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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据旧志记载，因秦皇求仙入海曾驻跸于此而得名。．

秦皇岛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环境优越。这里连山踞海，明万里长城

穿境而过并在此入海，“两京锁钥无双地’’，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

冲，战略要地；这里山水秀丽，风光旖旎，“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为

国内外驰名的度假佳处，旅游胜地。

秦皇岛明代为海中小岛，清代为连陆半岛，民国时期成为临榆县一

行政区，1948年11月27日伴随着解放而建立秦榆市(不久改称“秦皇

岛市")。仅40余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秦皇岛便发展成为辖3区

和4县的一座港口旅游城市。秦皇岛的发展，与人民共和国同步；秦皇

岛的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缩影。

认识秦皇岛，对发展秦皇岛至关重要；而认识秦皇岛，需要了解秦

皇岛的历史与现状。

秦皇岛各地历史上曾30余次编修府志、县志和边关志。这些旧

志，尽管历史的局限，观点陈旧，记述欠妥，但仍为我们提供了较丰富的

史料。从明代至民国初期，400余年秦皇岛地区地方志编修工作绵延未

断，但到本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出现了方志编修的

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开始。80

年代以后，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改革开放，百业繁兴。历史再一次展现

了“盛世修志”的景况。随着全国大规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程的展

开，秦皇岛市也于80年代中期开始了修志工作。

中共秦皇岛市委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认识到“编纂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极为重视这一工

作，成立组织，调集专才，拨付专款，解决困难，全力保证了这一项工作

的顺利进行；秦皇岛市的广大修志工作者查古阅今，广搜博采，呕心呖

血，埋头笔耕，历十年寒暑，终于完成了洋洋650万字的《秦皇岛市志》



稿。

《秦皇岛市志》稿几经专家、领导评议，大家一致认为其观点正确，

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脉胳清晰，略古详今，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精

神，是一部较好的城市志。《秦皇岛市志》的出版，勿庸置疑，对秦皇岛今

后的建设和发展，对激励今人、启发后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纂《秦皇岛市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此工作无前例可

鉴，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本届修志即将完成之时，也为修志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

就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总结本届修志经验和教训，继续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以

便今后更好地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

我们期待历史来检验本届编修的《秦皇岛市志》。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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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秦皇岛的

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供研究秦皇岛市情作依据，为秦皇岛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服务。

二、本志分10卷出版：1．综合；2．基础设施建设；3．工业；4．农业；5．商贸、口岸、财税、金

融、经济管理；6．政党、政协、社会团体；7．政权、政法、军事；8．教育、科技、旅游；9．文化、文物、

长城、体育、卫生、新闻；10．民情风俗、方言、人物。

三、本志体例，志、述、记、传、图、表、录，志为主体。结构为卷、志、章、节、目。为统领全志，

勾勒整体，全志设总述，志设概述。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四、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1990年。1949年以前用历史习惯纪年(加注公元纪

年)。“建国”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因秦皇岛各地解放时间、次数不一，

“解放前”、“解放后”两词，均指具体地域的解放时间。 一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海港区、北戴河区、山海关区和昌黎县、抚宁县、卢龙县、青龙

满族自治县(1987年以前称“青龙县”)。“市区”包括3个区；“全市”包括3个区4个县。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凡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

面人物；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本地区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

七、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遵循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和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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