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口市 

第一章 城市名片 

营口市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市两港区 

营口市有东北最大的交互式公路立交桥 

营口市是东北第一个对外开埠的口岸 

营口市是黄河以北第一座“全程控数字岛”城市 

营口市是中国十大沿海枢纽港口之一 

营口市是国家优质米生产基地 

营口市海蜇产量、质量居全国首位 

营口市是中外驰名的苹果之乡 

营口市是被誉为“葡萄之乡”和“东北葡萄第一镇” 

营口市是全国唯一的李杏种质资源圃 

营口市是东北闻名的药材集散地 

营口市有全国最大的菱镁矿 

营口市有辽宁省最大的金矿 

营口市有辽宁省白云岩储量第一位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探明储量的砷矿床 

营口市有东北最大的花岗岩生产基地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的钴矿产地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的虹鳟鱼养殖基地 

营口芦苇沼泽地带是丹顶鹤的重要栖息地 

营口海上乐园是东北最大的人造沙滩浴场 

营口市有辽宁省最多的海水浴场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投资硬环境 40 优城市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十个城市之一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第二章 市情简介  

营口市辖四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两市(大石桥市、盖州市)，41 个

建制镇(其中老边区 4 个、大石桥市 15 个、盖州市 22 个)，14 个乡(盖州市)，27 个街道办事

处(站前区 7 个、西市区 7 个、老边区 2 个、鲅鱼圈区 4 个、盖州市 2 个、大石桥市 5 个)，

14 个国有农场，929 个行政村。 

全市面积 4970 平方千米，人口 230 万人（2004 年），共有 26 个民族，即汉、满、回、

朝鲜、蒙古、锡伯、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侗、瑶、白、土家、哈尼、傣、黎、

高山、达斡尔、羌、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 



营口市 

第一章 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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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是东北第一个对外开埠的口岸 

营口市是黄河以北第一座“全程控数字岛”城市 

营口市是中国十大沿海枢纽港口之一 

营口市是国家优质米生产基地 

营口市海蜇产量、质量居全国首位 

营口市是中外驰名的苹果之乡 

营口市是被誉为“葡萄之乡”和“东北葡萄第一镇” 

营口市是全国唯一的李杏种质资源圃 

营口市是东北闻名的药材集散地 

营口市有全国最大的菱镁矿 

营口市有辽宁省最大的金矿 

营口市有辽宁省白云岩储量第一位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探明储量的砷矿床 

营口市有东北最大的花岗岩生产基地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的钴矿产地 

营口市有辽宁省唯一的虹鳟鱼养殖基地 

营口芦苇沼泽地带是丹顶鹤的重要栖息地 

营口海上乐园是东北最大的人造沙滩浴场 

营口市有辽宁省最多的海水浴场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投资硬环境 40 优城市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十个城市之一 

营口市被评为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第二章 市情简介  

营口市辖四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两市(大石桥市、盖州市)，41 个

建制镇(其中老边区 4 个、大石桥市 15 个、盖州市 22 个)，14 个乡(盖州市)，27 个街道办事

处(站前区 7 个、西市区 7 个、老边区 2 个、鲅鱼圈区 4 个、盖州市 2 个、大石桥市 5 个)，

14 个国有农场，929 个行政村。 

全市面积 4970 平方千米，人口 230 万人（2004 年），共有 26 个民族，即汉、满、回、

朝鲜、蒙古、锡伯、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侗、瑶、白、土家、哈尼、傣、黎、

高山、达斡尔、羌、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 



营口市戏曲学校培养的学员，多次赴法国、日本、北爱尔兰、韩国演出并获得国际大奖。    

    营口有六所高中，分别是营口市高级中学（省级重点院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市

级重点院校）、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营口市第四高级中学、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和营口

辽南育才学校高中部（私立）。普通高等院校有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章 历史沿革 

   营口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 28 万年前“金牛山人”即在此繁衍生息。境内

存在着数量众多，大小形式各异的石棚群，是原始社会晚期“巨石文化”的一种。 

战国时期营口属燕国，秦统一中国后属辽东郡。公元前 195 年，西汉在辽东郡置 18 个

县，营口地区南部设平郭县，北部置安市县。盖州市九垄地镇出土的东汉“永和九年”文字

砖证明，营口地区当时就是以汉族为主体聚居的区域。三国时称营口为辽口，东晋时叫历林

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营口地区先后被汉族的公孙政权、鲜卑族的慕容政权和高句丽政

权统治过。后燕政权于公元 385 年派平州刺史慕容佐将平州治所迁到平郭县，慕容佐驻节

平郭，震摄辽东，扼制高句丽。 

公元 645 年 ( 贞观十九年 ) 唐太宗东征时在营口境内留下不少遗迹和传说故事。唐

末，北方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 3 个民族政权更迭，并在营口市境内设置地方政权。辽

在今熊岳镇设卢州领熊岳县，在今汤池镇置铁州领汤池县，耀州领岩渊县，归州领归胜县，

另设曷苏馆女真大王府和辰州领建安县。金将辰州改为盖州，领建安、熊岳、汤池三县，余

州撤废。同时，设女真人的别里买、本得山、按春和曷苏馆 4 个猛安，猛安下置若干谋克 ( 猛

安、谋克是女真人平时生产、战时作战的组织 ) 。元在境内只设盖州领建安县，余皆撤废。  

明废州县改设卫所，营口境内南部属盖州卫，北部隶海州卫。营口时称梁房口，明政府

在梁房口设关、墩、堡，进行建卡征税、望敌情，屯兵戍守。从龙王庙(今西大庙处)的碑文

考证，营口明代已是人群聚集之地。1621 年，后金占据营口地区，以耀州(今大石桥镇北耀

州村)为中心屯兵镇守。1664 年(清康熙三年)清朝对汉人和满人分别治理。营口地区北部置

海城县，南部设盖平县以治理汉人；在熊岳设副都统管辖辽东半岛各地满人；又在熊岳、盖

平、牛庄设防守尉或城防尉管理八旗事务。 

清政府为了使“龙兴之地”不致荒芜，于 1651 年(顺治八年)从山东移民到营口境内。

1688 年，清政府安置巴尔虎蒙古人在营口一带游牧。巴尔虎人以窝棚为居室，窝棚相连，

状似军营，因名营子。营口的潮沟在潮退时沟水干涸，潮进时沟没于水，故称没沟营。 

1726 年，在龙王庙旧址处修建天后行宫(俗称西大庙)。据其碑文记载：没沟营“舳舻云

集，日以千计”。1795 年，天津商人王大正为天后宫献楹联：“坤宰钟闽湄香袖霞裾威渤，

天宫灿辽海懿恩慈德覆析津”。1818 年，牛庄防守尉、海城知县在天后宫竖《示禁碑》：“不

准牛庄、海城斗纪前赴没沟营、田庄台二处过量粮石”。表明营口已有相当规模的粮食贸易。

1820 年，天后宫殿前香炉上题记：“没沟营税店丰盛、恒益、宝兴、广信、洪昌，上海信商

周锡璜同敬助”。表明营口已有很多店铺和上海商人定期往来贸易。 

1840 年，营口商界议事会在火神庙办公。1861 年前营口有永远兴、通顺泰、咸春堂、

永成德等多家油坊、银炉、杂货店、药店。营口城区内有天后宫、火神庙、三义庙、老爷阁、

关帝庙等。营口城区内已知的居民点有没沟营(今西市区没沟营里西大庙周围)、东营子(今站

前区荣魁里市委周围)、唐官屯(今站前区中兴里市公安局南)、邰家屯(今站前区富强里百货

大楼周围)、五台子(今西市区和平里西市区政府附近)、贺家屯(今站前区少年宫里少年宫南

侧)、四海店(今站前区站前里火车站以东)、大官屯(今站前区三角里营口化纤厂附近)、三家

子(今站前区工业里营口造纸厂附近)，青堆子(今站前区友爱里营口火柴厂附近)以及牛家屯、



也返至牛庄一线。 

日军进攻田庄台，几乎集中了侵入辽东的所有军队： 

即第一军的第三、第五两个师团，第二军的第一师团，兵力总数约 20000 人。 

田庄台战役的失败，同整个甲午中日战争一样，是由于清廷的腐败、和战不定所造成的。

这一点连局外人赫德都十分清楚，早在 1894 年 12 月 9 日他就说过：“简直毫无希望！中国

彷徨于备战与求和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而忍受牺牲的决心，到最后，它还必然以最难堪

和最不利的形式接受和平或继续战争。当权的人们大多昏愦无知”。 

田庄台失守，清军辽河防线全被突破，日军打开了通向山海关的通道。 

第四章 民俗风物 

庙会节庆 

楞严禅寺庙会 

     时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地点：营口楞严禅寺 

     营口楞严禅寺至今仍保持赶庙会的习俗，每逢旧历四月初八至初十三天，全国各地的

僧俗及善男信女不计路途遥远，成千上万会与庙内，是时寺内香烟缭绕，诵经之声不绝于耳，

成了一年当中寺内最兴旺、最热闹的日子。 

 

迷镇山娘娘庙文化庙会 

    时间：每年农历四月十八 

    地点：迷镇山娘娘庙 

    迷镇山娘娘庙会于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举行，在以前多是一些善男信女为求子求女而来，

现在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文化和经贸活动为主的庙会活动，吸引了东北及京津地区的众多

客人。 

 

西大庙庙会 

    时间：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 

    地点：营口西大庙 

 

望儿山母亲节 

    时间：每年五月 

    地点：营口望儿山 

   千百年来，在辽南大地上流传着一段慈母盼儿归、真情动天地的感人传说，让人们深深

感受到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母爱如山。望儿山，如同伟大母爱的代名词，深深印在了游子们

的心中。依据这一主题，营口市政府于 1995 年创办了中国营口望儿山母亲节，每年五月份

在望儿山下共同庆祝这一温馨的节日，祝福伟大的母亲。望儿山母亲节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

受到海内外游子的欢迎。 

 

营口美食节 

时间：每年五月 



滔天。惊恐中的渔民远远望到海口处，阴云密布，浊浪翻滚。两只虾精竖起象船桅杆一样高

的虾枪与一只大王八精鏖战。它们各逞所能，一方呼风唤雨，掀起巨大的浪头；一方驱雷摧

电，降下瓢泼的大雨。过三天后，风平了，浪静了。船家看到只剩下一只虾精还孤单单地守

护在那里。胜利了的王八精，从海口进入辽河，在营口的后河沿作汀扎窝。从此，辽河年年

泛滥一次，就吞掉营口几尺宽的陆地。照此下去，用不了几年，半个营口将没入河底。居民

们无奈，只好捐钱修了这座鼋神庙，视王八精为河神，春秋两季祭祀。时人有鉴于王八之称

不雅，就命名为鼋神。说来也怪，自从鼋神庙盖起来以后，辽河好象安静了。这就是营口鼋

神庙的由来。 

  其实，辽河为什么不泛滥，并不是王八精吃了供品后显灵保佑，而是为了防止辽河继续

冲走南岸的土地，在牛家屯辽河转湾处，用大木船罩上铁笼子，内装大块石头深入河底的办

法，修了三座逼激流移到河心的水利工程。同时，顺河岸打了钢、木及混凝土板桩，又用块

石砌筑护坡。从此，辽河水按人的意志流入大海，不再危害营口了。 

第五章 美食特产 

刘均富烧鸡 

刘均富烧鸡原是营口市西市烧鸡馆刘均富首创，“烧鸡刘”的绰号，全市闻名，已有 40

余年历史。现由西市烧鸡馆三级熏鸡师孙宝忠继承。    

该品种精选当年约 2 斤重的鸡，屠宰后去毛除腔，控净水分，经过围脖背翅，艺术整形，

放入茴香、豆蔻、白芷、陈皮、糖、姜、盐等含 16 种药料在内的老汤里煮熟，然后再经过

精心熏制而成。    

成品：鸡肉鲜嫩，风味醇香，造型美观，色泽明亮，营养丰富。 

朝鲜族烤牛肉 

    营口的美食里要数这朝鲜旅馆烤牛肉了。将新鲜牛肉去筋膜、脂油,切成肉片,加醋、酱

油、蒜末、白糖、胡椒粉、味精、香油拌匀,另备酱油、辣椒末、白糖、白醋、香菜末、大

蒜等调味品分装于小碗、炭火炉放于桌心,上放铁箅子,用筷子夹肉片放在箅子上烧烤,蘸调料

后食之,外焦里嫩、酥香咸辣。 

大蒜牛蛙 

原料：大蒜 10 瓣、牛蛙 300 克、姜 4 片、青蒜少许 

  辅料：地骨皮 6 克、麻黄 3 克、桑百皮 6 克、甘草 3 克、桂枝 1.5 克 

  调味料：料酒 1/2 大匙、盐 1/2 茶匙 

  做法： 

  1.牛蛙洗净、剁块；大蒜放入油锅炸香。 

  2.牛蛙放入锅中，加入全部药材、姜片、料酒、大蒜、盐及水 400 毫升。 

  3.炖煮 15 分钟，撒上青蒜即可食用。 

  Tips： 1.蒜先略炸后，蒜味才不会太重，对不喜欢大蒜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也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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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大酱 

    营口大酱市辽宁省名优产品。由原营口副食品厂生产。1955 年，营口大酱由原营口副

食品合作社、营口市豆制品厂和营口郊区海产品加工厂三家企业公私合营组建的营口副食品

厂生产，秉承原产品的酱香、海鲜味的特点，选用优质东北大豆为主原料，配以优质大麦麸

作酱引，经过天然发酵后精制而成。 

    营口大酱色泽黄红，糕体散软，味香纯正，口感鲜美。实为酱中佳品。 

绒山羊 

    绒山羊是辽宁省营口市盖州的著名特产，原名盖县绒山羊，是辽宁省特有的珍贵山羊品

种，被誉为我国的“国宝”。绒山羊主产于辽宁盖县、复县、岫岩、庄河等地。绒山羊体质

健壮，适应性强，易于牧养。绒山羊绒毛的成分为角质蛋白，是极为珍贵的纺织原料。山羊

绒制品轻柔精巧，色泽艳丽，保暖性好，坚韧耐磨，松紧适度，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华绒鳌蟹 

中华绒鳌蟹是辽宁省营口市的特产。营口为中国东北第二大港口城市，地处渤海辽东湾

海河交汇处，水产品资源丰富，以东方对虾、螃蟹和中华鳌绒河蟹著称。中华绒鳌蟹也称毛

蟹、河蟹、大闸蟹，是一种海里生淡水长的蟹种。河蟹以味美肉鲜而远近闻名。 

第六章 观光旅游 

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为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辽宁省营口县南 7 公里的金牛山,

东距渤海湾 20 公里。该山是一座由震旦纪的白云质大理岩、石灰岩和云母片岩夹菱镁矿等

多种岩石组成的孤立山丘，海拔 69.3 米，面积为 0.308 平方公里。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牛山遗址自西而东的三个地点沉积有第四纪的堆积物。1974 年～1978 年曾在这里先

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人类用火遗迹——烧骨、烧土和炭屑以及

少数打制石器。 

 

考古发现 

1984 年 9 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发掘金牛山 A 点洞穴第 6 层时，

发现金牛山遗址了一批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化石有较完整的头骨（缺下颌骨）、脊椎骨、

肋骨、筋骨、尺骨、腕骨等共 50 余件，属一个刚成年的男性个体。金牛山出土的石制品用



 

娘娘庙戏楼趣谈  

在大石桥境内的迷镇山上有座娘娘庙戏楼，始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

坐落在大石桥市西南 5 华里迷镇山脚下的孙菜园子村。1900 年 8 月被沙俄侵略军烧毁。中

华民国初年，由香炉庄、虎庄屯（天吉、天清、天泰）等各村花会联合兴工，依王臣富所记

的样式，在原楼址重新修建，于中华民国八年（公元 1919 年）二次落成。每年娘娘庙会期

间（农历四月十八日前后），香火旺盛，游客众多，各种戏曲杂耍竞相演出。  

迷镇山娘娘庙戏楼坐南朝北，楼前临道，楼后依河，东西两侧各有土堆看台，戏楼高两

丈四尺，戏台高五尺，戏楼建筑为砖木结构，石座石柱。檐角挑起，彩绘雕刻，华丽堂皇。

建筑面积三十余平方丈，分为前台、后台。舞台四角各有六棱石柱，根、顶端有翘角，上雕

龙头，楼脊正中铸一铁葫芦，左右各有一铁铸童子，手持铁链牵拉。楼顶至翅角的垂脊上，

塑有望天吼、押角、天马等兽形，四个翅角顶端，各挂有风铃，风摆钟鸣，响彻数里，后台

以仿秦砖砌墙，全楼用仿汉砖盖顶。  

此楼平时以闸板锁闭，设专人看管，每年于祝期由诸村会邀班演出，常从农历四月十六

日（或十七日）开锣，至二十日，历唱四至五天。常于庙祝正日（四月十八）演出祭祀三霄

娘娘的剧目。早年的演出的班社及剧目难于查考。民国后期，十四红班、樊永茂、赵子昆班

及墨林六合班，常演出于此楼。娘娘庙历史悠久，庙会盛大，每逢庙会，戏楼前人山人海，

观者如云。 

当年，娘娘庙山下的大石桥高级小学，每逢庙会期间，由于梆子、皮黄、落子竞相演出，

致学校学生旷课，教学难以进行。 

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 年）庙会将临之际，学校训育主任张任难亲自写了块牌示，贴

在学校大门前，牌示写着：   

照得耀州庙会就在眼前，历年习俗演戏几天。节目有《武家坡》、《翠屏山》，王允巧献

计连环，《吕布戏貂婵》、《辕门斩子》、《刀劈三关》再就是高跷会争上山，男扮女，女扮男，

打飞脚，把身翻。头跷翘胡甩马鞭，老生撩袍摆长，老举起烟袋杆子耍的欢。年蝴蝶，舞蹁

跹，四名女角彩扇搧，俊公子摇头晃脑蹦的欢。小节目紧相连，《锯大缸》、《铁弓缘》、《王

婆骂鸡》、《小拜年》、《赵匡胤打枣》是喇叭戏，还有《打渔杀家》、《双锁山》。三节棍，七

节鞭，耍狮子，跑旱船。三丈多高的大台杆，上立着青蛇、白蛇和许仙，隋炀帝銮驾下江南。

一些老百姓，携男抱女，磕头礼拜，焚香还愿到庙前。各式活动表达不全，年年常看也不新

鲜。  

是以告示学子，莫去留恋，省荒学业，浪费金钱。做学生应勤于课业；任教师掌教必严。

倘敢故违，绝不姑宽，轻则记过，重则板掀。何去何从，请自决焉。  

                                          训育主任   张任难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这张近似演戏“海报”的牌示，目的是为了阻挡学生旷课，也确实了良限的效果。但今

天从这张牌示中，可使我们得知当年庙会的盛况，这也许是拟告示人未曾料到的吧？ 

第七章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金矿 



全国唯一的李杏种质资源圃 

  中国果树种质熊岳李杏圃位于辽宁省盖州市熊岳镇望儿山下，占地 9.46 公顷，建于 1983

年，是由国家农业部委托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建设的，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李杏种质资源圃。 

  种质资源收集始于 1981 年，现有李资源 437 份，居世界第一，杏资源 450 份，仅次于

俄罗斯，居世界第二。这个资源圃是全国李杏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中心，也是李杏生产的推广

基地和全国农业院校师生实习的场所，并为全国各地提供李杏良种。 

 

繁多的野生植物 

  营口在植物区（区系）划上属于华北植物区，是华北植物区向东北延伸部分，包括辽东

半岛西北部的盖州东南部、辽东山区西麓低山、丘陵的盖州西北部及大石桥市东部、辽东湾

北岸滨海平原的营口市老边区和大石桥市西部。由于河流较多，地上水资源丰富，土壤条件

又比较好，加之占有绝对优势的华北植物区系种类，又有长白山植物区系和内蒙古植物区系

的植物渗入，使营口地区成为辽宁省野生植物种类比较丰富的地方，计有纤维、野果、油脂、

干鲜野菜、蜜源、调味等 15 大类，轮叶沙参、山梨、百里香、苍耳、栗碗、东北天南星、

黄柏、桔梗、珍珠梅、苣荬菜、花椒、松脂等 150 余种。 

第八章 名校风采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是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隶属于辽宁省教育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共

同管理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是高等职业教育、特殊师范教育和普通师范教育协调发

展的一所高校，是营口市唯一一所市属普通高校。她的前身是营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营口

高等职业专科学校、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营口分校、辽宁工运学院营口分院、辽宁省特殊教育

师范学校及营口市幼儿师范学校，于 2000 年 2 月合并组建。 

学院简介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是 2000 年经省政府批准，由营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营口高等职业

专科学校、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营口分校、辽宁工运学院营口分院、辽宁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及营口幼儿师范学校合并组建的一所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辽宁特师是省教育厅直属的五年

制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学院现坐落在营口市站前区，横跨金牛山大街，东临盼盼路，西接学府路。占地面积

55.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5.4 万平方米。藏书 54 万册，公开出版 3 种学术刊物，有各类实

验室和实训室 36 个，教学设备总价值 1800 佘万元，现有教职员工 808 人，其中专任教师

393 人，副高级以上 158 人。学校设 4 个分校、9 个系,共开设 64 个专业,2004 年学院全日制

专科在校生 6800 人，各类成人教育本科、专科在校生 5000 人。   

学校现有 62 个本科专业；110 个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 MBA（工商管理硕

士）、MPA（公共管理硕士）和 JM（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包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和工商管理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内，有 33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 3 个

博士后流动站；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



获得“省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绿化先进单

位”、“课间操先进学校”、“市国防教育会操组织奖”、“首届市中学生体育艺术节组织奖”等

荣誉。 

营口市老边区高级中学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高级中学是区内唯一一所高中学校，1979 年被省政府定为重点高

中。学校坐落于老边区文化路南端，配有标准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有设备先进的微

机房、图书阅览室、语音室，多功能的多媒体进入所有教室。校园内树绿花红，环境优雅；

体育设施齐全完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学生学习、生活条件优良，住宿环境符合标准。 

     教师教职员 139 人，专任教师 120 人，高级教师 41 人，中级教师 75 人，教师学历达

标 100%，在校学生 1800 余人。学校按着“求真务实创优拓新”的校训要求，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创优，高考升学率逐年攀升，曾两次居省、市之首。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伍，教书育

人，成绩优异。多次被省、市、区评为先进单位，校党支部自 1990 年至今，连续被区委评

为先进党支部。 

辽南育才学校  

营口辽南育才学校坐落在美丽的辽河之滨，占地面积 35000 ㎡，建筑面积 34000 ㎡，

投入 9000 万元人民币，学校有高中、初中、小学三座教学楼，一个综合实验楼和一座可容

纳 500 师生住宿、2000 人就餐的学生公寓楼，有一个可容纳 600 人的报告大厅，学校的图

书馆藏书 140000 册和电子藏书 100000 册，学校有先进的校园网络,每个班级都有多媒体大

屏幕投影，每个学部都有各自的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和教师电子备课室，校园北侧是三

百米塑胶跑道的操场，为师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条件、优越的生活条件、优美的校园环境。

全校可容纳 84 个教学班，4200 名学生。    

学校由加拿大籍华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孙开陆先生投资创办，由原市实验中学校长、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庞庆振担任校长。学校拥有一个团结、务实、进取的领导班子和一

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并聘请优秀的外籍教师，学校将以先进的理念、科学的管理、

务实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 

第九章 营口名人 

耿精忠 

耿精忠为耿仲明之孙、耿继茂的长子，清初三藩王之一。耿家数世居辽东盖州卫（今辽

宁盖州市），祖父耿仲明先为毛文龙辖下参将，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受后降于努尔哈赤，编

入汉军正黄旗。顺治初从多尔衮入关，1649 年封靖南王。耿仲明死后，子耿继茂袭爵。1671

年耿继茂卒，耿精忠袭靖南王爵。    

耿精忠与肃亲王豪格女成婚，封和硕额附。继位后，左右由于谶纬有「天子分身火耳」

之谣，耿精忠便劝令部署将士以待变。 

康熙十二年（1673 年），清廷下诏撤“三藩”，导致吴三桂起兵反清，翌年三月，精忠



第十章 辖区简介 

站前区 

区情简介 

站前区位于营口市区东部，是营口市的中心城区。面积 70.41 平方千米，人口 26.95 万。

是营口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商贸、金融中心。站前区交通十分便利，铁路、

公路、水上运输四通八达，营口火车站、客运站、曾创造“日进斗金”的营口老港均坐落在

站前区。便利的交通为站前区的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站前区日益凸显繁荣昌盛景

象，商场、市场、超市、酒店星罗棋布。营口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轻工市场以及东升商业

圈、财富广场营口两个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东北最大的陶瓷市场、石材市场、家具市场均坐

落于站前区域内。区人民政府驻营口市新兴大街东 49 号。 

 

历史沿革 

   五六百年前开始有境内居住，据考证明代盖州卫所置梁房口堡，在今站前区青堆子里。 

清初，今站前区西部的荣魁里、互助里、菜市里称为东营子。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时，东营子筑有三义庙。此外境内还有唐官屯(今中兴里)、邰家

屯(今富强里)、贺家屯(今南光里、南窑里一带)和牛家屯(今劳动里)等几个居民村落。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5 月营口代替牛庄开为通商口岸后，英、法、美、日、俄、瑞典、

荷兰、挪威等国在东营子的三义庙附近设置领事馆，欧美洋行、银行也集中于此。    

1864 年(清同治三年)，清政府在此区域内设置了山海常关(俗称东海关)。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俄国将东中铁路支线从大石桥延伸到营口牛家屯，并在牛家

屯修建火车站和码头，使今东风街道办事处的劳动里、道叉子里和牛屯里一带成为居民集聚

地。    

1900 年 8 月 4 日，沙俄借镇压营口义和团运动之机，军事占领营口，在区境内建立俄

国军事统治机构——“营口民政厅”(今八田地里)。    

1904 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营口，并强行在今站前区境内开辟“新市街”为日本居

留民地(后为“满铁附属地”)。    

1909 年前，区境内隶属于盖平县，1909 年建立营口直隶厅后改属之。    

1913 年营口直隶厅改为营口县，区境内除“满铁附属地”外均隶属之。    

1938 年，营口县改为营口市，区境内设有大和区、绥定区、东昌区和振兴区（6 条街）。    

1946 年 4 月，国民党统治营口时，将大和区改为复兴区，并实行保甲制，区域内设 16

个保公所。    

1948 年 2 月，营口第三次解放，再次组建营口市民主政府，废除旧区划，建立繁荣、

幸福、胜利、河北、工农、车站、建设、民主等 8 个区。站前区境内设车站、建设和民主区。   

1949 年 8 月，撤消区建制，成立 17 个公安派出所，实行警政合一制，区内设车站、建设、

益民、八田地、三楼 5 个派出所。    

1950 年起恢复区建制，以序数命名，设立五个区，站前区为第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