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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滨州市志》出版了，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大事。

滨州市地处山东北部黄河三角洲平原，自西汉武帝问建湿沃县迄今已有两千

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滨州市人民为保卫、开发、建设滨州，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许多生动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

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把历史变迁记录下来．把人民改造社会、改造tl然的业绩

载入史册，使之代代相传，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鉴古知今。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为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它将有益当代，惠及后世，这就是

地方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各

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

大精神指引下，突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实现了十个方面的突破。

八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农村改革。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重点，

市、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初步形成，全市共建服务实体3800个，从业人员13000多

人，初步实现了农业服务产业化。二是工业改革。以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为重

点，以三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全市45家市属企业都较好的做到了干部能上能

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三是财贸改革。以“四放开”为主要内容的财贸

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实现5．、d6亿元．，比1991年增长

20％，压缩库存1．2亿元，减轻财政负担700万元。四是党政机关改革。以转变职

能、兴办经济实体、强化服务为重点，市直9个部门退出政府序列组建企业总公

司，共109名机关干部转入实体，减少财政开支30多万元。全市共兴办经济实体

90个，从业人员1200人，其中机关干部380人。五是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本着

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职能交叉、相近的机构进行了精简、合并，对机关富余

人员通过经济实体，解决人员流向。现到经济实体任职和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乡镇干部103人。六是科技教育方面的改革。重点实行三个统筹。普教、职教、

成教统筹；“星火一、“燎原"、“丰收"3个计划统筹；人才培训、培养和技术服务统筹。

七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干部、工人、农民身份界限，从基层工人、农民中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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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干部，充实到管区、乡镇领导班子，共交流干部123人。另外，还选拔了一批妇

女干部充实到管区、乡镇领导班子，这是历史上的突破。八是积极推行了住房、土

地有偿使用、医疗卫生、劳动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十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有了新的突破。连续两年夺得

“齐鲁杯一，1992年8月顺利通过了国家卫生城市鉴定，成为首批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爱卫会专家组对滨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滨

州市的创建卫生城工作闻出了一条具有滨州特点、滨州模式的滨州路子；滨州市

的创建卫生城工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建

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二是市场建设、商业网点

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全市市场已发展到60处，平均每9000人1处市场。1992年商

业网点投资就达1．5亿元，新建、扩建了一批规模大、档次高、功能全、辐射面广的

专业批发市场和商业网点。三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新的突破。按照社会主义

农业的要求，大力发展高效农业，重点抓了名、优、土、特、新五大农副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1992年全市农副产品创汇额6580万元。四是乡镇企业有了新的突破。

1992年新上项目97个，总投资1．38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12亿元，比1991年增

长54．2％，其中工业产值4．8亿元，比1991年增长74．2％。五是工业投入有了新

的突破。1992年接转和新开技改项目30项．总投资1．17亿元，当年投资5373万

元。六是外向型经济有了新的突破。1992年，共引进外资项目24个，总投资3150

万元，利用外资1409．6万美元。七是经济开发有了新的突破。滨州市经济开发区

被列为全省48个开发区之一。一些高新技术项目和股份制企业已进入开发区。八

是计划生育有了新的突破。按照“一争一上"的奋斗目标，经省考核鉴定，1992年可

望跨入全省先进行列。九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了新的突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

大幅度下降，1992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十是精神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有了新的突破。1992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精神文明工作先

进市。1992年除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鉴定成为国家卫生城市外，还赢得了全国体育

先进市、省双拥模范市等23个荣誉称号。

盛世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尽管《滨州市志》在文字、内容、体例诸方面可

能存有不足之处，但它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运用丰富

的资料，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基本上反映了滨州市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各

项事业的面貌，为我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各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中共滨州市委书记林则懋
一九九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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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滨州市志》问世，是滨州市的一件大事，爰陈数语以为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即修了《滨州志》，清

代康熙、咸丰两朝又进行了两次续修．宣统元年还编有《滨州乡土志》一卷。以上志

书，其内容除山川、疆域、人13、祥异而外，多为歌颂皇功宦绩．表彰节妇、烈女之

章，对于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和反映国计民生的经济部类，记述则大部阙如。然

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代志书毕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届修志，欣逢盛世。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体修志人员，忠于职守，

辛勤耕耘，5度寒暑，5易其稿．砥砺琢磨，提高质量。终于1993年7月成稿付梓。

编修方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新编《滨州市志》纵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

年的历史，横及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内容浩瀚、翔实。编者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反映了

滨州市的历史和现状。尤其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的记述中，既详记了滨州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求解放、艰苦创业绘宏图的丰功伟绩，又总结了在革

命征途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对滨州市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编修史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在5年的编纂过程中，省、地史志办公

室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大量的、及时的指导，曾在滨州工作过的老前辈们给予

了热情的支持，市内离、退休老干部和各界人士给予了大力帮助。借此机会，我谨

代表中共滨州市委、市政府及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向为《滨州市志》作出贡献的同

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滨州市志》的编纂过程中，编志人员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由于诸多

因素限制，难免存在缺陷甚至错误，恳切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特别是在滨州战斗

过、工作过和了解滨州历史的老前辈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

秽市蓼史篙芋鬻△主鬟隆方同常 务 副， 市 长一川¨
一九九三年十-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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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滨州市1990年底所辖行政区域为记载范围，全面记述境内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详市治之事，略他治之事。

三、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止1990年，个别篇章有所浮动。1991--1992年

作大事记略。

四、专业志以事业列编，编下一般设章、节、日，必要时目下设子目。

五、语言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志、传、图(包括照片)、表、录等体裁并用，以

志为主，力求文图并茂。

六、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帝王年号或民国纪年。公历月、日用阿拉伯数

字，农历月，日用汉字小写。 、

七、行文中的。解放前”或。解放后丹．均指1945年7月1日本境从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下获得解放以前或以后；凡“建国前”或“建国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或以后。

八、本志所用资料，除部分采自档案馆、图书馆和采访记录外，其余均为有关

部门提供，文内一般不注出处；所用数字，1949年前以历史资料为准，1949年后以

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所用计量单位．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

与符号》之规定。．

九、对党、政机关施政决策，均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体现，不再另立章节，以避

免重复。

十、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以本籍人物为主，兼载在本地

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物，一般按卒年时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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