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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2日，局党政联席会决定将魏群、张士燮原作《秦皇岛港之歌》修订后

正式命名为《秦皇岛港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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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港口志》是继《秦皇岛港史》之后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志书，

她的问世，是我局的一件大事。我祝贺她的出版。

《秦皇岛港口志》是编纂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

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以港口生产建设为主线，用志书体例，比较全

面、系统、真实地勾勒出我港建设、运输、管理沿革等轨迹；记述了秦皇岛港

1898年开埠至1995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和改革

开放的巨大变化。该志书集我港发展史料的大成，再现了勤劳勇敢的秦皇岛

港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反映了秦皇岛港口综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部完

；+ 整的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多种社会功能的历史资料书。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是我
， 们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时期。加快秦皇岛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历史

。 赋予我们的重任。“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为了走好秦皇岛港这颗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我们一定要以志为鉴，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心全意依靠港口工人阶

级，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快两个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

’ 转变)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断提高港口运输生

．。 产、经营管理和人员的素质，争取秦皇岛港尽早跨入世界亿吨大港行列。

盛世修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秦皇岛港口志》对我港工人阶

级的反帝爱国光荣传统和爱国、爱港、爱岗的敬业精神，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

一述，再现了我港一代又一代职工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

， 育和港口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她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我局精神文明建设

的进一步发展，增强我港职工“爱我港口，建我港口99“港兴我荣，港衰我耻”

的秦港意识和秦港精神，为我港“四有”职工队伍的建设增添新的活力。我希

望，全局职工都能认真读读这部志书，继承、发扬我港的优良传统，为我港写

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



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者们为了编好这部书，

月勤耕不辍，志海钩沉，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方

纳整理工作，编写出这部上可慰前人，下可鉴来者的志书，为我局完成

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

的感谢!

局 长

1996年9月20日



前 言

? 秦皇岛港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到清末，开平煤矿的开

采和唐榆铁路的兴筑，使古老的海港焕发了青春，展现在世人面前。代之而起的是19世纪

末由清朝政府自行开辟的秦皇岛商埠。煤矿、铁路和港口的结合，就把京山、沈山铁路沿线

省区的进出口贸易与其最短径路出入海口——秦皇岛港利益紧紧联系一起，对推动“北煤

南运”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就是秦皇岛港重要的地理特征。
‘

《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目的在于记述秦皇岛港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运输事业中

的地位、作用，反映秦皇岛港建设、运输、服务、管理的整体素质，以及多功能、全方位、现代

化的发展方向。同时，配合世界能源输出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综合性大港的宣传，促进环

渤海经济，中国大陆架乃至亚太地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服务于当

前，并为后人留下秦皇岛港开埠以来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墨迹。 ．

《秦皇岛港口志》全书稿由门类志9篇，即：港口建设、港口运输、港口服务、港口建置、

企业管理、公共关系、港口职工、党派团体、人物和荣誉，计46章189节和辅文：序、前言、

凡例、综述、大事记、附录、跋等两大部分组成。 、

《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全室人员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的：篇目设

计、资料收集、众手撰写、编辑修补、缀辑合成。在编撰过程中，承蒙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

和本局各单位、各处室的大力协助，尤其在书稿送审期间，市、局领导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

见。他们是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齐家路、康占忠；原局领导：刘培新、李助民、杨子愚、张春

山、王占太、李景瑞、高凤臣、孙立言、姜淑云等；现局领导：李德宣、汪秉康、陈继舜、王阳

洋、薛德成、聂振一、朱福昌、林文鼎、王世宝；有关处室(单位)的领导还亲自动手修改；局

计划统计部门和局保密委员会亦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为保证志书质量把了关，在此一并致

谢。 一

谨以此志书奉献给1998年3月26日秦皇岛港开港10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

●’

主 编·
?

1996年9月19日 于秦皇岛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t一、《秦皇岛港口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

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而编辑的。 r’
．’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录、图、表等形式，图、表分别列入各章节中；

鉴于《秦港图志》专册已出版，因此本志书不再刊登有关港口面貌的照片。全志设篇、章、

节、目(个别目下列子目)。附录记载各历史时期国家对秦皇岛港的批文。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原则为1898年秦皇岛港开埠，下限至1995年底。为保持记述

事物的完整性，个别事物时间下限适当作了延伸。
。’

四、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1948年前用括

号注明朝代和民国年号，引文中的纪年不在此例。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凡是未注

明具体地域的，均指1948年11月27日秦皇岛解放的“以前”和“以后”。

五、称谓书写：本志所称“党"、“党委”、“市委”、“省委"、“党中央"等，均指中国共产党

及其机构。港口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称。

如中国共产党秦皇岛港务局委员会，简称局党委；中国海员工会秦皇岛港务局委员会，简

称局工会；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简称港务局；秦皇岛港简称秦港。

六、本志采用白话文(引文除外)记述体，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生不立传。立传人

物，只记履历，不加评论，力求真实，反映历史原貌。
’

七、本志资料来源：资料录自核实过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均按港口年报口径收录。．

八、企业荣誉：秦皇岛港所荣获的国家级、部级和省级荣誉，均集中放置在第九篇“秦

港荣誉"专章。

九、“秦皇岛港回归’’指1953年1月1日交通部正式接管秦皇岛港，并纳入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轨道。

十、篇目的总体构思：以“专业志"为主，兼顾“地方志"的色彩，以围绕港口生产建设发

展变化为主线，本着历史重要内容不丢，当代情况翔实的精神，力求构成一部较为系统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秦皇岛港口的历史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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