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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修式

1999 年是建国 50 周年大庆，也是适逢世纪之交的

大庆。这一年，必将以其极不平凡的一页而永载史册。

《山东海洋与渔业大事记》有幸在普天同庆建国 50

周年之际付梓，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此书以翔实的史

料，记述了建国半个在纪来出东海洋与水产事业走过的

光辉历程和开创的伟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存史、资玫价

值。因此，它不仅是一部由东海洋与水产事业的发展史、

割业史，而且也是用丰富的史料、真实的事功、丰硕的

成果、巨大的变化从海洋经济各行业和不同倒西，对中

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伟业的讴歌，对改革开放以

来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诠

释。对于山东省海洋与水产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

有重要意义。

山东颜临黄、渤海，大陆岸线长达 3100 多公里，而

呈与吕本、朝鲜、韩国隔海相望，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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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萨

资摞和海洋区位优势，是我国海洋大省之一。

山东乃齐鲁之邦，开发海洋的历史悠久。早在 2500

年前，齐国留"兴渔盐之利，通舟梧之便"，不仅成为显

赫一时的"海王之圈"，而且先后位建春秩五霸之首和名

列战国七雄。

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是出东海洋与

水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 50 年。在这半个道纪

里，全省海洋与水产战线的广大干部瑕工和渔民，在各

级党委和政婿的领导下，发扬i哥海人勇敢顽强的光荣传

统和战风斗泼的拼搏精神，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海持与

水产事业新业绩，可谓"天翻地覆慨陌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吉 1991 年省委、省政府事时

度势，提出建设"海上山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全

省海洋与本产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自内外产生了

重大影响。据统计， 1998 年全省海洋产业恙产莹达 816.

7 亿元，出 1990 年增长了 4 倍多;其中海洋渔业产量

447. 7 纪元，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55% .是建设"海上

由东"的第一支柱产业;海洋产业增加值 414. 3 亿元，占

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6%. 是 1949 年全省自内生产

总筐的 8 倍多!

为政者，应知晓前人之史，从商以史为鉴，鉴往知

来。为政商有为者..应于盛世修志.re前人乃至当代开

创的丰功伟业秉笔直书，记入史册。在建国 50 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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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商翔实地记述建雷 50 年来全省海洋与水产大事并

付梓出跤，是我的运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以此

书作为南建国 50 周年奉献的一份淳礼，也是全省海洋与

水产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及渔民的共同心嚣。为之，那

不仅利于当代，而旦亦惠及后世，实乃功德无量之事。

处在世纪之交，抚今忆昔，回眸往事，令人浮想联

翩。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

雨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从中波取了诸多正反两

方富的宝贵经验，历经大风大浪的山东{南海人，斗胸更

宽广，眼光更远大。

面对新形势，我们勇于迎接薪的挑战，有志倡造新

的业绩，以新的姿态昂苦阔步迈向新世纪!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商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新

→代齐鲁JL女将在山东毗邻的黄、渤海这片广袤的蓝色

国土上，绘出更薪更美的图画。山东的海洋与水产事业

将更加:是ú拦辉煌!

1999 年 9 丹子泉城



凡倒

→、编篡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哇物主义

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和详近略远的原黯 z 坚

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

二、时闰断限:上起 1949 年 3 月，下迄 1999 年 2 月。

报据详近路远的原则，重点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事实。

三、记述范雷 z 近 50 年来山东海洋与水产战线发生

的重大事件、开展的重大活动、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

的重大成果、机构沿革与重要人事变动等。主要包括:省

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关于全省海洋与水产业发

震的重大决策、重要文件、法规、议案 z 省部级以上领

导同志参加的关于全省海洋与水产工作的重要会议、题

词、批示和重要提察活动;白雪家有关部委组织的在山

东举办的有关海洋与水产的会议和活动手全省海洋与水

产行政祝构设置、沿革及厅局级主要员责同志的任免 z全

省海洋与水产系统参与的重大社会活动与变革;全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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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与水产重大基本建设 P全省性海洋与水产重大科技、学

术活动，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包IJ造

发明;省政府和罢务院部委对海洋与水产部门、先进模

草人物的表彰、奖励，驻鲁海洋界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

国工程皖院士的评选手有关海洋与水产的重要的外事、外

经、项吉、活动和涉外事件 F 海洋与水产系统发生的重

要事件、重大海洋灾害、重大海提事故及其他需要记载

的重大事项。

四、资料来源:主要选自志书、年鉴、档案、报刊。

几入选资科均经核证，力求做到存疑不取，孤证不立。为

节约文字，均不注明出处。

五、编篡体例:以编年体为主，根据内容需要，个

到条吉采用记事本末体，即所记事件以时间为序排列;时

间跨度较长的重大事件，宜适当集中者相对集中记述;不

宜集中者，分条记述。每条着重记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

点、主要起因及结果。对事件发展过程不作详述，不予

评论。

六、记述方法 z 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采取条

巨式， .一般一事一条。对记述的事件述币不论。条吕按

年、月、自排列，凡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难以查证者，一

般以某旬、某丹、某季标出大体时间，并按黑日不详者

置于月末，月不详者置于季末，目期不详者或涉及全年

的综合条自量于年末的方法排列 o 对个男号条吕仅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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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难以揭示事物本质的事件，以点暗之笔予以褒距。需

要列入本大事记的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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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88 解放区胶东行署制定《出东省渔业管理

暂行办法(草案门，共 5 章 14 条，规定不得侵占佳人走

置渔场、利用海滩进行养殖生产须经政府批准、主rt动渔

轮作业界限及各种奖惩制度。

3 月 25 8 为保护嬉台山后及防滚坝周围浅海养
殖区内的海带、裙带菜，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政府发出实

字第 6 号布告。

4~38 烟台市政府决定，将烟台水产公需内的

市场交易业务结出，成立烟台水产交易所，即日开始口号

行成交。

5 月 胶东行署渔业处渔盐科改称渔业科，编制 12

人。这是人民政府建立的全省第一个水产行政机构。

6 月 38 烟台水产试验场组成海洋读查组，对养

马岛、{里岛、寻山及海南段浅海员藻资源和宣养面积进

行了勘查，初步搞清适于藻类养蕴的海区 90 万平方米，

参、贝养殖区 3300 平方米。

国吕 中E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管会深员接管黄海

水产公司、青岛鱼市场、青岛冷藏公司、渔业善后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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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青岛分处、山东区善后渔业物资处理委员会等 5

个单位。

6 月 13 B ((胶东日报》讯 z 被国民党残噩劫持的

黄海水产公司华民一号渔轮的 11 名船员，经过英勇搏

斗，生俘 6 名噩兵，缴获凯枪 1 挺、步枪 8 支、短栓 2 支。

7 月 23'"'-' 26 日 受强台风袭击，鼓东沿海发生海

啸，全E至 1200 多只渔船受损，渔民死亡无计，在d在嗣岛

附近行渔的渔民 130 多名丧生。 d剧院岛 120 多户人家，受

难者占 80%。全区损失渔盐 32 万吨〈折合模食 16. 23 

吨)。

7 fJ 26 B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接管京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黄海水产公司养殖场，并发

出布告保护该场在青岛浅海的裙带菜、石花菜、鲍鱼、海

参等水产资源。

8 月 9 日 《胶东自报》烟台讯:关东水产公司娼台

分公司吉东北运来大教玉米，供应烟台市民、渔民，自

5 月 15 日至 7 丹中旬，共售出玉米 90. 7 万公斤，比市价

低 5% 。

8 月 11B 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解放长山岛

战役，经逐岛连续作战，于 19 日全部解放长山列岛。胶

东行署组织 600 余艘渔船、 1600 多名渔民参加解放长山

岛的渡海作战。至此，山东全境获得解放。

9 月 1'"'-' 9 B 胶东行署所属东海专署召开渔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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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44 人。

9 月 15 8 原胶东军区海茹办事娃改建为"渤海、渔

业"，拥有渔轮 10 艘，从事海洋捷捞生产，这是由东最

旱的国营海洋捕捞企业。

10 月 1 8 胶东区渔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 万多名渔民加入渔会和温工会。

本写 原国民政商中央水产实验所(本年 5 月上海

解放后由华东军政管理委员会接管)由上海迁至青岛。该

所 1956 年改称国家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

11 ~ 26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原胶海关玫称

青岛海关，东海关改称烟台海关。青岛、烟台、石岛三

港口为对外贸易港口。

12 月 胶东行署在烟台举办了为期 3 个月的东产

干部培训班，进行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海洋气象专业

培训，为不久胶东各县建立的水产仔政机构培训了领导

骨干。

1950 年

2 月 跤东行署先后两次组织 300 多只渔船及 700

多名渔民南下，支援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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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8 全嚣盐务总局在青岛东营盐场建立山

东制盐公司，这是国家投资在山东建立的第一个层莹盐

业企业。

3 月 18 8 胶东行署发出"关于征收水产品税的具

体捷定的指示"，对水产品税征收范围、手续、 it税办法、

完税证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

3 月 26 日 鲁中南行署向所属 8 个专署沿海各县

区发出"关于渔业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力整顿和建立渔

业合作社。

4 月 17 8 跤澳盐这先后发生抢盐事件，少那几十

人，多则上千人。省政府深省盐务局副局长石若壁会同

当地政府处理此事。

4 月 20 8 省府实业厅将华东军政委员会拨下的

55 亿元渔业贷款分发各地区。

4 月 25 8 省人民政府发出"总实秘字第 1 号"文，

决定成立山东省水产行政机构。 5 月份全省沿海(湖) 8 

个专区、 2 个市、 37 个县，肆沂水、昌撵两专署外，均

先后建立了水产科(股) 0 7 丹，山东省人民政府水产局

正式成立，由省工业厅副厅长王纪武兼首任局长，仔政

编制 63 人。主要职责是:进行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情况

普查、办理渔业贷款和救济金、推广渔业互助合作、建

立国营渔业公司、制定渔业资源保护法规、解决渔汛期

淦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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