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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

威海市概况

在山东省东部，山东半岛东端．山东省辖市．北

纬36。41’～37。347，东经121。10'～122。427．北、东、

南三面濒临黄海，西与烟台市接壤．面积5436平方

公里．人口240．6万．有满、朝鲜、佤、拉祜、自、

蒙古、回、傣等36个少数民族散居。辖环翠区·代

管荣成、文登、乳山3县级市．市人民政府驻环翠区．

市境处鲁东丘陵东都，是一长期隆起地带，地势

中部高。北部较陡，南部相对平缓。地形以低山丘陵

为主．山地占总面积27．02％，丘陵占51．72％，平

原占21．26％。除少数山峰海拔在500米以上外，大

部分为海拔在200"-'300米，相对高度在200米左右

的波状丘陵，丘陵之间为山间平原，近海散布着滨海

平原。垛山．、马石山、玉皇山、寨山、昆嵛山、正棋

山、伟德山、槎山自西向东绵延，成为南北水系的分

水岭。昆嵛山主峰泰礴顶海拔922．8米，位于文登市

和牟平区交界处，是境内最高峰。丘陵形态浑圆，坡

缓谷宽，起伏较小。山间平原多在山间或山麓地带，

沿河流中下游呈带状分布。海拔高度通常为20"-'60

米．滨海平原沿海岸分布．宽数公里至十余公里之

间，海拔高度通常在10米以下．属暖温带季风型大

陆性气候，由于海洋的调节作用，具有春冷、夏凉、

秋温、冬暖及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风大，雾多和

雨水充沛等海洋性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11．1～

12．1℃．1月平均气温一1～一3．3"C，7月平均气温

21．3～24．5℃．年极端气温最低～25．5"C，最高

38．4℃．年均降水量740A-．850毫米。南部多于北部．

年均无霜期225天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2500．--,

2700小时，沿海少于内陆．年均风速每秒4～6米·

沿海大于内陆．常见的自然灾害有旱灾、风灾、水灾

和冰雹。春季南北季风交替频繁，大风日多，易造成

破坏．3"-'5月雨量偏少．常出现春旱．7～9月是全

年雨量最多时节，并常伴有大风，时为灾害性天气．

冰雹一般5至7年一遇，多在夏秋季节。境内河流属

沿海边沿水系。多砂石河，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

径流量受季节性影响差异很大．由于受地形影响，河

流多南北分流入海。北流入海的主要河流有初村河、

羊亭河、五渚河、石家河等I南流入海的主要河流有

沽河、小落河、青龙河、母猪河、黄垒河、乳山河等．

境内有温泉八处，具有温度，矿化度高，热效应好，

浮力、压力大，对人体作用力强等特点，其中宝泉汤、

七里汤、呼雷汤、归仁汤等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

境内土壤有棕壤、潮土：盐土、风砂土、水稻土，山

地草甸土和褐土等。棕壤是主要土类，分布于低山丘

陵，近山阶地和山间平原上，潮土分布在河流两岸及

沿海地带．盐土、风砂土、水稻土分布在滨海地带．

山地草甸土和褐土数量很少，主要分布在中低山地。

市境海岸线长985．94公里．海岸属基岩海岸．岸线

曲折。岬湾交错，岛礁众多．有刘公岛、鸡呜岛、镇

铘岛、南黄岛、险岛、东小青岛等岛屿60多个．较

大的海湾有威海湾、荣成湾、桑沟湾，石岛湾、靖海

湾、五垒岛湾、乳山口等．发展渔业生产、海上运输

具有优越条件和广阔前景．沿岸海蚀、海积地貌发

育，环海林带葱郁。气候宜人．风光秀丽。是良好的

避暑、游览地。境内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杂生针

叶林．山地主要有赤松、麻栎、黑松、刺槐等树种。

丘陵主要栽植苹果、梨、桃等果木和黑松、刺槐、赤

松、麻栎等林木．平原林木以杨、柳、刺槐、白榆为

主．滨海沙滩有防风固沙林带，主要树种有黑松、剌

槐等。境内已发现各类矿产资源33种，其中金属矿

产有金、铁、铜等10种，非金属矿产有花岗石、石

墨、石英砂等23种．花岗石资源储量丰富。品种繁

多质地优良，石岛红、乳山黑，文登花、青石花等品

种．享誉国内外市场。乳山的金矿，文登的石墨。荣

成北部沿海和环翠区西部沿海的石英砂，均为优势

矿产。濒临烟威、青石两大渔场，在此产卵并进行长

距离回游的鱼种有小黄鱼，带鱼、鲅鱼、青鱼等数十

种．地方性海产资源有梭鱼、鲻鱼、鲈鱼、红娘、鹰

爪虾，刺参、梭子蟹、海蜇等，有羊栖荣、江篱、石

花菜、海带、．裙带菜、紫菜等经济藻类和泥蚶、毛蚶、

菲律宾蛤仔、褶牡蛎、栉孔扇贝、紫贻贝、魁蚶、鲍

鱼等经济贝类。

市境依山傍海，兼得山海之利．具有发展渔业、

果业、种植业、畜牧业的生产优势，是山东省重要的

商品粮、花生、水果、海产品生产基地和重点产区。

全市耕地面积17．6万公顷。果园面积4．5万公顷，

林地面积15．2万公顷．有水库445座，其中大中型
水库13座，总库容9．09亿立方米，塘坝3424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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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6668万立方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1．6万公

顷．农业机械总动力172。42万千瓦．机耕地面积

16．6万公顷．依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农业生产结构的

不同．全市可分为三大农业经济区．沿海区，渔业生

产历史悠久，海水养殖业发达，现巳成为以养殖为重

点，养殖、捕捞、加工三业并举的渔业生产基地，以

养殖对虾、扇贝、海带、利参、鲍鱼，裙带菜著称．

并有水貂饲养业．沿海滩地宜林面积大，经多年植树

造林，防风固沙林带规模初具．内陆平原区．耕种历

史长，土壤熟化程度高，排灌条件好。现行小麦、玉

米(或花生、地瓜)一年二熟制，是粮油作物精种高

产区．丘陵区，地形与土壤类型多样，透光透气性好．

昼夜温差较大．是花生、大豆，地瓜和苹果、梨、桃

等主要产区．也是板栗、山楂、柿子和柞蚕主要产区，

草场资源丰富，奶山羊、长毛兔饲养较为普遍．大花

生、小国光苹果、三吉梨等以其质优和特有风味阿

名．农业年总产值169．97亿元．

工业历史悠久，如汉代的煮盐、冶金亚．唐代的

缫丝、织布业．近代工业兴起于清光绪年间．现已建

立起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行业为

支柱。拥有一轻、二轻、纺织、丝绸、食品，工艺美

术、机械，电子、化学、塑料、建材、电力、冶金，

钟表、黄金、医药、盐业等33个门类的工业体系．全

市现有乡镇办以上工业企业1332个，有550多种产

品荣获国优和都。省优质产品称号．小型胶印机械、

节能电机、程控交换机、电子电话机、计算机及软磁

盘等高新技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一定的覆

盏率和竞争力．手工羊毛地毯、机织羊毛地毯、钓鱼

竿、女绣花衣、抽纱刺绣制品，丝绸、轮胎、花生制

。品、皮革制品等名、优、特产品闻名遐迩．是传统出

口商品．威海市区是全市工业中心。兴办了国家级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环翠区和

荣成、文登、乳山3市也兴办了省级开发区．全市73

处镇驻地亦都成为具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新兴工

业小城镇．工业年总产值793亿元．

威海是港口城市．自元代以来就是我国南北贸

易和对外通商的口岸．沿海现有大小港口六个，威海

港、石岛港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港口．与日本、韩国、

俄罗斯、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直接通航．境内

公路总长1759．4公里，沟通境内外的主要公路有

309国道、青岛——石岛，石岛——烟台、文登——

朱桥(莱州市)等十二条干线，并有威海至烟台、威

海至青岛全封闭汽车专用公路．民用航空事业始于

1988年．已开通威海至北京、济南和广州(佛山)三

·-一1004·-一

条航线．桃威铁路经乳山、文登至威海市区．邮电通

讯能力大幅度提高。已建成邮电通讯枢纽工程，全市

农话、市话均实现了数字程控化，并实现了与全国及

国际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讯并网，开通了国内外直

拨电话和至韩国汉城的卫星通讯．

本市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事业稳步发展．全

市有高等院校分校3所，成人高等院校6所，中等专

业学校6所，技工学校7所，农业职业中学50所，普

通中学180所，盲聋哑学校4所．有艺术表演团体3

个·文物管理机构4个．图书馆4个，文化馆6个，

广播电台4座，其中无线广播电台1座，电视台4

座·有各类卫生机构387个。其中医院78个。疗养

院(所)3个．有各类科研机构48个．

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列入国家和省、市级保护的

名胜古迹、纪念地有22处．有刘公岛、成山头、马

山港、槎山、昆嵛山、乳山口、圣水富等风景旅游区，

有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天福

山革命遗址、马石山抗日战斗遗址、环翠楼、法华院、

天后宫、千真洞石刻、圣经山摩崖石刻、圣水岩石刻

造象等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正棋山的原始森林、海驴

岛的海鸥、俚岛的海滨等亦有独特的景观．

城区在市境北部，威海湾沿岸。北纬37。31．东

经122。067．面积36平方公里．人口11。37万．是一

座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工业、港口、旅游城市和沿海

对外开放城市．

城区环山滨海．棉花山和里口山拱抱北、西、南

三面，刘公岛耸峙于东．隔海相望．棉花山、雕山、

菊花顶，古陌岭、佛顶、躺牛山，仙姑顶等山峰屏立

周围，海拔均在200"-'400米．东山，高角山、奈古

山、塔山、金线顶诸山散落街区之间，有的成为园林

绿地．城南河是城区内主要河流．沿解放路南侧东流

入海．由于受地形和海洋影响．春、秋、冬气温偏高．

夏季气温偏低．年平均气温12．1℃．东风时往往有

海雾吹来．

城区原是海滨渔村．相传．元代名清泉夼．明洪

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此设威海卫，威海之名源

于此．永乐元年(1403年)修筑卫城，是为威海城

区建设之始．卫城在石落河(今名城南河)北岸，明、

清两代一直为我国北方沿海军事重镇之一．当时城

区面积0．56平方公里，有大小街道21条．直街与横

街交会处之十字街口(今统一路与和平路交会处)周

围是繁华地带。卫指挥使司、卫学、关帝庙、城隍庙

及集市集中于此．卫城东部海滨为渔民泊船晒网之

地·自清光绪年间创办北洋海军后，才有零散建筑。



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卫城外成为英国租界．

1901年将威海港辟为自由贸易港．并在卫城外东

部，东北部海滨建爱德华商埠区，修筑大小街道14

条．1930年10月，威海卫收回，将商埠区和卫城里

连成一片，并将北部戚家瞳、谷家瞳、东仓，北门外

和东部刘公岛划入城区，使当时城区面积达4平方

公里，有大小街巷156条．中山路(今育华路和海滨

路北段、新威路中段)及周围为商业中心。中外商人

汇集于此．民国年间，威海卫是山东半岛和华北地区

的重要贸易港口．威海城区向北部、西部和南部逐年

发展． 广

城区沿海岸分布，呈南北向带状组团结构．道路

总长277．9公里．园林绿地1050公顷，其中公共绿

地180公顷．文化路、昆明路，烟台路、解放路横贯

东西，与海滨路、新威路、青岛路、统一路交会，构

成棋盘式道路交通网络，连接生活区、工业区、风景

区和效区。整个城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各式楼房

随地形高低错落，被誉称为花园城市。老城区在塔山

以北，奈古以东区域．影剧院、体育场、新华书店、

医院、商店、饭店、浴池、贸易市场多集中于此，是

城区的中心。也是行政办公区和商贸文化区．尤以东

门外一带最为繁荣．工业区在西部烟台路东段，西北

部文化路东段和南部渔港路以南、青岛路北段东侧．

文化路西段建有哈尔滨大学威海分校、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1991年将附近沿路20平方公里范围，批准

为国家级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1992年将青岛路

中段和南段沿路附近36平方公里范围，批准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路中段和和平路东段为商

业街．西城路、海港路、纪念路、古陌路和石河街建

有农副产品、水产品和轻工产品贸易市场．北部环海

路沿侧和东部刘公岛，是风景游览区。烟台路西段南

侧18．8平方公里范围是省级旅游度假区．宝泉路是

宝泉汤温泉所在地，路侧水疗室、浴池林立，有温泉

一条街之称．城区内有塑料、橡胶、轻工机械、电子、

仪器仪表、水泥、玻璃、酿造、毛纺织、制革、造纸、

药品、文教用品、家用电器、工艺美术、服装等工业

企业．主要名优产品有满工扣锁绣花、改良羊毛地

毯、手工猪革服装、胶沾修面男鞋、钓鱼竿等．城区

是桃威铁路、青威与烟威汽车专用公路和309国道

的起止点．石烟公路经此．威海港有至大连、仁川

(韩国)的客运航线．城区南距威海机场37公里．有

9路公共汽车通往主要街区和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近郊张村、田村、孙家瞳等镇．

城区旅游资源丰富．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

军。以威海湾为主要屯泊口岸。设提督署于刘公岛

上。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现存提督署、水师学堂、

丁汝昌寓所、铁码头、炮台等建筑，列为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城区的威海英国领事馆旧址、宽仁院

旧址和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分别为山东省和威海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环翠楼、龙山庙等名胜古迹和

北郊海滨、刘公岛、奈古山、金线顶、塔山公园、海

滨公园等风景游览地．

威海市历史沿革

威海之名源于威海卫．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为防御倭寇析文登县辛汪都三里置卫，取“威震

东海”之义为名．

春秋战国时间，境内先后为菜子国地、齐国东莱

地．秦代．境内先属齐郡，后属胶东郡，为睡县地．

西汉，境内属青州东莱郡地，有不夜县，昌阳县、育

犁县．东汉，境内不夜县、育犁县分别省并入昌阳县、

牟平县，仍属青州东莱郡．三国魏时属东莱郡地，设

昌阳县．晋初，昌阳县并入长广县，属长广郡，今境

南部屑之．同时东莱郡改为东莱国，境北部属之，为

牟平县地。东晋至十六国时期，后赵析牟平县置东牟

县，属东牟郡，今境北部属之．境南部仍属长广郡，

为昌阳县地。南北朝刘宋时将东牟县并入牟平县，今

境北部属之．南部仍属长广郡，为昌阳县地．北魏皇

兴四年(公元470年)分青州置光州，领东莱、东牟、

长广三郡，今境北部属东牟郡，为牟平县地l南部属

长广郡，为观阳县地。东魏时，境内建置与北魏同。

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东牟郡并入长广郡，同

时，在境内设文登县·今市境尽属之．隋为青州东莱

郡地。设文登县．唐为河南道登州地．设文登县．五

代时期，境内建置与唐代同．北宋为京东东路登州

地，设文登县．金为山东东路宁海州地．元为中书省

宁海州地．金，元宁海州领牟乎、文登二县，今境内

设文登县．明为山东布政使司登州府宁海州地。洪武

三十一年(1398年)析文登县地设威海、成山，靖

海三卫．隶属山东都指挥使司．宣德二年(1427

年)设文登营。清为山东布政使司登州府地．雍正十

三年(1735年)裁成山卫置荣成县，裁威海卫、靖

海卫并入文登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占

领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

卫．1900年设威海卫行政长官署，属英国殖民部。威

海卫城里仍属文登县．

1914年裁府设道，属山东胶东道，设文登县、荣

成县．1925年分胶东道置东海道，文登县、荣成县

属之．1927年废道，文登、荣成二县直隶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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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威海卫收回，置威海卫行政区，直隶行

政院，1942年12月撤销。1938年境内属胶东行署区

第七行政督察区．同年3月，日本再度占领威海卫．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属山东省胶东行政区东海专区，

先后成立牟海、文西、文登、荣成、威海卫等县级抗

日民主政府．1945年8月成立威海卫市，隶属胶东

行政区．同年，境内设有乳山、昆嵛、文登、荣成四

县和石岛市，属东海专区，专员公署驻文登。1948年

威海卫市改属东海专区．

1950年5月撤胶东行政区和东海专区，组建文

登专区，现境内属之。同时，撤威海卫市，建威海县·
‘

撤石岛市。并入荣成县。同年底，境内有威海、荣成、

．文登、昆嵛、乳山五县。1951年3月撤威海县，设

威海卫市，同年5月改称威海市屑文登专区。1954

年4月增设石岛县，属文登专区，同年10月威海市

由专区辖市改为省辖市(县级)，由文登专署督导．

1956年2月撤销石岛县．并入荣成县f撤销昆嵛县，

其辖区分别划入牟平县和文登县。1958年10月改

属烟台专区，同年12月撤销乳山县，其辖区分别划

入文登县、海阳县和烟台市，同年，威海市由省辖市

(县级)改为烟台专区辖市．1961年10月恢复乳山

县。1967年现境改属烟台地区。1983年8月威海市

由烟台市代管，荣成、文登、乳山三县改属烟台市．

1987年6月威海市升为地级市，将烟台市所辖荣

成、文登、乳山三县划入，原县级威海市行政区域设

立环翠区。1988年10月文登县改为省辖县级市威

海市代管，同年11月荣成县改为省辖县级市，由威

海市代管．1993年7月乳山县改为省辖县级市，由

威海市代管．

环翠区

环翠区概况

威海市辖区。在威海市境北部。东、北、西三面

濒临黄海，东与荣成接壤，南及西南与文登市为邻。

面积723平方公里。人口41．9万。有回、维吾尔、壮、

瑶、朝鲜等12个少数民族散居。辖5个街道办事处，

9个镇。环翠区人民政府驻新威路．

地处鲁东丘陵东北边缘。平均海拔70一100米

之问，地势中部和东南部高，西部和西北部低I低山

丘陵与平原相问分布I山脉属昆嵛山系，主要山峰有

中部的里口山，东南部的正棋山，西南部的北玉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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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部的棉花山．屹立于本区与荣成、文登分界处的

-正棋山主峰海拔483．7米，是境内最高峰。因山脉临

近海岸，境内河流短促，流域面积小。经流量小。季

节性变化大，主要河流有五渚河、徐家河、羊亭河张

村河初村河、石家河等，均属山溪性河流。海岸线长

120．57公里，属基岩性海岸，岸线曲折多港湾，具

有天然良港和广阔的潮间滩涂．沿岸有刘公岛、褚

岛、黑岛、小石岛等大小岛屿16个．主要港湾有威

海港、皂埠口、合庆湾等j有15米等深线以内的浅

海面积约8000公顷，潮间带滩涂面积约1130公顷。

属暖温带季风性气候。由于海洋的调节作用，表现出

春冷、夏凉、秋温、冬暖，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

温度大的特征．年平均气温12．1℃，1月平均气温一

1．5℃，7月平均气温24℃．历年极端最低气温一

13．8℃(1970年1月4日)，最高气温38．4℃(1972

年6月10日)．年均降水量766．7毫米。年均无霜期

220天．累计平均风速为每秒5．6米，全年风向以

北，北西风最多，次为西北风。干旱、暴雨和大风是

主要的灾害性天气。渔业资源以底层鱼虾为主。主要

经济鱼虾常见的有小黄鱼、带鱼、鳓鱼、鲅鱼、鲐鱼、

青鱼、对虾等数十种。地方性资源有梭鱼、鲻鱼、鲫

鱼、鹰爪虾、梭子蟹、海蜇等。沿岸滩涂有经济价值

的生物资源达60余种。可开发利用的有菲律宾蛤

仔、紫石房蛤、光棘球海胆、刺参、大连湾牡蛎、褶

牡蛎、栉孔扇贝、海带、石花菜等。已探明的矿藏有

金、蛇纹岩、磷、石墨、石英砂等。有宝泉汤、温泉

汤、洪水岚3处温泉。全区土壤分为棕壤、潮土、风

砂土、盐土四大类．棕壤是主要土类，分布于荒山岭

坡、山间泊地和山前倾斜平地。可利用土地面积3．5

万公顷。有耕地6007公顷。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

米、花生等．有中小型水库37座，塘坎278座，总

库容积267．91万立方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5190

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14．8143万千瓦。林地总面积

1．75万公顷。主要分布在正棋山、里口山、刘公岛

和沿海沙滩，建有双岛、海滨、刘公岛和温泉等林场，

森林总覆盖率为44．9％。果园面积2354公顷，主要

果树有苹果、梨、葡萄、桃等。濒临烟威渔场。盛产

鱼、虾、贝、蟹和藻类，沿海村镇多从事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业．对虾、刺参、鹰爪虾、扇

贝为特产，畅销国内外．年农业总产值27．25亿元．

本区是市属工业企业主要驻在地．区内工业拥

有机械、电子、塑料、化工、纺织、服装、建材、工

艺美术、食品加工等十几个行业，乡镇以上企业172

个．名优产品有威海卫啤酒、苹果味美恩和四海豆面



酱．羊亭、温泉、崮山、田村、张村、孙家疃都已发

展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和规模的卫星城镇．年工

业总产值93．81亿元．

境内有青岛——威海：石岛——烟台，威海一
荣成等省级干线公路和青岛——威海、烟台——威

海汽车专用公路。为桃威铁路终点，威海火车站在城

区南9．5公里，威海港有至大连、仁川(韩国)的客

运航客线．

全区现有各类学校118所，其中·有山东大学威

海学校和哈工大威海分校2所高校，教师进修学校

1所，普通中学16所，小学99所．有艺术馆、图书

馆各1处，影剧院3处，博物馆l处，体育场1处．

有各类卫生机构13个，其中医院8个，有各类科研

机构29个．境内是中日甲午战争古战场·至今尚有

许多遗址可寻．主要名胜古迹和风景区有刘公岛、日

岛、正棋山，奈古山、北洋海军提督署、环翠楼、收

回威海卫纪念塔等．还有享有盛誉的医疗矿泉——

宝泉汤温泉．

．环翠区历史沿革

环翠区本原县级威海市．1987年6月．威海市

升为地级市后置区．因市区座落于群山环绕苍翠碧

绿之中得名．

春秋时间，今环翠区境属莱子国．战国时属齐国

东莱地．秦属齐郡(后为胶东郡)睡县地．西汉属东

莱郡不夜县．东汉属东莱郡昌阳县．三国魏沿之．晋

属东莱国牟平县。北魏属东牟郡牟平县．北齐属长广

郡文登县．隋，唐，五代、宋、金、元皆属文登县．

明洪武三十一年0398年)为防御倭寇，析文登县

辛汪都三里置威海卫．寓。威震东海”之义命名．清

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卫归县，复属文登县地，设

威海巡司．光绪二十一年0895年)=月，威海卫

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

撤离。同年7月，威海卫被英国强行租借．租借范围

包括刘公岛及威海湾周围诸岛和海湾沿岸十英里以

内的地方．威海卫城里仍属文登县．

1930年(民国十九年)10月，威海卫收回，置

威海卫行政区，设管理公署，隶国民政府行政院，

1942年12月撤销．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再次侵

占威海卫．1940年8月．威海卫抗日民主政权——

威海卫行政办事处成立，属东海专区。1945年8月，

设立威海卫市．属山东省胶东行政区．1948年3月，

威海卫市改属东海专区．

1950年3月，威海卫市实行城乡分治，政区范

围缩小．同年5月撒市，改设威海县，辖2区l镇6

乡，属文登专区．1951年3月，撒县重设威海卫市。

5月改称威海市，属文登专区．1954年10月，威海

市改为省辖市，由文登专区督导．1956年2月·改

由莱阳专区督导，辖8乡3街道办事处．1958年10

月，威海市改为专区辖市，屑烟台专区．成立10处

人民公社．1962年改为13处公社．1965年划出3公

社归文登，划出3公社归荣成，全市为7处人民公

社．1983年8月．威海市复为省辖县级市，由烟台

市代管。1984年3月区划调整，设7镇3办事处．

1985年设刘公岛办事处。1987年6月，威海市升为

省辖地级市，以原威海市的行政区域设立环翠区．

1992年蒿泊镇改建为蒿泊办事处．1994年蒿泊办事

处划归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6月文登初村、草

庙子、荣成桥头、泊于共4镇划归环翠区，年底全市

辖4办事处各10镇．

·纪念路Jinian Ln

在威海城区东北都。东起东山路。西至北仓街。

长530米，宽18米。沥青路面。形成于1898——1930

年。是商埠区的一部分．‘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附

图载为竞争路．1932年名为纪念路．以路中段经收

回威海卫纪念塔得名．1949年后，将文明巷、延平

巷并入．1969年又将沈阳街并入，名反帝路．1979

年开始．昆明路至光明路之间路段逐步拆迁改建．

1981年复称纪念路．1985年铺筑沥青路面．1986年

将文化路与光明路之间路段析出为文明巷．1991年

拓宽改建，始成现状．路两侧主要为居民区。多七层

楼房住宅．中部北侧建有威海贸易市场．

文化路W(mhu&Ln

在威海城区北部。是横贯城区北部东西向。连接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干道。东起海滨北路，向

西北转西南至烟台西路，中与新威路、统一路、古陌

路、少年路、西北山路、古寨东路、古寨西路、长春

路、吉林路、沈阳路、鞍山路，锦州路等交叉．全长

11公里．车行道宽18—38米．沥青路面．有绿化带

相隔。分东、中、西三段：海滨北路至西北山路之间

为文化东路}西北山路至福山路之间为文化中路；福

山路至烟台西路之间为文化西路。统一路以东路段，

原为乡间小路．1898——1930年间，此处有人定居，

形成街道。1932年名大同路．以山西省大同市命名．

1969年更名为长征路．统一路以西原是莱园，1981

年在此开辟道路并向西延伸至少年路．1983年铺筑

沥青路面．少年路以西原是农田，1984年在此规划

文化区．并开辟道路．1985年与长征路合并．命名

为文化路．1991年将古寨东路以西道路拓宽至38

‘·-——1007·-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米。1994年1月将原振兴路并入，形成现状．沿路

学校、工厂、居民区相问．有技术监督局、鲸园小学、

疗养院、白天鹅宾馆、妇幼保健院、药材公司、康威

电子公司、职工中专、财会学校、电视大学、广播影

视之家、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威海日报社、哈尔滨

工业大学威海分校，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等单位．间有

神道口、毕家疃等居民区。西端为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通多路公共汽车并设站．

昆明路KQnming La 1_

一 在威海城区中部。为东西向干道之一．东起海滨

北路．西至少年路南端，中与海港路、新威路、统一

路交叉．长1014米。车行道宽38米．沥青路面．车

行道间有绿化带相隔．原为威海卫城北部城墙．

1898——1930年间，沿城墙形成街道．当时为北城

门路之一段。1932年名昆明街．以云南省昆明市命

名．1969年名反修路。同年将莱州巷，诸城巷、威

中路并入．1975年铺筑沥青路面．1981年复今名，同

时将统一路以西新辟道路并入．1982年拓宽。始成

现状。沿路有市建筑工程公司、田径运动馆、威海卫

大厦、邮电局、电业局、威海剧院、圆楼大酒店、糖

酒站、环翠宾馆等企事业单位。西首有青少年宫．

烟台路Yantbi La ：，

在威海城区西部．为西郊东西向主干道。东起解

放路与和平路交会处，西至烟台西路南端接烟台

——威海汽车专用公路。中与古寨东路、辛汪寨路、

古寨西路交叉．分东西两段：解放路与和平路交会处

向西至福山路为烟台东路；福山路向西至振兴路南

端为烟台西路。长约9公里，车行道宽32米。沥青

路面．有绿化带相隔。该路东段原为荣成——烟台公

路一段．1984年进行拓宽改建．1985年命名为烟台

路．因此路通往烟台得名．1986年曾将此路分为东、

中、西三段，其时仅形成东、中两段。后合并为烟台

东路．1991年修建田村以西道路．1992年调整为东

西两段。沿路为工业区和居民区。有钟表、玻璃制品、

灯泡、地毯、水泥、塑料渔具等企业，有寨子、万家

瞳、黄家沟、王家庄、仁柳庄、田村、后峰西等居民

区．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

和平路H6p，ng La

在威海城区中部．为城区东西向干道之一．东起

新威路，西至与解放路交会处，接烟台东路，中与统

一路、西城路交叉．长1400米，车行道宽12米．沥

青路面．原为威海卫城里东西主衡，称横街．清康熙

‘威海卫志>：“横街，自东而西，两门相对”．1931年

进行拓宽整修。并拆除卫城东门，名维新路。名称源

·-—-1008．-——
’

于徐祖善(时任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威海．

卫维新路东门联语'：“能去腐，乃可维新，为多年除

障碍。即为百世利交通，直道喜同行，伫看文明输出

入。”1949年以后，名和平路。1958年将西门外土路

拓宽并入．1968年铺筑沥青路面．1969年将西门外

土路拓宽并入．1968年铺筑沥青路面．1969年名韶

山路．以湖南韶山冲得名。1981年复称和平路。1984

年再次拓宽．路侧楼房鳞次栉此。西城路以东为商业

区，有威海百货大楼，威海卫商场、人民商场及市立

医院等。西城路以西为工业区，有皮鞋厂、地毯一厂，

工艺品厂、轻工机械厂、无线电二厂等．威海技工学

校驻此．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宝泉路Bdoqudn La

在威海城区东部．东起海滨北路。西至新威路．

长276米，宽10米。沥青路面．原为海滨沙滩．1901

年在此建“源泉汤”浴池，此后逐渐形成街道．威海

卫收回后名长安街。以陕西长安县得名．1949年后

名健康街．以街中的“工人健康汤”浴池得名．1969

年名遵义街，以贵州省遵义市得名．1974年铺筑沥

青路面．1980年拓宽改建。1981年始名宝泉路。沿

路有温泉浴池、水疗室、游泳馆、四O四医院、计划

生育培训中心、宝泉宾馆、中国共产党环翠区委员会

等。路西段北侧为威海卫广场。

解放路Ji5fang La

在威海城区中部，城南河北岸。是横贯市区的主

要交通千道。东起海滨北路，西至与和平路接烟台东

路，与新威路、统一路、西城路交叉．与顺河街隔河

相对。长2360米，车行道宽18米。沥青路面．原为

威海卫城南部城墙．1898——1930间，沿城墙形成

街道。据朱世全《威海问题》载，当时名为白伦特路。

1932年名重光路、泰山路．1959年后，拆除南城墙。

将重光路与南城根巷合并，名南城街。1969年将东

部泰山路和西部西门外道路并入，名解放路。1971

年起，先后三次拓宽取直．1985年曾并入烟台路．

1986年复称解放路．沿路有威海军分区、长途汽车

站、服装五厂、印刷机械厂、水产品批发市场、自来

水公司等单位．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统一路T6ngyi LQ

在威海城区中部。为城区南北千道之一．北起古

陌岭山之阳，接古陌岭隧道，南至塔山北麓，中与宫

松岭路、文化东路、光明路、昆明路、和平路、解放

路、大众路交叉。长2．1公里，车行道宽20米．沥

青路面。车行道间有绿化带相隔。原为威海卫城里南

北主街，名直街。康熙《威海卫志》：“直街，自北而



南，两门相对”．1931年进行拓宽，名统一路．名称

源于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徐祖善‘威海卫维新路东

门联语》：。由分治，终归统一，祝全国化暌离，更祝

闻方泯畦町，折冲共起，勉从坦荡竟趋跄。”1969年

名j匕京路。1970年铺筑沥青路面。1981年复称今名，

同时将昆明路以北原长沙街和解放路以南新辟道路

并入。1988年在文化东路、解放路之问路段建商业

街．沿路有花生交易市场、珍珠宾馆、龙电宾馆、丽

园大酒店、圆楼大酒店、海林宾馆等．中国人民银行

威海市分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驻此。通公共汽车并

设站．．

新威路Xinwei La

在威海城区中部。为城区南北向于道之一．北起

高角山，南至竹岛桥与青岛路相接。中与文化路、光

明路、昆明路、解放路、大众路交叉．长3．1公里，

车行道宽18—20米。车行道间有绿化带相隔．始建

于1902年，是商埠区主要街道，为商业兴盛之区，中

外商号、银行糜集于此。据朱世全‘威海同题'载，

当时为五条街道，分别名码头、莱市街、城市路、布

朗路、霍克哈特路。1932年南大桥以北名中山路，以

南名四登楼西．1938年合称中山路，其时，中山路

由东山西麓循海滨向西，转南至金线顶西麓。新威路

之名，始见于1940年‘威海卫市区地图)．1956年

开始分段整修，铺筑水泥或沥青路面，并将南段改道

取直．1969年名东方红路，其时，东方红路由湖南

街西端向南，至竹岛桥止．1979年北段改道取直，修

筑昆明路向北至高角山间新路．1981年复今名．

1982年再次拓宽，始成现状．沿路宾馆、商店、工

厂，住宅等相间。有威海卫大厦、华联商厦，百货大

楼、东方宾馆、北洋电气集团公司、橡胶厂、印刷厂、

玻璃厂、水泵厂等。威海市人民政府驻路之北首，环

翠区人民政府驻在中段偏北。与宝泉路相接处辟有

威海卫广场．通多路公共汽车并设站．

青岛路Qingdao n

在威海城区南部，为城区南部和南郊南北向主

干道．北起竹岛桥接新威路，南至江家寨接青岛——

威海汽车专用公路，中与渔港路、莱西路、平度路、

海峰路、渤海路，上海路、齐鲁大道、珠海路、海南

路等交叉。长约13公里，车行道宽36米。沥青路面．

车行道间有绿化带相隔．原为石岛至烟台公路一部

分。1985年将长峰以北路段进行拓宽，划入市区，命

名为青岛路．因此路向西南通青岛，故名．1992年

对长峰至江家寨路段进行整修拓宽。路分北、中、南

三段：竹岛桥至望岛河之间为青岛北路；望岛河至天

东桥之间为青岛中路，天东桥至江家寨之间为青岛

南路。沿路有北竹岛、南竹岛、戚家庄、长峰、蒿泊、

宋家洼、江家寨等居民区和新华药厂、机床厂、山东

轮胎厂、毛纺织厂等企业，有物资大厦、邮电大楼等

高层建设．市中医院驻路西．平度路以南属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海港路Haigang La

在威海城区东部．北起光明路。南至威海卫广

场，中与昆明路、体育路交叉．长825米，宽9米．

昆明路以北为沥青路面，以南为石板路面。原为海滨

沙滩，1898——1930年形成街道，是商埠区组成部

分．据朱世全‘威海问题)载，当时名莱市街、城市

路。1932年以后递属中山路、新威路、东方红路的

一部分．1963年部分路段铺筑水泥路面．1965年进

行拓宽改造．1981年由东方红路划出，并将昆明路

至宝泉路之间无名街道并入，名海港路．因邻近威海

港得名．此时，海港路东北起自北山路南端，向西经

鲸园，转南至宝泉路，全长1482米．1985年将北山

路至光明路之间路段划归海滨北路，始成现状．沿路

有市建筑公司、外供公司、威海卫大厦、口腔医院等

单位．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

环海路Huanl幢i La

在威海城区北郊，环翠区孙家瞳镇境内。为市北

郊主要交通干道．亦是北郊海滨风景区主要游览道

路。南起黄泥沟南海滨接东山路，向北转西．折西北

至远遥咀接北环海路．全长约17公里。车行道宽

6．5米。沥青路面。原为乡问小路。1979年曾进行拓

宽修整，同时在东山至合庆海滨规划疗养区．1985

年修建东山至合庆问路段，同年，命名为环海路，因

该路环海岸而得行名．1990年12月将路向北延伸

与靖子至田村公路靖子至槐云段连接。改建为环海

旅游道路．1991年6月全线竣工。沿路经合庆、王

家村、山东、靖子、里窑、沙窝、远遥、槐云等村落。

道路依山傍海而行，沿线绿树碧海掩映，风景秀丽．

已建成避暑疗养馆舍二十余处，并有峡口听涛、猫山

度假、褚岛垂钩等风景点．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海滨路Haibin¨

在威海城区东部，威海湾西岸．为贯通城区东部

南北向主干道。东起北山路南端，向西转南，折东循

海滨至海埠路，中与金线顶路、渔港路、上海路等交

叉．分北、中、南三段：北山路至渔港路问为海滨北

路；渔港路至望岛河间为海滨中路i望岛河至海埠路

间为海滨南路。现形成北山路至望岛河问路段，长约

9公里，车行道宽14—28米。沥青路面．原为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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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1898——1930年在此修筑海堤，堤上筑路．

1932年后名蓝普森路(蓝普森，英国驻华公使，‘中

央交收威海卫专约》英方签字人)。1945年后名海岸

路．1951年名海滨路．1969年名海防路，当时的路

段仅在光明路至解放路间。1981年复称海滨路，其

范围北起光明路东端，南至瓷厂东，长1780米。1992

年在逐段修建海堤的同时，整修改建路面．1985年

将光明路以北的海港路并入．1989年修成瓷厂东至

渔港路间路段．1992年修筑渔港路至望岛河间路

段．北路沿侧有海关、客运站，建有客运码头、旅游

码头、海滨公园和海滨乐园。中路沿侧多工厂．通公

共汽车．

东山路Dongshan La

在威海城区东北部。为城区通向东北郊之交通

要道．西起北山路，东至东山北便4接环海路．长1582

米，宽10米。沥青路面。原为乡间道路。1932年命

7名为成都路。以四川省成都市得名．1949年后名废。

1972年在第一中学北侧向东开辟新路与原成都路

相接．1979年开始分段拓宽。1981年以东端之东山

命名为东山路。沿路多为居民区。码头小学、市公路

局、东山宾馆等驻此．通公共汽车．

古寨东路G矗zhai D6ng k

在威海城区西部。为城区西郊南北向干道。按照

规划，南起潍坊路，北至钦村路，中与潍坊路、烟台

东路、古寨南路、文化中路交叉。现仅形成烟台东路

至钦村路之间路段．长约2000米。宽18米．沥青路

面．路依山势起伏。坡度较大．原为市郊农田，1984

年在此规划居民生活区．1985年开辟烟台路至文化

路间土路，同年命名为古寨东路。以路西山岗上有古

代营寨旧址得名．1986年铺筑沥青路面。1992年建

成文化路至西钦村之间道路。沿路两侧多为居民生

活区。威海人民广播电台、中洋实业总工司暨锡馕工

艺品厂驻此．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7吉陌路Gfimb LO

在威海城区北部。南起昆明路，北至宫松岭路，

中与光明路、文化东路、花园南路、花园中路交叉．

长1499米，车行道宽8米．沥青路面．原为市郊农

田、菜园．1979年开始在此建设居民区，1982年形

成街道。1983年以路北端古陌村命名为吉陌路，同

年铺筑沥青路面．文化东路以北路段，坡度较大．沿

路两侧为行列式楼房居民住宅。长征小学驻中段西

侧． 。

西城路Xicb．邑ng n

在威海城区中部。北起环翠楼公园南门，南至解

一1010一

放路。中与和平路交叉。长467米，宽10一12米．沥

青路面。原为威海卫西城墙旧址．清末，始有人在城

墙边建屋定居，形成街巷，名西城根巷．1959年将

城墙拆除，并在墙基旧址上修筑道路．1981年命名

为西城路。同年开始逐段拓宽，铺筑沥青路面．和平

路以南原为露天农贸市场，1988年进行拓宽改造，

建成棚厦式封闭农贸市场。和平路以北为楼房住宅．

菊花顶路Jnhuading LO

在威海城区北部。东起北山路，向西转南至高角

山东坡，接北仓街，与建设街、建设西街相通。长994

米，宽6米．沥青路面。原为山坡荒地，1988年在

此规划建设菊花顶居民区时修筑。1990年命名为菊

花顶路，以菊花顶山得名。路两侧为居民区，皆楼房

住宅，并有粮店、商店、饭店、菜店等。西部和西南

部有小水库、果园等．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育华路Ydhud La

在威海城区东北部。东起东山路，西至北山路南

端。长775米。宽9米．沥青路面。形成于1898—
1930年间，是商埠区的主要部分之一．1932年西段

名大成巷，后改为育华路，以育华中学(即今第一中

学)得名。东段名医院路，以路东端威海卫公立医院

得名．1949年后，西段并入医院路．1969年新威路

东段(4809工厂以东)并入，名拥军路。1981年铺

筑沥青路面．1986年西段复称育华路。1991年拥军

路并入，仍名育华路．路西端两侧有4809厂、威海

市第一中学，东段两侧为居民区。

光明路Gudngming La

在威海城区北部。东起海滨北路，西至奈古山东

麓，中与海港路、新威路、统一路、古陌路、少年路

交叉．长1071米，车行道宽8米．沥青路面。清末，

为北门外村一部分。1932年划入城区，名曹州街，以

古曹州府(今山东省菏泽市)为名．1969年名光明

街．1981年将原朝阳巷并入．1984年将友谊巷和统

一路以西新辟道路并入．1985年名光明路．1988年

后，陆续将新威路以东(包括治安巷)、少年路以西

新开辟道路和中段北侧团结巷并入i沿路多为行列

式楼房住宅．中段路北有威海疗养院、土产品商场、

市财政局等单位，少年路以西为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及所属部门驻地．

仓坊巷Cangfang Xiallg

在威海城区中部。西起统一路，向东转北复向东

至向阳街。长310米，宽6--9米．砼板路面．清初

名前王家巷、后王家巷，以姓氏得名．1932年，前

王家巷名仓坊巷，因巷内建有监谷仓得名。后王家巷



名王家巷。1949年后，两巷合并为仓坊王家巷。1969

年更名为四新巷，1981年复称仓坊巷．两侧皆楼房

住宅．

渔港路YQg五sag Ld·

在威海城区南部。西起规划中的竹岛路，东至威

海渔港东北。中与海滨中路、青岛北路交叉．长1200

米，宽12米．沥青路面。原为北竹岛村南农田。1979

年威海渔港投入使用后形成道路．1982年拓宽整

修。铺筑沥青路面。1983年命名为渔港西路。以路

南侧威海渔港得名。1992年将西端之渔港西路并入

成现状。东段路侧驻有威海渔港、水产品加工厂、渔

轮修造厂、水产育苗厂、冷藏制冰厂和水产酒家等单

位，西段为居民区．

丁公路Din996ng n+

在刘公岛南部海滨。西起曲阜街，东至东泓岬

角．长3904米，宽3．5—7米．水泥路面。原为海滩。

清光绪十三年0887年)修筑海堤后形成街道。1936

年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姓氏命名．沿街有北洋海

军旧建筑．

东码头D6ngn证t06

地片名．在威海城区东北部，东山路西段南侧，

泛指育华路两侧和安平巷、东码头路一带。明清时

代，为泊船海口，名庙前海口．清初在此建天后富．

乾隆‘威海卫志》：。庙前海口，在卫东北三里，海际

山麓弯环曲抱，善避飓风。海运通行时，粮船兵船数

百艘杂泊其中”．1901年筑码头，俗称东码头，后成

为商埠区一部分．1945年在周围街区建行政村，即

以东码头为名。市第一中学在西端北部。有公共汽车

经此．

鲸园Jingyucin

地片名．在威海城区北部偏东。泛指纪念路与海

滨北路之间，三角花园周围这一区域．明清时代，名

坞口，亦作兀口，为渔民捕鱼晒网场所。清创办北洋

海军后，始有人定居．1898——1930年间，成为商

埠区一部分，建有坞口花园。1931年后，因花园架

鲸鱼骨为门，易名鲸园。时为市区商业繁荣地带。

1945年在花园周围建行政村，即名鲸园．鲸园小学、

商业大厦、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驻此．

有收回威海卫纪念塔。通多路公共汽车并设站．

东门外Dongr碰nwai

地片名。在威海城区中部。泛指新威路中段与和

平路、东城路、宝泉路、体育路交会路口及附近地区．

因地处威海卫东门之外，故名．明代为威海卫校武场

一部分．1898——1930年问，成为商埠区一部分。辟

有野球场和高尔夫球场。有威海卫广场、体育场、新

华书店、电影院、百货大楼、东方宾馆、华联商厦、

华侨商店等，为城区文化、体育和商业中心。多路公

共汽车经此。

东仓Dongcang

住宅区名．在威海北部，高角山东南。北与菊花

顶居民区相连．包括北仓街、杭州街、南昌街等街道。

原为城郊自然村。明清两代，名东仓集。乾隆《威海

卫志'：“东仓集．在卫东北二里，明系军营电聚之所，

营裁集废。”集废后，名东仓，俗称北仓．1931年划

入城区．1945年建行政村，仍以东仓为名。现为居

民区．1991年进行旧城改造，现有住宅楼56幢。南

部有威海贸易市场、鲸园大酒店、皇都酒店等。

菊花顶Jhhuading

住宅区名。在威海城区北部。东西两端分别与戚

谷疃、古陌毗邻。为花园式住宅区．原为山坡梯田。

1988年在此建楼房住宅。以北部山峰菊花顶为名。

占地面积约48公顷．有2——6层住宅楼90栋，分

东、中、南、西四个小区。主街名菊花顶路，东西向。

住宅依山势高低错落，楼间砼板甬道成网，区内有花

草、树木、绿地．有幼儿园、商店、粮店、饭店、蔬

菜副食品店、诊所、理发店、储蓄所等．设派出所、

居委会．通公共汽车并设站．

塔山Tdshan

住宅区名．在威海城区中部偏南，塔山东南山

坡．西与戚家夼毗邻。原为梯田、果园。名东窑。1979

年建设住宅小区。因地属塔山，故名。占地面积37

公顷，有3--6层住宅楼210栋，包括塔山西路、东
窑街、东窑东街、东窑南街、东窑西街等街道。同心

路、塔山东路、塔山中路从中通过。楼群结合地形特

点，采用行列式平行等高线布局，楼间有甬道。有小

学、商店、菜场等。东南高地为明代竹岛寨遗址。通

公共汽车并设站。

望海园W&nghtiiyudn

住宅区名。在威海城区东部，南北两侧分别与望

岛和戚家庄相邻。包括永安里、永宁里、永昌里、永

泰里、永康里、永乐里、永嘉里、永兴里八个组团。

占地面积45．5公顷，总建筑面积38．02万平方米，

可容纳居民4076户，1．35万人。设计公共绿地4．68

公顷，宅旁绿地15公顷。胶州路与望海公路、望海

西路纵横区内，为主要街道。原为山坡梯田，1991年

在此规划住宅楼群．1992年命名为望海园，同年动

工兴建。规划6——18层楼房住宅90余栋，并有中

小学、幼儿园、邮电、门诊、储蓄、粮店、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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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市场、影院、俱乐部等公用设施。公共汽车经此并

设站．
、

一

，

鲸园街道办事处Jingyuan Ji6d&ob／mshichd

在威海北部．北至古陌岭、菊花顶诸山，与孙家

瞳镇相邻，西接田村镇，南至昆明路与环翠楼街道办

事处相接。东部滨海。辖19个居民委员会。面积5．9

平方公里。1255户，人口41324．办事处驻统·路．

1945年9月属威海卫市城市区和市北区。1954

年设3居委会2乡．1956年9月成立鲸园街道办事

处．1958年8月至1960年7月，先后属城厢街道办

事处、城厢人民公社．1960年8月属市区人民公社

鲸园分社．1966年改称鲸园街道办事处，仍属市区

人民公社．1980年并入市区街道办事处。1982年12

月改称环翠楼街道办事处．1984年3月由环翠楼街

道办事处和市区人民公社折置鲸园街道办事处。因

辖区内有街心花园鲸园得名。 ，

地处棉花山脉南麓．北部依山，地势较高．南部

为滨海平原，地势平坦。辖区东部(新威路以东)原

为海滩．1898至1930年间成为商埠区的一部分．今

鲸园周围时为商业中心．1949年后，几经建设改造

成为居民区和党政机关办公区。西部原有北门外、北

沟、庙埔三村．1978年始按照城市建设规划进行改

造，建成居民区．北部山中原有戚东夼、徐里夼、古

陌三村。今亦成为居民区．1988年又建成菊花顶居

民区．辖区内驻有中国共产党威海市委员会、威海市

人民政府机关及威海市实验中学、交通银行威海分

行、中国银行威海分行、威海疗养院、威海港务管理

局、威海海关、威海建筑工程公司、威海口腔医院、

威海卫大厦、威海商厦等企业事业单位．南北向主要

道路有少年路、古陌路、统一路、新威路、北山路、

海滨北路、海港路等；东西向主要道路有光明路、文

化东路，纪念路、东山路、菊花顶路、花园南路、花

园中路、花园北路等。

有锡镶工艺品厂、塑料编织包装厂等16个工业

企业．工业年总产值22552万元．有果园280亩．

环翠楼街道办事处Huanc试16uJiedaoban

shiehd ’

，在威海中部．东至威海湾，北至昆明路接鲸园街

道办事处，西至奈古山接田村镇，南至塔山接竹岛街

道办事处。辖12个居民委员会．面积4．7平方公里．

19584户，人口28979．办事处驻和平路．

1945年9月现辖区属威海卫市城市区．1954年

设3居民委员会．1956年9月分属城里和大桥两街

道办事处．1958年8月至1960年7月，先后属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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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城厢人民公社。1960年8月屑市区人

民公社环翠楼、大桥分社。1966年改设环翠楼街道

办事处、大桥街道办事处，仍属市区人民公社．1980

年7月属市区街道办事处。1982年12月改称环翠

楼街道办事处．因辖区内有名胜环翠楼得名．

地处里日山东北麓。南部与西部依山，地势较

高．北部为滨海平原，地势平坦。辖区由原威海卫城

里及东郊、南郊、西郊组成．卫城里是老居民区，已

经改建为楼房住宅群并新建统一路和和平路两条商

业街。卫城以东和东南原为海滨滩地，后成为商埠区

的一部分，现为文化误乐区和工业区。卫城以南和以

西。原有塔山里、杏花村和西门外等居民区，亦已建

为居民区和工业区．辖区内有中国共产党环翠区委

员会、环翠区人民政府机关及华联商厦、威海百货大

楼、威海卫商场、市立医院、东方宾馆、威海橡胶厂、

玻璃厂、电机厂、印刷机械厂、水运学校、技工学校、

自来水公司、地毯一厂、威海汽车站、威海剧场、威

海影院、宝泉浴池等企业事业单位。南北向主要道路

有西城路、统一路、新威路、海滨北路、塔山中路等}

东西向主要道路有和平路、宝泉路、解放路、大众路

等．有塑料网线、五金、印刷、工艺品等厂和五交化

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安装建筑公司、能源服务中心

等。工业年总产值10180万元。

竹岛街道办事处Z№daomdaobamKchn

在威海南部．北至塔山接环翠楼街道办事处，东

部滨海，南部邻蒿泊街道办事处，西部邻田村镇、张

村镇．辖5个居委会．3个村民委员会．面积18．3平

方公里．7205户，23700人．办事处驻新威路．

1945年9月现辖区分属威海卫市城市区和风

林区．1950年3月分属威海市郊区竹岛乡和文登县

凤林区望岛乡．1956年9月分属威海市大桥街道办

事处和长峰乡．1958年9月分属城厢人民公社和风

林人民公社．1962年6月属市区人民公社．1984年

3月撤销市区人民公社，析置竹岛街道办事处．因辖

区内南北竹岛村得名．

地处里口山脉东麓．地势西高东低．耕地1120

亩．果园1169亩．农业年总收入2045万元．原为市

区南郊，有北竹岛、戚家夼、南竹岛、陶家夼、戚家

庄和望岛三村等八个自然村，后随着市区工业企业

的迁入。逐步发展为市区．境内南北向主要道路有青

岛北路、海滨中路、竹岛路等}东西向主要道路有金

线顶路、渔港路、即墨路、崂山路、沧口路、四方路、

莱西路、平度路。辖区内驻有市第二中学、威海渔港、

鲁东机械厂．威海市中医院、新华药厂、山东轮胎厂、



毛纺织厂、造纸厂、铅笔厂、塑料二厂、链条厂、第

二热电厂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六毛纺织厂等企业

事业单位．街办企业有理石厂、装璜厂、铸造厂、服

装厂等．工业年产值53496万元．

刘公岛街道办事处Li695ngd五o J诡daoban

shich／l

在威海东部，刘公岛上。辖1个居民委员会．面

积3．3平方公里。149户，人13 359。办事处驻体育

路．。 ．，

。

” 刘公岛开发虽早，但居民几经迁徒。村庄亦几经

废兴．据载，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岛上

有东村、西村，新庄子三村．1931年划入威海卫市

区．1945年9月，属威海卫市刘公岛镇．1956年2

月撤镇，并入第一居民委员会，自同年9月起先后隶

属鲸园街道办事处、城厢街道办事处、城厢人民公

社、市区人民公社、鲸园街道办事处．1985年1月，

成立刘公岛街道办事处，以刘公岛为名．

街区在岛南岸，依山滨海，呈东西向带状。街区

内建筑大致形成于三个历史时期：即光绪年问北洋

海军时间、1898年至1930年间英国租占时期和

1949年以后。东部(原东村)为居民区．西部(原

西村)有北洋海军时期的提督署、龙王庙、水师学堂

等建筑，丁公路、刘公路、邓公路等横贯东西，与曲

阜街、旗顶路等交叉。构成道路网。并有环岛公路沟

通岛上各处．

有塑料厂、纸箱厂等8个工业企业．工业年总产

值229万元．耕地244亩，果园50亩． 、

田村街道办事处Tklnc6n Jiedaobbnshich／1

在威海西部。北至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部滨海，南至祈顶山与张村镇相邻。东至西北山路

与鲸园街道办事处相接。辖19个居民委员会．面积

31平方公里．人口2．7万．办事处驻烟台东路。

1945年8月分属威海卫市里口区、市北区．

1950年届市郊区，设田村乡．1956年神道口、寨子

=乡并入．1958年9月建田村人民公社．1984年3

月置镇。1996年8月撤镇，设立田村街道办事处，因

境内田村得名．

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丘陵地带，海拔200一

400米之间．北部为滨海平原．地势平缓．间有100

米左右缓丘分布．沿海多沙质海滩，可作海水浴场．

有耕地4850亩，果园8690亩．经济以副业生产为

主．东部低山丘陵地带适宜发展油料、水果生产．农

业年总收入18766万元。辖区东部为工业区，驻有钟

表工业公司、刃具厂、塑料四厂、水泥厂等单位．街

办工业有电机、橡胶制品、鱼竿等厂．工业年总产值

66636万元．境内南北向主要街道有西北山路、奈古

山路、古寨东路、辛寨路等I东西向主要道路有文化

中路、古寨南路、烟台西路、烟台东路、潍坊路等．

境内有中学1所，小学6所．有文化站、广播站、老

干部活动服务中心、医院等设施。有神道口和仁柳庄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槐云Hudiy6n‘

在田村街道办事处驻地东北3．5公里，西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相邻．耕地459亩．人口

1120人．聚落依山分布，呈块状．主街南北向。产

小麦、玉米、花生，有果园293亩，产苹果。有机械

厂、塑料厂，建筑队等．有小学1所．环海路经此，

通公共汽车． 一

相传，明代中期，先后有李、梅、夏三姓来此定

居。因村中多槐树。即名槐树底．至民国年间，始名

槐云．

李家夼Lvj捌‘u矗ng

在田村街道办事处驻地东南3．5公里．耕地48

亩．人口580．聚落依山沿河分布。呈点状．主街南

北向。有果园186亩，产苹果．有五金加工厂、采石

场、印刷机件厂等企业．有简易公路通威海．

相传，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李玉授威

海卫指挥佥事职后，其家眷自今安徽省灵壁县来此

定居．因村处山夼，周围山峦起伏，九峰相连，名九

峰村．后改称李家夼．

孙家疃镇Sdnji丘tuan Zhen

属威海市环翠区．在环翠区北部．辖11村民委

员会，13个自然村。面积15．8平方公里．人口1．28

万．镇人民政府驻孙家疃。

1945年属威海卫市市北区．1947年并入城市

区．1948年属山后区．1950年属市郊区。设孙家瞳

乡．1956年合庆乡并入。1958年成立孙家瞳人民公

社．1983年置镇．以镇政府驻地村得名．

地处沿海丘陵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棉花山、雕

山、菊花顶、陌岭诸山横亘于境南．海岸线长31．5

公里，沿岸岬角与港湾交错，岛屿众多．全镇有果园

1200亩。属渔业镇。农，副业年总收入11772万元．

有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企业14个．有

塑料、四氟制品、模具等镇办工厂．工业年总产值

49650万元．有中、小学7所．有卫生院、邮局、商

店、宾馆、敬老院等文化福利设施．境内依山面海、

风景秀丽。适宜发展游览休养事业，东部黄泥沟、合

庆一带有避暑山庄和休、疗养院多处，并筑有环海

一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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