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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世纪广场

封面说明

营口世纪广场建成于1999年国

庆前夕。广场总面积29万平方米，是

当时东北单体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

现在也是东北为数不多的大广场之

一。世纪广场的草坪修剪成各种美丽

的图案，一些动物雕塑放置其中，造型

十分可爱，广场南部栽植有乔木、常绿

树1万余株，总绿化面积近10万平方

米。高标准建造音乐喷泉和亮化工程，

共安装高杆灯、花灯、投光灯、草坪灯

等288基1860盏。喷泉系统由中心圆

径50米的主喷泉，外面辅以5个半径

为15米的半圆形小喷泉组成，内层是

3组可调万向水帘。每当音乐响起，水

柱随着音乐的音调高低而起伏，中心

水柱最高可喷至38米，蔚为壮观，750

只五彩灯的灯光随音乐节奏的强弱而

交替变化。夜晚的世纪广场可谓是灯

的世界、光的海洋，为开发区夏季的夜

晚带来了欢乐和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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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西炮台

营口西炮台，是一座近代海防军事遗址。始建于1882年(清

光绪八年)，建成于1888年，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著名民

族英雄左宝贵1884年曾亲自督修营口西炮台。营口西炮台也是

东北唯一的、保存完好的生土材料建筑，曾历经中日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895年3月6 Et中午12点，

日军进攻西炮台，镇守炮台的海防马步练军营官兵奋起抵抗，在

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97年辽宁省委命名西炮台

遗址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辽宁省国防教育委

员会命名西炮台遗址为省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营ISl西炮台遗

址1963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营口西炮台自1992年对外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300多万人前来参观、凭吊和科考研究。目前，营口西炮台遗址

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在省内旅游界拥有“不到西炮台，没到

营口来”的美誉。悠悠岁月里，西炮台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沧海桑

田中，西炮台是一种精神的凝固。1861年10月，清政府在第二

次鸦片战争中再次以失败告终，被迫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增

开牛庄等地为通商口岸。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在考察了营口和

牛庄之后，认为营口港深河阔，更适合于开港，所以强以营El代

替牛庄成为通商口岸。营口成为东北i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

市，政治、军事地位随之日显突出。于是，1882年，奉锦山海关兵

备道续昌奏请朝廷，在辽河人海口处修建炮台，1884年，调派奉

军总兵左宝贵来营口督修炮台。1888年，一座宏伟的近代海防

军事工程宣告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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