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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市长 李洪彦

继《营口市志》第一卷出版后，《营口市志》第二卷出版发行了。

它的问世又为全市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提供一部珍贵的微型档案

和一面决策未来的明镜。

《营口市志》通古贯今，横陈社会，纵述历史，是营口历史和现实

的科学记录。本卷较系统地记述全地区行政建置、人口、自然地理、城

市建设、交通邮电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资料密

集的大型工具书，是权威性、科学性、综合性都很强的地方百科全书。

它将对我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古人云：“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

不知今，谓之陆沉。"阅读志书中的某一个段落，剖析其中的某一个方

面，都会带给我们以现实的思索和历史的启迪。我们应当既熟悉本地

的现实情况，又了解本地的历史，这样才能知道怎样去建设家乡，从

而明确应尽的义务，担负起对家乡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日益发展，《营口市志》的编写工作将会

越做越好。在此我谨代表市政府向为市志编纂和出版而付出心血的

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以及给予市志工作关注和支持的各单位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谢忱，愿全市各族人民以志为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同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凡 例

凡’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营口的自然、

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

二、结构。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县区纪略等组

成，个别篇章后辅以附录，以补正文。各专业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内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

三、界域。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营口市行政区划为界

限，历史上曾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四、断限。原则上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根据记事

需要，个别章节适当下延；大事记下延至1990年。

五、记述。本志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以第三人称记述，除总述和

篇章中的概述、简述外，叙而不论，寓褒贬和观点于记事之中。全志

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一

六、数字与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数据，

建国前以原始档案为准，建国后以统计部门为准。币制，各时代有所

不同，记述时书当时货币名称，不换算人民币。 ·，

七、称谓。地名称谓，历史上的地名，用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更

改，注以今名，在以后重复出现时不加注；人名称谓，直书其名，第一

次出现时冠以职务；物名称谓，第一次出现时书全称，以后用简称；东

北沦陷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职务前加“伪”字。

八、纪年。采用公历纪年，1949年以前的注明朝代、年号、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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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例

在每节中重复年号可不加注；东北沦陷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必

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之后、初期，简称“建国前、后、初"。

九、人物志。采用“传记"、“简介”、“表录”三种记述形式。“传

记"和“简介”，主要记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正

面人物为主；“传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表录"则记载英烈、劳模

芳名以存史。

十、大事记。部分年份记载了一些当年取得的经济数据资料，这

些资料不尽符合大事记标准，但对当前发展经济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对存史亦有意义，故保留。
’

～ 十一、本志从营口市市区角度，以记述市区为主，并以现行行政

区划，记述市辖县情况。“营口市"、“全市”、“营口地区”包括2县4

区；“市区99市内"不含2县；“城区"不含老边、鲅鱼圈区。

十二、本志因资料来源广泛，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确需注明

的，随文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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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营口市志》第二卷主要内容有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城市
建设规划、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环境保护、房屋土地、建筑、水路运

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邮电。

本卷的行政建置是根据营口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多年搜集的资
料而编撰，其它各篇章是根据各相关单位提供的志稿，由市地方志办

公室总纂，然后又返回各有关单位，请其审查修改，最后由市志办统
一定稿。

本卷是在中共营口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省地方志办公室

的指导下，经全市修志同仁共同努力编成。同时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北京图书馆等十多个著名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得到省
内一些专家、学者、领导的帮助和指导，特别是省志办主任、编审苏长

春，副主任、副编审王炜邦，副主任李发，沈阳市志办主任卢鸿泉，鞍
．‘山市志办主任、编审陈国山，铁岭市志办主任刘大文，抚顺市社科院

副院长、编审尉常荣，本溪市史志办主任闫克家，大连市史志办主任

单文俊，辽阳市志办主任、副编审解文欣，阜新市志办主任、副编审杨

柏林，盘锦市志办主任、副编审王发学，锦州市志办主任、副编审牛广
臣，葫芦岛市志办主任、副研究员李勤等参加本卷的评审，提出很多

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对我市为本卷做了大量工作的孙盛举、孙

永业、曹彦训、张朝印、脚大心l、李文庚、哈志邦、房安令、l高梦林l、李
’银冬、丁立身等同志表示由衷谢忱。行政建置中历史上所辖村屯地
名，得到盖州、大石桥市志办及原市农委主任王德洪同志的校正，一

并致谢。

由于我们力量、水平有限，本卷内容庞杂，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

读者指教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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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建置篇

第一章地方政府弟一早 圯力以月可

第一节州府路卫

营口历史悠久，战国时属燕国辽东郡，

汉开始设州立县。 、

一、汉魏两晋设置

西汉西汉实施郡县制。公元前195

年春(汉高祖十二年四月)，西汉政府在今

营口地区置平郭、文、安市、房四县，隶属辽

东郡。其中平郭县位于今熊岳镇东温泉疗

养院处(一说在今盖州城东关处)，是当时

辽东郡所辖18个县中唯一产盐、冶铁的

县。文县位于今盖县熊岳镇南(城址待考)，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改文县为

文亭。安市县位于今营口县汤池镇东北

2．5公里的英守沟村，1964年发现该城遗

址呈长方形，东西约400米，南北约700

米。房县，据《奉天通志》载：“汉房县疑即原

营1：3县(今营口市)治所也。”但营口市内至

今未发现汉代遗址及文物，因此，确切位置

待考。

东汉东汉改文亭为汶县，平郭及安

市两县置而不废，均隶属辽东郡。104年

(东汉永元十六年)为安置内附的乌桓族设

置辽东属国，房县改属辽东属国。190年

(东汉初平元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

州牧，分辽东郡为辽东、辽西、中辽3郡，平

郭、汶、安市3县隶属中辽郡。

三国 237年(魏景初元年)，公孙渊

自立为燕王，都襄平。平郭、汶、安市3县隶

属公孙政权的中辽郡。魏灭公孙政权后迁

汶县至齐郡。

西晋265年(晋泰始元年)，平郭、安

市、房三县隶属辽东郡。277年(晋咸宁三

年)，晋置辽东属国，房县改属辽东属国。7

一 年后，辽东属国撤废，房县改属昌黎郡。

东晋 319年(东晋太兴二年)，辽东

公、平州刺史慕容魔统一辽东，平郭、安市

隶属东晋辽东郡。337年(东晋咸康三年)，

慕容庞之子慕容铣自立为燕王，史称前燕，

平郭、安市隶属前燕辽东郡。370年(东晋

太和五年)，前秦苻坚灭前燕，辽东各地归

属前秦，平郭、安市隶属前秦辽东郡。384

年(东晋太元九年)，鲜卑族慕容垂建政，史

称后燕，平郭、安市隶属后燕辽东郡。次年，

后燕政权将平州治所移至平郭县，命慕容

佐为平州刺史，管辖辽东、玄菟、辽西、昌黎

4郡。

二、南北朝隋唐设置

北朝·北魏404年(后燕光始四年)

高句丽族占据辽东。高句丽不设置郡县等

地方政权，实行以部族为中心的“依山为

城”的“城邑制度”。先后在今盖县青石岭乡

筑建安城，在今营口县汤池镇北汤池村筑

安市城，此外还在赤山等地筑山城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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