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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油区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我县第一部反映油区建设和油区工作历程的专

著，是我县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同时也是油区管委会两个文明建设重大成果的具体体

现。它的出版，可喜可贺。

随着商河油田的建成投产和延伸开发，油区同步诞生并发展壮大，油区工作是联系

二者的桥梁和纽带。油田、油区和油区工作，三者相互依托，相挽相伴走过了不平凡的

战斗历程。目前，商河油田生产形势很好；前景十分乐观，原油产量年逾30万吨。近30

年来，商河人民以其大量的土地、水利等项资源，近五分之三的县域和一半以上的人口，

构成油区或涉油区域，成为油田的可靠载体，为石油开发做出了历史性的奉献。商河油

区管委会及历届油区工作机构，作为县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涉油工作“窗口”，高举“油地

共建，共同发展”的大旗，立足“协调、管理、指导、服务”八字方针，围绕油田开发、油区建

设、工农协调、综合治理、油地共建以及招商引资等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了上级党委、政

府和省、市油区办的指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30年来，油

田、油区和油区工作机构，同顶一片蓝天，共踏一块热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使商河油区始终沿着两个文明建设的金光大道，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o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编纂《商河油区志》，做到“前有所稽，后

有所鉴”，以便更好地加强和促进今后的油区工作，同时也是油区管委会深化两个文明

建设的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因此，油区管委会党组一直将志书的编纂列入

重要议事El程，组建修志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指导并参与总体筹划和具体运作。通过

上下一心，团结拼搏，在较短的时间内，编纂成书。

《商河油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点记叙了油田勘探开发

的相关历史；翔实地记载了油区建设与发展的全部历程；全面、系统、客观地再现了油区

工作机构和油区工作队伍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功绩。《商河油区志》是一座丰富的资料

库，是油区工作的一面镜子，是一部益于当今惠及后世的好教材。它的问世对促进商河

油区乃至全县的经济发展，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修《商河油区志》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事业，是一项庞杂、浩繁的系统工

程，也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编纂人员克服人手少、时间紧、资料散佚等困难，精心设

了9



计，广征资料，认真编写，反复修改，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和汗水。值此，我谨向为编修《商

河油区志》做出贡献的所有工作者，向一切关心、支持志书编修工作的领导和朋友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通阅全志，激情澎湃，感慨万千。回顾既往，商河油区的层层历史画卷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展望未来，油区建设方兴未艾，油区工作任重道远。让我们以史为镜，用我们的

智慧和汗水去谱写油区工作的新篇章，去拥抱商河油区更加璀璨靓丽的明天。．

窦卫华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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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商河油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商河油区、油

区工作机构和油区工作队伍等方面的变革和现状，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

体，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达到“存史、资政、教化”之目的。

二、本志是商河油区第一部专志，由概述、大事记、编章和附录组成。“概述”记述油

区各方面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全貌，总揽全志o“大事记”记述油区及油区工作中的大

事、要事和典型事件，纵贯今昔。编章按性质横排门类，以类系事，设油区概况、油区工

作机构、工农协调、油区综合治理、油区治电、油地共建、油区三产企业、油田用地共8编、

36章、116节。“附录”收录了油区史上的重要文件和部分法令法规。

三、本志记述之内容主要限于商河境内油区。但因油田、油区和油区工作的相互关

联性，对油田相关历史、现状和重要单位，亦加以简略记述o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表达形式，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并设，辅以

彩页、照片。行文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

五、本志断限，上限起自20世纪50年代，下限止于2002年。需要上溯的编章，上溯

至源头或相应年限。为保持事物记述的完整性，个别地方下限突破2002年底。

六、本志章节不受行政管理科室之限制。为突出油区特色，以机构沿革、组织管理

为基础，以油区建设、油区工作为重点，部分内容相近的合并列编。其结构按编、章、节、

目四个层次记述。

七、本志所涉机构、职务、事物，均依历史称谓记述。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余

皆用简称。数字、数据、度量衡单位均按国家规定规范表述。

八、本志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资料采自县档案馆、油管委档案室和有关科室，以及油田和地方工作过的

人员、知情人的口述，均经反复考证鉴别，行文中不注出处。

弓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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