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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喜庆中国共产党成立79周年之际，《中共即墨历史大事记》(1949—

1999)正式出版了。这是继《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即墨县党史大事记》

(1923—1949)之后记述建国50年来我市党的建设和发展的一部重要

史书，是我市党史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也是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献给

党的生目的一份极有意义的礼物，实属可喜可贺。

这部《大事记》通过记述即墨党、政、军、民建国以来开展的重大活

动的史实，既概括地展现了50年来即墨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社

会主义大道上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又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

偏差和失误。有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拼搏和斗争；有开

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勇敢探索；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

为“左”的思想所困扰而付出的沉痛代价；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拨

乱反正、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和振兴经济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大事记》

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记录即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不回避走过的历史弯路和遭受的挫折，洁

不避瑕，瑕不掩玉，集经验教训于一书，目的在于使即墨各级党组织和

人民群众了解即墨党组织发展的历史，从历史的反思中汲取经验和教

训，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谋求到达理想彼岸的发展方略，为建设

现代化的新即墨提供历史借鉴，为研究即墨地方党史提供基本的历史

资料，以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从这部《大事记》中可以看出，对即墨来说，建国后的50年，是即墨

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注意与本地情况El益紧密结合

的50年；是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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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即墨历史大事记

年，也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

50年。总结5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

非坦途平直。要避免失误，不断夺取胜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开展好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既防“左”．又防右；必

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不断发

展变化的新形势。
。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

志就说过：“现在大家正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

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自己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

办得更好”。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在当今仍然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现在正值世纪之交，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复杂的国

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对搞好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

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史

为鉴，努力把党的建设工作搞好。

总结过去为的是开拓未来。只有清醒地认识昨天，才能更好地把

握今天和正确地开创明天。这部《大事记》是建国后50年间即墨地方

党史的骨架和经纬，是我市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也是加强党的建设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

教材。她的出版发行对今人和后人一定会有新的启迪。希望广大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能认真地读一读，从中汲取教益，忆昔察今，前瞻未

来，密切联系即墨地方党史的实际，坚持不懈地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

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意志，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努力把即墨建设得更

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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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大事记)主要记载了1949年10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中

国共产党即墨(建国初为即墨、即东两县，1956年3月两县合并)地方

组织领导各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活动和重大事

件。首篇以概述综合全书的基本内容，然后分时期按年月逐条记载。

二、收入本书的条目，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以年

月为经，以事实为纬。一般按事件先后顺序，逐月记述，属全年性的，以

。本年”记之；对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多以记事本末方法，列为一个条

目集中叙述；对时间跨度大，演变过程复杂的事件．则依历史进程为序

分多条记载。

三、鉴于<中共即墨县组织史资料>已经出版发行，本书对《组织史)

已记载的党、政、军、群组织机构沿革只作简明记述；对‘组织史>没有记

载的机构，以每年度为一条目综合记述；对在机构改革中撤、并、设的机

构，作为独立条目按月记述。． ． ．

四、本书所涉及的人物，除副县(市)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受省级以

上表彰的英雄、劳动模范和获特殊荣誉者，在县(市)内有重大影响的县

(市)级劳模、党外知名人士及重要外国人外，一般不载名，县(市)群众

团体负责人，按各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记载。本县(市)领导任离职，只

记到正县(市)级党政主要领导。上级领导干部在即墨的活动，除关系

到本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外。原则上只记述到正市(地)级党政主要领导

和副省(部、军)级、少将以上领导干部。

五、书中并列出现即墨县与即东县时，均简称。两即”，部队代(番)

号、组织机构和会议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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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即墨市位于胶东半岛东南部，东濒黄海，南依崂山，邻近青岛，自古

是兵家必争之地。经过长期战争之后，于1949年5月全境解放，饱受

战争创伤的即墨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

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从此，即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不同时期，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胜利，尤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即墨在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I一)

建国初期。即墨县分为即墨和即东两县，1956年3月两即合并为

即墨县。这一时期，由于解放前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

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摧残，使即墨、即东两县工农业生

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

批灾民需要救济，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不法资本家乘机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国民党反动派溃逃时在即墨遗留和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以各

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即墨、即东

县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精

神，稳妥扎实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步骤地开展了恢复经济、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同时还开展了抗美援朝及其它社会改革运动。

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逐步缓解了经济上的困难，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工

作秩序，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以巩固。

从1950年到1952年底，这三年为即墨、即东经济恢复时期。针对

彳y卜



中共即墨历史大事记

百废待兴的严峻局势，两即县委分别召开了党代表会议，确立了三年的

中心工作任务：搞好生产备荒，节约救灾；搞好土地改革，推动农业生产

发展；肃清匪特分子，搞好社会治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密切党群关

系。从而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在恢复经济工作中，两即县委采取各种措施，开展生产救灾，努力

发展生产。首先对工商业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1952年底，两县的织

布、印染、火柴、医药等35个行业扩大到1500多户，营业税达到3000

万元。在农业方面，两即面对严重灾荒，发动干部、职工和小学教师自

愿捐粮捐款，开展互助活动，节衣缩食。共度难关。还选派大批干部深

入农村开展生产自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同时，两即县委和县政府

制定了有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开展了稳定物

价的斗争。人民政府针对市场粮食紧缺、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的严

峻局势，从县内外调集了160多万斤粮食及一批关系群众生活的重要

物资，抛售市场，基本上稳定了市场物价，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1950年7月，中共即墨、即东县委认真贯彻《土地改革法：》，分别在

城阳大北区西村和店集区东演堤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0月。两县成

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并组织了10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稳妥地、有步

骤地在两县新老解放区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经过划分阶级、没收

分配土地、复查总结步骤，于1951年8月土改工作胜利结束。两即共

征收和分配土地36．4万亩，牲口2441头，房屋3．35万间，粮食1．38

万斤，颁发土地证书28．75万份。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上消灭了封建

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共即墨、即东县委在两县进行

了自上而下的全面发动，县、区、乡、村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开展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并举

行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两县选送4600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将捐献的现金18亿元(旧人民币)，军鞋4．7万双等大批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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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物资送往前线，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也促进了两县的经济恢

复及社会改革的进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反革命分子更加猖狂活动起来，即墨、即东

两县境内发生多起残杀干部、群众的事件。1950年11月至1951年5

月，中共即墨、即东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两县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两即县委坚持把镇反、抗美援

朝和土地改革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

打得狠”。即墨、即东两县共召开控诉大会1264次，逮捕反革命分子

2182名，判处死刑634名，判处有期徒刑513名，其余交群众管制或教

育释放。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历打击了反动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巩

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保障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的顺利进行。 ，

1952年底，中共即墨、即东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干部队伍

中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

运动，在工商界开展了反对不法商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

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的斗争，

紧密配合，互相推动，对贪污盗窃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给予了沉重打

击，同时也创造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

决议(草案)》。中共即墨、即东县委遵循“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

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

道路。首先发展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接着发展以土地人股、统一

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全县共建立了511个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社农户达166207户，占总农户的97．87％，建立高

级渔业生产合作社127个．入社渔户9343户，占总渔户的91．88％，这

表明，全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

·3·



中共即墨历史大事记

这一变革促进了全县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伟大的历史性

成就。

两即县委在领导农业合作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采取的形式是由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和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这项工作进展很快，到1956年11月份，全县有93％以上的手工业者

参加了合作社，实现了合作化。这项工作在进行中也曾出现了要求过

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毛病。

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两即县委认真执行

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方针，先在工业中采取委托加

工、计划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

造步骤，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最后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

买，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j 一-
。

1956年3月，即东县并入即墨县。中共即墨县委领导全县人民继

续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

业的三大改造。1956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450万元，比1949

年增长了2000多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37385万斤，比1949年增长了

4711万斤。即墨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即墨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

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全县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以生

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三大改造的胜利，也充分说明了即墨

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合本地的实际，领导即墨

人民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是非常成功的，为全面进行即墨的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中共即墨县委按照八大路线开始把全县的

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

响，即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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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7年5月，中共即墨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

全县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

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县委采取鸣放的形式发动党外群众向党

提意见，这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

议。但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言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

动言论。对此，县委根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部署，在全县发动了全

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当时情况下。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是

完全正确和必需的。但是由于过分夸大敌情，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以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600多名党员、干部、知识

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良后果。

1958年5月，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大跃进”运动和与

之相伴随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是年6月，县委召

开扩大会议，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

精神，争取在15年内工业产量超过英国”的不切实际的口号。7月的

县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地瓜亩产25万斤，玉米亩产5000斤的高指标，

全县掀起了挂元帅、抛卫星、插红旗的群众性竞赛活动。。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在全县流行开来。9

月的县委扩大会议，发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建立了26个钢铁生产

兵团，15万“钢铁大军”上阵打响了“四次”钢铁战役。全县共建立了炼

铁小土炉2000多座，据当时统计，钢铁日产量由400吨上升到1010

吨。年底，全县进行钢铁生产检查，全年实际炼钢只有7280吨，基本上

都是废品。不仅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削弱了农业，搞乱

了生产秩序，影响了群众生活。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县农

村一轰而起。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全县7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

并升级为37个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在生产建设上追求急于求成，层层加码的高指标、大规模，导

致了瞎指挥、强迫命令和严重的浮夸风。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向更高的

公有化程度过渡，“吃饭不要钱”、“平均主义”、。共产风”盛行，全县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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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226个食堂，群众的粮食、铁锅等生活资料一率收为公有。这一切，

都破坏了全县经济建设上的正常秩序，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使

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大片农田得不到管理，粮食丰产不丰收，造成了

许多食堂断炊。全县严重缺粮的困难局面。

1962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今后工作

方针。同时，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全

县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

1963年12月至1966年春，县委根据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抓阶级斗

争和(--十三条》文件精神，针对社队干部在经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全县进行了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后发展到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

容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生产管理方面

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干部队伍的状况

缺乏正确估计，扩大了斗争面，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

击。

(三l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

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从此，即墨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

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

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18日，县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和省

委指示，召开了全县宣传、文教干部会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统

一部署。会议要求把今后工作重点转向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开展大批判。6月，县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以后，全县掀起

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黑店和山东省副省长余修的活

动。接着。全县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运动中，开始出现乱抓乱

斗现象，1000多人被错误揪斗和游街示众，并发生了打死人和自杀事

件多起，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lO月，全县组成905名师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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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赴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代表团回县后，先后成立了各种红卫兵

组织，进行“大串连”，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11月，“踢开党委闹革

命”的邪风刮向即墨。“横扫”、“炮轰”、“砸烂”之风在全县盛行，各级党

政机构普遍受到冲击，大批干部靠边站、受审查、挨批斗，县委和各级党

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全县陷于大动乱之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夺权之风开始蔓延全国，即墨的“造反

派”群起效尤，相继夺取了全县各级的党政大权，形势更加混乱。针对

各种混乱的形势，即墨驻军于1967年2月进驻即墨城乡，执行支左、支

工、支农和实行军训、军管的“三支两军”任务。这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

是必要的，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1968年3月，即墨县成立了由军队、干部、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

命委员会。接着，全县城乡。文攻武卫”组织相继建立。从此，全县武斗

现象不断出现。形势更加混乱。

1969年9月。中共即墨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组织

学习贯彻了中共中央《八·-'A命令>，强令各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

制止了全县武斗现象，全县局势相对稳定。1970年12月，中共即墨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出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此后，县委组织

开展了纠正“反复旧”错误、开门整风、“一打三反”、批林整风、整党建

党、农业学大寨等项活动。这一时期，工农业生产正常秩序得以恢复，

学校教学秩序较为稳定，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左”倾错误

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动乱的局面。

1974年2月。全县开展了由江青等人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使

刚刚恢复不久的政治、生产秩序再度陷入混乱。1975年，邓小平同志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相继召开了交通、工业、农业等方面的重要会议，

采取坚决果断有力的措施，对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即墨经过全面整

顿。工农业生产扭转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到年

底。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000多万元，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了

一亿斤。1976年3月。全县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

刚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遭到新的挫折。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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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人民自发地举行各种吊唁仪式，寄托对领

袖的无限哀思。以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年10月上

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

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四)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即墨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

查反革命帮派体系，迅速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即墨一直不能摆脱徘徊前进的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即墨县委认真贯彻三中全会

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地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即墨的许多

历史遗留问题，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的右派分

子，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同

时，县委还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侨务政策等等。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安定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

工作积极性，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1980年，县委先后召开两次农村工作会议，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

制的几个问题>两个文件。从此，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县逐步推行，承

包的形式由开始的包工包产到组，继而到户。到1983年，全县有

99．8％的农户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

重大改革，克服了多年来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的弊

端，是解决农村生产力的根本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

即墨农业的全面发展。到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8．38亿斤，花

生总产量达到3328吨。棉花总产量达1．91万担，水产品总产达7100

多吨，农业总收入达4亿元，其中各种经营收人达3．32亿元，创历史最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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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即墨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镇。

在工业改革方面，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搞活这个中心环节。先后出台

了七个文件，对企业领导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经营管理等多

方面进行了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

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在农村和工业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对商业、科技、教育、卫生、外贸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所有这些改革，使即墨经济形势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推动了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

生机。

党的十三大以来，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大会议精神，牢牢抓住改

革开放的大好机遇，积极组织开展地区间和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加快了

改革开放的步伐。工贸联营、农贸联营、贸工农联营项目不断签订，中

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向。到1989

年底，工业总产值达到24．9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3．37亿元。

1985年6月，即墨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山东省

委、青岛市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始了全面整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

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整党共分三批进行，历时1年零7

个月。整党过程中，对300多名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同时，发展了一

批新党员。并按照“四化”条件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任

领导职务，整顿改造了一批后进党支部。经过整党，全县党员在思想、

作风、纪律、组织4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进步，同时，也积累了处理

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些都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

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随着干部队伍的改革，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向“四化”标准迈出了一

大步，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知识结构的配置比较合理，一大批有

真才实学、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焕发了领导班

子的生机，保证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在抓基层组织建设方

县开展了创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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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先进县的活动。制定了<农村党支部工作条例>、<农村组织建

设规划>等各种规章制度，使党的农村基层建设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

1989年，即墨县委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针对敌对势力的渗透、颠

覆和破坏活动．在全市开展了以稳定经济、稳定局势、稳定人心为基本

点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在农村制定

了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方案，巩固和扩大了社教效果。在城区

重点抓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把反和平演变教育作为突出内容和重点

来抓。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中，各级党组织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坚决听从中央的号令，自觉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

致，维护了全市的政治稳定。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县委在

总结反思中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广大干部群众坚信党的领导、依靠集

体致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念逐步坚定。 ，

1989年9月。即墨撤县设市。这标志着即墨进入了城乡一体化建

设的新的历史时期。10年来，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干部群

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十五大确定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抓住机遇、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

稳定”的基本方针。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即墨的社会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新台阶，

社会各项事业有了新的进展。全市圆满完成了。八五”计划确定的各项

任务目标，顺利实施了“九五”计划。1999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92．67亿元，是1989年的5．4倍。工农业总产值191．19亿元，是

1989年的5．2倍；粮食总产量几年来稳定在60万吨左右。

10年间，即墨各级党组织坚持把上级指示精神与即墨实际相结

合。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制定并实施了加快发展的新思路和得力措

施。在总体工作上．坚持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三建”并

举，确立了“抓机遇、超百亿、奔小康、争一流”的奋斗目标，以及实施“科

教兴市”和经济强乡、强村、骨干企业“三强”带动发展战略；在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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