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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2日，国务喜i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慰问参加海上挫救演目的^津海事局执

999年10月20日，国謇＆济贸易委自会主任盛华仁视察走津海事局主管中心



2006年4月19日，盘通部部长李盛霖视察天津海事局 4，I·一·

2004年12月26日，交通部部长张喜贤接见天津海事局海刹

大队副太队长张铁军

警晖
2006年8月29日，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国到
天津海事局调研

2∞6年11月8日，变通部副部长棘祖远慰问天津海事局一

线干部职工



2096年8月5日，交通部副部长黄先耀参观中国航标展馆

2008年4月29日，芟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臣到天津海事

局政务中心挂查工作

2008年2月4日，天津市委常委、走津滨海新区管委舍主任苛

利军到走津海事局调研

2007年1月31日，交通部海事局党委书记粟晓安慰问天津海

事局先进代表王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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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通关，史持滨净新压建设

开辟“绿色”通道，保障电蝶运输

共建安全畅通工明抗日

建i海女培训基地，推动中西部地区海自发展



大型航标船海上航标抛谴作业

新研制的航标夹持船



天津海事局宣传96 5”g境日

救助遇险船自

港口目监督检查自妄船学目

‰I

对。奋威”轮妄施起浮救助



港口周监督检查

执法人女在外轮进行海事调查

船旗国监督挂查



。内务

毒气风发的￡津海事执女队伍



童每涩
8二8二9 8芦a a

庆“七一8歌啉大赛

迎新春职工文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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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律港交管中心塔楼

^津海事局大连航标赴老镘☆灯譬

中国航标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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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昌

序

古为“天子经由之渡口”的天津，历经近600个春秋，崛起于渤海之滨，成为

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编修地方志也有悠久的

历史传统。天津的志书，首创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明万历二十年

(1592年)，又修了第二部《天津三卫志》。这两部志书现已佚失。清康熙十四年

(1675年)，修了《天津卫志》，这是现存的天津，6-书中最早的一部。到雍正三年

(1725年)，天津由卫改为州，雍正九年，又升州为府，并设天津县，有了地方行政建

制。乾隆四年(1739年)纂修的《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是天津以行政区划为记

述范围的最早志书。同治九年(1 870年)，编修了《续天津县志》。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又有《重修天津府志》。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纂修了《天津县新志》。

此外，还有几种其它类型的天津地方，6-书。这些志书，在天津的历史文化瑰宝中，

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是改革开

放和加快发展的实践，把编修新方，6-提上了重要日程。天津的此次修志．开始于

1985年，是天津社会主义第一代志书。《天津通志》规模宏大，全书共85个分志

(卷)，成书字数3400多万字，是天津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时间跨

总



度长，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起，一直写到1990年，含括了586年

的历史；它涉及的地域范围广，不仅包括市区．而且包括三个滨海区和五个县；它

记述的专业门类多，囊括了所有行业的内容，堪称天津的“百科全书”。因此，编修

难度相当大，要求非常高。

编修《天津通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伟业。天

津地当九河要津，很早就是我国北方商贸金融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在全国经济发

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编好《天津通志》，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天津的历史和

现状，全面、系统地研究天津乃至中国北方以及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的天津，曾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

动派的血腥统治，天津人民有着长期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编好《天津通志》，

对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具有

重要价值。

在编修《天津通志》中，修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

天津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希望修志人员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希望一部高水平的《天津通志》全卷早日面世，为促进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为天津的繁荣与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994年10月



《天津通志·海事志》序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

业。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后，天津海事局于翌年

5月启动了《天津通志·海事志》编修工作，经过地方志专家的精心指导

和全体编修人员历时一年的辛勤劳作，结出了丰硕成果。它的面世，既

是对建局20年工作的全面总结．又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

鉴．值得赞许与庆贺1

20年间，在交通部和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天津海事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航政管理、航海保障、

科技创新、基础管理、队伍建设和党群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

步．创造过许多全国海事系统之最。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总体

发展战略后，天津海事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戮

力同心，奋发图强，着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海事监管水平，在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得到交

通部和天津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对此，志书做了全面、系统和生动

的记述o

《天津通志·海事志》正文共分17篇，成书字数达60余万字，翔实

记述了建局以来各项主要工作的发展历程，是迄今为止天津海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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