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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文区志》(1994～2010)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终于修成问世。

这是奎文区第一部区志，它的面世，既是奎文区地方志编修工作的一桩

盛事，也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件喜事。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
真实记录，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真实记录历史，认真

学习历史，科学借鉴历史经验，我们的改革建设事业才能不断取得继往

开来的新成就。奎文历史久远，人文厚重，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类聚居

和繁衍生息。据记载，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潍州，明洪武
十年(公元1377年)改为潍县，从设州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1948

年潍县解放后，行政区划又历经多次名称演变o 1994年奎文建区以来，

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历届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全区

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I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求真

务实、创新实干，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以建设富裕文明公平和谐的现代化商务中心区为目标，以 一

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弘扬老实做人、扎实做事的“两实"作风，统筹气一j?推进经流建魄。．政治建谭、文化建设_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墓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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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义一J
1994～2010

全国城郊经济发展先进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

全省服务业发展先进区

全省个体经营经济工作先进区

全雀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区

全省社会文化先进区

全省房改与房地产管理先进区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区

全省社区服务示范区

全省国土资源执法模范区

全省教育工作先进区

全省“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区

全省城乡低保规范化建设示范区



边峰 李辉

《奎文区志》(1994～20lo)所记内窖，综述建区十六载之历程，

集纳改革发展之成就．资料具体、内容丰富，体例规范、构架科学．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认识和研究奎文的“百科全书”．

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当前，奎文正处于全面实施“十二五”
规划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公平和谐的现代化商务中心区的关键时期，《奎

文区志》f 1994～20lO l的出版面世，对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

了解奎文、热爱奎文，增强建设奎文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宣传奎文、

展示奎文，提升奎文的知名度和影口自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在新起点实

现新跨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

发展的。希望全区上下以区志出版为契机．更好地回顾总结过去、科学

运等当下．切实学习好、宣传好、开发好、利用好这部区志．为富民强
区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动力．共同开创奎文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l

中共潍坊市奎文区委书记

潍坊市奎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潍坊市奎文区委副书记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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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以“存史、资政、服务”为目的，实事求是地记述奎文区的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发展与变化，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主要以奎文区行政直辖区域为记事范围。上限为1 994年建区时，

下限至2010年1 2月。为保证内容的完整性．部分内容的时间适当上溯或下延．

下延时间截止到201 1年6月30 19左右。

三、本志结构分编、章、节。共24编，另设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

分类以行业(事业)为主，适当考虑社会分工，横排门类．纵述历史。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文字表述用

语体文、记述体。本志纪年，古代到1 949年9月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公元对照

方式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公元纪年。文中提及“解放后”之词，以

1949年9月后作为时间界定。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选择历史上发生在本地的大事、

要事、新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本志地名称谓以民政部门公布的名称为准。古地名沿用当时称谓，需要

时加注今地名。

七，本志所记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均用全称．再次出

现用简称。街道称谓按照记述年度时的称谓记之。

八、本志采用的数据，以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兼用各专业部门及专题

调查数据和历史档案。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数字用法执行国家标准。

九、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贝Ij。人物传略．重点收录本籍人物．以卒年为序

t-III歹0。劳动模范，收录在本地获全国、省、市、区劳动模范．同时获得多级劳动

模范称号的．以最高级别为准。奎文区党政领导干部简介，收录现任和历任区委

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上、区政府副县级以上班子成员、区政协副主席以

上领导干部。

十、干部更迭表任职时间栏目中．在“～”符号后未标注时间的，表示至

201 1年6月30日仍在职。奎文区党政领导干部的简历介绍，在职的只在现任工

作的班子中介绍．离职的只在离任时的所在班子中介绍。

十一、本志基础材料由各部门、各街道、辖区企事业单位提供，部分资料来

源于档案、文献、旧志、社会访问调查等方面．资料来源广泛，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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