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章

突
飞
猛
进  

崛
起
担
当

从 1948 年 11 月 2 日 宣 告 解 放， 到 1978 年 中 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历经艰难，团结奋战，把沈阳建设成为国

家重要的以机械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

基地。

1948 年 11 月 20 日，沈阳特别市政府颁布命令，将

市内实际划定的 22 个区合并为 8 个区，并决定实行市、

区、街三级制。1957 年，沈阳地名大整理取得重要成果，

沈阳地名形成全市大系统、各区分系统，大小系统相互

配合的特色，为沈阳的地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沈阳的发展高

度重视。1984 年，国务院批准沈阳为经济改革综合试点

城市，并实行计划单列，1988 年列入辽东半岛开放地区。

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沈阳市实施一系列推

动老工业基地升级改造的发展战略。通过“分散组团式”

发展，沈阳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一个

传统的工业城市，向现代化的大都市迈进。



《沈阳市郊全图》为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的市郊全图。



《沈阳市街图》（1974 年）

《沈阳市初步规划总图》
沈阳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编制了第一部城市建设规划——《沈阳市城市

初步规划》，确定了“全面规划，填空补实，由内到外，充分利用，逐步改造”
的方针，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以及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起到了
积极作用。



沈阳工人村全景
1952 年 9 月，沈阳解放后第一个新型职工住宅区——工人村在铁西区西部

动工。图为 1959 年的沈阳工人村远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山广场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太原街北口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街



1977 年的沈阳公路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文化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胜利大街

2003 年的铁西广场



2002 年的沈阳路

卫工街
1986 年沈阳市的地名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充分体现铁西工业区的特点，街

道名称要带有“工”字，并且所命名街、路名称，首字要相互关联，相邻街或路
的第一个字组成一个积极向上的词。进入新世纪，沈阳市对老旧街路进行升级改
造。图为改造后的卫工街



五里河公园

沈阳世博园
沈阳世博园位于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2006 年曾经在此举办世

界园艺博览会。图为沈阳世博园百合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