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烟台概述 

 

简介 

烟台是山东省的一个下辖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位于东经 119°34′～121°57′，北纬

36°16′～38°23′。烟台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东连威海，西接潍坊，

西南与青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与大连隔海相望，共同形成拱卫首

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最大横距 214 公里，最大纵距 130 公里，土地面积 13745.95 平方千米，

其中市区面积 2643.60 平方千米，海岸线曲长 702.5 千米，海岛曲长 206.62 千米。                  
烟台市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环渤海经济圈内以及东亚地区国际性港城、商城、

旅游城。                                                                                     
城市是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先进社会文明的集聚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对于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烟台市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取得

了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经济实力与效益显著增强，社会结构趋向合理，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

有了明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环境质量较高。从烟台的综合实力看，在全国 18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居前列。1994 年，由中国城市评价中心评出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50
强”中，烟台名列 35 位。1996 年，烟台市在全国大中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列第 18 位，

有 7 个县市区分别跨入全省和全国“经济强县”行列。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市综合实

力 50 强”中列第 33 位。 
烟台市辖芝罘区 、福山区、牟平区、莱山区 4 个区和烟台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

一个长岛县，代管龙口、莱阳、莱州、蓬莱、招远、栖霞、海阳 7 个县级市。 总共有 91
个乡镇、6 个乡、53 个街道办事处，585 个居民委员会、6199 个村委会、6864 个自然村。

全市总面积 13746.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2722.3 平方公里。2008 年末全市户籍户数为

237.02 万户，人口为 651.69 万人，人口增长 0.03%，其中市区人口 179.39 万人。全市人口

出生率为 7.65‰，人口死亡率为 8.5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6‰。  
烟台市有可识别民族 48 个，除汉族外有 47 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约 12736 人，暂住

人口约 3 万余人，主要分布在芝罘区、开发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区。 



 

水资源 

市域内，河网较发育，中小河流众多，长度在５公里以上河流 121 条，其中流域面积

3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有五龙河、大沽河、大沽夹河、王河、界河、黄水河和辛安河７条。

主要河流以绵亘东西的昆嵛山、牙山、艾山、罗山、大泽山所形成的“胶东屋脊”为分水岭，

南北分流入海。向南流入黄海的有五龙河、大沽河；向北流入黄海的有大沽夹河和辛安河；

流入渤海的有黄水河、界河和王河。其特点，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暴涨暴落，属季风雨

源型河流。其冲积而形成小平原沙土层厚而肥沃，盛产苹果、大樱桃、梨和葡萄。河水清澈

见底，两岸林木葱茏，青山绿水，如诗如画。 
  烟台市北、西北部濒临渤海，东北和南部临黄海。沿海表层水温变化较外海明显且幅较

大，年平均水温 11～14℃之间。海水表层盐度年平均 28～31‰左右。潮汐自莱州到龙口沿

海为不正规半日潮，龙口到牟平以及海阳市沿海为正规半日潮。 

第二章：经济发展 

  2009 年烟台市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全省第二。初步核算，2009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3728.7 亿元，继续保持全国前 20 名，地级市前五，比上年增长 13.5%；地方财政收入

完成 189.1 亿元，增长 13.8%。人均 GDP 达到 54012 元（按现价汇率折算为 8000 美元），

增长 13.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8：60.9：31.1 调整为 7.7：60.5：31.8。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完成 377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42%。全市主营业务收

入过 10 亿元、利税过亿元的企业均超过 100 户。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222 亿元，增长 25.1%。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220 亿元，

增长 19.2%。  
  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342.9 亿美元，下降 2.1%。其中出口 198.3 亿美元，下降 3.9%，

降幅低于全国、全省 10 个百分点以上，在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中降幅最低。加大招商力

度，创新招商方式，利用外资的层次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全市实际使用外资 10.9 亿美元，

增长 2.6%；注册外资 17.2 亿美元，增长 2.8%。  
  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2803 万人次，完成旅游总收入 273.7亿元，分别增长 17.7%和 19.8% 

全年完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166.17 亿元，增长 18%。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125 元（在北方城市排第八），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642
元，分别增长 9.2%和 8.9%。新增城镇就业 14.8 万人，其中失业职工再就业 3.9 万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3%。  
200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第八届（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

榜”，新闻发布会在香港举行。烟台市综合竞争力居全国 22 位，居全省第二，省内的青岛排

在 12，济南则排在 27 位。 

交通运输 

目前，全市已基本形成了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莱山国际机场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现
已开通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

海口、大连、沈阳、哈尔滨、成都、昆明、武汉、澳门、香港、长春、杭州、济南等 20 多



 

  对社会：提供安全优质产品，成就健康品质生活。  
我们追求：“质量无止境，真诚到永远”，我们奉行：“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我们承诺：“品质创最优，服务创一流”。 

第三章：历史沿革 

烟台之名的由来 

烟台名称，源于烟台山。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 1398 年)，为防倭寇侵扰，当地军民于

临海北山上设狼烟墩台，也称“烽火台”。发现敌情后，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为报警信号，

故简称烟台。烟台山由此得名，烟台市也因此而得名。 

烟台建置沿革 

烟台历史悠久，早在 1 万年前境内就有人类居住。古为东夷族地。夏朝，东夷族建过国

(治所在今掖县过西乡)，后被夏朝灭，归夏朝，属青州地。商朝，置莱侯国(治所在今掖县)，
仍为青州地。西周初，置莱子国，国都在莱子城(今黄县文基乡归城姜家村东)，属青州地。

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 567)，齐国灭莱子国，为齐国东莱地。秦朝，先为齐郡地，后为胶

东郡地(治所在今青岛市即墨县)。西汉，置东莱郡(治所在今掖县)、胶东国(治所在今即墨县)，
隶属青州刺史部；琅邪郡(治所在今潍坊市诸城县)，隶属徐州刺史部。东汉，置东莱郡(治所

在今黄县)、北海国(治所在今潍坊市昌乐县城西)，仍隶属青州刺史部。三国时，魏国领地，

仍置东莱郡、北海国，属青州地。西晋，置东莱国(治所在今掖县)，咸宁三年(公元 277)置
长广郡(治所在今即墨县)，仍为青州地。十六国时期，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

燕领地，设东莱郡(治所在今掖县)、东牟郡(治所在今牟平县)、长广郡，属青州地。南朝，

置东莱郡(治所曲城，在今招远县城西北)、长广郡，属冀州地。北朝，北魏皇兴四年(公元

470)，置光州(治所在今掖县)，领东莱郡、长广郡(治所在今青岛市平度县，后迁今黄县城东

南)、东牟郡(治所在今黄县)。北齐，天宝七年(556)，废东牟郡，置东莱郡、长广郡，仍隶

属光州。隋朝，开皇初废郡。开皇五年(585)，改光州为莱州。大业初废州，复置东莱郡(治
所在今掖县)。 
    唐朝，置登州、莱州，隶属河南道。武德四年(621)，置登州(治所在今文登县)；贞观元

年(627)，撤登州；如意元年(692)，复置登州(治所在今牟平县)；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

迁蓬莱；天宝元年(742)，废登州，置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废郡，复置登州。五代，置登

州、莱州，仍隶属河南道。宋朝，仍置登州、莱州，初隶属河南道，至道三年(997)隶属京

东路，熙宁七年(1074)隶属京东东路。金时，置登州、莱州、宁海州(治所在今牟平县)，隶

属山东东路。元朝，置登州、莱州、宁海州，初隶属益都路，中统五年(1264)隶属淄莱路。

至元九年(1272)，宁海州升为直隶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升莱州为莱州府，登州、宁

海州属之，隶属山东行中书省。洪武六年(1373)，莱州府降为莱州，莱州、登州直隶山东行

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莱州、登州均升为府，隶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初，登州府、

莱州府各设海防道 1 员。康熙五年(1666)，裁登州道入莱州道，称登莱道(治所今掖县)，辖

登州府、莱州府。康熙三十九年(1700)，裁青州道入登莱道，改称登莱青道。乾隆三十二年

(1767)，改称登莱青兵备道。同治元年(1862)，登莱青兵备道治所迁烟台。光绪三十年(1904)



 

  书生依了长者的话，主仆二人，晓行夜宿向京城奔赴。一路上，每顿饭后食梨一枚，病

情果然一天比一天见好，行至长安，病体康复。这时筐内尚剩下四枚好梨，书生也舍不得吃

了，嘱咐书童妥善保管好。秋试日期到了，书生想起老人的话，信心十足地进了考场，结果

中了头名状元。天子爱才，见董生英俊不凡，又将公主下嫁书生。洞房花烛之夜，董生命书

童将剩下的四枚莱阳梨拿来与公主共同品尝。虽然公主在宫中什么稀珍佳果都尝到了，但她

觉得莱阳梨的滋味却没有一种果子能比得上，因此只吃了两枚，把剩下的两枚，献给皇上和

皇后了。皇上皇后吃了之后，赞不绝口。皇帝说：“梨乃万果之宗，此梨堪为梨中之优，美

哉此梨！”皇后说：“真乃天生甘露，不可多得！”自此，莱阳梨便列为皇家贡品，名扬天下

了。 且说董生衣锦还乡之时，特地到五龙河畔寻找那位长者，那知找遍了周围所有的梨园，

也没有找到。当地人告诉他说，他见到的那长者是“梨仙老人”。这位新科状元听了，似有所

悟，命人在那棵老梨树下焚了三柱香，三拜九叩而去。  
传说董大人回京城，还召见了那位太医。王太医认出董大人是当年的那位找他看病的书

生之后，吓得面如死灰，六神出窍。董大人对他说：“你身为御医，医术理应高人一筹，谁

知你却是个白吃皇粮的庸医！”当即向皇帝奏了一本，革了王太医的职。王太医回乡之后，

潜心于莱阳梨入药的研究，其后代几世均为当地名医。 

第四章：特产汇总 

特产 

烟台苹果的 60 年 

1953 年秋天，福山县绍瑞口村果农、县劳动模范张成瑞在自己的 1.83 亩苹果园里创出

了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他和本村果农、县劳模陈培田共同商定，各

自精选“青香蕉”苹果一箱，邮寄给北京的党中央、毛主席，表达翻身果农对党的一片深情。

随后，在 1958 年、1959 年、1967 年、1968 年的四年里，绍瑞口都以大队的名义给党中央、

毛主席寄送苹果，每次，中央有关部门都如数汇款，并表示谢意。1968 年，绍瑞口大队在

接到汇款的同时，还接到党中央的回信：心意已领，请以后不要再寄送苹果。可能是有关部

门考虑到，总是这样寄送也不是个办法。于是，1972 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从这一

年开始，福山苹果对北京和中央国家机关实行“特供”。如今，各种评比多如牛毛，在那个评

比还不盛行的年代，“特供”不是金牌，胜似金牌。这是烟台苹果靠自己的品质赢得的崇高荣

誉。从新中国诞生到“文革”前的这一时期，是烟台苹果发展的第二个高潮。烟台苹果不仅在

面积、产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然而，随之而来的“十年”，“以
粮为纲”作为基本国策，使果园面积锐减，苹果质量下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中，

烟台苹果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就在我们举国上下“革命”如火如荼，科技人员被赶进“牛
棚”低头挨批的时候，我们的近邻日本用国光和红香蕉杂交，培育出了红富士，美国也在红

星的基础上推出了名叫蛇果的苹果新品种，并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噩梦般的“”终于结束，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烟台苹果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潮。拥有了土地经营自主

权的果农们将苹果视为第一经济作物，纷纷在承包的土地上重新栽上希望的树苗，在老果园

里精心侍弄老果树。1979 年，烟台苹果出口达一万余吨。进入八十年代，国外新品种纷纷

上市，日本的红富士、美国的蛇果竞相占领国际市场，到八十年代中期，烟台苹果出口量仅



 

做法一 
原料 

  鱼一斤半左右，芹菜节 15 克，黄瓜 15 克，香菜、红椒丝、香葱丝各 5 克。  
调料 

  干辣椒 100 克，干花椒 15 克，郫县豆瓣 100 克，老油 200 克，味精、鸡精各 10 克，料

酒 10 克，盐 5 克，鲜香鸡膏（鸡肉味浓，浓缩性强，不可多用，至多 10 克）10 克，白糖 5
克，永川豆豉 10 克，姜 蒜米各 15 克，孜然 20 克，鲜汤 250 克。  

制作方法 
  一 ：鱼杀后去鳞，从背部开刀，去内脏洗干净，打一字花刀，加料、盐、味精各 5 克，

腌 10 分钟  
二：鱼上烤架烤 10 分钟到九成熟，刷一层老油（可根据实际操作情况改变刷油的次数，

一般掌握在两次最好，第一次在鱼烤到 5 到 6 成熟时刷，第二次在即将烤熟时刷，这样可以

保证油的香味充分进入鱼肉中），撒孜然粉再上烤架稍微烤 1 分钟，装入垫有洋葱丝的不锈

钢盘备用  
  三：炒锅放混合油（猪油和植物油各一半）一两，下姜蒜豆瓣酱、永川豆，中火炒香加

剩余的老油，鲜香鸡膏，鲜汤，再下入鸡精 白糖调味，最后下芹菜节、黄瓜节大火烧开倒

在装鱼的盆中。  
  四：另起锅放混合油 30 克，烧到五成热下干辣椒、干花椒中火炒香，淋在鱼上加香葱

丝 香菜 红椒丝点缀即可》  
提示 

  做这类菜需要注意烤的火候不要太旺（用特制烤架，以木炭做燃料），火苗保持在微微

发黄光即可，太旺会把原料烤糊；而且整个烤制过程要不断翻动原料，使之均匀受热。  
做法二 
  老油是这类烤菜最关键的调味料，下面是老油的配方：  

原料 
  菜油 2500 克，牛油 1000 克，色拉油 2000 克，鸡油 1000 克，干辣椒 250 克，青花椒

50 克，猪油 1500 克，郫县豆瓣 1500 克，生姜 100 克，醪糟汁 500 克，八角 100 克，山奈

50 克，桂皮 50 克，小茴香 50 克，草果 25 克，紫草 25 克，香叶 10 克，香草 10 克，公丁

香 5 克。  
制法 

1、菜油，色拉油，鸡油分别炼熟（炼熟后再使用口味更香）；牛油切成小块；郫县豆瓣

剁细；干辣椒入沸水锅中煮约 2 分钟后，捞出绞成蓉即成糍粑辣椒；生姜拍破；大蒜去皮剥

成瓣；大葱挽结；冰糖敲碎；八角，山奈，桂皮掰成小块；果草拍破。 
2、炒锅置中火上倒入菜油，色拉油，鸡油烧熟，放入牛油熬化，投入生姜，蒜瓣，葱

爆香，接着下入郫县豆瓣，糍粑辣椒，青花椒，转用微火慢慢炒约 1-1.5 小时，至豆瓣水气

炒干，香气四溢且辣椒微微发白时，捡出锅中葱不用。  
3、随即下入八角，山奈，桂皮，小茴香，草果，紫草，香叶，香草，公丁香，继续用

小火炒约 15-20 分钟，至锅中香料色泽变深时，下入冰糖，醪糟汁，用小火慢慢熬至醪糟汁

中的水分完全蒸发（即没有水蒸气时）。这时将锅端离火口，加盖焐至锅中原料冷却。 

第五章：景点 

烟台旅游资源丰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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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景点：毓璜顶公园、昆嵛山、牟氏庄园、 蚬河公园等。  
相关节庆：昆嵛山踏青节，以及莱阳梨花节、莱州月季花节  

夏季游烟台  

此时的烟台，大海碧波万顷，沙滩细柔洁净，林带郁郁葱葱，山水林滩相映成趣。不仅

有清凉的海水浴场、鲜嫩的美味海鲜，还有海市蜃楼的奇观，令人流连忘返。  
推荐景点：长岛、屺姆岛、养马岛、金沙滩、海阳万米海滩浴场，蓬莱阁，海洋极地世

界等地方。 

第六章：文化 

烟台历史文化特点 

烟台历史悠久。夏朝，东夷族建过国；商朝，置莱侯国；西周初，置莱子国；秦朝，先

为齐郡地，后为胶东郡地；西汉，置胶东国；东汉，置东莱郡；唐朝，置登州、莱州；宋朝，

仍置登州、莱州；明朝，升莱州为莱州府，隶属山东行中书省；清朝，登州府、莱州府治所

迁至烟台；民国初，撤销府、州，设胶东观察使。1938 年至 1942 年，设胶东行署；1948
年，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1955 年，设文登、莱阳专员公署；1958 年，莱阳专暑改为烟台

专区行政专员公署；1978 年更名为烟台地区行政公署；1983 年，撤销烟台地区行政公署，

组建烟台市人民政府至今 

悠久的历史 

烟台市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芝罘区西南部，距今海岸约 1.5 公里

处，7000 年前是一个小型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

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在白石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网坠、三角足盆形鼎、骨针等器物，

具有胶东沿海一带文化特征。骨器的磨制相当精细，骨针已接近后来的钢针，说明当时的打

磨和纺织、缝纫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在长岛县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距今 5000 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 4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

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 4000 多年至 2500 多年的夏商周时期，烟台沿海是东夷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东

夷人既有着发达的渔业和盐业，也有着活跃的商品流通。在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刻有七

八个太阳，反反复复描绘太阳放出的光芒，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  



 

计在构思立意上，以烟台“城在海中，山在城中，楼在林中，人在绿中”独特的环境为切入点，

京剧院、大剧院和青少年宫呈石块状形态各异地放在砂岩上，分别寓意历史之石、现代之石、

未来之石在此凝聚。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烟台市最大的群众文化中心。规划部门最大限度

地利用基地作为市民活动场所，三组建筑间都留有较大的人行和视线通道。博物馆保留了原

主入口，书城销售部门设置便捷的沿南大街出入口，其它主要人流从背面广场通过不同的通

道进入建筑，有效区分了交通人流和广场休闲人流，最大限度还市民以城市活动空间。建筑

南面和东西两面主要为辅助和后勤入口，主要车行从南面三个入口进入地下车库。 据悉，

为充分利用空间，规划设计中有效地拓展地下空间，规划地下停车场总面积 35228 平方米，

足够的车位可满足投入使用后的停车需要。 烟台市文化中心将于 2009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第七章：烟台名人 

宋琬 

 

 
简介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清初著名诗人,与安徽宣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 
宋琬的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尤工古体诗和律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属对

工巧,极为时人所推崇.有人称之为"诗人之雄",有人赞为"东海之伟人".其代表作有《感怀》,
《听钟鸣》,《悲落叶》等.他也能作词,著有《二乡词》三卷,在狱中曾写《祭皋陶》一卷,均
收入《安雅堂全集》中。 



 

有代表性的一员”。 一些媒体干脆称他为“爱国词人”或“红歌词家”。  
  尽管曲波业已硕果累累，曾被中共威海市委和市政府授予地级威海市建市 20 年“创优明

星”称号（获金质奖牌一枚），兼任威海人才协会副会长、威海市政协常委、威海市文化工作

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威海市红十字会特邀顾问等一大堆社会角色，获得过当地诸如“ 威海

市拔尖人才”等数十项荣誉称号，然而曲波还是微笑着放下这一切，选择了“交四海朋友，做

天下文章”，七年前开始驻京写作。  
  进京后的曲波，从传统文化到时代精神，从民族风情到地域文脉，从行业风尚到品牌文

化，他几乎都用歌曲的形式挖掘梳理包装弘扬过。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儒家思想

的价值取向融入歌词，已成为曲波创作的一种思维定势。从《中国字画》、《京胡颂》，到《茶

香中国》、《中华美玉》等等一系列具有包装“国粹”文化意义的歌曲，无一不释放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信息和魅力。曲波还发下宏愿：“用音乐包装中国”，因此他不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运会创作了会歌《共圆精彩》（第十、第十一两届全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主题歌也出

自曲波之手），还为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中国海监、海尔、吉斯、小洋人、鲁花等行业

或企业创作了一系列行业文化或品牌歌曲。  
  迄今为止，曲波的作品参加过央视春晚、春节歌舞晚会、双拥晚会、公安部春晚、农民

春晚、元宵节、中秋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新年晚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全运会开闭幕式、

全运会圣火采集及传递仪式，以及“心连心”、“同一首歌”、“中华情”、“激情广场”等近百台

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并多次参加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香港亚洲国际博

览馆等举办的各类大型晚会，亮相过中国文艺、中国音乐电视、星光大道等数十个综艺栏目；

30 多首作品被拍摄成音乐电视并多次获中国音乐电视大奖；应邀为《烟壶》、《天降大任》、

《无声的爱》、《地雷战传奇》、《极爱》等数十部影视剧创作主题歌；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

社等出版社，先后为其出版了个人音乐专辑《中华满堂红》（音乐盒带）、《中华贺岁曲》（MV
专辑）、《中国结》（CD 专辑）、《飞越梦想》（CD 专辑）等多张专辑。其中由中组部党建读

物出版社出版的《凝聚》，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选题。

此外，在音乐文学等领域，曲波还结合所长，为我国文化产业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研

究和尝试。先后受邀担任多个领域、行业及企业的首席文化顾问。成功地全程策划并运营了

《神游华夏》、《神游楼兰》等从投资数千万到数亿元不等的大型实景演出及其它各类大型晚

会，担纲多台大型电视晚会总撰稿及总导演，创作了大量公益题材的歌曲作品。新华社、人

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大众日报等数百家国内主流

媒体，均对曲波事迹予以过热情报道。  
  我们愿意祝福这位有志的“中国娃”，情系中华，歌醉天下。 

第八章:行政区划 

长岛县 

县名由来  

长岛县以长山岛而名。长山岛以长山而名。 



 

社会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785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0.3%；人均消

费性支出为 7479 元，增长 4.3%；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15.22平方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3037 元，增长 10.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082 元，比上年增长 5.9%；生活消费支出

3878 元，增长 25.3%；人均居住面积 33.86 平方米。全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人数为 4068

人，比上年增长 65.7%；其中城镇 3741 人，增长 73.5%；农村 327 人，增长 9.36%。社

会福利性收养单位(含敬老院)5 个，床位 628 张，收养 557 人。社会福利企业 12 个，安

置残疾人员 231 人。 

 

 

第九章  风土人情 

烟台民俗 

简介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乐舞文化，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各民族的民间舞蹈，源远流长，风采

独具，是中华民族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山东秧歌”是中华民族乐舞文化史上的一朵

绚丽多姿的奇葩，在中国民间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山东秧歌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从分布情况看，以鲁西、鲁北和胶东半岛流传最盛。据不

完全统计，山东省不同种类的秧歌约有 30 多种，秧歌的总体风格相对统一。表现形式大致

分为地秧歌、寸秧歌、跷秧歌三种，其中跷秧歌历史最久、分布最广，表演形式简单。寸秧

歌象征四十年代以前女人的小脚，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大部分转化为地秧歌。地秧歌表

演形式丰富，群众参与范围广，角色扮演可分老中青少等，一般是高跷与秧歌融为一体对应

表演，并能扮演历代英雄人物及体现民俗风情的片断。其中最主要的有“鼓子秧歌”、“胶州

秧歌”、“海阳秧歌”，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山东三大民间舞蹈”。 



 

长辈对晚辈的赞许有时也会脱口而出：“沁儿，你这小子还行！” 
  莱阳的“沁儿”有时表达的是一种不屑。莱阳人骨子里有一种率直，爱憎分明，让莱阳人

做那种“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嘴上是笑脸，脚下使绊子”的事，大多数莱阳人恐怕是

做不来的。正因如此，莱阳人听到或见到那些自己瞧不起的人和事，便会露出一脸的不屑，

表现在语言上，则是牙缝里蹦出来的一个“沁儿！” 
  莱阳的“沁儿”有时表达的是一种愤怒。莱阳人在怒发冲冠之时，那个“沁儿”是从胸腔里

迸发出来的一团火，此时的“沁儿”后面，往往跟上一句很过瘾的“国骂”，仿佛只有这样，才

能解除心头之恨。 
  莱阳人高兴时也会说“沁儿”，这时的“沁儿”带着一股豪情，透着一腔痛快。事情办得顺

利，最后大功告成，莱阳人会大喊一声：“沁儿，拿酒来！” 
  我常想，天下之大，方言之多，莱阳人为何单单选择了“沁儿”作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言？

细细想来，可能与莱阳人的性格有关。如果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么莱阳则多刚烈耿直

之人。莱阳人敢爱敢恨，敢怒敢言，很有一股“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气。

纵观历史，在封建社会，莱阳人多次揭竿而起，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或英勇战死，或被俘后历

经折磨，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悲壮之情，令人唏嘘。总之，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欢离

合，莱阳人都可以用一个“沁儿”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莱阳的“沁儿”已经融化在莱阳人的血液

里，固化在莱阳人的语言中。 
当然，时代在发展，语言在进化，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不断淘汰过时的，吸纳新鲜的，

如今的莱阳人口中，“沁儿”的使用频率日渐减少，你总不能在与外商谈判时让“沁儿”频频出

口，若如此，不但外商听不懂，恐怕连翻译也无法表述。但是，莱阳人性格中的那份率真、

那份耿直，并没有因为“沁儿”的使用频率低而有所变化，莱阳人还是莱阳人，地处半岛腹地，

身居五龙河畔，盛产莱阳茌梨，莱阳人自当引以自豪。 

第十章  烟台名校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位于烟台莱山区，西依青山，东临黄海，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原教育

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承先同志一直担任烟台

大学名誉校长。  
  学校创建于 1984 年，在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名誉校长张承先同志关怀与指导下，

原国家教委特批，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选派教学、科研、管理骨干来校直接援建，并

要求两校把支援烟大纳入长期工作计划。1990 年成立了“北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

会”，由山东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任主任。“援建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研究指导烟

台大学教学、科研及改革发展。1998 年，获得硕士单位授予权。进入 21 世纪，学校抓住机

遇，实施二次创业，启动二期工程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加快发展步伐，现已建成学科门类

比较齐全、教学设施比较完善、具有相当办学规模与实力、独具特色、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地

方综合性大学。1995 年，学校顺利通过原国家教委组织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价。2004 年

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  
  学校现设有 19 个院系、45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法、农、医、经济、管理、

教育 9 个学科门类。有 15 个一级学科，53 个硕士点[1]、4 个专业学位硕士门类、25 个专业

学位硕士招生领域、15 个省级重点学科、6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 个省级大学科技园，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