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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滨州地区志》(1979．2000)即将付梓，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滨州焕发了勃勃生机。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奋力开拓，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滨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发展的硬

环境明显改善；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外经外贸发展较快；科教兴滨成效

显著，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和加强，人民的生活质

量不断提高o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o“治天下

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地方志作为“辅政之书"和“资治之

本”，为历代所倚重，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历

史文化宝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滨州地区志》(1979。2000)的编纂出

版，适应历史和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滨州地区改革开放后的巨

大变化，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滨州人民以改革为动力，“两个文明”一起

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历程。《滨州地区志》(19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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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地区志(1979～2000)

是了解滨州、研究滨州最权威、最全面的地情资料著述，是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的宝贵历史经验总结；为从滨州实际出发，加快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发展，提供了翔实、系统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一份进行热爱党、热

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艰苦创业等教育的好教材，对“追赶

战略"的实施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编修志书是一项浩繁、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艰苦的创造性劳

动，在短短4年时间里编纂出《滨州地区志》(1979—2000)，殊非易事。

它凝聚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市人民尤其是全体史志工作者的智慧与

心血。面对着这沉甸甸的志稿，我感慨万千，权记数语以为序，籍此诚

挚地希望《滨州地区志》(1979～2000)在全市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热切地盼望滨州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共滨州市委书记 西泠矽
二oo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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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我市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自西汉起，先后建有郡(国)、州、府、道等地方行政建置。抗日战争与解

放战争时期，滨州是著名的渤海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

1950年建惠民专区，1992年改称滨州地区。2001年1月撤销滨州地区

建立滨州市。

境内州(府)、县历有编修地方志的良好传统。1982年，开始编修

社会主义第一届新方志，至1997年10月，全区地、县两级完成了编修

社会主义第一届新方志的任务。按照国务院“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

志书的要求，滨州于1998年在全省率先部署了地、县两级续修新方志

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同心

同德，求真务实，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滨州地区志》

(1979—2000)，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再现了全区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客观地揭示了改革开放是振兴中

华的必由之路这一真理。这部志书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之书，而

且是对子孙后代进行国情、市情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国内外了解滨州、

认识滨州的重要窗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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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地区志(1979—2000)

《滨州地区志》(1979～2000)，是在中共滨州市委领导下，由滨州市

人民政府主修的社会主义新志书，是在无续修志书经验可资借鉴的情

况下编纂的。全市2000余人直接参与了这项庞大的历史工程，无私地

奉献了聪明才智和心血。值此志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滨州市人

民政府，向关心支持修志事业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默默耕耘在浩瀚历史

资料海洋中的史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修志为用。相信《滨州地区志》(1979～2000)的编纂出版，必将进

一步激发社会各界热爱滨州、建设滨州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凝聚

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在滨州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创造出新的辉

煌!

滨州市市长 易奄冯
二oo三年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1979年，下限为2000年，是对第一部《滨州地区志》(以下简称

上部志)的续修，本志上限较上部志下限上溯7年，完整地涵盖了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至20世纪末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反映滨州地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三、原则上以事业立志，按科学分类、适当考虑社会分工，横排门类，纵写历

史。分编、章、节，有的节下设目和子目。共设专志30编。

四、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体为主。以单项事业立编、章、

节的均加无题概述，综合反映该事业的总体情况。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

事本末体。

五、各项事业记述的开头，一般记19r78年的年度数据及运行体制，以反映改革

开放的起始点，确立事业发展变化的参照据。个别事业上溯至发端，以弥补上部

志记述的不足。各项事业记述的结尾，一般设“至2000年底”一段，除不可相加的

内容外，均为1979．2000年的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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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地区志(1979—2000)

六、2000年12月16日，中共地级滨州市委、市纪检委揭牌；县级滨州市撤销，

滨城区揭牌。2001年1月16日，滨州地区撤销，地级滨州市人大、政府、政协揭

牌。为保持滨州地区记述的完整性，大事记及组织机构、人物编下延至2001年1

月16日。文中所用“全区”，均指惠民地区或滨州地区；“全市”，均指县级滨州市。

七、本志按断限内当时的行政区划范围记述，垦利、利津、广饶、桓台、高青县

未从滨州地区划出前，文中和表中的数据包括这些县的数据，以客观反映当时的

实际情况。

八、人物编中的历史人物选粹，突破记述时限，将上部志及个别县志中已记的

重点人物事迹择要选入，以提高续志的可读、可用性；鉴于上部志收录人物的标准

较高，人物传按收录标准上推至建立惠民专区时；人物简介收录在世的人，收录标

准同于人物传，时限为本志记述时限；人物录按一定标准收录在世或去世的人；历

史人物选粹和人物传的人物编列以卒年为序，人物简介中的人物分别以在职时

间、获奖时间或生年为序，人物录中的人物原则上按系统和县排列。

九、建置编中的建置沿革、行政区划，突破记述时限，以便反映滨州地区境域

的历史变化。单列组织机构一编，各部门、各单位的名称及变化均作记述，因此文

中部门、单位的名称一般用简称而未加注明。

十、引用文件，均在文件名称前列出发文机关的简称。所用资料为各有关部

门提供，部分由编者查阅档案、书籍、材料所得，均不注明出处。所用数据除注明

的外，以统计局资料为准。产值等相关数据除注明的外，均为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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