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惠民地区历史大事记
(1950-1992) 

中共滨判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般社

1998 年·济南



主审

主编

王道玉

张裔杰

赵红星

中共惠民地区历史大事记

(1 950 • 1992) 

中共滨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长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号 邮政编码 25 飞)001 )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9唾

850XI168 毫米 32 )J 本 刊.75 印张 30白干字

1998 年 1 月第 1 ~革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1SBN7- 209-02145-0 

K. 311 定价， 20.00 元



序

中共滨州地委书记 王道玉

《中共惠民地区历史大事记 0950-1992门经过党史

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现在正式出版了。这是我这党史工作

的新成果，对我区党的建设研究工作而言也是一件可庆

贺的喜事。这部大事记的编寨，寄托着许多老同志的希

望、关怀和支持，凝结着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在全区

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际，出摄和发行这

本大事记，为全区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历史教育，尤其是对

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将提供一本

好的教材。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现在的 76 年里，鲁北平原上曾

发生过许多惊斗动魄的事件，涌现过众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惠民地区在战

争年代是老革命根据地清河区、渤海区的中;[.'地带，在拉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曾

为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大贡献。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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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共产党人带领全区人民发扬"不屈不挠、艰苦奋

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积极投入到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推

动社会进步。全区党员干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与广大人

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战胜频繁发生的"洪、涝、旱、

碱、潮"等自然灾害，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设施齐

全、成龙配套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

些实践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藏。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指导下，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坚持"两手提、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使经济实力成倍

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各行各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整理出版这个时期党的活动历史资料，如实地反映

惠民地区 42 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和真实雷绩，是我

们赖以对社会主义时期各方面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总结

历史经验，判断功过是非的客观棋据。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己逐渐成为往事，许多历史

进程和经验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开始淡漠并变得生疏起

来，摇着建设有中雷特色社会主义这→伟大事业的展开，

人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

历史，了解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了解取得成功

和导致失般的过程、背景和有关事实，以从中得到历史的

启迪。了解党的"昨天"，从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中汲

取营养，才能顾利地驾驭"今天"，并能正确地瑛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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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3 

天"。这本《大事记》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了解党的"昨

天"，并更好地驾驭"今天"，琵见"明天"。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

路线是被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

断提出来的，也是从党的历史经验特期是社会主义时期

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发展起来的。这里面既包含着对过去

三四十年间正确东西的继承，也包含着对错误东西的否

定，更包含着在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在新的实践

中进行的探索和创新。出跟这本《大事记》正可以从一个

侧面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出来和发展，让后人

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凝聚了多少革命先辈的血汗

和智慧，使大家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吉觉性，把握经济建设的规律，清醒

地投入到下一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

中去。



编辑说明

- ，((中共惠击地区历史大事记 0950-1992) ))<以下

简称《大事记)>)主要记述自 1950 年 5 月山东惠民地区成

立到 1992 年 4 月更名为山东滨州地区期间，惠民地区党

组织进行的重大活动，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E生、科

技等方面的重要事件。

二、本书收录的条目按时间 }I民序排列，对于一个事件

原则上在一个条吉记述 z对于时间跨度大、对全区有重大

影响的事件，为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性和连续性，采取了

分条记述;对于时间不确切的，只记月、季或本年。

三、由于惠民地区 42 年中区划变动较大，为避免与

相邻地区重复记载，((大事记》在前期主要记述惠民、 F目

信、无禄、沾化、垦利、科津、滨县、蒲台、广饶、博兴、高青、

齐东 12 县的事件手中期随着区划的变动雨增减收录范

围;后期重点收录滨州、惠民、邹平、博兴、沾化、元棒、阳

f言 5 县 1 市的重要工作与重大事件。惠民与淄博合并期

间，以原惠民地区区域内发生的事件为主记述。

四、《大事记》中涉及的人物，一般只记述副地级(实

职)以上党员干部;地区级以上劳模、著名科技人员、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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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的先进人物也做了适当记述 z上级领导干部在本区的

活动一般只记到副省级以上;重要事件的当事人个别的

也有涉及。

五、为反映本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有些条吕对中

央及省里发生的相关重要事件也做了适当引述。

六、《大事记》中每年的经济数字及党员数字以地区

统计局和地委组织部统计的当时区划内的数字为准。

七、《大事记》庚列条吕均经调访、考证、核实，其出处

依据不再一一列举。

八、按照尊重历史、尊重史实的原则，本书采敢依时

记事的体裁，按原始史料叙事，如实地记载历史事件，力

求保存历史事件原貌般不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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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50 年 5 月，山东渤海行政区奉命撤销，中共惠民

地方委员会和山东惠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

原渤海这垦利专区所辖的惠员、阳信、无操、沾化、曼利、

科津、滨县、蒲台 8 县和清河专区房辖的广饶、 1尊兴、高

青、齐东 4 县合并为惠民区。段林任中共惠民地委书记，

陈梅}11 任惠民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惠民地委和惠民专署

成立嚣，立即组织全区人民开展了以"生产自救"为中，岛

的群众运动，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

并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先后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革命运动。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我

国台湾的同时，悍然出兵进攻朝鲜，妄器把战火引向我国

国内。惠民地委、专署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全区

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区人民IV.极

高的爱医主义热情，迅速掀起了参军、揭献、爱国增产的

热潮。全区人民捐款 179 亿元( I日币) ，近万名青年积极分

子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美

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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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9 月，惠民地委组织了 650 人的土改工作

队，分赴各县进行结束土改试点工作， 1951 年春节后全

面展开。 1952 年初，全这 6953 个持有 6684 个衬普遍旗

发了土地证。至此，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被彻

底摧毁，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班复和发展。

1950 年 11 月，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

运动。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贯

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全区残余的土匪、

恶霸、特务、反动党国骨干分子和皮动会道门头 E 进行了

严厉惩办。从 1950 年 11 月至 1954 年菇，全区共逮捕各

类反革命分子 14064 名，处决 3106 名，基本上肃清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遗窜下来的反革命残余

势力，安定了社会秩津。

1950 年 7 月，针对干部调动频繁、区乡组织不健全、

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

的指示，决定在全远地县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解决领

导机关存在的宫穰主义、命令主义作风问题。 1951 年 9

月，地委成立了整党工作委员会，抽娓干部进行整党训

练 o 1951 年 12 月，在农村开始整党试点。 1952 年，地、县

整党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组织党员学习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精神，进行党员八项条件的教育，整顿党的基层组

织，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贵。同时，经过民主建政，

整顿民兵、青年国租妇代会等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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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党在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各项任务的颐和完成。

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从 1950 年至 1958

年间，地委、专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文化，利用党校、夜

校、文化干校及速成文化学习班等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

文化学习运动。经过此后几年的努力，各级领导干部的文

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1951 年冬至 1952 年，全区县以上党政机关开展了

‘三反 "C反贪污、反滚费、反宫镣主义〉、"五反 "C反衍菇、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运动，清除了一提腐败分子，教育挽救了部分

干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破坏活动，巩固了人民民主

专政，树立了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

1952 年 1 丹，陈梅川调省工作，张力群代理专员。

1952 年 6 月，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段林调中共山东分局工

作，杨岩接任地委书记。 1953 年 5 丹李峰任专员。 1954 年

1 月至 4 月林光任专员。 1954 年 10 月，扬岩谓中共山东

省委工作，李培接任地委书记 o 1955 年 1 丹，宋立言任专

员。在这期间，惠员专区经历了两次大的区划变动:1953

年 7 月，淄博专区改为淄博工矿特区后，其原辖的邹平、

长山、桓台划归毫民专区 ;1956 年 3 月，德州专区的乐

棱、商河、掐邑、济陆及德平县一部分捕归惠民专区。至

此，惠民专区辖有 15 个县，人口达到 500 万。

惠民专区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旺。 1951 年 2

月，由于黄河凌珉来势凶猛，致捷利津县王庄黄河大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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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淹及沾铭、科津南县 122 个村庄，倒塌房屋 9000 I司，

灾民达 8 万。本年 8 月，黄河以北 6 县连薛暴雨，积涝成

灾，倒塌房屋 6 万间，死亡 77 人，灾民达 62 万。 1955 年 1

月，利津县五庄段黄河决口，淹及利津、沾化、滨县 360 个

村庄，死亡 80 余人。这接连不断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刚酣

恢复战争创伤的惠民地区来说，无疑是一次次严峻的考

验。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惠民地委、专署领导全

区人员开震了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全运人民发扬共

产主义风格，节衣辖食，相互支援。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发

放救济物资.安抚灾民，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4 年 7 月，地委制定了审查干部的方案。全区如

人审查范嚣的区助理员以上干部 19659 名。审干结果表

明，全区绝大多数干部历史清楚。通过"肃反"，基本上摸

清了全区的干部情况，为以后更好地培养使用干部打亨

了有利基础。运动中曾一度出现过"逼、侠、{言"现象，但很

快就得到了纠正。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门发布

后，全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地发震起来。到

1952 年年束全区已发展各种类型的互黯组 56694 个，试

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39 个，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

民约占全这农户总数的 42%0 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公

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区立即掀起了学习、宣传、

贯彻总路线的热潮。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私营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稳步健康的发展。至U 1956 年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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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1956 年是全区政治经济形势健康发展前一年。针对

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领导存在的严重官

僚主义弊端，惠卖地委推广了广饶县司家乡包工包产的

工作经撞，全区半数以上的农业社实行了包工包产，使农

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绩显著，山东

省第一个大型引黄灌班工程一一打渔张工程竣工，建国

后第一次黄泻大复堤工程结束，兴建了自龙湾、张肖堂、

:Xil 春家、大道王、刘家夹河、路家庄、镜头寺、沟陆家等 8

处虹吸引黄工程。同时，还开展了以改土治碱、平整土地

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打新井 39 万眼。上述水利

基础工程的建设，对惠民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

用。

1957 年 2 月，地委组织 3552 名干部深入基层，帮助

这乡整柱，掀起了春季生产高潮。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广大党员群众积极

响应号召，向各级领导机关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

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

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运种进

攻进行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当时的

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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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住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D运动结束时全区划为右

派分子的有 1695 人。

四58 年 3 月，中共出东省委涯来工作筐，对地委书

记李峰、副书记赵嚣栋作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撤销了李

峰、赵国栋的职务 0980 年 1 月中共由东省委决定撤销

1958 年对李峰、赵国栋、崔振华同志所作的结论和处

分) ，任命秦和珍为中共惠民地委书记。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久，全

区敖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c 从 8 月 12

日建立惠民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全区 5320 处农业合作社"升级"为 211 处人民公

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惠民专区又开展了全

党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以及"以钢为纲"所带来的一系

列"大办"，把"大跃进"推向高潮，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

强迫命令、浮夸凤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地泛滥，违背了经济建设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给全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58 年 10 月，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改称摇博专

区 0961 年 1 月惠民、淄博分设) ，秦和珍词中共山东省

委工作，王成旺任中共淄博地委书记，宋立言任淄挥专署

专员。

1959 年，地委、专署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郑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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