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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市长孟凡利

<营口市志·第五卷>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市修志工作又迈上一

个新台阶。
．

编修地方志是惠及子孙，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一件大事。中共

营口市委、市政府始终重视修志工作。这卷志书系以新闻、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档案为内容的市志分卷本，是我市修志工作者

历经近两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去粗取精完成的又一部宏篇巨著。在

此，我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期待

其它各卷的相继问世。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人留下的足迹为我们创造今日、思考

明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营口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需

要我们认真地总结，从繁杂的现象中归纳出理性的东西，以指导我们

的工作，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积极作用。地方志对于我们研

究和认识市情，探索和运用客观规律，科教兴市，科教兴国，建设和振

兴营口。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特别对于营口这样一个开港较

早k贸易历史悠久，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显得尤为重要。

本届修志工作，是营口市有史以来由政府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一

次，在没有多少经验可借鉴的前提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这项

纵观百年、横及百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实属不易。因而修志人员尽管

尽心尽力，力求减少遗憾，然而不当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

予以批评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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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营口的自

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结构。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县区纪略等组

成，个别篇章后辅以附录，以补正文。各专业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内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o

三、界域。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营口市行政区划为

界限，历史上曾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四、断限。原则上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根据记

事需要，个别章节适当下延；大事记上溯公元前195年，下延1990

年。

五、记述。本志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以第三人称记述，除总述

和篇章中的概述、简述外，叙而不论，寓褒贬和观点于记事之中。全．

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六、数字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数

据，建国前以原始档案为准，建国后以统计部门为准。币制，各时代

有所不同。记述时书当时货币名称，不换算人民币。

七、称谓。地名称谓，历史上的地名，用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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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注以今名，在以后重复出现时不加注；人名称谓，直书其名，第一

次出现时冠以职务；物名称谓，第一次出现时书全称，以后用简称；东

北沦陷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职务前加“伪”字。

八、纪年。采用公历纪年，1949年以前的注明朝代、年号、年份。

在每节中重复年号可不加注；东北沦陷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必

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之后、初期，简称“建国前、后、初”。

九、人物志。采用“传记”、“简介”、“表录”三种记述形式o“传

记”和“简介”，主要记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正

面人物为主；“传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表录"则记载英烈、劳模

芳名以存史。

十、大事记。部分年份记载了一些当年取得的经济数据资料，这

些资料不尽符合大事记标准，但对当前发展经济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对存史亦有意义，故保留。

十一、本志从营口市市区角度，以记述市区为主，并以现行行政

区划，记述市辖县情况o“营口市”、“全市”、“营口地区”包括2县4

区；“市区”、“市内"不含2县；“城区”不含老边、鲅鱼圈区。

十二、本志因资料来源广泛，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确需注明

的，随文夹注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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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营口市志>第五卷主要内容有新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档案7篇。

全卷函盖的内容，本应包括社会科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截

止1985年末，这方面内容十分缺乏，故无法记述，待下届修志时再

记o

本卷各篇章内容，是根据各相关单位提供的志稿，由市地方志办

公室总纂，然后返回各单位征求意见，请其再次审查修改，最后由市

志办统一定稿。

本卷是1997年8月进入总纂，1998年9月开始通审通校。市

志办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市委、市政府对修志工作的统一部署，在市

志应聘老同志的积极参与下，通力合作，辛勤笔耕，通过评审6参加

本卷评审的有省志办主任高静、副主任李发、陈洪庆，沈阳市志办主

任谢修俊、副主任李国宏，本溪市史志办副主任、副编审阎克家，丹东

市志办主任陈松贵，阜新市志办主任、副编审杨立成。

本卷部分历史照片由丁立身、杨贵华等提供；在排版过程中，得

到沈阳市志办单欣、聂鹏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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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营口港被

迫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港口，帝国主

义列强蜂拥而至，内外贸易发展较快。

1866年清朝在营口设立奉锦山海关兵备

道，1867年(清同治五年)设海防同知厅，

修土城垣，置九门，人口激增。开港后的二

三十年间，使原为港口小镇的营口，变成外

国人倾销洋货和掠夺东北物资的交通枢

纽，成为异常繁荣的、畸形发展的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商业城市，稍逊于省城的“奉省

巨邑”。贸易迅速发展，商业竞争加剧，列

强角逐激化。在这个大背景下，营口新闻

事业便应运而生。

侵略扩张后来居上的日本，1902年首

先在营口办起东北第一张日文报纸，1904

年中文报纸相继诞生。1920年日本人又

办起日文杂志，随后中文杂志也开始面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严

格控制思想文化阵地，绝大部分中文报刊

被迫停办。1938年日伪政权又创办“营口

放送局”(营口无线电台)，为侵略扩张呐

喊。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中国进入

两种命运大决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创

办起自已的报纸，争夺舆论阵地。广播电

台内两党势力争夺也很激烈，许多设备被

国民党破坏。1948年营口解放，共产党重

新创办无线电台。不久，根据上级指示。电

台人财物全部移交给本溪市，1958年才重

建营口人民广播电台。1957年中共营口

市委创办自己的机关报——<营口市报>

(即今(营口日报>)。从1957年到1966年

十年间，新闻宣传在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推

动经济发展，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

很大的作用，其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与此

同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后来的‘!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也做过积极

的宣传报道，为错误路线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分

新闻工作者受到冲击和迫害，报纸、广播充

塞着“左”的思想，这是一个教训沉痛的时

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部门经

过拨乱反正，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和实事求是路线，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得

到充分发挥，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市、县

(区)、厂报纸由“文化大革命”前的5种增

至17种，刊物由11种增至38种，发行量

也大幅度上升。厂矿和农村有线广播迅速

普及，无线广播节目不断发展，1984年营

口电视台正式开播，到1985年已形成覆盖

全地区及周边城市的广播电视网络。新闻

工作遵照中共营口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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