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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潍坊市委常委、诸城市委书记张江汀

当历史豪迈地跨入二十一世纪，全市人民喜迎建党八十周

年之际，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诸城历史大事

记>(1949．10～2001．3)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全市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市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

大成果，也是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献给建党八十周年的

一份厚礼。
。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城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土地改革，完成

了“三大改造”，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个工农业

生产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市(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及时纠正“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影响，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

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求实刨新，开拓进取，全市经济建

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等重大举

措，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工业按照“三

改一加强”的总体思路，在全国率先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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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四扩一调”，推进企业组织形式升级，营造了机制优势；

在此基础上，加大企业改组、改造和管理力度，加快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增强了企业内部活力，开创了企业改革、发展的新

局面。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城乡建设日新

月异，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并保持了全省强市位

次，在全省首批实现小康达标。应该说，诸城在50年的社会

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是历届诸城市(县)委正确领导、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上

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果。

<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是按照上级党史部门的要求，在

市委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

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客观、公正、全面地记载了1949年10月至2001年3

月，中共诸城市(县)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不断探索、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诸

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业，

绩。该书不但讴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而

且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历史发展中的失误，蕴含了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教训。因此，它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又是一部对全

市党员干部以及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社会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同时也是一部宣传研究诸城地方党

史和了毹熟悉诸城的工具书。

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党一贯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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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中央领导人反复要求全党

学习历史。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总

结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

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

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

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已经迈入了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二

十一世纪，“十五”计划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已经实

施。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科学总结和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

断增强工作决策的科学性和远瞻性。<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

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本知史鉴今、继往开来的教科书。希

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研读“大事记”，从中得

到启迪和教益，同时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

表”的要求，组织带领全市人民自强不息，开拓创新，苦干实

干，加快发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征途上谱写新的篇

章!

<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的编写出版凝聚了全体党史工作

者的辛勤劳动，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

此，我谨向为编辑出版此书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和衷心的感谢，并期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2001年4月



凡 例

一、<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规范的语体文。

客观真实地记述1949年10月至2001年3月间，中共诸城地

方党组织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

二、<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体例和标题式分条目记述的方式。全书按国民经济发展

的不同历史时期，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时期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部分。

三、<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主要记述重大活动和重要事

件，一般不突出个人；县级领导人的任免，凡经党代会、人代

会、政协会按届次选举产生的，正副职全部出现，平时的人事

任免，只记市(县)委书记、副书记；上级领导人在诸城的活

动，一般只记省、部级以上的。

四、书中凡一年中无确切月、日的条目，只标明“是年”，

置于年末；一月中无确切日期的，只在当月中出现，不作任何

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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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中每年度的“人口经济状况”均以市统计局(统计

年鉴>为准；“组织状况”均以市委组织部“党内统计年报”

为准；有关条目中涉及的统计数字，均以该条目的原始资料为

据。

六、书中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212作委员会、国家出

版局等7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工农业产值凡使用分时期不变价的，均在括号内注明“不

变价”，凡未注明的，均为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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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lo月 全县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日，诸城县

城和各分区委驻地，纷纷隆重集会并举行游行活动，热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lO月 诸城县建立少年儿童队组织13日，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中央作出决定，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根据滨

北地委指示，中共诸城县委先后在城关、昌城等区的大村镇学

校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县先后建立了少年儿童

队组织，到年底，发展队员13500多人。

lo月 县委集训区、乡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诸城部分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对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认识不足，较普遍地存有和平麻痹思想。为了使广大干部充分

认识当前存在的困难局面，担负起带领全县人民治理战争创

伤，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任务，中共诸城县委于26日至30

日，在县城集训区、乡干部400多人。

lO月 县委妥善处理回原籍的地、富、匪、特和其他游

杂分子解放前夕，诸城部分地主、富农、土匪、特务和其他

游杂分子纷纷出逃。建国后，随着形势的稳定，他们陆续返回

原籍，到上月达3930人。为稳定大局，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文体活动，推广卫生医药事业。会议还选举产生了诸城县人民

协商委员会，委员31人，县长山峰兼任主席。

12月 县委制定《培养提拔干部健全组织机构的意见》

为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诸城县委研究制定了

<培养提拔干部健全组织机构的意见>，强调在配备提拔干部

中，要注意配备核心干部，大胆提拔在反奸、双减、土改、参

军支前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

着眼。<意见>提出衡量好干部的三条标准：一、能掌握执行

党的政策。二、能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有一定威信。三、有

一定工作能力，且能积极肯干。在组织机构方面，要求在有条



件建乡的地方，都要抓紧在12月底前建立起来，同时建立健

全乡总支；暂时没有条件的，也要普遍建立“小联防”，成立

临时党支部。
7

12月 李廷秀任职李廷秀任中共诸城县委第二书记。

12月 县委开展年终党政干部评比记功活动 中旬，中

共诸城县委结合年终总结工作，在党政干部中开展评比记功活

动。共评出记功人员180人，占干部总数的27％，其中，一

等功8人，二等功34人，三等功138人。 ，

12月 中共诸城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23日至28

日，中共诸城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80人，

列席代表8人。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是领导全国的执

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生产建

设；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伟大的胜利，艰巨的转变，严重的困

难，光明的前途”；今后工作要以生产备荒、节约救灾与开展

党内外民主运动为总方针。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生产建设

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通过总结工作，逐步做好公开支部的工

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是年党组织状况至12月底，全县拥有分区委16个，

党支部648个，有党员15543人。

1950年

1月 中共诸城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8日至11

日，中共诸城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正式代表371人，

聘请来宾34人。会议听取了县委<对春季中心工作任务的报

告>，讨论了生产救灾、节约备荒和党内民主等问题，讨论通



6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过了(关于1950年春季工作决议>。

1月 枳沟等6个区划归诸城12日，根据上级指示，莒

北县撤销，其所辖之枳沟、贾悦、金墩、太平、荆山、清河6

个区划归诸城县。时全县辖16个区，136个乡，982个自然

村，总面积2126平方公里。

2月 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根据上级指示，全县党的

支部从本月起逐步在群众中公开。公开支部时掌握了四条原

则：在党内对党员进行时事、党史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贯彻当前工作结合起来；总结工作，进行

评比。至年底，全县733个党支部全部由秘密转为公开。

2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诸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根

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诸城县委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诸城县工作委员会。

2月 诸城县第二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17日至20

日，诸城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应到代表353人，

缺席7人。会议听取了县委<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和

县政府《旋政工作报告>。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紧急动员起

来，治理战争创伤，开展救灾救荒，搞好春耕生产，做好固定

代耕，维护社会治安，完成支前任务，为全县增产3000万斤

粮食而奋斗。会议还解决了提案较多的盐税问题。

3月 琅琊秦碑调省诸城琅琊秦碑(二世诏书)调省，

后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春季县委部署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维护社会治

安，中共诸城县委组织在全县范围内对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集

中打击。至6月，全县共破获偷盗、放火、截路、谋害、割电

线等案件95起，消灭成股土匪5股，逮捕土匪15名，缴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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