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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赵明鹏

锦州市位于辽宁省西部，西邻葫芦岛市，西北接朝阳市，北界阜

新市，东连沈阳、鞍山市，东南邻盘锦市，南临渤海辽东湾，是渤海北

岸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是中国版图金鸡项下一颗璀璨的明珠。

是辽宁西部地区区域性中心，特别是商贸、交通、文化及旅游中心城

市。锦州市东西长143公里，南北宽114公里，总面积10301平方公

里，下辖黑山县、北宁市、凌海市、义县，凌河区、古塔区、太和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总人口304万6

锦州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工业门类齐全、实力雄厚，商贸发达、

物畅其流，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粮食、棚菜、水果、肉蛋奶生产基地、重

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集散地。教、科、文、卫事业发达，是辽宁省科

研、教育密集区o

锦州地处关内外咽喉，是连结东北与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辽

西走廊的重要城市。京哈铁路贯穿全区，有8条铁路在此交汇；京哈

公路贯穿全境，刚刚建成的京沈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的锦朝、锦阜

高速公路和秦沈客运专线铁路也在锦州穿过。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的锦州港，是我国北方冻而不封的深水良港，是东北西部j内蒙古

东部最便捷、最经济的进出海通道。锦州机场是辽西地区唯一一个

可起降大中型客机的机场。锦州现已形成了以铁路、公路运输为主，

以港口、航空、管道运输为辅的综合性立体交通运输体系。邮政、电

信业发达，是辽西的枢纽o
·

锦州是我国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在辽宁省“三点一

面”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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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自然风光秀丽，名胜古迹颇多，有以4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风景名胜1000多处，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可谓“石蕴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o山岳风光

分布在松岭山脉，以医巫闯山、观音洞山、翠岩山为代表；海滨风光以

大小笔架山为主体，因其山石之奇，天桥之绝而闻名海内外；岩洞风

光以万佛堂石窟、青岩寺、观音洞而称奇；湖泊风光则以莲花湖为最

佳⋯⋯锦州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风古朴，奇趣饶存，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星罗棋布，使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o

《锦州风物志》是锦州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全面

记述锦州风物的专著。编著者凭着对家乡锦州的拳拳深情，在对境

内山川I胜迹多次实地勘察、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以新型的志体形式，

从鉴古省今的高度和不同侧面介绍了锦州的天象地貌、自然风光、文

物古迹、人文史话、风物传说、民族民俗、物产奇珍⋯⋯洋洋60万言，

可谓集山川胜迹之大观、列风土民情之大全、述历史文化之大要。内

容翔实，文字流畅，融资料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图文并

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可读性强。《锦州风物

志》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她将同以往出版的三卷《锦州

市志》一样发挥其存史、咨政、教化作用，在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工作

中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让世界进一步了解锦州，让锦州更快地走向

世界。

一篇风物志，千载话凌川。

景引五洲客，人结四海缘。

启民兴教化，咨政驶新帆。

此乃千秋业，长留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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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锦州风物志》，系锦州市志组成部分。全书设市区、县(市)

和附录3篇，共11章，计60万字o

二、本书的体例结构和记叙方法，基本遵循志书要求，在纪年、时

间、数字的表述上执行《锦州市志》“凡例”要求(见综合卷·凡例)o断

限，上限尽量上溯，下限则断于1999年和2000年o

三、本书结构，采取地域和事类相结合的方法编排，即以地域设

篇，篇下以事类设目，以便于较完整地反映一个行政区域内风物的全

貌。

四、本书真实地记叙了全市的天象地貌、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历

史文化、民族风俗、物产奇珍等方面内容，融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

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五、本书内容部分来源于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撰写的文稿或

提供的资料，部分出自《锦州市志》、《今日’锦州》、《辽西走廊史话》、

《寂寞的山神》等著作，部分系编者实地勘察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资料来源出处较多，不再逐一注明o

￡旷



《锦州风物志》编审人员

赵明鹏 锦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 雷 锦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徐春生 锦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王祉京

韩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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