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三街道办事处

五三街道，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街道辖区四至

为东临文溯街，西临青年南大街，北临南堤路，南临绕城南

环线，辖区总面积 24 平方千米。

历史沿革：由 1953 年成立的“五三合作社”发展而来

的，1958 年 9 月 3 日成立五三人民公社；1983 年 10 月成立

五三乡人民政府；1995 年成立五三街道办事处，实行乡、街

两种职能；2004 年 9 月，五三乡政府正式更名为五三街道办

事处；2012 年 3 月与浑河站东街道合并为沈阳浑南现代商贸

区管委会；2018 年 1 月恢复街道体制。2023 年末，五三街

道总人口 23.01 万人。截至 2023 年 9 月，五三街道辖 32 个

社区，街道办事处驻文溯街 16 号。

街道办事处交通便捷，公交线路有 2 条：118 路；沈阳

方程 北中街－水家；v108 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苏宁物

流分拣中心。

中文名 五三街道办事处 政府驻地 文溯街16号

行政区类别 街道 电话区号 024

所属地区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 邮政区码 110168

地理位置 浑南区东部 气候条件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面积 24 km² 车牌代码 辽A



下辖地区 32个社区 人口
23.01万 人（截至 2023 年

末户籍人口）

建置沿革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沈阳市解放后，五三地

区的浑河北黑牛圈、天坛、沙岗子、龙王庙、大孤家子村划

为城区，属浑河分区。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2 月，成立南塔、万泉、莲花、

龙王庙 4 个街公所;同年 11 月，浑河分区撤销，南塔、万泉、

龙王庙 3 街直属沈河区，浑河南地区同期成立营盘、浑河堡、

五里台、铁匠屯、教场、大甸子、桑林子、营城子、张沙布、

张官、黄泥坎 11 个村。

1951 年，成立孤家子村，各村分别属祝家区、深井子区、

白塔堡区;同年 11 月，浑河北成立南塔、龙王庙、大孤家子

3 村，属沈河区;同年 12 月，五三地区各村分属沈河区，深

井子中心区孙家寨分区、大深井子分区，苏家屯中心区白塔

堡分区。

1956 年 3 月，建立浑河乡，属苏家屯区。

1958 年 2 月，划归沈河区。

1958 年 9 月，成立五三公社。

1964 年 3 月，东陵区成立，五三公社划归东陵区。

1983 年 10 月，成立五三乡。

2004 年 9 月，五三乡改五三街道。

行政区划



2011 年末，五三街道辖 11 个社区:世纪新城、生态园、

文澜苑、河畔新城、在水一方、嘉华、富都丽景、慧缘、金

水花城、万科新里程、浑河堡。

截至 2023 年 9 月，五三街道辖 32 个社区:长青湾社区、

学城路社区、文华苑社区、在水一方社区、塞纳社区、九里

社区、新里程社区、正大社区、孤家子社区、慧缘社区、优

品社区、嘉华社区、文澜苑社区、富都丽景社区、河畔社区、

金水花城社区、沿海社区、美好社区、营盘社区、文溯社区、

奥体社区、华发社区、蓝湾社区、坤泰社区、恒达路社区、

华园社区、汇泉社区、天成社区、学院路社区、江湾城社区、

悦城社区、朗日社区， 街道办事处驻文溯街 16 号。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五三街道地处沈阳市区南部，介于东经 123°44'71"至

123°51'52"之间、北纬 41°40'42"至 41°47'8"之间，南

至浑河、北至三环高速公路，东西与东湖街道、浑河站东街

道毗邻。全境面积 24 万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域内分布有浑河、张官河、白塔堡河。地貌以平原为主。

气候

春季受季风影响，风大雨少，空气干燥；夏天炎热，雨

热同步；秋季日照充足；冬天寒冷漫长，温差较大，四季分

明。

自然灾害



五三街道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包括洪涝灾害和气象灾

害两类。其中气象灾害包括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

沙尘暴、低温、高温、雷电、冰雹、大雾、霾、道路结冰等。

五三街道自然灾害表现出以下特点：

（1）洪涝灾害。五三街道辖区内共有浑河、张官河、

白塔堡河三条河流，全长共 11.8 公里，无水库，浑河为大

型河流。沿河两岸经济建设规模较大，汛期连续雨季过程中，

辖区内涝排水也集中在浑河、白塔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暴雨天气易造成内涝，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积水排除难

度不断增加。地面沉降进一步影响行洪、排水、供水能力。

（2）气象灾害时有发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大

风、雪灾、冰雹、雷电、雾、霾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

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强，对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随着五三

街道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气象高影响行业和领域越来越多，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强，监测预

警和防御难度越来越大。

人口

2023 年末，五三街道总人口 23.01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15.82 万人，其中男性 7.61 万人，占 48.14%;女性 8.20 万

人，占 51.86%;17 岁以下 2.91 万人，占 18.4%;18-59 岁 9.73

万人，占 61.53%;60 岁以上 3.17 万人，占 20.07%。总人口

中，以汉族为主，有朝鲜、满、蒙古、回、锡伯等少数民族。

经济

综述



2023 全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03.5 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 35.3872 亿元；限上社零额 57.03 亿元；规上工业

产值 141.85 亿；限上服务业完成 106.54 亿元，推动五三街

道振兴发展呈现向好向上态势。

工业

2023 年，五三街道工业总产值达到 141.85 亿元；工业

增加值 34.5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2.75%。

商业

2023 年末，五三街道企业总数约 11741 家，2023 年，

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 57.0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46%。

社会事业

教育事业

2023 年末，五三街道有小学 5 所，在校生 11240 人，专

任教师 809 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 2 所，在校

生 2055 人，专任教师 217 人，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小升

初升学率、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均达 100%；普通高等院校 3

所，在校生 4.2 万人，专任教师 3279 人。

文体事业

2023 年末，五三街道有街道文化站 1 个，社区文化中心

30 个，社区图书室 27 个，藏书 3.3 万册；五三街道有体育

场地 32 处，所有社区均安装了健身器材，经常参加体育活

动的人员占常住人口的 30%。

社会保障

2023 年末，五三街道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户数 107 户，



人数 133 人，月支出 11.5613 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

10 户，人数 13 人，月支出 1.1585 万元;城市特困分散供养

1 人，月支出 0.1226 万元;高龄老人 257 人，月支出 5.6 万

元。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一共 3560 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12152 人。

基础设施

2023 年末，五三街道办事处移动电话普及率基本 100%；

宽带接入用率 100% 以上，邮政网点 2 个，电信服务网点 9

个。

交通

五三街道境内有 304 国道经过。

历史文化

五三乡在辽沈大地上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曾经获得过

100 多次国家、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嘉奖。 1958 年荣

获了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的奖状，副社长杨建发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84 年成为东

北三省第一个产值突破亿元的乡镇，这些荣誉记载着五三的

光辉发展史，凝聚着几代五三人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随着大浑南开发建设，五三街道党工委带领广大干部群

众创新实干，五三地区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

时期。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这里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居民，

旧貌换新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各方面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作为。在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之际，新一代五三人要“讲好五三故事，传承红色经典”，

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活力，向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奋斗目标不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