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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即墨地方组织

第一节 中共即墨市(县)委及工作机构

1939 年 7 月，中共即墨县委成立，设书记 1 人，组织委员、敌工委员、青年委员 、秘书各 1 人。 8

月，设组织部， 10 月，增设宣传部， 1941 年 1 月，增设军事部、统战部、民运部，3 月，增设社会部， 11

月，增设秘书处。 1942 年 10 月，撤销军事部、统战部、社会部，组织部改称组织科，宣传部改称宣传

科，民运部改称民运科。 1943 年 4 月增设敌工科。 1946 年 6 月，设立党训班。 8 月，敌工科改称统

战科。 1947 年 1 月，组织、宣传、统战、民运四科均改称部。 1948 年统战部并人宣传部。 1949 年 5

月 ，增设农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 1950 年 10 月，党训班改称县学。

1951 年 1 月，设中共即墨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 年 10 月，改称监察委员会。 1954 年 1 月农

委会撤销。 8 月，增设合作部。 10 月，秘书处改称办公室，增设财贸部。 1955 年 1 月增设沿海工作

委员会。

1945 年 8 月，中共即东县委成立，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和党训班。

1948 年冬统战部并人宣传部。 1949 年 5 月，增设农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

员会。 1950 年 8 月 ， 中共即东县委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 9 月，党训班改称县学。 1953 年 1 月，秘

书处改称办公室。 1954 年 7 月，增设合作部、沿海工作委员会。 9 月增设财贸部。 1956 年 3 月，中

l 共即东县委与中共即墨县委合并。
1956 年 5 月，中共即墨县委设常务委员会。 县委下设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

员会、文教部、统战部、政法部、财贸部、工业交通部、水产部、合作部、沿海工作委员会、机关党委、

县学、妇委会等 15 个办事机构。 1957 年 8 月，县委设书记处。 1961 年 6 月，增设政策研究室， 7

月，县学改称党校。 1962 年 10 月撤销书记处，并相继撤销文教部、政法部、财贸部、工业交通部、水

产部。 1963 年，增设档案局。 1964 年 11 月增设财贸政治部。 1969 年 9 月，建立中共即墨县革委

核心领导小组。 1970 年 12 月，中共即墨县委重新成立，相继建立的办事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

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统战部、机关党委、党校、档案局。 1981 年 12 月增设政法委员会。 1982 年

8 月，设立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1984 年增设企业政治工作部(1988 年 5 月撤

销)、农村工作部、老干部局、组织员办公室。 8 月，中共即墨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即墨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独立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1986 年增设信访办公室，档案局划归政府序列。

1989 年 8 月，设立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

1989 年 9 月，即墨撤县设市。 1992 年 10 月，撤销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与市

政府史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合并为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11 月，撤销市委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办

公室。 1993 年 4 月，将市纪委教育室更名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室，新设立监察综合室，与市纪委综

合室合署办公。 1993 年 9 月，市进行机关机构改革，撤销市委研究室、组织员办公室、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对台工作办公室矿信访办公室、农村工作部、侨务办公室;撤销市委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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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档案局、广播电视局，成建制转为事业性服务实体。 1994 年 5 月成立即墨时报社(1995 年 10 月

更名为即墨市报社) 0 1995 年 1 月，恢复市信访办公室，2 月，成立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与

政法委合署办公。 4 月，市农村工作队办公室改称为市基层建设工作队办公室。 1996 年 2 月，市信

访办公室更名为市信访局 ;3 月，撤销市广播电视中心，恢复市广播电视局 ;5 月，撤销市委老干部

工作中心，恢复市老干部局。 1998 年 4 月，市纪委成立执法监察室。 2∞0 年 1 月，即墨市报社更名

为即墨日报社。

2∞1 年 9 月，市委机构改革。 市级机关党委更名为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撤销市委外商

投资企业党工团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委私营企业党工团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市基层建设工作队

办公室、市新闻中心，设立市委督查室、市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党的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恢复市委

组织员办公室。 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挂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的牌子，设立即墨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为市委派出机构。

截止 2∞3 年底，即墨市委设工作部门 7 个，部门管理机构 11 个，派出机构 3 个，事业单位 4

个

中共即墨( 即东)县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更迭襄

组织名称 职务 姓名 籍贯 任职时间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吴善堂 即墨县 1939 .7一1939 .8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田文忠 1940 . 11-1942 . 11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袁超 即墨县 1941 . 11一1942 . 6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马金铭 即墨县 1942 . 6-1948 .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吴善堂 即墨县 1942 . 10-1944 . 4 

中共即墨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 崔涛 山东莱阳县 1944 .4一1945 .2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代理书记 耿福海 1945 . 2-1945 . 8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李奎生 山东莱西县 1945 . 11-1949 .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周凤鸣 山东掖县 1948 . 10-1952 . 2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赵敬三 山东莱阳县 1950 . 3-1952 .6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于少彬 山东文登县 1950 . 7-1950 . 9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于少彬 山东文登县 1952 .2-1953 .4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尹传基 山东牟平县 1952 . 7-1953 . 11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尹传基 山东牟平县 1953 .11-1956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于伯泉 1954 . 1-1956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乔闻明 山东文登县 1954 .4-1954 .9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姜伯远 山东海阳县 1954.11-1956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副书记 王振志 即墨县 1955 . 7-1956 . 2 

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 崔涛 山东莱阳县 1943 . 9-194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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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 刘东岱 山东莱阳县 1945 . 7-1945 . 8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宫明山 山东乳山县 1945 .8-1947 . 11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赛风 山东荣成县 1945 . 9-1945 . 12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刘东岱 山东莱阳县 1946 . 12-1947 . 12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王雨洛 1946. . 6-1946 . 8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张超 山东蓬莱县 1947 . 11-1949 . 2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赵锋 山东莱阳县 1947 . 12-1949 . 2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赛风 山东荣成县 1949 . 2-1950 . 7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李振 山东安丘县 1950 .7-1951 . 11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杨明裕 1951 . 4-1952 . 6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于少彬 山东文登县 1951 . 11-1952 . 1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言化午 山东海阳县 1952 . 7-1955 . 2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富本芝 山东乳山县 1952 . 7-1955 . 7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王振志 即墨县 1953 . 2-1955 .4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书记 戴绕西 1955 . 7-1956 . 1 

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副书记 于巫通 山东牟平县 1955 . 7-1956 . 3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第一书记 徐华 山东沂水县 1956 . 3-19ω.4 

第一书记 杨宣武 1958 . 1-1958 . 9 

第二书记 尹传基 山东牟平县 1956 . 3-1960 . 1 

副书记 王生民 山东掖县 1957 . 8-1960 .4 

副书记 姜伯远 山东海阳县 1956.3-19ω.4 

副书记 于巫通 山东牟平县 1956 . 3-1957 . 8 

副书记 叶洪贵 山东海阳县 1956 . 10一19ω.4

副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56.11-19ω.4 

副书记 吴汝德 山东文登县 19ω.3-19ω.4 

副书记 矫曰焕 山东牟平县 1960 . 3-1%0 . lO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第一书记 徐华 山东沂水县 1960 .4一1960. lO 

第一书记 杨维屏 山东莱芜县 1961 . 3-1962 . 3 

第一书记 宋读亭 山东乐陵县 1962 . 3-1963 .7 

书记处书记 王生民 山东掖县 1960 . 4-1961 . 2 

书记处书 记姜伯 陆山东海阳县 19ω.4-1963 .7 

书记处书记 叶洪贵 山东海阳县 1960 . 4-1962 . 10 

书记处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60 . 4-1962 . lO 

书记处书记 吴汝德 山东文登县 1960 .4-1962 .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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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记处书记 李建东 山东掖县 1960 . 10一1961 . 1 

书记处书记 王庆春 山东荣成县 1960 . 10-1963 . 7 

书记处书记 宋读亭 山东乐陵县 1960 . 10-1962 . 3 

书记处书记 刘圣清 山东新泰县 1960 . 11-1962 . 10 

书记处书记 张立英 山东掖县 1960 . 12-1963 . 7 

书记处书记 张式瑞 山东l唠山县 1960 . 12-1961 . 3 

书记处书记 :X1J思礼 即墨县 1961 . 6-1962 . 10 

书记处书记 律纪祥 山东胶南县 1961 .11-1963 . 7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律纪祥 山东胶南县 1963 . 7-1965 . 6 

书记 鹿道平 山东福山县 1965 . 6-1968 . 3 

副书记 王庆春 山东荣成县 1963 . 7-1968 . 3 

副书记 姜伯远 山东海阳县 1963 . 7-1964 .9 

副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64 . 2-1968 . 3 

副书记 吴汝德 山东文登县 1965 . 4-1968 . 3 

中共即墨县革命委
组长 陈英海 河北省 1969 . 9-1970 . 1 

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组长 丁其朝 江苏高邮县 1970 . 1一1970. 12 

中共ep墨县委员会 书记 丁其朝 江苏高邮县 1970 . 12-1971 . 11 

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72 . 8-1980 . 9 

副书记 李洪诚 山东招远县 1970 . 12-1971 . 8 

副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70 . 12-1972 . 8 

副书记 仲崇安 山东蓬莱县 1971 . 12-1973 . 7 

副书记 王知斗 山东螃山县 1972 . 1一1980 . 9 

副书记 王庆春 山东荣成县 1973 . 1-1980 . 9 

副书记 隋树勋 山东莱阳县 1973 . 8-1980 . 9 

副书记 郑新志 山东掖县 1975 . 8-1980 . 3 

副书记 肖世诚 即墨县 1975 . 8-1980 . 9 

副书记 蓝维瑞 即墨县 1975 . 4-1977 . 8 

副书记 李爱昌 即墨县 1975 .4-1980 .9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 书记 李视远 即墨县 1980 . 9-1984 . 4 

书记 秦玉生 山东昌乐县 1984 . 4-1984 . 8 

副书记 陪树勋 山东莱阳县 1980 . 9-1984 . 4 

副书记 肖世诚 即墨县 1980 . 9-1984 . 8 

副书记 张惠来 山东荣成县 1982 . 8-1984 .4 

副书记 王延俊 山东海坊市 1984 .4-1984 . 8 



组织名称

中共即墨县第六届委员会

中共即墨市(县)第七届委员会

中共即墨市第八届委员会

第二十四篇党派社团

中共即墨市(县)第六届至十一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任职表

职务 姓名 籍贯

书记 秦玉生 山东昌乐县

副书记 肖世诚 即墨县

副书记 王延俊 山东滋坊市

副书记 赵克志 山东莱西县

副书记 孟广耀 山东胶南县

副书记 宁经谋 即墨县

常务委员 潘善国 山东省胶州市

常务委员 刘典平 即墨市

常务委员 仲伟俊 山东省莱州市

书记 秦玉生 山东昌乐县

书记 赵克志山东省 莱西市

副书记 赵克志 山东省莱西市

副书记 孟广耀 山东省胶南县

副书记 宁经谋 即墨市

常务委员 曲修坷 即墨市

常务委员 仲伟俊 山东省莱州市

常务委员 刘典平 即墨市

常务委员 黄幸颂 即墨市

常务委员 郑永梅 即墨市

常务委员 姜显博 即墨市

书记 赵克志 山东省莱西市

书记 孟广耀 山东省胶南县

书记 杨广昌 山东省莱州市

副书记 孟广耀 山东省胶南市

副书记 曲修坷 即墨市

副书记 杨广昌 山东省莱州市

副书记 郑永梅 即墨市

副书记 王怀岳 山东省胶南市

副书记 李学海 山东省莱西市

7 

任职时间

1984 . 8--1987 . 5 

1984 . 8--1987 . 2 

1984 . 8--1986 . 8 

1987 .2--5 

1986 .8--12 

1985 . 5--1987 . 5 

1984 .8一1987 . 5 

1984 . 8--1987 . 5 

1987 .1--5 

1987 . 5--1989 . 9 

1989 . 9--1990 . 4 

1987 . 5--1989 . 9 

1987 . 5--1990 . 4 

1987 . 5--1990 . 3 

1987 . 5--1990 .4 

1987 .5--19佣 .4

1987 . 5--1990 • 4 

1987 . 5--1990 • 4 

1987 . 5--1990 .4 

1989 .9--19佣 .4

1990 .4--1991 . 10 

1991 . 10--1994 .8 

1994 . 8--1995 . 3 

1990 .4--1991 . 10 

1990 . 4--1992 . 3 

1992 . 3--1994 . 8 

1990 .4--1993 .2 

1994 . 8--1995 . 3 

1992 . 10--19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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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副书记 仲伟俊 山东省莱州市 1993 . 1-1995 .3 

常务委员 仲伟俊 山东省莱州市 19佣 . 4-1993 . 1 

常务委员 姜显博 即墨市 1990 . 4-1991 . 3 

常务委员 江崇冠 即墨市 1991 .3-1995 .3 

常务委员 刘典平 即墨市 1990 .4-1993 . 1 

"- 常务委员 姜子斌 山东省荣成市d • , 1990 .4一1995 .3 

常务委员 黄幸颂 即墨市 19佣 .4一1992 .5 

常务委员 孙元启 即墨市 1990 .4- 1995 .3 

常务委员 孙梅兰 莱西市 女， 1990 . 4-1993 . 2 

常务委员 李淑华 即墨市 女， 1993.1-1995 . 3 

常务委员 毛成乐 即墨市 1993 . 1-1995 . 3 

常务委员 车仁慧 即墨市 1993 . 1-1995 .3 

常务委员 于睿 即墨市 1993 . 1-1995 . 3 

中共即墨市第九届委员会 书记 杨广昌 山东省莱州市 1995 .3-10 

书记 于锦初 即墨市 1995 . 10-1997 . 12 

书记 王怀岳 山东省胶南市 1997 . 12-1998 . 1 

副书记 王怀岳 山东省胶南市 1995 . 3-1997 . 12 

副书记 李学海 山东省莱西市 1995 . 3- 1997 • 12 

副书记 孙德胜 山东省安丘市 1997 . 12-1998 . 1 

副书记 仲伟俊 山东省莱州市 1995 . 3-1997 . 12 

副书记 张锡王宫 山东省平度市 1997 . 12-1998 . 1 

副书记 江崇冠 即墨市 1997 . 12-1998 . 1 

常务委员 孙元启 即墨市 1995 . 3-1997 . 12 

常务委员 江崇冠 即墨市 1995 . 3-1998 . 1 

常务委员 毛成乐 即墨市 1995 . 3-1996 . 3 

常务委员 车仁慧 即墨市 1995 . 3-1997 . 12 

常务委员 黄济显 即墨市 1995 . 3-1997 . 12 

常务委员 荣立秋 即墨市 1995 . 3-1998 . 1 

常务委员 孙立杰 江苏省 1997 . 12-1998 . 1 

常务委员 高升一 即墨市 1995 . 3-1998 . 1 

常务委员 孙云忠 即墨市 1996 . 2-1998 . 1 

常务委员 孙显军 山东省文登市 1996 . 5-1998 . 1 

常务委员 李蜡 山东省平度市 1997 . 12-1998 . 1 

常务委员 丁鲁省 山东省济南市 1997 . 12-1998 . 1 

中共即墨市第十届委员会 书记 王怀岳 山东省胶南市 1998 . 1-1999 .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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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书记 张洪训 山东省莱西市 1999 . 11-2∞1 . 12 

副书记 孙德胜 山东省安丘市 1998 . 1-1999 . 11 

副书记 孙立杰 江苏省 1999 . 11-2∞2 . 12 

副书记 张锡瑭 山东省平度市 1998 .1-2∞1 .5 

副书记 江崇冠 即墨市 1998 . 1-2∞1 .2 

副书记 丁鲁省 青岛市 2α)() . 1-2∞2.12 

副书记 荣立秋 即墨市 2∞1.2-2∞3 . 1 

副书记 吕明江 山东省胶南市 2∞2 . 12-2∞3 . 1 

副书记 王建中 山东省荣成市 2∞2.12-2∞3 . 1 

常务委员 孙立杰 江苏省 1998 . 1-1999 . 11 

常务委员 荣立秋 即墨市 1998 . 1-2∞1 .2 

常务委员 李义安 青岛市李沧区 2α)() . 1-2∞3 . 1 

常务委员 高升一 即墨市 1998 . 1-1999 . 5 

常务委员 刘惊涛 山东省胶州市 1999 . 5一2∞2.12

常务委员 辛启鑫 山东省肢南市 2∞2 . 12-2∞3 . 1 

常务委员 孙云忠 即墨市 1998 .1-2∞3 . 1 

常务委员 孙显军 山东省文登市 1998 . 1-1999 . 7 

常务委员 李蜡 山东省平度市 1998 . 1-1999 . 11 

常务委员 丁鲁省 济南市 1998 . 1-2仪泊. 1 

常务委员 李宽端 青岛市 2∞1. 8~2∞2 . 12 

常务委员 乔勇臣 山东省单县 1999.7-2∞3 . 1 

常务委员 于显祥 即墨市 zα)() . 1-2∞3 . 1 

常务委员 宋希娟 山东省莱州市 2∞2 . 12-2∞3 • 1 

中共即墨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书记 张洪训 山东省莱西市 2∞3 .1-12 

副书记 李宽端 青岛市 2∞3 .1-12 

副书记 吕明江 山东省胶南市 2∞3 . 1-12 

副书记 王建中 山东省荣成市 2∞3 .1一12

副书记 孙~忠 即墨市 2∞3 . 1-12 

常务委员 辛启鑫 山东省胶南市 2∞3 .1-12 

常务委员 于显祥 即墨市 2∞3 . 1一12

常务委员 乔勇臣 山东省单县 2∞3.1-3 

常务委员 于澎 即墨市 2∞3 .1-12 

常务委员 孙铸 即墨市 2∞3 .1-12 

常务委员 宋希娟 山东省莱州市 2∞3 .1-12 

常务委员 王伯勤 山东省临胸县 2∞3.3-12 

常务委员 王崇江 青岛市 2∞3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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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共即墨市(县)历届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即墨县第一届代表大会 1956 年 5 月 19 日在即墨城召开。 正式代表 400 人，列

席代表 22 人，特邀代表 2 人。 会议主要议题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工作作

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动员全党团结与带动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农业高额丰产竞

赛运动，争取4 年超额完成 5 年农业生产计划;通过了全县 1956 年到 1967 年发展农业生产远景规

划;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县委员会委员 27 人，候补委员 3 人，监察委员会委员 7 人，出席省党

代会代表 9 人。

中共即墨县第二届代表大会 1960 年 4 月 27 日在县城召开，代表 447 人。 主要议程是:总结

上届县委的工作;讨论和通过了 1960 年的生产规划和今后 3 年和 8 年的长期规划;选举产生了中

共即墨县委员会委员 31 人，候补委员 9 人;选举了出席青岛市第二届党代会的代表。

中共即墨县第三届代表大会 1963 年 7 月 24 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 350 人。 大会传达讨

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讨论审查了县委关于开展秋季超产运动争取

全年丰收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县委员会委员 23 人，候补委员 3 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县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1 人;选举了出席省第二届党代会的代表7 人，候补代表 1 人。

中共即墨县第四届代表大会 1970 年 10 月 26 日在县城召开。 代表 944 人，列席代表 13 人。

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共即墨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县委员会委员 35

人;选举产生了出席山东省和烟台地区党代会的代表。

中共即墨县第五届代表大会 1980 年 9 月 12 日在县城召开，代表 439 人。 会议审查通过了

中共即墨县委的工作报告;审查通过了中共即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五

届委员会委员 31 人，候补委员 5 人;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共青岛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56 人，候

补代表 5 人。 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党组织和全党同志都要下决心，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为

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中共即墨县第六届代表大会 1984 年 8 月 27 日在县城召开。 代表 496 人，列席代表 45 人。

县委向大会作了《全党动员，改革创新，为建设文明富庶的新即墨而奋斗》的报告。 号召全党动员，

全民协力，改革创新，振兴经济，提前翻番，为建设文明富庶的新即墨而努力奋斗 。 会议选举产生

了中共即墨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32 人，候补委员 5 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

成人员 。

中共即墨县第七届代表大会 1987 年 5 月 20 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 445 人，列席代表 44

人。 县委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报告。

号召全党上下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新飞跃。 大会选举产生了

中共即墨县委员会委员 31 名，候补委员 6 名;选出了即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

中共即墨市第八次代表大会 1990 年 4 月 6 日至 11 日在即墨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

478 名 。 市委书记赵克志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繁荣富庶文明的即墨市而奋斗》的

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29 名，候补委员 4 名;选出了即墨市纪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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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

中共即墨市第九次代表大会 1995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 日在即墨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

表 467 人，列席代表 14 人。 大会审议通过了杨广昌代表市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题为《抓住机

遇、开拓前进，为把即墨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城市而奋斗》的报告和市纪委的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31 名，候补委员 4 名;选出了即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 。

中共1叩噩市第十次代表大会 1998 年 1 月 8 日至 11 白在即墨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

462 人，列席人员 11 人。大会通过了王怀岳代表中共即墨市九届委员会作的《抓住历史机遇，担当

时代重任，为实现即墨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发努力》的报告和姜崇冠代表市纪委作的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了中共即墨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32 名，候补委员 5 名;选出了即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

中共即墨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2∞3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在即墨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

452 名，列席代表 人。 大会通过了张洪训代表中共即墨市十届委员会作的《努力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即墨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

了中共即墨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33 名，候补委员 5 名;选出了即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

第三节组织发展与重要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5 年 2 月，端湾村(今属七级镇)于维功于青岛四方机厂经邓恩

铭、纪子瑞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大吕戈庄村(今属刘家庄镇)徐子兴于青岛邮政总局加

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即墨人在外地人党最早的党员 。 1926 年，李家西城村(今属即墨镇)李兆岐于

青岛钟渊纱厂(今青岛国棉六厂)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月，被派去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结业后任中共青岛市执委委员、农运部长。 1927 年冬，回到即墨从事农民运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 年 9 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党员蓝志政回即墨发动盐民斗争。

10 月，他同孙希朋、赵继速等秘密建立了中共即墨支部，蓝志政任书记。 他们于西南部沿海一带发

动组织盐工和贫苦农民联合当地大刀会，火烧了马戈庄盐务局，杀死盐警多人，因遭军阀镇压而失

败。 同年 12 月，因活动被敌人发现，蓝志政离开即墨，支部停止活动。

1934 年 1 月，中共党员徐达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从河北省回到家乡袁家屯村(今属普东

镇)进行秘密建党工作，先后介绍袁家屯村袁世清、徐正福和普东村王玉田、孙志温、袁超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8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魏思文、黄秀芝来即墨与徐达三一起开展工作。 随后，成立

了中共袁家屯支部，袁超任支部书记。 9 月，成立了中共普东支部，王玉田任书记。 12 月上旬，成

立了中共即墨县第七区委员会，袁超任区委书记。同月，即墨私立信义中学建立中共党小组，吴青

光任组长。他们在学生中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开展学生运动。继之，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于即

(墨)莱(阳)边区成立，王伟志任书记，领导即墨、莱阳两县党的工作。 工委于即莱边界组织抢盐

会、兴学会等团体，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韩复渠部鲁东民团总指挥张襄五部的斗争。党的上述

活动在即墨播下了革命种子，积累了革命力量。

1934 年春，中央北方局派徐达三、魏思文等通过山东省委来到即墨，先后建立了袁家屯、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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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支部。 年底又在普东村成立了七区区委，并组建了少年俱乐团 、农民自卫队、妇女针线团、

职工会等群众团体，活动范围达十余个村庄。 同时，即墨信义中学、即墨县立中学学生党员吴青光

等，建立了信义中学党小组，组织反日救国会。 到 1936 年，这些党组织先后停止了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 1938 年 8 月，中共党员吴善堂于吴家岭村发展党员 8 人，随之成立中共吴家

岭支部，吴善堂任书记。 1939 年 3 月，中共即莱边区特支于吴家岭成立，吴善堂任书记。 特支辖吴

家岭、埠西、神山埠、莺庄、河头 5 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60 余名 。 6 月，成立了中共胶(县)、即(墨) 、

平(度)工作委员会，刘宿贤任书记，袁超、乔天华、姜子敬t韩育民为委员 。 7 月 27 日，中共即墨县

委于吴家岭村(今属华山镇)成立，吴善堂任书记。 县委成立后，中共即莱边区特支撤销。 9 月，成

立中共即莱边区委员会，中共胶即平工委随之撤销。 12 月，中共即墨县第九区委员会成立，县委组

织部长马金铭兼任书记。区委辖中共泉上村支部，共有党员 10 余人。 1940 年初，中共胶县县委派

党员高管增回到家乡青中埠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8 月成立了中共朱家庄支部，朱培锡任书记。

党支部建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于徐家沟、河流庄、家西、傅家、马龙瞌、大坝、三湾庄、张家

等 9 个村发展中共党员 32 名，逐步形成了以朱家庄为中心的活动网络。 1941 年 1 月，中共胶县县

委根据中共南海地委指示，将原属中共胶县县委领导的胶即边区的毛子埠、青中埠、朱家庄、徐家

沟等村的党组织关系移交中共即墨县委领导。 全县有党支部 16 个，党员 132 人。 9 月，胶(县)高

(密)即(墨)中心县委成立，袁超任书记。 11 月，中共即墨县第八区委员会成立，朱培锡任书记。

1941 年底，有 24 个村成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 2∞多人。 1942 年 7 月至 1945 年 7 月，先后组建了

即墨八个中共区级委员会。 1943 年 8 月，成立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崔涛任书记。 翌年 4 月，即

东县并人即墨县，即东工委撤销 。 1945 年 7 月，重建中共即东工委。 8 月，成立中共即东县委员会。

1945 年，即墨县有中共党员 192 人，即东县有中共党员 782 人。 这一时期，即墨、即东党组织

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组建了抗日武装，进行了游击战争，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建立了民主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 年 2 月共产党员袁超等在袁家屯组建了 3∞余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

队 ;3 月，李兆岐在李家西城村组建了抗日独立中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 。

期间，抗日义勇军、抗敌后援会、民先县大队等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 1942 年 3 月，

建立了即墨第一支地方武装一胶即大队(即墨县大队) 0 9 月建立了即墨抗日民主政府一即墨县政

府，辖 5 个区、87 个村庄，面积 170 多平方公里，人口 45∞0 余人。 县大队发展到 2∞多人，区中队

和民兵发展到 25∞多人，创建了即墨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 从此，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展开了反

"扫荡"、反"蚕食"的斗争。 两年中，即墨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百余次，歼灭敌伪军千余人，

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9 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将即墨烟青公路以东

划为即东县，成立了中共即东县工委，组建了唠山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即东，进军唠山。 1944

年 8 月，即墨县大队拔掉了移风店日伪据点，继又打垮了具有特殊装备的日军"三角"部队。 1945

年 7 月，连续拔掉即墨各地 20 多个日伪据点。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8 月 26 日，首次解放了即

墨城，歼灭敌伪军 30∞余人。

解肢战争时期 这时期，即墨、即东两县在对敌斗争和土改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分子，各

级党组织于翻身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党组织也不断壮大。 1949 年 5 月，

即墨、即东两县全境解放，随之行政区划调整，各级党组织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1949 年底，中共即

墨县委辖 18 个区(镇)委，有党支部 150 个，党员 25∞人。 中共即东县委辖 13 个区委，有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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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个，党员 2462 名 。

解放战争初期，两县县委在解放区开展了反奸诉苦、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 1946 年和 1947 年，

参加反奸诉苦的群众达 2 万余人次，收回土地 10 余万亩，分给了 42C则多户贫苦农民，激发了群众

的政治觉悟，掀起了保家保田，支前参战的热潮，两县 125∞0 多人参加了各种群众团体，78∞多人

参加了民兵队伍，57∞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 。 在解放区人民的支援下， 1946 年

6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即墨城。 此后在灵山 、上下睡、南肝、城阳 、南泉、蓝材、普

东、太祉庄等地进行了多次较大战斗，歼敌 5∞0 余人。 1949 年 5 月，即墨全境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从 1950 年 12 月开始，即墨、即东两县农村党支部先后由秘密活动转

为公开活动，各级党组织也随之执行公开建党的方针。 1951 至 1956 年，各级党组织贯彻"积极慎

重"的建党方针，吸收一批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人党，

全县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1956 年，即墨、即东两县合并，全县建立党委 44 个，党总支和党支部

779 个，党员达到 11882 人。 1958 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公社均建立党委，此后各生产大队也相

继建立了党支部。 至 1965 年，中共即墨县委共辖基层党委 27 个，党总支和党支部 1165 个，共有党

员 14015 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的各级组织受到冲击，组织活动停止。 直至 1969 年 9

月中共即墨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全县党的组织活动才陆续恢复。 1976 年，中共即墨

县委辖基层党委 30 个，党总支和党支部 1558 个，有党员 25726 人。

建国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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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步骤地开展了恢复经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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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50 年到

1952 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即墨、即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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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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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万元。

县委制定了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 并针对市场粮食紧缺、不法商贩

趁机哄抬物价的严峻局势，从县内外调集了 8∞多吨粮食及一批关系群众生活的重要物资，抛售市

场，稳定物价。 1950 年 7 月，即墨、即东县委认真贯彻《土地改革法机组织了旧)()多人的土改工作

队，全面开展了土改，于 1951 年 8 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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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吨，颁发土地证书 28.75 万份。 1950 年 10 月，两即县委全面深人开展了爱国

主义、国际主义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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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双等军需物资送往前线，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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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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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 对贪污盗窃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给予了沉重打击。 自 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制

定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n后，中共即墨、即东县委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

路。 到 1956 年底，共建立了 511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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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电户 9343 户，占总渔户的 91.88% 。 全县的农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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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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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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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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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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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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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央召开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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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县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地瓜亩产 25 万斤，

玉米亩产 5∞0 斤的高指标，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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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了炼铁小土炉 2∞0 多座，所炼的 7280 吨钢

基本上都是废品 。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县一轰而起，在两个月时间内，700 多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并升为 37 个人民公社。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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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指挥，导致严重的浮夸风，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加之自然灾害，导致 1960

年即墨严重的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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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 同时，压缩城镇人口，加

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全县经济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1963 年 12 月至 1966 年春，县

委根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在全县进行了以"清帐目、清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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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缺乏对干部队伍状况

的正确估计，扩大了斗争面，使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1966 年 5 月，即墨进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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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成立了"文化大革

命领导小组"。而后全县掀起了"破四日，立四新"运动，出现了乱抓乱斗现象， 1000 多人被错误揪

斗和游街示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先后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进行"大串联学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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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即墨的"造反派"相继夺取了全县各级的党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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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年 9 月中共即墨县革命

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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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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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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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秩序再度限于混乱。 1975 年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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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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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遭到了新的挫折。

1976 年 10 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即墨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全县人民揭批江青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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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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