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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在山东省第八届环卫工人节到来之际，《威海市城区环境卫生管

理志》出版发行了。这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推动全区环卫事业健

康发展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献给环卫工人节的一份礼物。

本书56多万字，集详实史料与现实图片于一体，重点记述了威

海城区环卫事业自1958年以来44年的沧桑巨变，充分展示了环卫工

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无私奉献精神。回首威海城区环卫

44年的创业历程，履痕在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曾用“一条马路

三盏灯，一只喇叭满城听"来描述小小的海滨城市——威海，当时只

有33名清洁工人，依靠肩挑桶、人拉车维护着城市的卫生。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环卫工作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劳动强度越来越低，但500多名环卫工人仍然顶烈日、冒严寒，为

威海城区的清洁卫生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环卫工人的无私奉献和对美的追求，换来了丰硕的成果o 1981

年一1985年，威海市连续五年在山东省城市卫生检查评比中名列第

一；1986年被山东省爱卫会命名为“卫生城市"；1990年6月被全国爱

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之后短短十年间，又先后获得“国家园

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荣誉称

号o 1996年，威海市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

最佳范例奖；2000年又荣获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所

有这些殊荣，都凝聚着环卫工人的心血和汗水，饱含着环卫工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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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情怀和奉献精神，正是广大环卫工人的艰苦努力，才使得威海城区

更加清新、更加靓丽、更加令国内外游客神往。

在建设生态化海滨城市的伟业中，环卫事业地位重要，环卫工人

使命光荣。我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勤劳智慧的环卫

队伍，我们的环卫事业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环卫工人的生活必

将绽开更加美好的花朵。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向全区环卫工人和

长年支持环卫工作的职工家属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社会所有关

心、支持环卫工作的有识之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张剑是中共威海市环翠区区委书记。

2002年lO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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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威海以美丽和洁净名闻天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现代

化的大力推进，这座具有600多年文化积淀的明代卫城，不断增添一

道道辉煌亮丽、驰誉海内的“城市风光"——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两次(1996

年和2000年)被联合国评为“改善居住环境全球最佳范例"⋯⋯今天

的威海正以其无限生机活力、鲜亮的生命质感和特有的美丽、洁净，

引得世人心驰神往⋯⋯

辉煌的背后是奉献，城市的亮丽蕴含着环卫人的汗水，凝结着环

卫人的自豪。冬披漫天雪，夏顶烈日炎，一代代“马路天使"、“城市美

容师”们，以奉献与进取的心灵境界和生命态，创造了丰厚的社会效

益，印证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真谛；而那些用奉献诠释的价值，

已成为激励今人、光照后代的精神动力。他们平凡的工作、不凡的业

绩，理应生生不息地流存于世。

昨天的历史联系着今天和明天。对历史的重温，对今天的检索

和对未来的幢憬，是珍惜价值的理性选择，，也是继往开来应有的内

涵。看待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

站在明天看现在。当下，威海环卫文明的滥觞和发展，威海环卫事业

的曲折和进步，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成历史的碎片，这些无法再

生的宝贵人文资源的逐渐流失，将会成为永远的遗憾。防止历史遗

存失传，不让环卫百年跋涉与今日辉煌成为过眼烟云，是一种文化的

了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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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一种历史的远见，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受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动，我们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找到

表现力极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奇葩——地方志作为载体，以古

体今用的方式，开发威海环卫百年传承，弘扬环卫精神，展示敬业风

采，珍藏流金岁月；着眼未来，服务当代——这就是编纂《威海市城区

环境卫生管理志》的缘起。

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高地上，穿越岁月的时空，以文化的心

态和时代的眼光审视走过的风风雨雨，让更多的人从纵写横记的志

书中走进历史，感受历史，全面系统地了解威海环卫业发展壮大的进

程和沿革演变，特别是认真探究近年来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和文明

进步为表征的环卫发展之路，对两个文明建设的促进和提升都会产

生积极的作用。因此，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一部威海环卫

信史，不仅是填补一项空白，更是时代的呼唤，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

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要求我们

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的根基，不断吸收、融汇各种优秀文化的精华，

系统地整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建立起全新的文化架构。

编纂一部时限跨世纪的威海环卫专志，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前无

古人的事业，虽然困难重重，水平不高，资料稀缺，但我们信心十足，

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我们因自己的努力而自豪。从开发文化

价值、历史价值、品牌价值、资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理念出发，大力突

出行业性、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和思想性，按照存真求实、详今明

古的原则整合资料，纵叙沿革，横陈现状，记载历程，探索服务，彰显

管理，揭示规律，真实详尽地反映历史，为今后的工作少一点失误、多

一点清醒，起到存史、资政和咨询、借鉴的作用。这也是本志编纂的

理路和深意。

在编纂体例上，我们的原则是，既遵循惯例又不拘泥定式，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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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述、记、志、图、表、录诸体皆有所用，相互补

充；另一项原则是，尽力让事实说话，寓观点于记述中，述而不议。

知识和文化是21世纪耀眼的亮点，打造科技的环卫、文化的环

卫和绿色的环卫，特别要加大文化力的“软投入"o我们编纂环卫志

就是构建以职工共向性价值导向为核心的环卫文化的一项载体工

程，是为环卫大发展全面提速而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o编志的过

程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构筑环卫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清醒

地认识到，致力城市服务的环卫业，“硬化"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服务理

念，打造敬业、勤业、乐业和学习型的团队，是创建一流城市卫生环境

的坚实保证。城市和环卫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集中体现在具有创新

内涵的人文精神上。因此，只有柔性人文价值导向的环卫文化，才能

引领我们实现愿景，走向新的辉煌——让“国家卫生城市"这块“金

牌”永远在威海闪亮!让明天为今天自豪1

本书的编写，虽然尽心竭力地投入，但由于时间短暂、资料不足、

知识水平有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期望与效果难以等同。不当

之处祈望读者指正。最后向所有为本书的编纂、出版给予支持和帮

助的热心人士表示衷心谢忱。

注：林国庆是威海市环翠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林国庆

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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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威海市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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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地记述威海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

历史和现状。本志遵循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真实性统一的原

则，力求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编纂体现地方特点、行业

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环境卫生管理专志。

二、本志上限原则起自1958年，下限止于2001年。在资料所及

的情况下，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中“威海市”的概念含义各时期有所不同，1958年至1987

年9月底为县级市，1987年10月1日以后为地级市。

四、本志记事的“城区”地域范围，各时期也有所不同，1998年12

月以后“城区”主要指环翠区所辖市区范围，不包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o
· 五、本志结构按章、节、目3个层次设置，个别章节设子目。章前

设小序，提要全章主旨。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未注明世纪的简称年代均为20世

纪。

七、本志中重要图片和地图一般集中排在卷首，其他图表则随文

附识。

八、计量单位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取事从本地大环卫出发，其他部门的公用环境卫生设施

]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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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也适当予以反映。

十、本志采用各项数据，取之威海市环翠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统计

资料；文献、档案、报刊、专著或口述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荣誉名录”中所列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局

(科级)以上行政机关所颁发或授予(评选)的称号。为查阅方便，国

家和省、市级的各自所属部门授予的先进单位(集体)排在一起，年度

内由国家和省、市级的各自所属部门授予的先进个人连排在一起。

十二、威海市环翠区环境卫生管理局自1958年起，几易其名，为

尊重历史，本志在记述史实时，一律采用该局当时称谓。如果记述年

代包括该局不同称谓时段，则用“环翠区环卫局”称谓o

{{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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