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盘锦市有全球保存得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红海滩。 

盘锦市有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 

盘锦市是重要石化工业基地 

盘锦市有全国最大的道路沥青、防水材料生产基地 

盘锦市是全国最大、世界第 4 大特种油生产基地 

盘锦市是重要的化肥与合成树脂生产基地 

盘锦市有全国集中连片最大面积的水稻田 

盘锦市是是著名的文蛤出口基地 

全世界最大的连片苇荡坐落在盘锦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开采设备销售市场在盘锦 

全世界最大的绵蛰自然衍繁地在盘锦 

全世界最大中华绒鳌蟹产地和市场就坐落盘锦 

全世界存量最多的黑嘴鸥栖息地在盘锦 

辽河碑林是我国唯一不断代的碑林 

辽河文化产业园里有东北地区最大的美术馆 

第二章 市情概览 

中文名称： 盘锦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辽宁省  

下辖地区：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等两区两县 

电话区号： 0427  

邮政区码： 124000  

车牌代码： 辽 L  

盘锦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东、东北

邻鞍山市辖区。东南隔大辽河与营口市相望，西、西北邻锦州市辖区，南临渤海辽东湾。市

区距省城沈阳市 155 千米；西距锦州市 102 千米；南距营口市 65 千米，鲅鱼圈港 146 千米，

大连港 302 千米；东距鞍山市 98 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40°39′～41°27′、东经 121°

25′～122°31′之间。总面积 4 071 平方公里，占辽宁省总面积的 2.75%。 

盘锦于 1984 年建市，辖盘山县、大洼县、双台子区、兴隆台区两县两区，总人口 128

万，是辽宁省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盘锦地处辽西、辽南交通要道，京沈、沈大、盘海营高

速公路，秦沈高速铁路、沟海铁路贯穿全境。盘锦距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63 公里，到大连周

水子国际机场 287 公里，乘动车组至北京仅需 200 分钟，距鲅鱼圈港 122 公里。   

盘锦资源丰富。有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年产原油 1200 万吨，天然气 9 亿立

方米，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和重要石化工业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道路沥青、

防水材料生产基地、重要的化肥与合成树脂生产基地；有全国集中连片最大面积的水稻田

10.6 万公顷，年产水稻 100 万吨，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和优质稻米生产基地，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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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等多家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艺品经销商也来此办店；同时这里还是全市艺术教育培训

基地。  

辽河美术馆  

辽河美术馆是文化产业园的灵魂，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是全国一流的现代美术馆。它

以国内知名的艺术大家和评论家组成的艺术顾问为支撑，以收藏、展示、研究、学术交流为

主要内容，保证文化产业园的艺术方向和品位。  

辽河美术馆是国内第一家清水混凝土美术馆，共投资 5500 万元，其建筑面积 11370 平

方米，主体两层，高 12.8 米，六个展厅，馆内设施齐备，功能先进，展厅宽大而敞亮，适

合举办各种层次的省、市乃至全国大展，达到了国内美术馆界先进展览水平。馆前产主题文

化广场面积达 20000 多平方米，可举办各类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全国第六届工笔画展即将在

这里举办。  

 辽河画院  

辽河画院是文化产业园的人才基地，不仅是艺术家们交流、创作中心，而且还为醉心书

画艺术、渴望成才的青年学子提供了理想的学习创作环境。自文化产业园成立起，辽河画院

通过调转艺术家工作关系、提供安家落户住房补帖、提供一间百余平米的工作室等优惠政策

共引进 11 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省内知名画家来产业园发展。辽河画院经过两年多的发

展与完善，取得了一些辉煌成绩并在美术界响有一定的声誉。在二 00 六年召开的辽宁省美

术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辽河画院有 8 位画家被当选辽宁省美协理事协会理事，白国文

连任省美协副主席。同时，在全国知名的几次大型拍卖会上，辽河画院画家的作品都拍出了

较高价格，说明艺术家们在艺术品产业化运作方面拓展开了一定空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

定。为了进一步扩大辽河画院的规模，提升画院在全国的知名度，画院还在全国范围内招聘

了二十名特聘画家，均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石油科普主题公园  

石油科普主题公园是兴隆台区为向外地游客宣传普及石油基础知识，展示石油工人劳动

和生活场面特此建立的主题公园。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园区内建有大小型浮雕、辽河油

田油藏分布图、石油地下地上开采集输过程展示等几部分。  

文化产业园网站  

网站是文化产业园的对外宣传窗口。它由专业网络公司维护，通过独特的网页设计、精

心的内容创作，向全国宣传介绍了兴隆台区文化产业园的宗旨、经营范围及美术馆、文化市

场的艺术精品，扩大了文化产业园的知名度。  

第三章 历史沿革 

盘锦地区早在史前社会就有人类活动。1982 年，由辽宁省、营口市联合组成的文物普

查队在本域内的盘山县沙岭镇、高升镇及双台子区城效乡的梁屯等地发现 7 处新石器时期遗

址。先后出土石斧、细石器及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彩陶片等文物。经 1983 年复查及碳

十四测定，5000 年前境内就有人类在此刀耕火种。    

传说时代神州大地分九州即：冀、兗、清、徐、荆、扬、梁、雍州。《舜典》载：舜继

位后，分医巫之地为幽州。本境属幽州。若按《禹贡》记载，禹继位以后，夏九州，“海、

岱为表州”。本境复属青州。“《中国通史》”（四卷本 143 页）载：战国时燕将秦开破东胡，

领土扩大到今辽宁大部，以大凌河为界，设辽西郡、辽东郡，本境属辽东郡。秦及汉时仍属

辽东郡。 

《大清一统志》载：东汉置辽东属国，别领昌黎、宾徒、徒河、无虑、险渎、房县六城。



盖房县与险渎皆为辽水西滨海之地。按幽州刺史部图所示，房县当在本境，治所尚未考定。

三国及晋时，本境属昌黎郡。南北朝时，属北魏之营州，后为高句骊侵占。唐平定高句骊后，

复营州。后归渤海国显德府。 

辽时，本境属显州奉先军。金、元、明、清各时代，本境分别属广宁府、路、卫、县。

其中，清顺治元年（1644 年），设海城县，本境南部归其辖；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置

新民厅，本境东北部分地域为其辖。 

清开国后，便辟本境入牧放官马之场。清同治二年（1863 年），奉天将军驻锦州副都统

恩合奏准丈放东北自莽涨湖（今黑山县四家子乡南），到湖嘴子（今大洼县新立镇前胡村）

之地，并在盘蛇驿设总管衙门。是为本地土地首次丈放。因土地碱薄，垦殖不多。清光绪二

十九年（1903 年），奉天将军增祺奏准对牧场进行勘丈，委在籍道元蔺祖荣为垦务总办，驻

沟帮子，划恭、宽、信、敏、惠五段。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廷分锦县东部、广宁西南、新民西南各一部分设新治，

隶锦州府。下辖 16 区，618 村。以信字区康家段为治所（今盘山县胡家镇城基屯），因款绌

未建，治所驻盘蛇驿，因此地乃原盘山驿旧址，遂改称盘山厅。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盘山厅治所由盘蛇驿迁至双台子。 

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 年），设营口直隶厅，田庄台、二界沟地区归其辖。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 月，盘山县民主政府成立，先后隶属辽宁省第五专区、第二

专区管辖。同年 8 月，盘山县划归辽宁省直接领导。1949 年 4 月盘山县隶属辽西省。同年

在大洼县境内成立盘山农场，隶属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部，1950 年盘山农场改为辽西省盘

山第一稻田农场。1953 年 2 月，盘山第一稻田农场改为盘山机械农场，1955 年改为辽宁省

盘锦国营农场管理局。1956 年 2 月，盘山县划归辽阳专署领导。1956 年 11 月，盘锦地区

国营农场管理局改为盘锦农垦局，直属农垦部。1961 年 4 月，在盘锦农垦局管辖地区设置

盘锦区人民委员会，归营口市领导。1962 年 4 月，辽滨苇场所属的大辽河东岸苇田划给营

口县和海城县。1966 年 1 月，盘山县与盘锦农垦局合并为盘锦垦区，试行政场合一制，直

属辽宁省。1968 年 8 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营口市曙光人民公社(营口市河北街)

划归盘锦垦区；将辽宁省石山种畜场划归盘锦垦区。10 月，东郭、羊圈子苇场划归盘锦垦

区。12 月，将台安县划归盘锦垦区。同月，盘锦垦区辽滨苇场所属西炮台苇田作业区(包括

海水养殖)划给营口市；营口市西市区所属曙光人民公社、河北小学、河北苇席厂、西市苇

席社河北生产点、河北苗圃划归盘锦垦区；营口市的公司(总厂)所属的田庄台造纸厂、田庄

台煤炭经理部、河北商店、河北粮店、河北旅社、河北大车店、河北饭店、中医院河北门诊

部、河北渡口划归盘锦垦区。1970 年 1 月，在盘锦垦区内分设盘山区和大洼区(县级)。同年

7 月 15 日，将盘锦垦区改为盘锦地区，辖盘山区和大洼区，直属辽宁省。1975 年 11 月，盘

锦地区与营口市合并。原地区所辖盘山区、大洼区改为盘山县、大洼县，均属营口市辖。同

时将台安县划归鞍山市。1978 年，将原营口市河北街从辽滨苇场划出，归营口市西市区管

辖。1984 年 6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山县，设立盘锦市(地级)，直属辽宁省。1984

年 7 月 27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以辽政发〔1984〕116 号文件，向营口市人民政府转发《国

务院关于辽宁省设立盘锦市的批复》的通知，委托营口市人民政府协助筹建盘锦市。同年 9

月，成立盘锦市筹备领导小组。1985 年 3 月，石山种畜场划归盘锦市。 

1986 年 11 月，以辽政发〔1986〕120 号文件批示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恢复盘山县建制

和盘山区更名的请示：(一)撤销盘锦市郊区，恢复盘山县，以原盘锦市郊区的行政区域为盘

山县的行政区域。(二)将盘锦市盘山区更名为双台子区。至此，盘锦市辖两个区、两个县，

即：双台子区、兴隆台区、盘山县、大洼县。 



战胜利；张海天等率部转移到热河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辽南抗日义勇军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千余次，歼灭日伪军 3 000 余人，其中击毙日

军 493 人，俘获日军少将指挥官泽卫亮、关东军工兵司令长官久留大岛等官员。缴获大批枪

支弹药，击毁日军飞机 27 架。在盘山境内进行大小战斗 50 余次。 

第四章 民俗风物 

民间香蜡制作技艺 

    据传，民间香蜡制作技艺始于唐天宝年间，发明者是鉴真上人，后传给徒弟灵佑，在佛

门传承千余年，后经战乱传入民间。  

  民间香蜡技艺的兴起与盛唐佛教兴盛有关，那时佛门喜欢点高香烧大蜡，遂有此发明。

高香大蜡凝聚了制香、制蜡、医药、雕刻等多种技艺于一身，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鉴赏价值，

相传鉴真东渡带去扶桑的“三宝”之一就有香蜡。为防不法之徒盗取，民间香蜡技艺定下“只

许口头单传，不得文字记录”的规矩。 

    高香分为常用杆香和顶天立地四面八方高香，由多种中草药、水、黏性材料及香芯制作

而成，高香的上部为正四棱台形，香体为正八棱形，分别高为 72 寸、36 寸、24 寸、12 寸

四种规格。 

  大蜡分为顶天立地通天大蜡和生日寿蜡，吉祥烛、鸿禧烛、祭奠烛等品种，分别高为

72 寸、36 寸、24 寸、12 寸、9 寸等，有红、白、黄、兰、黑五种颜色，外观手工雕刻具有

唐朝特征的龙凤呈祥等精美图案，寓意深远，蜡芯用中草药配制而成。 

  高香大蜡制作方法是传统纯手工的制作流程，一般情况下，一套高香大蜡从开始制作到

最后成品需 5—10 天时间。雷雨田老人曾用两个月的时间做成了两支各重 1200 斤的“顶天

立地通天大蜡”。 

  高香大蜡手工技艺是一项濒临失传的民间工艺，融会了我国 1200 多年的古老文化，凝

结了几十代人的心血，它集我国宗教用品、工艺品、装饰品、生活用品于一身，具有一定的

经济、文化和实用价值，是应该得到保护的古老手工技艺之一。     

 

上口子高跷秧歌 

    高跷秧歌也叫“高跷”，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舞蹈，因舞蹈时多双脚踩踏

木跷而得名。高跷历史久远，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术表演，北魏时即有踩高跷的石刻画

像；高跷一般以舞队的形式表演，舞队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大多舞者扮演某个古代神

话或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形象，服饰多模仿戏曲行头；常用道具有扇子、手绢、木棍、刀枪等；

表演形式有“踩街”和“撂场”两种，撂场有舞队集体边舞边走各种队形图案的“大场”和

两三人表演的“小场”，角色间多男女对舞，有时边舞边唱。各地高跷所使用的木跷从 30

厘米至 300 厘米，高低不一。从表演风格上又分为“文跷”和“武跷”，文跷重扭踩和情节

表演；武跷重炫技功夫。 

     盘锦市西安镇上口子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上口子高跷秧歌，2006 年 6 月被省政府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使这一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永久传承，市、县两级文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章 美食特产 

盘锦大米 

  盘锦市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又被称之为“辽河金三角”。盘锦大米已成为国

人公认的“米中之王”。 

  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西邻锦州，东界鞍山，南临辽东湾，

地处辽河下游，属温带大陆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干冷同期。这样得天独

厚的条件使得盘锦的水稻成为响誉全国的优质产品。 

由于所处地区为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有极为合理的温度条件和较长的生长期以供水

稻生长发育籽粒成熟，有甘甜纯净丰饶若乳的西辽河水灌溉，又无“工业三废”污染，特别

是具有偏碱性土壤所特有的生长优质粳米的特性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生长出的粳米

直链淀粉含量低，韧性强，口感好。加之选用优良粳稻品种，严格按照生产有机食品的农业

技术操作规程进行农事作业，诸如施用生物有机肥，采用农业措施综合防治病虫害，实行机

械、人工灭草和放养河蟹灭草等，都为生产优质精制的盘锦大米奠定了基础。 

大米嘎巴 

米粒经过水煮、黏结、淬火成了嘎巴。有蜂蜜味、咖啡味、咖喱味等。为盘锦特产之一。 

河蟹 

  河蟹官名中华绒螯蟹，又名螃蟹、毛蟹。中华绒螯蟹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河蟹是

一项重要的水产资源。肉味鲜美、营养丰富，为水产中的上品。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消费量十年来剧增，每逢秋高气爽、菊花盛开之际，人们总是以

能持蟹品酒对菊赏月为幸事。目前流行的各菜系中，河蟹是不可少的一景。河蟹为中国的饮

食文化增加了一个亮点。 

  据分析，每 100 克可食部分中，蛋白质含量 为 16%，脂肪 5.5%，碳水化合物 7%，维

生 素 A600 国际单位。均高于一般水产品。河蟹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每年有数百吨空运

港澳。 

  河蟹为洄游性的甲壳类动物。秋季性成熟的河蟹自内河湖泊爬向大海，在咸淡水交界处

交配产卵，至翌年春末夏初卵孵化发育成大眼幼体 （俗称蟹苗），再溯江、河而上，进入湖

泊、草荡等水域生长育肥，从而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夏季蟹苗汛和秋季成蟹捕捞汛。 

  辽宁省盘锦市位于九河下稍，河海交界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养殖河蟹。今年养殖河蟹

面积达 30 万亩，其中成蟹养殖面积 20 万亩，扣蟹养殖面积 10 万亩。 

芦苇 

  芦苇为多年生禾本科芦苇属植物。芦苇的整个植株可分为根、根状茎、茎、叶、花和种

子六个部分。芦苇的根为纤维状，随根状茎向四面延伸，形成庞大的须根系，借以吸收土壤



14 米高的放鹤亭，是观鸟的绝佳位置。 

第六章 观光游览 

红海滩 

盘锦红海滩风景区坐落在赵圈河乡 100 平方公里的苇田湿地内。它以全球保存得最完

好、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为依托，以举世罕见的红海滩、世界最大的芦苇荡为背景，是一处

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纯绿色生态旅游系统。海的涤荡与滩的积沉，是红海滩得以

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 

这里保存着全球生态系统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湿地环境。里面生活着 260 种鸟类，399

种野生动物。双台子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85 年被列为市级自然保护区，1987 年升为省

级，1988 年被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 1993 年被纳入“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1996 年被纳入“东亚，澳大利亚涉禽迁徙航道保护区网络”，目前正申请加入“国际

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这里的海滩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在这片宽达 1500 米、绵延海滩百余里的平坦而广阔

的海滩上，生长着大面积整齐的碱蓬菜和芦苇。“碱蓬菜”被当地人称为“荒碱菜”，每年 5

月份在这片泥性海滩上生长出来，6、7、8 月份长到约一尺高，颜色由碧绿转成红，9 至 11

月变成棕红色。这种碱蓬菜不仅颜色热烈，很有观赏价值，且可以食用。这种植物是盘锦的

“特产”，其他地方没有，非常适合于在盐碱地里生长，而盐碱地里不适合其他植物生存，

所以碱蓬菜便自由自在地生长起来，海水浸泡次数越多，其颜色就愈浓重。    

上世纪 60 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红海滩也曾成为救命滩。滩边的渔民村妇曾采来碱蓬

菜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来红草馍馍，拯救了一整代人。 

红海滩是活的，始终追赶着海浪的踪迹。滩涂以每年 50 米的速度向里延伸，红海滩也

就踩着它的足迹，一步步地走向海里。追随红海滩，也就追随了生机与希望。 

 

景区开发 

红海滩风景区现已投入资金 1500 余万元，完成了初期开发项目，包括游客接待中心及

红海滩码头。 

  游客接待中心有宾馆、餐厅、温泉洗浴、会议室、多功能厅、清吧等设施，为现代三星

级标准。一座别致的生态型拟木式仿古建筑，被面积达 2.3 万平方米的人工湖所掩映，湖岛

上错落着 7 座小型别墅，内部装饰均为四星级标准。人到其间，或者泛舟于碧波，或者垂钓

于庭榭，都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红海滩码头坐落在辽河三角洲的入海口处，距游客接待中心 18 千米，是全国乃至全球

惟一一处在泥滩上建起的木结构、木桩基础、承台式仿古建筑群及纯木制旅游景点。该码头

的“九曲廊桥”全长 680 米，由 519 根木桩支撑，自岸边逶迤而行，直探进海中。木制平台

面积高达 2000 余平方米，由 1998 根木桩在滩地上傲然拔起，舒展地卧在波涛之上，餐厅、

游廊、清吧、茶座错落其间，潮起潮落时，冲击出一派罕见的海上风光。别样的海上休闲，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码头现有游船和快艇 5 艘，一次町载客百余人。船行海上，不仅可以观赏无数只海鸟穿

梭于云间天际的妙曼身影，亦可欣赏到燃透天涯的红海滩。 

 



4 月被省政府命重新名为“辽宁省国防教育基地”。 

 

第七章 自然资源 

 由于盘锦地处河海交汇处，且气候相对较为温暖，故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及各色动植物资源，

盘锦更以盘锦大米闻名全国，实乃关东的鱼米之乡，可以江南相媲美，所以盘锦也素有东北

小宁波之称。    

矿产资源 

  盘锦市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井盐、煤、硫等矿藏。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

田坐落于此，已开发建设 32 个油气田，已建成兴隆台、曙光、欢喜岭、锦州、高升、沈阳、

茨榆坨等 12 个油气生产单位。原油稳定装置处理能力 600 万吨/年。2002 年生产原油 1 351

万吨，天然气 11.31 亿立方米。原油品类有稀油、稠油和高凝油。年处理天然气 5.62 亿立方

米，为石化工业提供了可靠的原料资源。 

   在盘山县的胡家西部、甜水南部、羊圈子、东郭，地下埋藏着盐卤资源。深度 60 米～

100 米，盐卤水厚度 47 米～77 米，按年开采 360 万立方米计算，可开采数百年。在晒制的

原盐中，氯化钠含量在 95.5%以上，质量达到海盐特级品标准。 

水资源 

盘锦市水资源总量 10.9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径流 2.58 亿立方米，第四系浅层地下水

1.06 亿立方米，上第三系深层地下水 7.30 亿立方米。 

地表水资源主要靠降水和河川过境径流补给。域内多年平均降水是 623.2 毫米，年平均

径流量 2.58 亿立方米。境内多年平均河川径流总量 72.04 亿立方米。全市有 6 座水库，总库

容量 1.1 亿立方米。 

境内的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资源总量为 8.36 亿立方米。第四系浅层地下水主要

分布在西部石新、东郭、羊圈子及北部的甜水乡、胡家镇、高升镇。地下水中有丰富的咸水

资源，局部地区埋藏有盐卤水，盘山县部分地区及大洼县的浅层地下水全是咸水。上第三系

地层由明化镇组和馆陶组地层组成，总厚度 1 200 米～1 500 米，垂直方向上形成上部咸水、

中部微咸水、下部淡水。其中，馆陶组地层位于明化镇组之下，水层广泛分布于全市，为承

压水。 

境内的河流密布，1990 年，直接或间接排入辽河的大小排污企业共 462 家。以双台子

河闸为界，上游主要污染源有 14 家，年排污物 3.1 万吨，下游有污染源 11 家，年排污物 0.65

万吨。据卫生部门检疫，河水受有机物污染，不能直接作为生活用水。大辽河由于受海水潮

汐影响，氯化物最低含量为每升 9 000 毫克，上游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严重污染，不宜做生

活用水，只能用于工农业生产。在地下水中，第四系浅层水分布在西部地区的水质较好；分

布在北部地区的水质较差，但经过处理，可做生活用水；上第三系水水质较好。 



等。 

哺乳类有貉、狐狸、狼、豹猫(狸猫、山狸子)、獾、黄鼬(黄鼠狼)、水貂、蝙蝠、刺猬、

东北兔、麝鼠(水耗子)、斑海豹等。 

两栖类有蟾蜍、青蛙。 

爬行类有中华鳖、棕黑锦蛇(长虫)。农业昆虫有二化螟、玉米螟、大豆食心虫、菜粉蝶、

蝼蛄等。 

第八章 名校风采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98 年 6 月 2 日教学楼，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一所为生产、

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公立综合性全日制高等学校，是辽宁省第一所

以“职业技术学院”命名的地方高校，是盘锦唯一高等学府。其前身依托盘锦师范专科学校，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盘锦分校，盘锦市师范学校，盘锦市卫生学校，盘锦市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学院曾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辽宁省企事业科技档案管理 AAA 级单位”；

省“安全文明校园”；市“文明单位”；省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等。 

 

办学条件 

学院座落在具有“鱼米之乡”、“石油之城”美称的盘锦市区。学院占地近 12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建有完善的校园网络系统和功能齐全的基础和专业实验室，有实习

基地 27 个，现代化教学设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学院现有教职工 410 人，其中专任教师

266 人，教授、副教授 108 人，“双师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50%。学院拥有一批省、市专

业学科带头人。学院环境优雅，设施齐全，面向中国招生，现有全日制普通在校生 4500 多

人，各类成人教育学员 2800 余人。 

 

院系设置 

学院设有六系、二部：应用工程系、信息管理系、学院景观经济管理系、师范教育系、

卫生系、财贸系、基础教育部和成人教育部。 

应用工程系 6 个专业：有机化工生产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电子技术、油气开采技术。 

信息管理系 4 个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和系统维护两个方向)、旅游管理、商务英

语、文秘。 

经济管理系 4 个专业：水产养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物业管理。财贸

系 2 个专业：会计电算化、物流管理。 

卫生系：1 个专业：护理。 

师范教育系 6 个专业：汉语、社会工作、初等教育(双语教学)------师范类、学前教育------

师范类、电脑艺术设计------艺术类、装潢艺术设计------艺术类。 

 



一支具有较高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教师队伍。他们都具有一颗爱特教事业、爱残疾学生的

赤诚之心。同时，他们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现在全校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100%、学历提高率为 95%，现有中学高级教师 1 人，小学高级教师 8 人，小学一级教师 15

人。   自 89 年以来，在上级主管部门的亲切关怀和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该校的办学条

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安装了校园闭录电视，组建了微机室、多媒体教室；重建了语训室、

律动室；每个教研组都装了一台微机。促进了现代化信息手段的使用，提高了教学质量。学

校的缝纫室和机器纺织室真正培养了学生的一技之长。   在市教育局的正确指导下，学

校的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5 年该校被评为“市先进集体”1999 年以来，连续

被评为“市精神文明单位”。   在市教育局的关怀指导下，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该

校的各项工作均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现在，该校正朝着把学校办成家长欢迎、学生喜爱、

社会满意的学校而不懈努力。 

第九章 盘锦名人 

李龙石 

  李龙石(1841～1907)，原名澍龄，字雨农，后改名如砻，字龙石，号东白、西青居士、

墨饕子等。盘山县古城子乡青莲泡村(原名绕沟)人。幼年从学于沙岭的王钦天(清拔贡)，后

到海城父亲的塾馆攻读。1859 年，考中秀才，“名已达于庠序”。1862 年，考中举人，“名又

达于礼部”。此后多次进京会试，均因不善攀援而落第。1876 年，他在盛京(今沈阳)结识了

当时著名的《子弟书》作者韩小窗和尚雅贞、荣文达等名流，成立“会文堂”诗社。 

  1879 年冬，到怀德、昌图探亲访友，一路上看到老百姓被官衙用苛捐斗税敲诈勒索，

饥寒交迫，难以聊生，十分愤怒。便以“秽声噪沸，有玷官箴”等情，状告怀德县令张云祥，

又以“斗捐猪税，办差肥己”等情，状告昌图知府赵守璧。因以“诬陷朝政”为名，于 1880

年被捕。于 1882 年发配萧关(今宁夏境内)充军。行至山海关附近在差官的帮助下逃匿，潜

入北京，隐匿于好友徐少云家。在北京流寓三年期间，曾被聘设馆讲学，后因替五府六部撰

写公祭左宗棠挽联，其才名为人所知，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案情不受追究。1896 年 5 月，因

母病，由京都返回故里。在故居一侧新盖五间屋舍，取名“养园”，设馆教书历时三年。 

  1888 年，辽河发大水，被迫携家逃到八角台(今台安县城)。过着依靠友人刘春火良救济

的窘困生活。此间，曾为开浚减河、办地方团练代写过呈文和公告。1898～1899 年，应刘

春火良之约，到闾山深处的木叶山园隐居，终日观山赏景，作赋吟诗。之后曾参与为张作霖

受抚归降接线，成为影响张作霖发迹的文人之一。 

  1907 年初冬，病逝于八角台。1930 年，其学生于在藻收集、整理李龙石的遗著，于 1931

年出版《李龙集》，传于后世。 

胡锦波 

胡锦波，字筱瑗，生卒年不详，大洼县城郊乡西青堆子村人。1909 年，任盘山厅警务

长。1911 年，任警防步营营官。1912 年，因赈务业绩突出，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官赵尔巽奖

给五品蓝翎顶戴。1913 年，任盘山县预警团团总。1915 年，任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咨议。

同年，选为省国民代表会议议员。1917 年，任奉天省清乡总谘议。1918 年，任盘山县清赋



徐慧玲 

徐慧玲(1971～1990)，盘山县高升镇后屯村人，后迁居兴隆台区渤海乡牛官村。1988

年 10 月，职高毕业后考入盘锦百货大楼当营业员。1989 年 12 月，调入盘锦商业大厦任出

纳员。1990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 时许，从商业大厦僻静的后楼梯去二楼财务室交货款时，突

然窜出一名歹徒，持刀抢她手中的钱兜。她紧紧抱住钱兜，一边搏打，一边呼救。在身中

17 刀的情况下，用生命保护了国家财产，使 191 万元人民币和 1500 元现金支票未受任何损

失。然而，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 19 岁。 

徐慧玲牺牲后，辽宁省商业厅和盘锦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商业

局都作出宣传学习徐慧玲活动的决定，省委、省政府授予她“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

进分子”称号，省、市妇联授予她“不畏强暴、舍已为公青年英雄”称号，省商业厅授予她

“省商业系统特级劳动模范”称号，国家商业部、财政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她“全国商业劳

动模范”称号，省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团市委根据她生前的申请，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第十章 辖区简介 

兴隆台区 

1986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兴隆台区正式成立，盘锦市政府和辽河油田两大机关均

坐落在兴隆台区，全区下辖 18 个街道办事处、区域面积 194 平方公里，总人口 38 万人（2004

年），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人民政府驻石油大街。 

邮编：124010。行政区划代码：211103。区号：0427。拼音：XinglongtaiQu。 

 

区情概况 

兴隆台境内地势平坦，候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8.6 ℃ ，无霜期 17 天，年平均降雨量 627 毫米，年日照时间在 2700 小时以上。        

兴隆台境内河系发达，坑塘星罗棋布，有适于淡水养殖水面近 300 公顷。    

兴隆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现有耕地 6557 公顷，年产粮食 4.2 万吨。境内河系发达，坑塘星罗棋布，有适于淡水

养殖水面近 300 公顷。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兴隆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优势。 

兴隆台区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中新、石新等公路，102、305 国道与盘海营高速、

沈大、京沈高速公路相连，与沈秦高速铁路相接。可直达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 

建区以来，兴隆台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科教工作先进城区，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城区、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单位和省级文明城市建设区、综合治理先进区、文化工作先进区、科技

先导区、双拥模范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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