是固定的行政区划，
而是鞍山当地人约定俗成的叫法。
这片位于鞍山市铁东区核心位置的
区域依山而建，形如扇子，自 1919
年以来，这片区域记录与见证了近
代中国的屈辱史和当代中国的奋斗
史，是历史的见证者。

今年70岁的智春山生在台町、
长在台町，是第二代鞍钢人。老人
家对台町念兹在兹，持续研究了二
十余年，是鞍山当地赫赫有名的“台
町通”。

谈及台町，智春山滔滔不绝。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侵略者

将罪恶的魔爪伸向鞍山。1905 年
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在鞍山的探
矿步伐。1919 年 4 月 29 日，1 号高
炉点火，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鞍山
制铁所正式投产。

从统筹规划到矿业公司成立，
再到制铁所成立、投产，日本侵略者
在对鞍山矿产资源加速掠夺的同
时，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制
铁所日本管理者及家属的居住与生
活问题。

《鞍山城市史》记载，实际上，在
鞍 山 制 铁 所 成 立 前 的 一 年 ——
1917 年，侵略者就已经制定了《满
铁附属市街计划》。按照该计划，日
本侵略者拟将鞍山从辽阳县独立出
来，并建成人口 15 万、年产铁百万
吨的城市。

规划落地需要大量土地，为此，
日本侵略者选中了属于辽阳县七区
东、西马圈子村的土地，拟在这里建
立工厂区，同时又选中了属于辽阳
县六区的石家峪、八卦沟等村落，拟
在这里建城市街区，这即是台町的
前身。

智春山介绍说，1919 年，日本
侵略者以铁路附属地名义低价购买
了石家峪分布在平原上的土地；
1921 年，再次驱赶石家峪村民，强
行占领村民仅存的山地。至此，村
民彻底失去家园，这个历经 200 余
年的村庄从辽阳县版图上消失了。

获得大量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开
始大兴土木，按照规划大肆拆建。石
家峪平原与山地之间的传统村落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处专供日本侵略
者生活、享乐的高级住宅区——台町。

抢夺辽阳县的
土地建台町

100 年的激荡历史并没有给台
町留下太多的痕迹，时至今日，街路
如旧，建筑如旧。在台町的街路上
漫步，两侧独栋别墅的围栏上爬满
了藤条，郁郁葱葱。一簇簇的鲜花
在院落内怒放，并将它们的姿彩透
过镂空围栏毫无遮掩地绽放。

郑激宇，鞍山师范学院国学中
心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专注
于鞍山城市建设。他介绍说，1919
年台町住宅区开工建设，第一批住
宅17栋34户很快竣工，这些住宅均
为二层、双户型连体别墅。不过，之
后台町的建设速度却慢了下来，断
断续续建造了10年才全部完工。

在台町占地 20 万平方米的平
面空间中，住宅占了一半，其余的就
是街路、公园、网球场、游泳池、幼儿

园等公共场所与设施。
107栋日式住宅宽敞、奢华，全

部采用一楼一院的形式；台町内部
的街道三横四纵，错落有致，整体呈
扇形布局，这些贪婪的侵略者妄想
长久定居在鞍山。

1933 年，日本侵略者成立鞍山
昭和制钢所。在侵略者的操控下，
1937 年，鞍山独立设市，而台町则
成为鞍山昭和制钢所管理者居住的
一个高级住宅区。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后，
台町几易其手。智春山掌握的史
料记载，苏联人进驻鞍山 8 个月之
后的 1946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在鞍
山统治了22个月。在此期间，台町
建筑不断荒芜、破败。

1948 年 2 月 19 日，鞍山解放。

衰败不堪的台町迎来了春天。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在鞍山解

放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鞍山钢
铁厂成立。按照“昭和制钢所及附
属工厂资产归属鞍山钢铁厂、鞍山
市街资产归属市政府”的划分原则，
台町转由鞍山钢铁厂接管。从此，
台町与鞍钢的命运紧密相连。经过
一番维护修缮后，鞍山和鞍钢的主
要领导于1949年后陆续来此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钢铁成为迫切
需要的生产物资。1952年初，中央
从华北、华东、中南、东北各大区调
集大批干部支援鞍钢。“一次性集中
如此多县团级、师级、军级甚至兵团
级的领导干部，这对一个企业来讲
是绝无先例的，这些人全部住进台
町。”智春山说。

新中国成立后，台町迎来大批建设者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最后
阶段。国民党军队残兵败将被迫退缩
至沈阳。

坐落于沈阳市中山路上的沈阳电
报大楼有沈阳唯一的通信设备，因此
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据沈阳电报大楼保卫战的亲历者
之一任传利回忆，1947年3月，23岁的
他成为电报大楼里测量台的普通话务
员，是我党发展的地下党员。

1948 年 8 月，沈阳城工部接到中
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的重要指示：保
护好军工、电讯等要害设施，为解放军
入城做准备。于是，地下党员刘忠俊
和曹达被安插到沈阳电报大楼后院两
层小灰楼的46号宿舍，并将此作为保
卫电报大楼的总指挥部。

1948 年 10 月 25 日，守城的国民
党军队准备将电报大楼炸毁。当天夜
里，沈阳城工部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分
析大家一致决定，骨干人员立即组成
护局纠察队，进入战斗岗位，防止敌人
破坏。沈阳城工部接到命令，可以调
用由我党领导的一支地下武装——沈
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准备与敌人
战斗，誓死保卫电报大楼。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接到情报，敌
方准备在炸毁电报大楼前将电报大楼
里的重要设备拆卸运走。当时电报大
楼原先的局长已经南逃，一名工程师
成了代理局长，他决定弃暗投明。

沈阳电报大楼内的无线终端机是
从德国进口的世界一流无线通信设
备，也正是当时解放军进行大兵团作
战所急需的。不久，南京方面果然派
来一名姓刘的专员来沈阳拆除无线终
端。他的拆机举动遭到了护局纠察队
的抵制。

几天后，刘专员领着一队荷枪实
弹的士兵闯进了电报大楼的无线终端

室，准备拆除设备。
“慢！”代理局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问道：“怎么回事？”刘专员说：“奉南京
交通部的命令，我要把无线终端拆
走。”“胡扯！”代理局长声色俱厉地说：

“没有正式通知谁也不能把终端机拆
走。”说完，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
号码：“喂，城防司令部吗？请接‘李司
令‘办公室。”刘专员傲慢地望着代理
局长挂电话，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

“乱弹琴，没有通信我怎么指挥战斗？”
电话另一端的“李司令”暴跳如雷，电
话转给刘专员后，他骂道：“喂，你就是
交通部派来的那个混蛋？你要是敢拆
终端机，我就毙了你！”“鄙人不敢。”刘
专员吓得赶紧带着士兵溜走了。

正在我地工人员积极准备之际，
突然传来消息说，沈阳警察局局长跑
了，警察总队队长华明武代理警察局
长。刘忠俊和警察总队第四中队中队
长于雷分析了形势，警察总队有 1500
余人，装备精良，如果把华明武争取过
来，将对解放沈阳极为有利。

于是，刘忠俊和于雷来到警察总
队。当时，室内只有一个秘书陪伴华
明武。于雷开门见山：“华局长，我给
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共产党派来的地
工负责人——莱茵（刘忠俊的代号）。”

华明武闻听一愣，用疑惑的目光
将刘忠俊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一番。
刘忠俊问道：“事先我向你发过《约法
八章》，想必收到了吧？”原来，在前些
日子，我党地下组织曾向沈阳的国民
党军警高层人物分别去函，让他们按

《约法八章》，选择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谈判，最后华明武表态，说：

“解放军进城，我们警察总队不开枪。”
这次谈判意想不到的顺利。华明

武被我党成功争取过来，为后来的保
卫电报大楼战斗作出贡献。

地下党保护无线终端机

鲜为人知的沈阳
电报大楼保卫战

本报记者 吴 限

在沈阳的太原街与中山路交会处西北角，坐落着一座日
伪时期的两层老式拐楼，这便是奉天邮便局旧址，它曾是东
北的通信枢纽。

沈阳解放的前一天，这里曾经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
战斗。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企图炸毁大楼，中共地下党及地下武
装用生命奋力保卫，为我党我军接管沈阳创造了便利条件。

时间到了1948年11月1日。
此前，经过大家的研究，各要害部

门的骨干队员已经控制要害部位，提
前进入战斗岗位。但当天早晨发生的
一起意外事件，使保卫电报大楼的战
斗提前打响了。

任传利回忆，11月1日清晨，国民
党53军教导团派来一个连，在电信局正
门加设双岗，另有数名敌人荷枪实弹在
楼内巡逻。我地下党指挥总部经过分
析，认为敌人是来炸毁电报大楼的。为
保护大楼，中共地下党总指挥部立即调
动沈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保卫大楼，
保卫电报大楼的战斗提前打响。

此时，大楼已被国民党军占据，硬
攻必然吃亏，只能智取。于是第四中
队中队长于雷率队走到大门前，声称
是警察局派来警卫的。然而，国民党
守卫连的一个连长蛮横地说∶“我们是
奉城防司令部之命，并无消息说有支
援，请你们回去吧。”拒绝他们进入。
双方正在僵持时，那个连长去指挥运
输炸药了。国民党守卫连的训导员走
过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于雷立
刻想到华明武，理直气壮地答道：“市
警察局华局长派兄弟来的。不信，你
可以打电话问问。我们共同保卫不是
更好吗？”

那个训导员听了于雷的话便没有
反对：“加强点儿也好，你们进里面休
息吧。”就这样，于雷率领大家进入电
报大楼。不料这时，拉炸药的卡车回
来了，押运炸药的那个连长与于雷等
人遇上了。我地工人员李文科急中生
智，在与敌连长擦身而过时，猛地用手
枪顶住敌连长胸膛。他喝道：“下命
令！缴枪投降！”这时，谁也没有料到，
身后的国民党士兵突然朝李文科放了

一枪，没有打中。李文科转身便跑，还
没跑出门外，被敌人的第二枪打倒，当
场牺牲。我地工人员郑德勤见状，立
刻朝地下室的入口奔去，准备阻击敌
人，遭到敌人乱枪扫射，也牺牲了。于
雷等人指挥院中的警察集中火力向敌
人开火。沈阳城工部的武装人员冲进
楼内，向正在退往正门的敌人射击。
同时，安排在楼上制高点的武装人员
也用机枪猛烈扫射敌人。敌人腹背受
敌，被迫撤出楼外。

电报大楼保住了，于雷又率领大
家一鼓作气占领了电报大楼对面的美
国新闻处和“中央日报社”。

11 月 1 日夜幕降临的时候，解放
军的先头部队从电报大楼门前向西挺
进……

从 1948 年 8 月下旬开始，历经 70
多个日日夜夜，保卫沈阳电报大楼的
斗争取得胜利。电报大楼为沈阳城的
解放和解放军成功接管带来便利，指
挥和联系畅通无阻，这是我党我军接
管大城市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如今，中共地下党曾经藏身的那间
员工宿舍早已拆迁，留下的这座电报大
楼也多次翻新，只有狭长的窗子仍旧，
显现当年的痕迹。

警察总队提前打响保卫战

奉天邮便局旧貌。（资料图）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台町图书馆旧照。（资料图）

台町图书馆现状。

从2015年开始，我省陆续确定了
14个历史文化街区。这对弘扬传统
文化、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塑造
城市特色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奔赴一线，通过多维
度采访，选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某一
个特定历史瞬间，将这一街区的历
史基因、文化传承和保护利用挖掘
出来，形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从
今天开始陆续刊发，呈献给读者。

鞍山台町地理位置图。（资料图）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