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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磊

秦皇岛市，背山面海，为形胜之地。她有着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资源，多姿的名胜；她既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

地，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对秦皇岛地区的开发作一

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领导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我们

编写了这本《秦皇岛风物志》。 。

《秦皇岛风物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秦皇岛市的自然地

理情况、历史沿革、风光名胜、名土特产，并收编了部分掌

故传说。本书内容丰富、文图并茂，既具有资料性、知识性，又

富于实用性、趣味性。它是各界人士了解秦皇岛风貌的一部

小百科全书。既可做为广大旅游者游览秦皇岛的向导，又可

做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有关单位及同志的积极帮

助，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我们知识水平和掌握资料的局限，

书中谬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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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基岛市概况
——⋯一——————————————————————————————————————————————一———一

秦 皇 岛 市

秦皇岛市在河北省东北部，位于北纬39。257--40。377，

东经118。34，一119。517之间，是河北省省辖市，为全国对外开

放及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她南临渤海，东与辽宁省建昌、绥中

县交界，西与唐山市乐亭、滦南、滦县、迁安，迁西毗连，：{匕

同承德地区宽城县接壤。辖昌黎，抚宁、卢龙、青龙县和海

港、北戴河“【』海关区，有191个乡镇。秦皇岛市总面积7，780平

方公里，人口225．5万，其中市区人口42．53万。秦皇岛市以

汉族为主，其约占全市人口的96．4％，其余有回、满、壮，朝

鲜、蒙古、自、苗、鄂伦春、锡伯、藏等少数民族。市人民

政府驻地在海港区文化路。

公元二一五年，秦始皇东巡“之碣石"，刻《碣石门辞))，

派燕人卢生入海求仙，曾驻跸于此，因而得名秦皇岛。

秦皇岛地区历史悠久。在五、六十万年前，原始人已在

这里栖息。商、周属孤竹，春秋战国时属燕；西汉属幽州辽

西郡、右北平郡；东汉．魏、晋时属辽西郡，南北朝时属平州

辽西郡、北平郡；隋时分属北平郡、辽西郡；唐时分属河北

道的平州、营州；金时属中都路的平州和北京路的瑞州；元

时属中书省的永平路和辽阳行省的大宁路，明、清属永平

府；中华民国时属河北省和热河省。

1948年，秦皇岛解放，连同山海关、北戴河统称“秦榆

市”。1949年山海关戈4归辽西省，建L【j海关市。“秦榆市"

一3⋯



臻皇岛市概况

改为“秦皇岛市打，为省辖市。1952年山海关市划归河北省，

并入秦皇岛市，改为山海关区。1983年5月撤销唐山地区，

实行市管县体制，昌黎、抚宁、卢龙和承德地区的青龙县划

归秦皇岛市管辖。

全市地势北高南低。海岸线呈东西走向，长约113公里。

沿海一带为冲积洪积平原，北部为燕山山地，中部多丘陵。

都山海拔1，846．3米，为境内最高峰0主要山峰还有祖山(老

岭)、寿桃山、响山、免耳山、天马山、碣石山、联峰山等。

土壤分布因地形变化而不同，北部山区多为棕壤土，丘陵区

多为褐土，平原地区主要是褐土及潮土，沿海一带多为潮

土、盐土。境内有滦河、青龙河、洋河、戴河、石河、汤河

等主要河流。

秦皇岛气候属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冬

季较长，春、秋季较短。年最低气温出现在一月，极值为

～21．5℃；春季多风，夏季凉爽，平均气温为2l℃一25℃之间，

极值为33℃。多年平均降水量700多毫米，无霜期约180天。

主导风向，夏季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

秦皇岛市农业较为发达。总耕地面积308万亩，主要农

作物有玉米、高梁、水稻、，J、f麦、谷子、甘薯等，经济作物

有花生、芝麻、棉花、甜菜等。抚宁县为我省大面积农业先

进技术示范试点县之一，被誉为鱼米之乡。昌黎县为省内花

生主要产区之一。卢龙县素有粉乡之称，薯类加工遍及全

县，品种多、质量好，产品远销全国。

全市林木面积317．5万亩，主要树种有油松、洋槐、落叶

松，栎、椴、杨、柳等。果树面积27．9万亩，以苹果、梨、

～<￡一



秦皇岛市概况

葡萄、杏、桃、板栗、核桃为主。北部山区特产蜜梨、山梨、

安梨等，猕猴桃人称水果之王。南大寺水蜜桃、昌黎玫瑰香

葡萄则久负盛名。果品总产量达2．6亿斤，占全省总产量的

30％。

秦皇岛市水产资源丰富，渔业发达。主产鲅鱼、带鱼、

偏口鱼、黄花鱼及对虾、螃蟹、杂鱼等，年平均产量达1，400

万斤，近海特产对虾驰名中外。全市有滩涂20万亩，海水养

殖对虾、贻贝均获成功。淡水养鱼发展较快，年产量达500

多吨。

秦皇岛市的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大，主要有金、铜、

铁、铅、锌、锰、钴、铀和煤、砂料、石灰石、花岗岩、石

英、长石，自云石、油页岩、铝土等40余种，青龙县是全国

万两黄金县之一。

秦皇岛市工业已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

主的工业体系。全市有工业企业739个。1985年年总产值达

11．8亿元。大型企业有耀华玻璃厂、山海关桥梁厂、山海

关船厂等。全市现有玻璃厂家25个，生产50多个品种，平板

玻璃年产617万标箱，产量、质量均居全国之首。

秦皇岛市地处要冲，海、陆、空交通发达。港口港阔水

深、不淤不冻，万吨巨轮四季可以进出，是我国北方唯一的

不冻良港，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之～。港口年吞吐量达4，419

万吨，居全国第二位，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京

沈铁路、京秦电气化铁路横贯境内，大秦铁路正在施工。境

内公路四通八达。铁路、公路、海运航线相互连接成网，是连接

华北与东北两大经济区的咽喉，也是山西煤炭和大庆石油外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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