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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

今年是营口建市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时逢盛世，双喜临门，营口市史志办公

室谨以《营口百年图志》敬献给全市人民，敬献给伟

大的祖国。

营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28万年前，古人类

就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今营口地区置平郭

县，并设盐官、铁官；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

置梁房关、梁房口堡(今营口市区)，设关置卡收

税，立城堡屯兵、熬盐；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

年)，营口代替牛庄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

清·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867年1月3日)，

设营口海防同知厅，管理海疆治安，这是首次以“营

口”字样命名的官方机构；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

年)，改营口海防厅为营口直隶厅， “划海(城)、

盖(州)两地以并置之”，营口有了地方政权建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共营口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60年的拼搏奋斗，营口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如今的营口：经济快速发

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创造了经济总量位居辽宁省

第四的佳绩；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活力巨增，

贸易活动遍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营口港跻身全国十

大港口行列；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乡面貌深刻变化，

城区面积由27．2平方公里扩展到102．2平方公里，昔日



规模小、环境差的旧营口，已被道路宽阔、高楼林

立、优美整洁的新营口代替。

2009年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辽宁沿

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将以大连、营口为重要节点的

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规划正式上升为国

家战略。营口又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项目、资

金、人才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纷纷汇聚而来，一个

经济繁荣、人才荟萃、环境优美、人民富庶的新营

口、大营口即将呈现在辽东湾畔。

为了追忆营口历史，展示营口百年以来，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发生的变化，市史志办公室

历经数年多方征集，整理、编纂了《营口百年图志》。

全书共收录历史照片、图片3000余幅，客观反映清朝

晚期至今百佘年营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民族宗教乃至风土人情的实际状况。

全书共分三册，每册记述不同历史时段：第一册

为清末至1949年lo月1日前；第二册为1949年lo月1日

至1978年；第三册为1978年至2009年。每册采取横陈

百业，纵述历史的编纂方法，力求使读者在翻阅图片

中，了解营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照片，是历史瞬问的定格。读者阅读这部图志

后，如能借鉴历史，进一步弘扬爱祖国、爱家乡的民

族精神，用勤劳与智慧去描绘营口新的画卷，这是我

们编纂此书的期盼。

编者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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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港前的河运

军圈太

营口在三国时称ff_D．两晋称历林口．明朝称梁房口．清代称没沟营。营口是“没沟营口岸”的

简化。她傍河濒海．依河而建．困港而兴。大辽河水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据文献记载，在三国

时期．大辽河已是东北地区与祖国南方各地的水上交通大通道。营口地处大辽河人海口．在大连建港

之前．是南北商船必经必留主地。下面几幅照片虽摄于19世纪末，但也足以反映营口对外开埠之前大

辽河水运的兴旺景象。

Ⅱfll『发满l J‘内蒙l‘-．东流生邛家电东南帅一江I J。j尔辽河汇合水量f{!i大”r以行船，义经"砸境

与清洲L．台．进入铁岭入柴河终码峰淘入yn河伊蹄}lJ『．再地洲荦抖，入新K县I柯流．通过辽·I，县
在：衍14々浑河、爪f河舡合经圳庄台八营『l，注入渤海辽4i湾形成12Ⅻ'华乳00辽河l～航道髓

L』对外开埠以|1订l汀求北fi!自q帆日i}自j满人j工}l】I水而

出营【J往来于_^=辽河E游通汀于lI岸的船j￡H使不停通汀f|l岸位J‘康半、吕I苎|}J：库_三县殳抖

处，距齿uⅢl公啭

百。Z：学『=



营-z百羊圈太

营u埘外JF埠Ili『，L是阿业活跃的u岸li2n年(清·瘫正四年)重修营fI天后行”(俗鞘：阿大聃
时的碑文【d载：营I I的辽河岸畔“舳舻z÷集．H以下汁” 蚓为早年营u码头之‘

第．次鸦片战争以Ii蕾，营I I的海上忸易运输以木帆船为主．营u人U河沿岸的码头鳞次怖比．村

林立lIl尔直隶闽浙等地商船集聚f此．从事粮豆药材等商业龊翳



《天津条约》与营口对外开港

1856年10月，英国、法国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

(清．咸丰八年)6月26B，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

《天津条约)。条约第十一条称：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I

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

汉口、九江、南京、镶江为通商口岸．。嗣后皆准英商货船随时

往来
。

营曙百羊圄太

％n年n J】2nH．清政府与蜒吲签汀一火律条约≯Ht00情j±



露}|!|

学tz百羊圈点

l∽1年5月2{H．甍罔政J行派首任驻牛JI：领事托码斯枣勒·密迪乐I I。芹l利)乘+斯描H库
斯 寸军舰前往《天津条约p所定的牛庄助察 1’他荇到中庄(f￥【J I：游ml公啦)已淤塞严重．堆
行人船．Ini地处辽{u『入海u的嚣u水}笨港间诬以¨fJl：距海u挟远“和“停fn不垭”7,+,i11．曲i行
指定营rI代替条约上的牛庄时外开埠．齿I I划q此成却尔北第卟对外外埠n0遥商【J岸

这世营II对外Jr埠以后绘制的鸟l填2⋯客观反映了当时营L J城K的规榄厦辽河航运的兴
口F场景[斟中城墙称十圩广．建于18“i年nH．毁j+l}{u钢。-11H甲7r战争和lt圳c1年li HE战争 I：圩
干长^公里．宽2 5公里．东起拧堆于(争i￡fll『人剧院)．叫至外应淘(两潮沟)．世绥定．腔挂l卡
济、通惠．窟文畅武o：i有默成德盛九『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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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z百军圄太

开埠后．辽河边术帆船集聚的码头前．人型外牾货轮不断驶八营u

对外开埠幸JJ期．营u

港进港的外褚船j}仍以
术帆船如丰．为r夫规
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

夼，外籍轮船迅速增
多 1 Hn4年外吲轮船仪

Ili进港总敬的I l 2q．

1 892年E升到94¨*

JF埠后的营u 外商

纷纷涌入，蛭吲缝早脚仵

持11辽州沿岸拥有码头数

量最多的闰京州为英商

枉辽河I柯岸修建的太-o-y#行

码头



学-z百羊圈点

1

硷名蚕lkk：
!’≯鬻’{‘．

帆板船足昔Hj工河卜的主h船舶对外开埠后陵外I卅货轮排挤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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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z百羊圄点

排刊杠码头等待犍货的外日货轮

R吲卡Ⅱ期的营u夫辽河沿岸Ⅱq义

2Il世纪幸Jj停鞋作牛寐电码头的lI年货船



营·z百

繁忙的码头

羊圄太

辽河南岸二道街h细匆赶往码头的人”

辽河沿“托扎”的人“J聚集在码头前等f手姨卸货物

是
扣T，



营·z百羊圈太

鹏沁前等待装货的c6车



营-z百军圄点

对外开埠以后也促进了营口民族航运业的发展

其弟李子初创建肇兴轮船公司修建东西两座码头

旗航运业的骄子

1910年，营口商业老号西义顺财东李序园与

共560延长米．购进轮船31艘．成为营口民

州世纪2¨引t维修I㈨0大辽¨将u北岸护岸1．程现场

2¨呲纪翊悼代．大辽河营l Il*岸护j#修建l：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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