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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O,J津油区志》即将付梓，该志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利津县油区事业的发展

历程，推动新时期油区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是我县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文化成果，可喜可贺。

通览全志，感到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详略得当，文字简练，寓褒扬于叙事之

中。阅读之后，对油区系统艰苦卓越的创业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感悟到油区系

统干部职工无私奉献、志争一流的敬业精神。《利津油区志》必将起到存史、资

政、教化的重要作用。

油区是地下开发与地上建设相互依存、共兴共荣的特殊经济区域。1965年

首次见到工业油流。自1980年展开大规模的石油开发以来，利津县的农业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总体规划、工业强县战略就与油区紧密联系在一起。20

多年来，利津人民和油田职工同居这方热土，友好相处，水乳交融。利津人民热

爱油田，保护油田，支持油田生产，当好油田开发建设的坚强后盾；油田各级单位

给地方以财力、物力支援，有力地推动了油田和地方的共同发展。

《利津油区志》的编纂正值全县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新形势对油区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

求。希望油区战线的干部职工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

谱写新世纪利津油区事业的新篇章。

利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主去侈



序 二
7 0

油区是利津县的一大特色，科学、全面、系统地编修《利津油区志)的重任，落

在了本届领导班子的肩头，印将付梓，感言作序。

跨越两个世纪却并不久远的油区工作史，凝聚着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为之

拼搏奉献的心血与汗水，20多年的奋斗历程，饱含油地双方携手共进的情义，谱

写出一曲工农共建文明油区的颂歌，加固了联接工农、推动油地经济发展的“桥

梁”和“纽带”，掩卷沉思，深感言有终而意未尽，新的征程，任重而道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油田在利津展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随之建立油区工

作机构。县委县政府坚持“地上服从地下，地下照顾地上”的油田开发原则，全县

人民同革命战争年代支援前线一样支援和眼务油田开发会战；油田挤出支农资

金，支持农业生产，工农关系理顺。落地原油、油田水、电、气、废旧物资器材五大

管理不断加强，基层工农共建文明油区活动蓬勃发展，利津油区工作走在了山东

省胜利油区前列。90年代，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油区工作经

历了政策指导、思想观念、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的大变革、大调整，服务范围、关

系协调、管理方式从部门型转向社会型，油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成为油区工作

的主题和亮点。综合治理油区秩序，稳定、改革、发展，把全县油区工作推向历史

性新时期，油区工作办公室的职能与综合协调作用以及对油地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为社会所瞩目。进入21世纪，全县油区工作进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创新发

展的新阶段，工作思路、管理模式的创新进一步推动油地共同发展，创收奉献成

为油区工作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政府对油区工作的标准要求提到新的高度。

在服务油田开发建设，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壮大利津油区特色经济新

的征程中，利津县油区工作办公室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朝着大有作为的

目标前进。

昨日的辉煌载入史册，激励后人树雄心、立壮志，争创新业绩，再续新篇章。

利津县油区工作办公室主任 朝办疋



凡 例

一、本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突

出时代特色和利津油区特色，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胜利油田在利津勘探开发为起源，以油区工作为重点，全面、系统

地记述利津油区事业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史实。以1981年为上限，2003年为下

限。为彰明脉络，保持记事完整性，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延。

三、篇目设置，以篇、章、节结构为主体，首设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附录殿

皂。

四、全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为表达形式，以志为主，横排竖

写，直书其事。各篇之前冠以无题小序或设综述，作为引读。开卷设彩照，图、表

随文而设。

五、人物记载。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简介或以事系

人的方法入志。

六、行文，采用规范语体文记事。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所列事物名称，

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一律使用现行标准地名；所用数据，以县统计资

料为准，有些数据出自出版志书和部门资料。

七、志书所用资料来自县油区办档案，部分资料从乡镇油区办征集，部分取

自本县及有关部门档案和油田单位志书，少量来自油区工作负责人、知情人口碑

资料，概未注明。



词

东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安家训(曾任市油区办主任

工农结合的桥粱油地共建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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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菇利津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郭丰璞露

服务油田建设利津．式油富民．。



中共利津县委副书记县^民政府县长聂建军题词

服务油区创伟业与时俱进续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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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津县委副书记高振国题词

油地结合．建设利津文明新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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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吉能题词

镌刻艰苦创业史再铸油区新辉煌．。

援引弼芬钏芝久再锗波区穆毖嬗
弓去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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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油区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胡舂赝

利津县油地结合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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