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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山之惯例。党的十一届三 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 着眼于构筑和谐社会，强化领导，努力下作，

待兴。在新一轮续修新志之时， ((枣庄市 在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三大

地震志》作为市级地震志率先在全省山版， 工作体系建设中取得了明显进步和发展。

这是枣庄市防震减火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 "治天下莉，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是枣庄市防震减灾工作的又一成果。 为鉴。" <<枣庄市地震志》运用马克思辩证唯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史料记 物主义观点，按照"存真求实、志贵祥备"的

载恨丰富。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地震是《竹 I~ 原则和!征博采、镇密筛选的要求，系统追

纪年》中的"夏帝发七年(公元前 1831 年)泰 溯了历史地震对枣庄的影响，全面记述了当

山震。"此后，凡国 t~. 之内发生地震，史官便 代地震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以概述、大

当作'x祥大事记录下来。《史记》以后，各朝 事记、机构沿革、地震地质环境、地震监测、

又将地震事件及其影响记述于五行志中。波 地震科技、地震白传、地震工作管理、台.感

及枣庄地区最早的地震为《春秋左传注疏》记 地震、人物、附录的顺序进行编写，符合国

载的公元前 618 年鲁国的一次地震"鲁文公 家地方志编写规定和地震工作实际。

九年秋九月樊闺地震 "0 1985 年出版的《山东 全 I~观点正确，内容丰富，常节分明，结

省历史地震 H 录》将其确定为震中位于曲阜 构完整，资料翔实，语言朴实，图文并茂，融

的 4 级地震。以此为始，至 1937 年 8 月荷泽地

震，历史上对枣庄造成影响的地震达 1 1 0 余

次。

山东是我国地震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

一，省委和省政府对防震减火工作极为重

视， 1969 年组建了山东省防震减火队伍。 30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省

人民的支持下，我省地震工作者以高度负责

的主人翁精神，科学求实、艰苦奋斗、扎实

工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

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山了较大贡献。枣庄

地处鲁南，位于沂沫和聊考两大活动断裂带

之间，为全国首批确定的抗震设防城市之二 。

多年来，枣庄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是一部普

及枣庄市情、了解地震工作历史的好教材 。

"存史借鉴，资政育人"。修志工作

有益当今、惠及千秋，担负着为党立言、为

民立古、为国修志、为业存史的重任。编修

史志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防震减灾科学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枣庄市地震志》的出

版，将对全省地震系统史志工作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

漏出抗/
乒t?o革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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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直严重威胁着

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

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程

度的提高，地震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山东是

多地震省份，属华北地震区。枣庄位于山东南部，

地处卸庐、聊考两大强震带之间，北部并有临沂

至济宁中强地震带分布。根据国家质检总局

2002 年公布实施的新一代《中国地震动参数区

划图))，枣庄境内 50年超越概率 10%的基岩地震

动水平峰值加速度为 0.1g，相当于平均土条件

下的地震烈度值为七度。

枣庄历史文献记载着大量的地震事件，虽

然受社会条件限制，记载中缺失较多，但仍不失

为珍贵的地震史料。经搜集考证和科学推算，自

公元前618年到建国前，发生于本市的地震为 18

次，受邻区影响或国内强震波及的次数达90余

次。其中对本市影响烈度达到六度或六度以上

的 8 次，发生于公元 1668 年的那城 8.5 级地震

对本区的影响达烈度八度"城乡房屋，十倾八

九"、"居民损伤甚多飞建国后至2003年底，全

市发生地震 218 次，其中有感地震达 30 次。邻

区及国内强震影响达 16 次，荷泽 1983 年 5.9

级地震和苍山 1995 年 5.2 级地震，对本市建筑

物曾造成轻微破坏，烈度达五度。 1976年的唐

山 7.8级大震，全市震感且不算强烈，但其造成

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却不亚于市内发生一

次中强地震。

建国后，从 1966 年 3 月河北邢台 7.2 级地

这

震，到 1976 年 7 月唐山 7.8 级地震，中国大

陆强震迭起，山东地震工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 1969 年 7 月渤海发生的 7.4 级地

震，山东受灾地区的地震烈度达七度，震后省先

后建立了山东地震工作站和省地震办公室，后又

在一 富的基础上组建了山东地震工作队。 1970

年 7至 8 月份，省地震工作站王克温、张公德等

前来枣庄，会同市革委生产指挥部科技组和枣庄

矿务局地质组，进行了建台选址，当年 10 月枣

庄地震综合台组建，次年5月建成并投入观测，

由此拉开了枣庄市地震工作的序幕。

市地震办公室建于 1975 年 2 月，鼠名市革

委地震办公室。 1976 年 1 月市委成立了地震工

作领导小姐， 1尿名枣庄市委地震工作领导小姐，

1976 年 7 月唐山地震后重新调整，更名为枣庄

市防震抗灾领导小组。此前 1974年国家确定鲁

南为全国少数几个重点监视区之一 ， 1975年1月

全国地震趋势会商提出"鲁南、苏北、皖东地区

一二年内有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0 1976年

唐山地震后，各级会商进一步指出，苏鲁豫皖"四

省联防区发生大震的危险程度增加，发生7级以

上大震的条件正在逐渐形成"直到1981年后鲁

南震情形势才稍有缓和。 1983至 1984年随着震

情形势的相对稳定，地震机构进行了精简，撤

销了区(市)地震机构，台站和群测网点进行

了清理和整顿。 1990 年国家确定江苏、山东

沿海交界至南黄海一带为全国地震重点监视区之

后，市各级地震管理机构恢复，增i在新建了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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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企业台站。 1998 年 3 月 1 日《防震减灾

法》颁布实施后，全市防震诫灾纳入法制化管

理，地震工作逐渐形成依靠科技、依靠法制、

依靠社会力量共同抗御地震灾害的新局面。

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继枣庄

地震综合台投建后， 1972 年 5 月，台儿庄中

学地震测报点建立，接着涧头中学、枣庄师

范、峨山中学、薛城中学、周营中学和东邹

坞大队地震测报点相继建立。 1976年唐山地震

后，在地震形势的推动卡，全市的群众测报点

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至 1978年底全 rh分布于士

厂、农村、学校、机关等各类业余地震测报

点、水井观测点及宏观观察哨达 200 余处。

1984 年后根据国家"提倡科学，保护群众积

极性"的要求，经清理整顿，到 1987 年 6 月

枣庄地震综合台撤销，全市保留企业台站两

处，深水井点 7 处，动物试验场两处。 1990

年苏鲁交界及其沿梅确定为全国地震重点防御区

之后，进 -步强化台站建设，至 2003 年底建

成 rti数字化测震台网 1 处，地方、企业台站各

4处，深水井点保留 7 处 。 其中鲁-15 井为全

国深井网重点观测井，资料参加全国交流使

用，陶j主矿地震台测震和十里泉电厂水隶观测

资料为全针交流和使用资料。

地震预报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难题。它

义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

预报。 IIJ地震部门的重要任务之·是在中、短

期预报的指导下，当发现破坏性地震的临震异

常时，作出临震预测，及时报请市政府决策，

发布 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 )1二同时报告省政

府、行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市地震局在中长

期预报研究中，对年度震情趋势的研究，曾多

次取得较好成绩，受到有地震局的表彰。在短

临预报研究中， 1995 年苍山 5.2 级地震发生

后，曾及时作出苍山 5.2 级地震为主震余震型

的判断，井上报市政府苍山 5.2 级主震后，在

原震民及其附近不会有大于 5 级地震发生。

实现地震预报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地震科研o

Hi地震局业务人员在省和国家地震部门的指导

下，认真组织参加省级以上专业学习培训和学

术交流活动，注意开展地震学预报方法和前兆

观测中的动态研究，坚持震情跟踪、异常情况

的落实和短临预报综合对策的研究，多次立项

对陶庄煤矿矿震进行了现场观测、调研和分析

探讨工作。先后开展了《鲁两南地区防震对策

的研究》、《震前动物习性异常的定景观测与研

究》、《陶庄煤矿矿霞的孕育过程及其前兆反映的

观测与研究》、《苍山5.2级地震前兆异常综合研

究》等科研课题，除省、市科研经费支持外，得

到了国家地震科学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国家合同制科研经费的资助。在此期间，取

得了多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完成的

论文或学术报告被省级以学术期刊和网站采用

20余篇<<枣庄地震对策研究》书稿，分6章 31

节，约 22 万字， 2003 年底交中国科技出版

社审定:获得山东省地震局和枣庄市科技进步

奖近 10J页。

1976 年 7 月 3 日省地震局对水利电力部西

北电力设计院勘宇0224号函印发"关于枣庄市

地震基本烈度的复函"中指出，未来自年内夏

庄变电所地震烈度可按七度考虑。此后 1977年

开始国家地震局会同国家建设部联合下发了第三

代、第三代地震烈度区划图。 1987 年 4 月国

家建材局投资 5. 7 亿元，在界河兴建年产 130

万吨的鲁南水泥厂时，肉主厂房高 100 米，设

计前未进行了早早地震丁.作，施丁伞后发现较大规

模断层，被迫停工，待T和地震后依据其结果

修改设计，致使工程延期半年，造成经济损失

4300 万元。这一典型事例，提高了对重要工

程地震工作的认识。 1988 年 8 月省地震局召开

了全省首次工程地震工作会议。 1993 年 5 月省

地震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价工作管理的规定。"特别是 1998 年

《防震减灾法》颁实施后， 1999 年 10 月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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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颁布了《山东省防震减火条例))， 2001 年

3 月 14 日市政府印发了"枣庄市地震安全性评

价管理办法"。此后，地震安全评价工作逐渐

纳入全市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新建士和场地地

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

头，在提高城乡工程建设抗震设防能力和促进

全市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成效。

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设以存-业队

伍监测预报为基础，动员群众参与、协调社会

统一行动的地震综合防御能力体系是中国地震工

作的特色。其巾向城乡居民普及地震知识、动

员杜区公众发展救援志愿者队伍，培养车民结

合、专群结合、社会基础广泛的地震火害救援

队伍，提高社会公众的白救能力是一项经常性

的任务。 30 余年米，枣庄市地震部门按照"积

极、慎重、科学、有放"的尿则，不断完

善由宣传、地震、教育、文化和新闻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防震减火白传教育体系，充分利用

电影、电视、幻灯、画册、挂图、报刊、

录相、中小学读物、街头咨询、知识竞赛和

夏令营等多种形式 ， j' 泛古传普及防震减':k常

识和法律法规知识，认真实施提高全民族防震

减灾忧患意识从儿童抓起的战略思想，突山做

好巾小学校的地震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对增

强全社会防震白卫能力及平息地震谣传，稳定

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大陆强震活动的危险依然存

在，全国地震趋势分析会商会议再次把环渤海

地区作为防震减火工作的战略重点。最近，省

政府提山，防震减火工作己进入整体推进、全

面提升的新阶段，我有防震喊':k奋斗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具备抗御 6 级左右，相

当于各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的能力，大中

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防震减':k能力争取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枣庄市各级政府及旬关

部门正依照上述 H标，以"二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捋以人

为本，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居安思、

危，提高忧患意识，遵循江泽民主席提出的

"坚持减火同经济建设一起抓"和"预防为

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地震工作方针，进

一步完善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和紧急救援三大

工作体系建设，强化管理，落实措施，男)J

把防震减':k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推动全

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全民建设小康社会

的 H标做山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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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国内处于地震柑对平静时 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学院。 8 月，山东省革命委

期，地震科学研究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进行管 员会在滞坊建立山尔省地震工作站， 10 月 24

理。为了适向经济发展对地震工作的需要， 日，建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地震办

1953年 11 月国家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 公室。
【工"风、

贝言。

1966 年 3 月 8 日 5 时 29 分、 22 日 16 时

19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和宁晋县东南分

别发生 6.8 级和 7.2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巾烈

度分别达九度和十度，使河北省邢台、四韩、衡

水、石家庄、沧州、保定等六地区 80 个县市，

造成死亡 8064人，伤 38451 人，倒塌民房 508

万余间，直接经济损失 5亿元。 7.2 级地震时，

震感波及枣庄地区，树摇屋晃，地震烈度为五

度。

1966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和 4 月 1 日至 5

日，周总理两次亲临河北地震灾区现场，制定

了"白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

同"的抗震救火方针。明确指示"地震预报要

好好搞一搞"、"要建立一支地震队伍"、"要加

强预测研究"。同年5月巾国科学院成立地球物

理局，承担地震工作。 1967 年 12 月，改建国

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地震预

报及科研工作 。

1969 年 7 月 18 日 13 时 24 分，渤海庙岛

群岛以阿海域发生7.4级地震，震中烈度九度，

受灾地区涉及山东、河北、辽宁二省，我省垦

利、沾化、利津及滞坊、烟台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同年7 月 19 日，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成立，

1970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9 日，第一次全

国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总

理听取地震工作汇报，接见全体代表，发表三

次重要讲话。 1970 年初，国务院批准组建兰

州、成都、昆明、 广州、福州、武以、沈阳、新

疆 8 个地震大队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山东、安徽、江苏、陕西、宁夏、湖南 10 个

地震队，并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体制 。

同年 11 月 6 B ，枣庄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

部以 [19 70J195 号文件印发关于新建枣庄市

地震综合台并启用公章的通知，枣庄市地震台

筹建。 12 月 15 日，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撤销省

革委地震办公室与山东省地震工作中心站，组

建山东地震工作队。

1971 年， 全国一些主要地震活动区建立

地震工作管理机构，地震台网和群众业余测报

点也随之发展 。 5 月枣庄地震台建成，并投入

观测。同年 8 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地震局，作

为中央地震工作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地

震工作。 同年决定，为了加强国际交流，开放

北京白家幢、河北红山、山东泰安、广东广州

四个地震基准台。

1972 年 3 月 8 日至 4 月 1 日，第二次全

国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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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指示，确定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 司一 0 - 队群众测报细进行了表彰 。

以预防为主， 专群结合.+.洋结合，大打人 3 月 31 日 鲁发 [1 975] 16号文批转省科技

民战争"的地震工作方针。会议还确定全国 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中央领导同

8 个重点地震监视区，决定 1973 年底完成编

制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的任务 。 同年， 我市

台儿庄中学、 i间头中学、峰城师范、峨山中

学、薛城巾学、 )司营中学和东邹坞大队等地

震测报 li，相继建立，配备士地电、 1 :地倾、

地的)J 、陶瓷偏等各类观测仪器 14 台 套。

1974 年 6 月，国务院批转华北及渤海地

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的报告，印发了国发

[1974]69 号文，对各地地震工作起到极大的

指导作用 。 同年8月召开的昭通地震砚场会议，

推动群测群防运动的开展。 同年 11 月省革委

决定组建山东省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建立

山东省革委地震局，作为有地震领导小组的办

事机构，山东地震工作队随之撤销。 12 月 29

l::l.省革委委托有科技办召开山尔省地震T作

会议，省委常委穆林主持会议，省委 I~记白如

冰作大干快上的报告，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朱风

熙到会井讲话 。 同年，内集中学、峰城中学和

王庄果肉、峰城水文站地震测报点建立。

1975 年 2 月 4 日 19 时 36 分，辽宁省海

城、营 U一带发生 7.3 级地震 ， 震中烈度九

度，我市街感。震前由于发布了临震预报，

震区各级政府组织群众预防，人员伤亡大大

减少，全区共1jj 仁 18308 人， 其中死亡 1328

人 。 山东省全省有感 。

2 月，根据国发 [1974]69 号和鲁革发

[1974 ]1 60 号文 ， 枣庄市革委地震办公室成

立。 3 月召开全市地震t作会议 。

3 月 12 日，国发 [1975 ]4 1 号文印发"国

务院关于表扬辽宁省南部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有

功单位的通报"对营 υ 市石棚峪地震台 、

旅大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在f锦地区地震

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营 U县虎庄公社邮

电支周业余地震测报组和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

2 

志最近对加强地震Tf乍的指示和国家地震局地

震形势紧急会商精神报告"。该报告指出，

京津唐渤和鲁南、苏北、皖东北两个危险

区， 一 、 二年内旬伞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

4 月 5 日市革委颁发"枣庄市革命委会员会地

震办公室"印章。 4 月 14 8 至 15 日，苏鲁，

皖三省首次联防会议在徐州召开，到会的有

三省地震队伍负责人及专业人员共 15 人， 国

家地震局派人参加会议 。 会议确定联防范围

包括，山东省的临沂、枣庄、滩坊的五莲

县: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及淮阴的部分地

区:安徽的宿县、 、推县、巢湖、六安、阜

阳地区的部分及淮北、淮南、合肥、蚌埠

市，南北 民 500 公里，东西长 200 公里，面

积 80 万平方公里，人 U 3300 万人，初步商

定联防时间 2-3 年 。

4 月 19 日至 5 月 11 日，第二次全国地震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海城

地震预报的经验。李先念、华国锋、谷牧

副总理昕取会议的汇报，华国锋、 王震、谷

牧、孙键副总理接见全体代表 。

7 月 9 日至 12 日 ，苏鲁皖三省第 λ次联

防会议在泰安召开，会上进一步研究落实徐

州会议制定的措施，交流对震惰的趋势意

见，会议把辽南的成功预报比作辽沈战役的

胜利，把苏鲁皖联防当作淮海战场，坚信会

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 。 同年，坊上中学、 阴

平巾学、魏庄煤矿、罗同中学、泥沟中学、

市农科所、前王良种场地震测报点建立，至

此，全市先后建业余地震测报点 18 处，观

测员 130 人，拥旬土地电 31 道， 土地倾 11

台，地向力 2 台，陶瓷偏 4 台 、综合测量

仪 2 台 。

1976 年元月 188. 全市地震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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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革委招待所召开， 20 日，市委常委市革

委副主任李群同志到会并讲话 。 29 日，中共

枣庄市委成立以市委副书记李洪儒为组[(的中

共枣庄市委地震丁j乍领导小姐，并要求各

区、社、矿务局系统相应成立由主要领导参

加的地震工作领导小组 。 3 月，市革委地震

办公室配备 t职主任 。

1976 年 6 月 15 日至 22 日 ， 劫、鲁皖豫四

省联防会议在安徽省敏县召开，会议认为砚

台.资料看不山联防区近期有发生破坏性地震的

迹象，但是发生 5-6 级地震的背景依然存

在 。

主任李群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临沂学习兄

弟地区开展地震工作和防震减火工作的经验。

之后，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岩市

地展工作，制定震前震后JIÌi.. 急措施 。

8 月 21 日，枣庄市委以枣发 [1976J60

号文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震救火工作的

紧急通知 。 "

8 月 31 日，省抗震救火指挥部下发《紧

急电报通知 )) ， 9 月 2 0 日再发 《 电话通

知)) ，市里统一建立抢险队、消防队和通讯

联络系统， 筹集大批救火物资 ，细织医疗救

护队，准备大批急救药品 。

7 月 3 日，省地震局 [1976J 鲁震发于第 9 月 28 日，枣庄市抗震救火指挥部印发

56号对水利电力部四北电力设计院勘宇0224 " 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震救火工作的通知 。 "

号函印发"关于枣庄市地震基本烈度的复 10 月 7 日至 13 日 ，苏鲁皖豫四省联防会

函"指山，未来百年内夏庄变电所地震烈 在济南召开，会议认为联防区存在着发生7级

度，可按 vn度考虑 。 以上强震的背景， 今冬明春发生6级地震的主

7 月 5 至 9 El，全市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 要地区有两个， 一是安徽的怀远- [(丰一颖上

流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李群 一带是|临沂-宿迁，滕县、微山、荷

同志到会并讲话。 7 月 21 日市革委以枣革发 洋、东明一带 。

[1976J85 号文印发"批转市革委地震办公室 11 月 2 日，有抗震救灾指挥部转发有革

《关于全市地震群测群防Tf乍会议的情况报 委地震局 《关于当前我有震情和工作意见报

告)) "。 告》 的通知 。 通知|指山，劫、鲁皖豫四节联

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河北唐山发生 7.8 防区存在发生 7 级以上强震的背景，发震的

级地震， 震中烈度十一度， 24 . 2 万余人死亡， 可能性在增丘 。 建议以下县庐， 为设防阪: 一

16.4 万余人重伤，毁坏房犀 1479 力' 而，民 是临沂地区的|临沂、如城、 11臼沫、苍 tlJ;

房 530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54 亿元 。 全市有 二是 y'Jj洋地区的 y'Jj洋、东明、定陶、 曹县、

感。 30 日，枣庄市防震抗火领导小组成立。 随 成武; 二是济宁地庆的邹县、滕县、微山及

之，各区、杜、矿务局及)矿企业等基层单位 枣庄市的薛城区 。 对|临沂、枣庄、济宁、

也相应建立防震抗灾的指挥机构 。 同时，扑 向洋的其他县区及临胸，也向发动群众做好

区建立区地震办公室 。 之后，枣庄市派山医务 防震的物资准备 。 91::1.市抗震救火指挥部

人员 39 人赶赴唐山参加救护伤员。并接纳米 批转市地震办"关于气前震情和加强我市地

枣伤员 1016 名住院治疗，泊愈后 1012 人远 震工作意见"的报告。

同庸山。 11 月 15 1:::1 21 时 53 分， 天津市宁河发

8 月 1 7 日，市抗震救火领导小组印发 生 6.9 级地震，全市台·感， 震前涧头巾学做

"关于加强住我市火区伤病员思想政治工作的 山较好的预报。 11 月 24 El枣革发 [1976)116

意见。"在此期间，市委常委、市革委副 主去文印发"关于表扬涧头中学等地震测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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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报" 12 月 29 日，枣革发 [1976J127 从 1977 年起，将国家地震局群测群防补助经

号文，印发"关于加强防震抗震工作的意 费下划省、市、自治区管理，依此省财政

见"。 分配我市群测群防补助经费 5000 元。

是年唐山地震后，市委副书记储建华、 7 月 4 日至 6 日，枣庄市地震战线学大庆

市革委副主任李群多次到现场落实宏观异常。 会议在枣矿会议室召开，各区、矿务局地

全市地震测报点迅速发展到 61 个，土仪器 办、市地震综合台、群测点及市直有关单位

200 多件，测报员 220 余人，宏观点 125 个， 共 118 人参加会议。市委副书记周炳拱出席

宏观观察员 250 人。 会议并讲话。市国棉厂王建荣书记作学大庆

1977 年 1 月 29 日至 30 日，全国土地电 经验的传达报告。会议评选山先进单位 23

研讨会在济宁召开，市地震办公室朱f启和 个，推选出席全省地震战线学大庆会议的代

台儿庄中学测报点戴忠群、涧头中学测报点 表 7 个。

周一德同志参加会议。 7 月 9 日 16 时 42 分，荷泽地区成武县发

3 月 26 日，山东省委第一 I~记自如冰在 生 4.8 级地震、震中烈度五度。全市旬'感。

省震情增刊上批示:山东地震情况，要严密 9 月 12 至 15 日，全省地向力技术交流会

注意，很好掌握，千万不能放松领导，有 在我市召开，省地震局陈汝山、赵淑平、范

关地委务必要有专人抓，做到即使甸地震发 新平、尹根生、张凤环等到会。

生，也不能受到重大损失。 10 月 4 日至 11 日，全省地震战线学大庆

3 月 27 至 29 日，全市地震工作会议召 会议召开，陶庄煤矿地震测报站、市地震综

开。市直各办、局，各区、矿务局地办负 合台测震细、东邹坞大队测报点被评为先进

责人，市人武部、驻军、地震台及业余测 集体 。

报点共 170 多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革 本年度地震测报点继续发展，又增加南

委副主任李群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石公社、兴仁中学等测报点 9 个。

出席会议，井作讲话。 1978 年元月 9 日至 12 日，省地震局在

4 月 5 日，市革委以[1 977 ]4 0 号文批转 济南珍珠泉招待所召开地震办主任会议，传

市地震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今年地震工作 达贯彻全国地震战线学大庆会议以及规划会议

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据年初全国地震 精神，同时研究落实国务院国发[1977J 151 

趋势会商确定，鲁南属于全国重点监视区， 号文件和群测群防工作。

存在着发生强震的背景，一些宏微观异常在 同年元月 20 至 21 日，市地震办召开各

继续发展。 区、矿务局地办，综合台，陶庄台负责人

5 月 3 日，枣革征宇[1 977J29 号文，批 会议 2 月 25 日至 27 日全市地震工作会议在

复市地震综合台扩建征用渴 U大队土地的报 齐村区招待所召开，各区、矿务局地震办及

告。 17 至 24 日，全省陶瓷偏角仪研讨会在 地震测报点、市直有关单.位参加会议。

益都召开，市地震办公室马志峰参加学习和 3 月市地震办公室筹建职工宿舍，至8 月

交流。 建成平房i 5 套 15 间，面积 250 平方米，在全

7 月 2 日，鲁财行字[ 197门 79 号、鲁 有地震系统率先较好地解决了职工住房问

震发器字 [1977 J89号印发"关于群测群防经 题。

费下放地方管理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山 5 月 18 日 20 时 30 分海城老震区发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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