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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皇岛市志》(1 979～2002)评审委员会

评审总指导：田 嘉

主 任：杨洪进

副 主任：王广才

委 员：邱新立

孙继民

郭凤歧

梅森

刘志鹏

刘蜀永

李金铮

王 蕾

陈 华

颜越虎

梁建楼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理论室主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处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井陉县政协原常务副主席、《井陉县志》主编)





一、本志由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主持编纂，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秦皇岛市地情

的资料性文献。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秦皇岛市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三、本志以2002年秦皇岛市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四、本志为断代志。上限为1979年1月1日，下限为2002年12月31日。为保

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事物的记述时限适当上溯和下延。本志与1994年版《秦皇

岛市志》所记同一内容，以本志为准。

五、本志结构为板块类目体，分板块、类目、分目、细目4个层次。个别板块

层次因内容设置。全志共23个板块，首设总述，后依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莅秦、大

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基础设施、改革开放、经济总情、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地方

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法治·国防、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卫生·体育、习俗、人物、附录。

六、本志因单设“党和国家领导人莅秦”，“大事记”中不再重复记载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秦的活动。“第三产业”板块仅记流通行业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行业。

七、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除秦皇岛市地图外，其余

图照随文放置。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九、本志采用记述体，除总述、无题序外，一般不作议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同一日、月、年内发生的不同事件，分段记述。



十、本志采用第三人称，所记地域、机构、团体、组织、会议、文件等称谓以

当时名称为准，首次使用全称，之后用简称。所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指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

人民政府、中共秦皇岛市委、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所称“开发区”指经济技术开发

区。“全市”指秦皇岛市所辖三区四县，三区四县指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

抚宁县、昌黎县、卢龙县、青龙满族自治县。

十一、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为对经济与

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皇岛籍或长期活动在秦皇岛的客籍人士及《秦皇岛市

志》(1994年版)漏记人物。对秦皇岛市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生人，用“以事系

人”的方式散记于相关内容之中。对秦皇岛籍党政军副地师级以上干部，秦皇岛籍

社会知名人士，秦皇岛市高级知识分子及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等以表记入。

十二、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所涉1949年9月30日前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同时

括注公元纪年。所称新中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所称年代，如未具体标注所属世纪，均指20世纪××年代。

十三、本志数字的使用遵循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95年发布的国家标

准《标点符号用法》。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使用遵循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

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的规定。

十四、本志所用地名为各级政府审定的标准地名。所用地图由地图主管部门绘

制、审定。所用重要地理信息数据为测绘部门公布的法定数据。

十五、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承编部门、档案、书刊及调查记录。所用数据来

自秦皇岛市统计局及市有关部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史、地方志、家谱是中国历史文献的三大支柱。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文明史

上的瑰宝，光彩漓溢，历代传承。“存史、资政、教化”是地方志功能的集中体现，

古之政界，素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时至今日，知识

型、信息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人类对知识信息需求的加大，促进了电视、网络等多

种文献媒体的生成，但在当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地

方志依然独树一帜，其独特的文献支持作用是其他文献媒体所不可替代的。

秦皇岛市区位优势显著，扼东北与华北之咽喉，历代为京畿要地，有“两京锁

钥”之称；处东北与华北两大经济区的交汇点和环渤海与东北亚的结合部，为环渤

海经济圈和京津冀经济圈的中心区域。境内环境优美，山海序列，河流纵逸，堪称

灵俊之地。秦皇岛历史悠久，万余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商周时期，孤竹

古国伯夷、叔齐的贤让谦风令后人感慨敬仰。．秦代以后，无数帝王将相巡游此地，

流连山海，抒怀咏志。1898年，秦皇岛港的开埠和北戴河避暑区的开辟，使秦皇岛

以开放的身姿亮点缤纷。1948年11月，秦榆市建立。1949年3月，秦榆市改称秦

皇岛市。1983年5月，实行市管县体制，三区四县的行政区划格局自此形成。1984

年4月，秦皇岛市被批准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搞

活、发展成为秦皇岛市的主旋律。20多年来，全市人民改革开放、开拓进取、团结

奋进，开创了秦皇岛市历史的新篇章。至2002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36．66亿元，是1979年的35．6倍；财政收入达到36．06亿元，是1979年的34．7

倍。城市的绿化美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特色产业的构筑，促生了秦皇岛市的

实力、活力、魅力与和谐。秦皇岛，一个园林式、生态型的现代化滨海名城在渤海

之滨璀璨生辉，光彩乾坤。

秦皇岛市有着编修志书的优良传统，现保存完好的志书有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

的《永平府志》、《山海关志》、《卢龙塞略》、《抚宁县志》、《昌黎县志》、《卢龙县

志》、《北戴河海滨志略》等。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展了被纳入国家文化建设计

划工程的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1994年12月，10卷套650万字的《秦皇

岛市志》正式出版。2001年，河北省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在本轮修志工作中，秦

皇岛市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高度关注，被列为



全国、全省修志工作试点单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建立了“党委

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体制、机制，并把此项工作纳入全市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总体规划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做到了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

和条件到位。2003年11月6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编修(秦皇岛市志)

(1979～2002)的通知》，市志编修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六年拼搏、三级评审、数善

其稿，《秦皇岛市志》(1979～2002)终告付梓。全志设总述、大事记等23个板块，

图随文出，图文并茂。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及地方特点、时代特征于一体，

全面、真实地记述了秦皇岛市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的新变化、新成就，展现了全

市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新形态、新风貌o

《秦皇岛市志》(1979～2002)的编修是秦皇岛市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在编修过程中，全市各撰修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鼎力支

持，各位编撰者甘于清苦，耐于寂寞，胸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或深入社会，调查

研究，广征资料；或伏于案端，驾驭资料，笔耕不辍。其情其景，感人心目，其行

其功，实值嘉赞。在《秦皇岛市志》即将出版之际，略记千言，置为志序。

中共秦皇岛市委书记、政协秦皇岛市委主席：

秦皇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秽参

瘅鹭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率’i杰k

二o o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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