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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资源就是财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资源丰富，并且科学、合理地利用，将会使

一个地区财源不竭，发展后劲十足；资源匮乏，或对有限的资源乱采滥用，则将制

约其经济发展，即使逞一时之雄，最终也会陷入后继乏力的窘境。资源的贫富和对

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否，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了解一个

地区的昨天、今天，并预测其明天，必须首先了解它的资源分布及其开发利用现

状。

营!ml依山傍水，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山地茂密的果林、平原优质的水稻、海滩

盛产的海盐、地下富藏的矿产、水中丰饶的鱼虾，都在国内享有盛名，有的甚至饮

誉世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营口外来投资者的增加和生产领域的扩大，越来越多

的人想知道营口到底有哪些资源?现状如何?但是，除了人们熟知的镁矿、“三水”

(水稻、水果、水产品)之外，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对营口资源状况的记

述，多散见于各类资料之中，没有汇集成册，这使人们难于全面了解营口资源的历

史和现状。为了较为系统地展现营口的资源，作到一书在手，就可以了解营口资源

的概貌，我们编辑出版了《营口资源图志》。

当前，230万营口人民在中共营口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而奋斗。合理利用、科学开发资源，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的应有之义。编辑出版《营口资源图志》旨在为营口的开发建设者们提供参考和

借鉴，期望它能对您的工作有所裨益；我们也期望这本书能成为到营口投资的指

南，为前来投资的各方友人了解营!-I、建设营口提供一些帮助。诚能如此，则心愿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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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营I-I资源图志》是由营VI市人民政府主办，由营!r-I市史志办公室组织编

写的介绍地情、市情的大型书籍。全书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营口资源图志》以彩色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力求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

营．L1地区各种资源，以期介绍营口地情概况，反映营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展示营口

地区的改革发展成绩，帮助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营口地情、市情，为营口的振兴

和发展提供全面准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三、《营口资源图志》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采取分部类的方法编写。全书分为

旅游、动植物、城乡建设、矿产、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交通、通信、金融、人物

等十几个部类。各部分内容的时限截止于2003年末，部分内容适当下延。

四、《营口资源图志》中的人物部分，有的是简介，有的兼有作品，属随机选录

并不代表营口地区的全部和最高成果。

五、《营VI资源图志》的文字、图片资料，或来源于《营口市志》，或来源于市直

各部委办局、中省直各单位、各市(县)区等单位编辑的画册和书籍，也有部分内容

来源于个人拍摄、收藏和撰写，图片、文字资料经编辑后审核定稿，资料翔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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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营口地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在各个不同时期各具特点。清末，民间文学种类繁

多，不乏佳作；文人墨客的诗文创作，广泛流传。每逢节庆庙会，城乡演出的民间舞蹈精

美多彩。营口开港后，各剧种、书曲相继传人，初期只在街头演出。民国年间，随着经济的

发展，人口的增多，影剧院的修建，各剧种来营演出的班社、演员日益增多。其中李子祥

的共和班，不仅把莲花落发展为大折出评剧，而且培养出第一代评剧女演员，使营口成

为全国评戏演唱四大基地之一。

公共图书馆的创立较早，但因经费匮乏得不到支持，20世纪30年代后相继停办。

文学艺术创作虽有“能文之士，经世之言”，但多“散佚失传”，仅有少数诗词、碑文、楹联

流传。如蒋荫棠填词、田锡侯谱曲的《苏武牧羊》歌，流传省内外。东北沦陷时期，文艺活

动受到严格限制。但以盖平县(今盖州市)花喜露、于家麟为首的一批爱国青年，以文会

友、创办了《星火》、《行行》等刊物，发表厂不少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反映人民苦

难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解放后，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共营口市文艺工作

队于1949年5月成立。建国后，市、县文化事业单位、演出团体和文联组织相继成立，全

地区文化艺术事业进入空前发展的繁荣时期。民间舞蹈不断创新，多次参加省和中央举

办的汇演并获奖。民间文学经搜集整理，已结集出版。一批专业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专

集也相继问世。有相当数量的书法、美术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企业、乡镇俱乐部的

建立，业余剧团的演出，各剧种演出剧目的不断改革、创新，演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活跃了

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农村电影放映队和影院的建立，使电影放映普及到乡镇、村

屯。市、县图书馆，特别是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室)的建立，使图书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深入调查、发掘，在全地区已发现各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592

处。其中金牛山古人类遗址的发现，被列入1984年世界f大科技进展项目之一。

t 一



民间文艺

“天成圣会”、“天仙圣会”五大圣会。，

年代娘娘J菖话会



戏曲

表演艺术

清初，海禁解除，辽河漕运兴起，为营口地区与关内

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新途径。从现存的庙宇碑文及方志

得知，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营口地区已有戏曲活动

出现。

京剧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艺人挂亭、桂

市青年京剧团创作并演出的新编历

史京剧<壮岁旌旗)获省“五个一工程”

奖、省第三届艺术节镶奖。

卿等组

建的“皮

簧”、“秦

腔”兼演

的福顺

班首莅

营口，在

堂会与

饭庄演

出。这是

京剧(当

时称“皮

簧”)在营口演出之始。同年冬，埠内首家席棚戏园(剧

院的初称)建成。“秦腔”、“皮簧”兼演艺人紫云、浦清、

小菊处、，J、兰英等先后在该戏园演出。1900年后，裕仙、

红楼等茶园落成，“秦腔”、“皮簧”兼演艺人大批涌人营

日。由于群众欣赏水平高，名演员竞相来营，一时曾有

“营日码头戏难唱”的说法。由于受众多京剧名优演员

演出的影响，营口京剧爱好者日益增多。其中，李鹏程、

谢德椿、哈伯平、林琴珊、许希珍、官鉴堂、汪启廷、吴石

尘、郑家荪等先后组建起公余、海关两大京剧业余票

社，既清唱自娱又粉墨登台演出。1956年11月，鞍山市

京剧团二队调到营口，改名为营rl市京剧团，从此。营

市青年京剧团创作并演出的现代京剧《魂寤)

熏嗣
融b鬟
篡19527■
出大戏亦在营口舞台出现。李■■■■『。1'_
子样共和班曾大量招收女徒，■■■__lh!_
培养出碧莲花等第一代女演—■_■■I _
员，为评剧发展史上女旦代替■■■■_lo●l
男旦撒出了贡献。解放后，市■■■■‘■_
县先后都组建起评剧表演团■■■■●■■■_
体。 年月．营口市评剧■■■■■■■■_
团在民营新生评剧团的基础■■■■■■■■_
上成立。

评剧演员倪俊生



辽南戏辽南戏形成于盖州、熊岳两镇。辽7j：南部

久有辽南皮影流传，盖州皮影是辽南皮影北派的辛要

代表。20世纪50年代初，大锅峪村皮影艺人史安胜用

盖州应影曲调排演舞台剧《互助抗旱》，出浚村业余剧

团演出，自称为影戏。50年代中期，盖平县芦一EK四台

子村皮影艺人翁景澍以皮影曲删十||_演舞台剧《白杨树

F》，由浚村业余剧刚演出．r1称影剧。此后，熊岳镇文

化馆在创办影调学习班中，绀g{基层札余剧团用盖州

皮影唱腔曲调排演舞台喇《小借年》，升参加省第一届

农民业余艺术扩演。从此，这种影戏或影剧的新必地上

戏曲．引起省文化主管部fj的关注。1959年，盖半县组

织以演影剧为丰的业余文I’川，不久，浚团被改为々业

性盖平影调剧团。1960‘I：，影调剧又改称盖甲戚，影删

剧团也改名为盖平戏剧明。

1962年，盖平戏剧团被省文化局桶到沈I州rf】．改名

为辽宁省辽南戏实骑剧团。从此，影戏、影调戏、盖f戏等

逐步被辽南戏取代。1980‘{，盖县文化肺为恢复‘j发展

i￡南戏，从县评剧团和业余剧团抽调骨卜演职员，组建了

辽南戏剧Ⅲ。

除上述剧种外．营口还曾有过话剧表演团体世演

出活动。1985‘1‘，营口话剧团被撤消

曲 艺

1861年营口开港后，清代书曲之的“清疗广弟

书”传人营I：1 1905年前后，乐亭大鼓、双【1相声．太平

歌词等曲艺形式先后传^背口，，街头、巷【I时有“男女

曲匕|殳在片问”，“每届暑秋常有说书Ⅱfj影者”争相演

1949年．市II}|艺坍会成证，组织书曲艺人进行政治

业务。毕习。】958邙，地方陶营营口『fl说唱团和公私合营

营口市曲艺社先后成盘。市说唱团演员袁阔成，李鹤谦

先后将小说《暴风骤|=}；『》，《红旗黹》、《敌后武工队》、《烈

火金刚》等改编成评书，搬r朽竹，开创了现代评书袁

演的先河。1965{I‘．市说唱团政称市曲艺团。

、习礴
大型辽南戏《望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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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n解放前
团集体转业到营

歌舞

没有专业或业余歌舞岳演团体。1949年5月．中共营n市委组建文岂

舞表演团体——营
成立营口文r团．给群众带来r丰富多彩的文艺前日。1960年8月
1歌舞}甜成立。

作队。1958年，第40军文工
营ri市文化局隶属的专业敢

市歌舞团在第七届望儿山母亲节演出《走进新时代》

市歌舞团在澳大利亚演出的《红绸舞》



—习二堑匾
文化场所

辽河大剧院旧址C营口纺织厂俱乐部

座，两厢、台耳设散座，楼上两侧设边厢，可容千

余人；小戏园内设长桌、长凳，一般可容四、五百

人。东北沦陷时期，由于经济萧条，多数戏园相

继倒闭。到1945年，仅有红楼、升平、协和(原风

日j翮

剧场
营vI地区的戏剧演出场所最

初始于寺庙戏楼。据资料记载，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建成的

大石桥迷镇山戏楼、1726年(清雍

正四年)建成的营口天后宫戏楼，

皆砖木、石条结构，由砖石砌成舞

台，观众一律站在台前观看。1896

年，营u首家席棚戏院在二道街

(令站前区互助里)建成，结构为

木杆苇席，内设木条长凳，是供专

业戏剧班社专用的演出场所。自

1900年起．埠内先后有私人建的

裕仙、红楼、永发、风鸣、升平、鸿

鸣等戏院出现。同期，盖州城内有

崇大、会芳、同庆戏同；大石拼有

振若、共乐戏园。太戒周内部设雅

兰三：=’1

鸣戏园)二三家勉强维持。

新中吲成立后，市人民政府接管了破旧的红

楼戏园，拨款修葺后改称营口人民剧院。市工会联

台会接管了敌产公会堂，维修后改称市职工俱乐

部(今第一工人文化宫)。1954--1970年，先后建起

营口影剧院、营口第二工人文化宫、营【1人民艺术

剧院等。2001年6月建成了现代化的高档剧

院——辽河大剧院。



厅、文物库和办公室、会议室等。2002年lO

月迁人总面积3200平方米，展览面积】200

平方米，具有收藏保管、文物学术研究、陈

博物馆内景

列展览和宣传教育四大功能的新馆。到2005年，全馆有工作人员43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36人，中级以上职称16

A。从1984年lO月1日正式开馆以来，共举办各类展览30余个，接待观众愈百万_^次。特别是迁A新馆后，高质量

的基本陈列和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被誉为“历史殿堂，城市之窗”。

I●I--_

朋I_¨

-删胁_

”’1’■
i‘●；啊；．

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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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少儿图书馆
20世纪初的建筑，

初期为日本领事属F

的居留民团役所．后为

“满铁”附属地营口地

方事务所。解放后改做—，’

市图B馆。1984年，市

少儿图书馆枉此开馆。 ：
21世纪初进行重新装

馥

团躅；

1908年，营几埠内商绅创办的宦讲所

成立，所内附设阅撤社，这足营口最早的

群众阅览场所。1910年，盖平县阿书馆成

立，为全地【；；E第一所公』∈图书馆1923年．

在有识之1．的侣导下，营n县图拈馆(今西

市区桃园里附近)成立；1929年，营II市阁

苻馆成立。但两馆均冈得不到政府支持，

馆舍狭小、经费支绌，读者寥寥，于1938

年前后相继停办。

1949年，市、县文化馆成立，均设有图

书阅览室。1956年，市、县公共图协馆成

说。截止1985年，城区各街道文化站共建

图书馆约20所，建乡镇、村屯蝌抒室527

个。

到2004年末，全市已发展公共图B

馆8个，藏书量愈百万册。

寥衄筻吏～．城

营口市少儿国书馆



文化广场

邮电大厦文化广场

全地区共

有文化广场21

个。其中，市级5

个，市(县)区级

16个。鲅鱼圈世

纪广场是其巾

辽河广场



书店
营口地区最早的书店是1796年(清嘉庆元年)开业的，位于盖平县(今盖州市)城东大街的恒

裕堂。该书店经营了149个春秋，至1945年停业。营口埠内于清光绪年间始有成文信、诚文厚、

文盛堂等书店(局)先后开业。1922～1930年间，先后有聚盛堂、宏大、宏泰号、震东四家书店开

业。东北沦陷时期，在日伪文化政策的统治下，书店营业每况愈下，有的更名易号，有的停业倒

闭。到解放前夕，书店所剩无几。

1948年春，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组建的群众书店开业。同年11月，改称辽海书店。1949年

夏，辽海书店又改称东北书店营口支店。此后，营口市区、盖平县、营口县(今大石桥市)先后建

起新华书店，城乡逐渐形成图书发行网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

的发展，广大人民群

求日益迫切，全市不

点迅速发展，东宇书

图书经营单位也相继

业进入繁荣发展的新

翰文书城营口店
j工宁翰文书城有限公司于

2003年7月成立．是东北地区首家

具有图书、报纸、期_l、电子出版物

总发极和{：H连锁经营业务两项

’舢㈨1 J、-I’⋯：j{_{_|l^，m I；】tf 5城什¨hli隶属于辽宁翰文书城有限公司．2004年7月落户营{]，面积1000多平方

1、川『』H lI’±一j-r心一⋯1l__Ⅻ州H}多种，址一家集图书、音像、会员制经营为一一体的综合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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