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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此次

修志，不仅是全市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神圣使命。《莱阳市志 (1978～2005) 》自 2002 年 11 月启动以来，历时 13 年，几经修正，

终于成稿，正式出版问世。这是 28 年中，全市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改革开放的丰硕成

果。全志真实记录了 28 年中全市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变革的历史轨迹，积累和保存

了全市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资料，总结了改革开放 28 年中全市

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了 28 年中全市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的变化规律。

1978年～2005 年，是全市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全市改革开放事业取得辉煌成

就的重要时期。28 年中，全市广大人民在中共莱阳市委、莱阳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努力开拓，扎实

苦干，通过产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全市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取得了诸多骄人业绩。28 年中，全市经济实力显著提高，社会结构趋向合理，人口

素质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攀高，形成了由保障型向提高型发展的新格

局。工业门类众多，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并驾齐驱，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区

域化、专业化经营成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充分利用优厚的自然条件，因

地制宜大搞山区、平原、丘陵综合开发，五业并举，通过筑龙头、建基地、构载体、拓市场，

凸显了粮油、果品、蔬菜、水产、畜牧五大支柱产业。全市林业绿化达到了林业部规定的平原

中共莱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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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绿化标准；拥有全国最大的动物无害化处理厂，“PIC 猪高效繁育养殖及深加工产业

化开发”项目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被省农业厅确定为“山东省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示

范单位，承担了草莓、菠菜两种作物 GAP 的制定任务；被确定为全省首批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

设试点县（市、区）。

 《莱阳市志（1978 ～ 2005）》的编纂出版，以史为线，事以类聚，内容翔实，语言简约，

全面反映了 1978 年～ 2005 年莱阳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巨大变化，凸

显了梨乡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莱阳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

《莱阳市志（1978 ～ 2005）》既是一部记录莱阳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变化的奋斗史、创业史，也是了解、宣传、研究莱阳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变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本志脉络清晰，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体，为社会各界认识莱阳

改革开放 28 年来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依据。

志以载道，鉴往知来。透过这本志书，可以将莱阳改革开放 28 年来的发展变迁清晰地展现

在人们的面前，可以让广大读者客观全面地把握莱阳改革开放 28 年来的发展脉络，了解莱阳得

之不易的今天，并憧憬展望幸福美好的未来。面对先人留下的足迹，面对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命

题，我们感受最多的应该是责任、是重托、是创新创业的火热激情。希望全市人民能够以史为

鉴，奋发进取，不辱使命，积极投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莱阳建设的宏伟实践，努力在新起

点上实现新的发展和跨越，谱写莱阳富民强市的新篇章。

是为序。

2015 年 12 月 26 日

莱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凡  例

一、《莱阳市志（1978 ～ 2005）》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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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全面系

统地记述境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突出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莱阳市志（1840 ～ 1987）》的续志。前志下限截止到 1987 年。本志

上限确定为 1978 年，下限为 2005 年。1987 年以前内容的记述与前志有所重复，主要

是为了全面反映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到 2005 年莱阳市“十五”计划结束的 28 年间，

境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全貌。为反映事物的完整性，部分入志人物的信

息适当下延。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 2005 年全市行政区划为依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分序、概述、大事记、

各专业志、人物、附录、编后记 7 部分。专业志采用编、章结构，设编、章、节等层次，

节下视内容设目、子目等，横排事业门类，纵述各业发展。人物不设编，图表随文插入，

以图辅文。

五、本志为突出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在篇目设置上进行了创新。特设食品工业、地

方特产、基本国策和建筑业编，以突出境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产品区域特征。



方言前志已作详述，且变化不大，记述从略。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或英文除外）。力求文笔准确、朴实、

简洁、流畅；收录反映历史事件、重要工作、时代风貌的图片，力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记述机构或事物名称使用全称或规范简称。

七、本志主要采用各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统计部门没有公布的，以行业管理

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本志计量单位，1978 年以前的，以当

时使用的为准，个别换算为现代计量单位，1978 年以后的，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计量

单位。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以本籍已故人物为主，兼顾客籍人物，以卒

年为序 ；人物简介，记副厅级（副师级）以上和获国家级荣誉者，以生年为序 ；党政主

要负责人名录，记 1978 年至 2005 年间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以任职先后为序 ；劳动模范

记录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

九、本志基础资料、图片主要由境内各级各部门，中央、省及烟台市驻莱各单位提供，

部分资料、图片来自档案、文献、函调及社会调查。

十、本志出版印刷均按《山东省第二轮市、县（市、区）志书印刷出版规范（试行）》

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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