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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书主要收录了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8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

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山东省政权、地方军事、政协、群众团体系统市〈地〉以上和省属企事

业单位的组织机构沿革和领导人名录。渤海、胶东、鲁中南 3 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各专区资料收

录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一书内。

2、本书每个系统为一编，每编一般采取分时期立章、按省和市地两级立节的体例编排。

每编分三章， NP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飞省属企事业单位为一编，每一单位加一顺序号，不另立章

节。

3、政权系统收录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工作部门正副职F 省政

府〈人委、革命委员会〉正副省长(主任)、正副秘书长、工作部门正副职g 省法院、检察院正副职，

低半格单位负责人中处级干部不收，各市〈地级〉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各市(地〉正副市长(专

员) ，法院、检察院正职。各县〈市、区)县〈市、区)长名录作为附录一并收录。

4、军事系统收录人员 t 省军区军政正副职和司、政、后正副职 F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省

军区所属独立师和省武警总队、公安总队军政正副职F各市地武警支队正职。

5、政协系统收录人员 z 省政协常委、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工作部门正副职，各市政协正

副主席。

6、群众团体系统收录人员 2 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侨联、社联组织省级正副职，

市地正职，省贫协正副职。

7、省属企事业单位收录人员 z省属各大企事业、高等学校等行政正副职。

8、本书采取以山东省现行区划迫述历史的方法编写。历史上曾属山东现已划出的地区，

只在文字上作一交待，不收录其资料，历史上不属山东，后划入的，资料全收。历史上设置、撤

销、升降格、合并的市地按历史原貌收录。

9、各组织机构沿革凡经选举产生的，按届次编排，否则按时期编排，隶属关系不同的机构

则分别编排。县〈市、区)长名录，以历史上的县〈市、区〉为单位，以现在的市地政区分块，按任

职先后编排.县〈市、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分别编入该县〈市、区)长名录中。

10、各组织机构的人员排列 z 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组织，以常委、主任〈主席)、副主任(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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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为序.各机构中的正副职以任职时间先后为序.

11、各组织机构、企事业单位均根据届次或该机构建、撒、合、分、升格、降格、改称、改组等

变化注明起止时间("文化大革命"前一届的机构只注建立时间).领导人的任职与机构起止时

间相同的，名录后不注任离职时间 F中途离职者只注离职时间 z中途任职到终止时间者，只注任

职时间，中途任职又离职者，任离职时间都注."文化大革命"前任职，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不

论何种原因离职的人员，离职时间都不注，只注任职时间.

12、任离职时间一般注明"年"、"月"，年月不清者注"春"、"夏"、"秩"、"冬"，或"上半年"、

"下半年"，或者只注到"年飞时间查不清者，只注"先后任职".

13、名录中的女性，每人每次都注.少数民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

只注第一次.在一个组织机构中的重名人员，注明籍贯，以示区别.

14、人员中调动、免职、撤职、离休、病故或因其他原因离开职位，名录后一律注某年某月

"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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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湖西专区 (234)

十四、济宁专区 (234)

十五、泰安专区 (234)

十六、硅.州专区 (235)

十七、忠民专区 (236)

十八、沂水专区 (237)

十九、临沂专区 (237)

二十、荷泽专区 (238)

廿一、聊城专区 (238)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 ......… 240 

第一节省级群众团体........... ...…….... ..…..... .•••••• ...................................…… 240 

-、由点省总工会(240)

二、共青团‘4 点省委员会(24 1)

第二节各市、地群众团体·

一、济南市 (242)

二、骨岛市 (242)

三、淄博市 (243)

四、枣庄市 (243)

三、山点省妇女联合会(24 1)

四、、41在省贫农丁中农协会(242)

人、泰安地区 (244)

九、德州地区 (244)

十、忠民地区 (245)

十一、临沂地区 (245)

五、昌禅地区 (243) 十二、荷泽地区 (245)

六、烟台地区 (243) 十三、聊城地区 (245)

七、济宁地区 (244)

第三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246 

第一节省级群众团体....... ..…….. ..•... ...….. .•.•. ...….......….........….................... 246 

-、山点 )Ij 总工会(246)

二、共青团山点省委员会(248)

三、山点省妇女联合会(249)

四、山点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50)

第二节各市、地群众团体·

一、济南市(255)

二、青岛市 (256)

三、淄博市 (257)

四、枣庄市 (257)

五、 J在普市 (258)

六、添坊市〈地区 )(258)

七 J烟台市〈地区 )(260)

五、山点省私会科学联合会(25 1)

飞六、山点省归国华侨联合会(252)

七、山 J在省科学技术协会(253)

人、山点省贫农丁中农协会(254)

人、济宁市(地区 )(26 1)

九、泰安市〈地区 )(262)

十、德州地区 (263)

十一、忠民地区 (263)

十二、临沂地区 (264)

十三、荷泽地区 (265)

十四、耳目F域地区 (265)

第五编企事业单位........ ......….... .•..•.•... ...... ••••. ......……... ......……... ..•.••. •.. ...… 267 

一、山 J在省煤炭工业总公司 (268)

二、山点省冶金工业总公司 (268)

三、山扉省电子工业总公司 (268)

四、山点省医药总公司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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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山点省建筑工程总公司 (268) 三十三、山*省引黄济青工程

六、山点省供销合作社(268) 指挥部办公室(281)

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山点省 三十四、新华通讯#山*分社(281)

分公司 (269) 三十五、山点大学(281)

人、山点省农机服务公司 (269) 三十六、山*海洋学院(283)

九、胜利油田 (269) 三十七、华点石油学院(283)

十、齐鲁石油化工公司 (271) 三十人、山志师范大学(284)

十-、莱芜钢铁总厂 (273) 三十九、曲丰师范大学(285)

十二、冶金工业部张家注 四十、山点工业大学(286)

矿山公司 (274) 四十一、山点医科大学(287)

十二、济南铁路局(274) 四十二、山志农业大学 (289)

十四、山*省丝绸公司 (276) 四十三、山在矿业学院(290)

十五、山点省烟草专卖局 四十四、青岛医学院(290)

〈山点省烟草公司 )(277) 四十五、山在经济学院(292)

十六、山点省陶瓷公司 (277) 四十六、中国煤炭经济学院(293)

十七、冶金工业部山点省黄 四十七、某阳农学院(293)

全公司 (277) 四十人、烟台大学(293)

十八、中国山点省国际经济技 四十九、青岛大学 (294)

术合作公司 (277) 五十、聊城师范学院(294)

十九、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山点 五十一、烟台师范学院(294)

省石油公司 (278) 五十二、青岛化工学院(294)

二十、山点省国际信托投资公 五十二、青岛建筑工程学院(295)

司 (278) 五十四、山点建筑材料工业学院(295)

二十一、山点省地方文志编暴 五十五、山在农业机械化学院(296)

委员会办公室 (278) 五十六、山点纺织工学院(297)

二十二、山点省经济研究中心(278) 五十七、山点建筑工程学院(297)

二十二、山点省出版总社(278) 五十八、山点轻工业学院(298)

二十四、由志人民广播电台 (278) 五十九、山品中医学院(298)

二十五、山点电视台 (278) 六十、泳坊医学院(299)

二十六、山在电影电视制作中心(279) 六十-、滨州医学院(300)

二十七、山*省科学院(279) 六十二、4>ll医学院(301)

二十八、山点私合科学院(279) 六十二、济宁医学院(301)

二十九、山点省农业科学院(280) 六十四、山在艺术学院(301)

三十、山点省医学科学院(280) 六十五、由在工艺美术学院(302)

三十一、山点省治淮南回湖流 六十六、山点体育学院(302)

域工程指挥部(280) 六十七、山点广播电视大学 (302)

三乍二、均在省海河流域治理 六十人、山点省教育学院(303)

指挥部(281) 六十九、山在行政学院(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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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山.T-省行政干部学校(304)

七十-、山点政治学校(304)

七十二、‘~点省政法管班干部学

院(304)

七十三、山 J在省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304)

七十四、山 J在省农业管理干部学

院(305)

七十五、山点省工会管理干部学

院(305)

七十六、山点J高青年管理干部学

院(305)

七十七、济南师范专科学拉(305)

七十人、青岛师范专科学校(305)

七十九、淄博师范专科学校(306)

人十、枣庄师范专科学校(306)

人十-、昌禅师范专科学校(306)

人十二、济宁师范专科学枕(306)

人十三、..安师范专科学校(306)

人十四、德州师范专科学校(306)

八十五、滨州师范专科学校(307)

人十六、临沂师范专科学校(307)

人十七、荷泽师范专科学校(307)

八十人、山点公安专科学校(307)

人十九、济南支通高等专科

学校(308)

九十、、4~飞水利专科学拔(308)

九十一、临沂医学专科学校(308)

九十二、荷泽医学专科学拉(308)

建国后山东省行政区划沿革示意图.. ........…. •••••••• ••••••••••••• •••••••• ••••••• ••••••••••••••••• .....… 309 

建国后山东省干部统计表... ....…………………………………………………………………….. 312 
后记…..... •••• •••••••• •••••••••• ••••••• •••••• •••• ...……"….. •••••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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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主要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8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一时期山东省政权、地方武装、人民政协、群众团体系统市、地以上及

省属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沿革情况及领导人名录.

山东省省级人民政权，始建于 1940 年 8 月，称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

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黎玉任战工会首席组长(后改称主任委员). 1943 年 8 月，山东省战

工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委员。 1945 年 8 月 13 日，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

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 1949 年 3 月，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和省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

议，将山东省政府改组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康生任主席.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950 年 3 月，召开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选举产生了山东

省人民政府，康生任主席。 1954 年 8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 1955 年 2

月，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省人民委员会，赵健民任省长。 1958 年 11 月和

1963 年 12 月分别召开了第二屈、第三届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三届省人民委

员会，谭启龙、白如冰分别任二、三届省人委省长.第三届省人委任期未满，即开始"文化大革

命"，并于 1967 年 2 月 3 日被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及其一伙造反派夺了权，建立山东省革命委

员会，王效禹任主任。 1971 年 3 月，王效禹被撤职，杨得志、自如冰先后任主任。 1976 年 10 月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7 年 12 月，第五届省人代会召开〈第四届人代会因"文化大革命"未

能召开) ，改选了省革委会领导成员，白如冰任主任。 1979 年 12 月，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

开，按照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时，设立了山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一一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至 1983 年 4 月，又召开山

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五、第六届省人代会上先后选举产生了五、六届省人大常务委

员会，赵林、秦和珍、李振先后任主任.选出第五、第六届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苏毅然、梁

步庭、李昌安、姜春云〈代〉先后任省长.同时，选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省辖各市设政府，其名称和省政府相似 s地区一级则为省政府的派出机关，称专署〈后称行

署). "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均称革命委员会。市、地审判机关，一般称中级人民法院 z 检察机

关，市级称人民检察院，地区则为省人民检察院分院。

1949 年 4 月，华东军区机关南下，设在山东的军事机关先后有山东军区 0949 年 4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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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5 月〉、济南军区(1955 年 5 月成立)和山东省军区(1961 年 10 月成立)0 山东省军区

及所属各市、专(地〉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属地方军事系统，主要任务是负责民兵和兵役工作.

山东省军区成立前，各市、专〈地〉设的军分区、人武部或警备区，亦是地方军事系统，先后隶属

山东军区和济南军区.地方军事系统领导机关的首长，由上级军事机关任命，党的各级地方党

委书记兼任同级地方军事机关的第一政委，各级地方军事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参加地方同级党

委o 1986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地方党委书记不再兼任同级地方军事机构的政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山东省先后组建过武警总队(1959 年 3 月至 1963 年

1 月， 1983 年 1 月重建〉和公安部队山东总队(1963 年 1 月至 1966 年 6 月 λ 各市、地同时组

建了公安、武警大队或支队.

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

东省委员会〈简称山东省政协)成立于 1955 年 1 月，其前身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成立于 1950 年 3 月。山东省政协成立后，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即停止工

作"文化大革命"前，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和其他市县亦先后成立了政协组织."文化大革

命"期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被迫停止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政协组织有了新的发

展.自 1 9.5 5 年 1 月至 1983 年 4 月，山东省政协共换届五次，谭启龙、自如冰、赵林、高克亭、李

子超先后任主席.与此同时，全省 9 个地级市、 100 多个县〈市、区〉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政协

组织.各级政协建立后，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进行了充分政治协商和讨论，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

山东省各群众团体，主要有 z工会、青年团、妇联、文联、科协、贫协、侨联、社联等.其中，工

会、青年团、妇联等组织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各群众团体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群众团体被迫停

止活动"文革"后期，工会、青年团、妇联、贫协等组织先后恢复。 1976 年 10 月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各群众团体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对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所收录的企事业单位，主要包括省属和中央在鲁的工业、农业、水利、财贸、金融、高等

院校、科技、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系统相当于厅局级和低半格的单位。

另外，还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到 1987 年 11 月各县(市、区)县〈市、区〉长名录。

(i1J东省组织史资料>>，是参照《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的体例编写的.全书按照

政权、军事、政协、群众团体等 4 个系统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顺序分为 5 编，前 4 编基本按党史分

期分为 3 章 F企事业单位未分时期，不设章节，每个单位为一个编写单位。

《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一书，是在中共山东省组织史资料编辑领导小组主持下，在编写《中

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过程中一起编写的。这本"资料"的编辑与出版，可以作为历史工

作者、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山东人民政权、地方军事、统一战线、群众团体以及各企事业

建设发展的参考资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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