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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潍坊市委书记 曹学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由中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潍

坊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2001年6月)(以下简称《大事记》)正式出版了。这

是我市党史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建国后潍坊党组织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改革史和建设史，也是一部

与时俱进的发展史。《大事记》以党的活动为主线，忠实地记述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潍坊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曲折历程；记述了潍坊党组织以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裕人民的峥嵘岁月；记述了潍坊党

组织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践“三个代表”，努力开创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的奋斗足迹。《大事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既收录了潍坊党组

织的重大决策及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事件，又讴歌了潍坊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光辉业

绩；既展示了潍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前进道路上的

失误和挫折。《大事记》主线清晰，蕴涵着丰富的思想精神财富，这既有助于读者正确

理解潍坊党的历史，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潍坊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回顾建国后潍坊党的历史，我们更加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

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的要求，把上级指示精神与潍坊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不断开创各项

工作的新局面；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才能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推动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前进；

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以史为镜，资政育人。全市党史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艰辛劳动，刻意

求精，撰成此籍，向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群众奉献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提供了一

本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值得认真一读。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

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跟时代，锐意进取，团结拼搏，争创一流，为率先基

本实现现代化，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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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中共潍坊历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以党的活动为主线，主要记述1949年10月至

2001年6月期间，中共潍坊地方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

重大决策、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在市委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市委各部

委、市政府各部门、市主要群众团体和各县市区党政机关在全市有影响的活动；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二、《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共潍坊

地方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活动，按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进行实事求是地

记述，既如实地记述工作成就，也客观地记述工作中的失误。

三、《大事记》分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49年10月一1956年8月)、探索中国

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1956年9月一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1966年5月

一1976年10月)、拨乱反正与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1976年10月一1982年9月)、改革开放从起步到全

面展开时期(1982年10月一1991年12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92年1月一2001年6

月)六部分。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的编写体例，年下为月，月以下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逐条记述。

一般一事一条目，每个条目前面设标题(黑体)，正文相对标题独立。对时间跨度大、演变过程复杂的事

件，则依照历史进程分条记述，总结性的条目放在最后。对具体时间不详的事件，分别以旬、月、年记

之。

五、《大事记》中对行政区划的沿革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对于政区、机关名称、会议等称谓，首次

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

六、《大事记》中收录史实的范围，以潍坊市现辖行政区域为准，对划出之后区域所发生的事件，一

般不记。

七、《大事记》直接引自原件的语句，以引号标明。需加注释的词语，一般随文括注，少数脚注。

八、领导人任免收到副市级；市委常委、市人大副主任、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的任免尽量综合出

现；经过会议选举者，按当时公布顺序排列；领导人参加的活动以记事为主，以事录人。上级领导在潍

坊的活动，一般记载到正省级以上；领导视察陪同人员的出姓名问题，副国级以上领导的陪同人员，记

到潍坊市副市级；其他领导的陪同人员，只记到潍坊市党、政、人大、政协及军分区正职。对于有较大

影响的先进单位、革命烈士、英雄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党代会代表、

全国人代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作了收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信件尽量引用全文。

九、按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只作实事求是地客观记述，一般

不作评点。必须评点者，只作简要评点，以分清大是大非。

十、《大事记》所有素材主要选自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潍坊日报》，个别条目选自有关单位编辑出版

的成书。每年末的经济发展数字，选自市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党组织状况数字选自市委组织部的统计资

料。本室1994年出版的《中共潍坊市党史大事记》(1921年一1991年)如有与本书不一致之处，以本书

资料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

I。

’

ir

I}i惑卜‘0≮|．．、1 }’、
k

’ 、

f

跫鬣!一。鬻!翁

乡己鲁建乡乞／、～，一卜周≥户
／I。 一乙

／矽己乃
j r．： !三／

砧0夏一
万f ≯
堡∑厂F



I
党委书记局长魏本芳

do

．，，．，·

一，?：：
／／二二

一，，一-一
l,f／

J，’。、一

歹n

爿
夕二

尹
．j司‘

^Q

1～
领导班子成j

广～亳



潍坊市民政局是市政府主管全市有关社会

行政事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内设8个科室，人

员编制38人；下设10个直属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370多人。主要承担全市民间组织管理、区

划地名管理、婚姻殡葬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城

市社区建设、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双拥和优

抚安置以及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20多项工

作。近年来，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

任务，开拓创新，团结实干，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绩。从无到有，在全省继青岛之后第二家

建立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社会救

济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每年救济困难群

众3万多人。同时组织社会帮扶活动，加强救

灾和临时救济，使困难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

排；搞好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推行村民会议、

村务公开等民主制度，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使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得到

加强，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广泛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活动，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推动双拥工作

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潍坊市被命名为全国双

拥模范城；坚持依法行政，民间组织、区划

地名等管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水平不断提

高；在直属事业单位中实行目标管理责任

制，改革人事用工制度和计酬办法．提高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了发展。同时，通

过开展为民解难服务活动，实施民心工程，

推行政务公开，加强文明窗口建设，促进了

机关和行业作风转变，提高了干部职工队伍

素质。民政局先后被表彰为“全国民政系统

抗洪救灾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爱心献功臣

行动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全市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连续三年被市委表

彰为“实施民心工程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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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j去院院长肖扬(左二)在潍坊市委书

已曹学成(右一)陪同下视察潍坊法院工作

1999年12胄．潍坊市委书记曹学成接见从北京受

奖归来的靛长程茂仁(右一j

2001年6月30日．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

(左二)在雄坊市委副书

记毕可仁(左一)陪同下

深入基层检查工作



党组成员研究工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共辖12个基层法院．人民法庭64处．

现有正式干警1782人，其中中院192人。近年来，潍坊中院坚

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司法公正为核，山、改革

创新为动力、队伍建设为重点、规范管理为保障，全面加强各

项审判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先后被授予“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单位”、“省级精神文

明单位”、“山东省先进党总支”、“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全

市政法战线先进集体”等50余项荣誉称号，自1984年以来，连

年被授予“市级先进单位”、“潍坊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1997年，被确定为山东省100个“文明行业示范点”之一，1998、

蓼 楚
，一·．，萨1⋯

，

-

凸 白

1999年连续两年被省法院记“集体二等

功”，2000年被省法院授予“全省人民

满意的好法院”称号。1985年、1992年、

1998年分别被最高法院授予“全国法院

先进集体”、记集体一等功、授予“全国

法院模范集体”称号，荣获全国法院三

项最高荣誉“三连冠”。新华社、《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都对该院工作作

过突出报道。

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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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坊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鞫法吕出席鞋系点挂牌仪式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领导班子研究机关党建工作

中共潍坊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27人。近年来，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人实施“民心工程“，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务实，开拓创新，紧紧围绕

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了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1988年以来，共取得集

体荣誉100多项，其中省级荣誉20多项，市级及部门综合荣誉70多项，部门单项工作荣誉30多项。先后被

授予“全省党员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全省理论教育

先进单位”、“全省妇女工作先进单位一 ‘第十六届潍

坊国际风筝会先进单位”、“第十七届潍坊国际风筝会

突出贡献单位一、“市级文明单位’ 创建双拥模范城

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共

青团工作红旗单位”、“全市妇女工作红虞单位”等称

号，1998年以来，连续三年被市委授予“实施‘民，出

工程’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葡商～IIIII筒箭—Il JllIII-I

，笋守岛葡I孽1111枣ItlllUI，R · E J～

市直机关新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

2001年七一前夕．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庆祝建党80周年歌咏晚会

厶三d贝采艾怍工半兀机÷引一斗刑坊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张世臣

潍坊市市政管理局于2001年5月1 7日潍坊市市级机关机构改革中组建，同

时挂潍坊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为市政府主管全市市政设施管理、公用

事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和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工作部门。

潍坊市市政管理局下属7个单位：潍坊市园林管理局、潍坊市环境卫生管理

局、潍坊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潍坊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潍坊市路灯管理处、

潍坊市燃气供热管理办公室、局机关服务中心。

局机关设7个职能科室：

办公室、组织人事科、计划财

务科、综合法制科、市容市貌

管理科、公用事业管理科(挂

城市防汛办公室牌子)、园林

绿化与科技科，编制总额30

名，其中行政编制26名。

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张世

臣，副局长：支U洪源、王兆江、

崔学选、李广东、马志。



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

注册和监督管理，实施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的规范管理，依法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查处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及其它经济违法违章案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1994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大中城市工商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市局对奎文、潍城、寒亭、坊子分局实行垂直领导。1998年11月，国务院决定省以

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市局直属领导的县市局、分局达到16个。

近几年来，该局围绕加快经济发展和整顿市场秩序，积极开拓，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通

过开展“公平交易执法年”、“整顿市场秩序、整顿队伍作风”以及联合“打假”、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等集中执法活动，对全市市场准人、市场竞争．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全面整顿和规范，及时解决了群众关注

的假宦伪劣、不正当竞争等热点难点问题，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在履行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

过程中，该局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积极为全市经济发展搞好服务；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

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实施结对帮扶工程，帮助国有、集体企业解决了改制和生产经营中的难题；

充分发挥商标、广告、合同等项职能，帮助企业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发展搞好服务。该局在创

建行业文明方面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了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推广文明用语和服务忌语，争创文

明服务窗口、文明执法标兵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廉政建设方面，建立了民主评议、内部督

察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完善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等14项规章制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98年以来．该局连续三年在全省工商系统年度工作综合考评中列第一名，被

评为“标兵单位”；连续三年被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实施民心工程先进单位”；2000年荣获人

事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授予的“全国工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并代表全省先进集体晋京领奖；2001年6月，

被省委、省人大、省政府评为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单位，被省文明委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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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书记局长张春华



中国蔬菜

中共寿光市委书记徐振溪 寿光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克强

寿光市现辖19处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1008个行政村，总面积218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6公里，

耕地141万亩，人口1。8万。

寿光历史文化悠久。公元前148年西汉景帝时置县，1993年撤县设市，有2100多年的置县历史。据

史书记载，寿光是夏代戳灌国、西周纪国的建都之地。汉字鼻祖仓颉在此始创了象形文字，秦皇赢政在此

筑台观海，汉武帝曾躬耕于巨淀湖畔．寿光，是北魏农学家、世界上第一部农学巨蓍《齐民要术》作者贾

思勰的故乡。寿光又是山东雀党组织成立较早的地区之一，1924年就建立了党支部，1926年建立中共寿光

县委；我党历史上杰出的女领导人陈少敏也是寿光人。

寿光资源丰富。南部地下水源丰沛，土质肥沃，宜于粮食、蔬菜、果树、棉花等多种农作物生长，是

国家确定的综合商品基地市；北部地下卤水储量40亿立方米，宜盐面积260万公亩，被列为全国三大重点

盐业开发区之一；西北部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沿海滩涂达45万亩，主要经济鱼类20多种。

改革开放以来，寿光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

发展迅速，连续三届进入“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行列，1994年跻身全省首批小康市，

1995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蔬菜之乡”，1997年

被山东省确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试点市。2000

年，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102亿元(不含大家

洼镇)，地方财政收入4．4亿元，各类存款余额

7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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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到寿光视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到寿光视察现代化农业

寿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晨鸥纸业集团视察

2001中国(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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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在市委书记营学成

左一)县委书记王洪杰(右一】陪同下视察山区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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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记陈建国雄坊市委书记曹学成．

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山东省委副书

县长钟耕民等陪同下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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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铝型材羹散中心(新交易区

县领导班子共商临朐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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