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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铭鉴千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潍坊市环境保

护志》出版面世了，这是我市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件大事。

《潍坊市环境保护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4年．在长达8年的

时间里。局领导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关心

和支持。这期间，先后有数十人参与本志编写工作，并为此倾注了

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潍坊市环境保护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实事求

是，详今略昔，突出特点的原则，以较为翔实的史料，质朴的文笔，

力求达到“资饴、教化”的要求，使其发挥“存史、鉴后”的作用。一一

《潍坊市环境保护志》比较客观实际地记述和反映了我市环境

保护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现状，是了解和认识我市环保工作概况的

重要史料。

编写《潍坊市环境保护志》，在我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客观上

存在着经验不足、资料缺乏等问题。尽管编写人员作出了较大努

力，但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惠请大家赐以指正。

1992年12月



凡 例

一、《潍坊市环境保护志》截止时间下限为1990年，采用公元

记年。

二、本志以事分类，采用语体为记叙体，以志为主，辅以述、记、

表、图、录等。

三、此志除序外，共十篇，采用章、节、题三级，以节为主，题号

为一、(一)、1、(1)顺叙。

四、大事记以年、月、日记事体为主，少数以年月或年记事。

五、文中数字用法多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六、本志以潍坊现辖范围为准，机构名称、地区名称多采用当

时称谓，所用数字均系当时记载数字。

七、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资料以及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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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与烟台、青岛接壤，西与淄博、东

营毗邻，南靠沂蒙山区与临沂地区相连，北濒渤海湾，是闻名遐迩

的世界风筝都。

历史上的潍坊是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名城，早在清末就以“南苏

州。北潍县”而蜚声中外，享有“200支红炉，3000铜匠，9000绣花

女·10万张织布机”之盛誉，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潍坊市的市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

发展，1983年改为省辖地级市，辖7县3区2市，总面积17302平

方公里，1990年底人口达到895万，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山东省

6个经济开放城市之一。如今，潍坊的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

了以轻纺、电子、化工等行业为主体，其它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

业体系，近几年来。通过“风筝搭台．经济唱戏”，不断深化改革，扩

大对外开放。使潍坊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潍坊市的工农

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得到迅速发展，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达3456亿元，其中工业产值2344．1亿元，分别比建国初期的

1949年增长了56倍和74倍。

然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环境

问题也日益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全市大小河流，几乎没有一条

逃脱被污染的厄运，尤其是市区的白浪河、虞河，一改昔日草青水

绿，鱼虾成群的景象，基本上变成了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排

放沟，对全市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峡山、墙夼、牟山、冶源、白浪

河等水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工业污染调查统计，1980

年至1990年，全市排放工业废水总量约23734．54万吨，废气排放

总量约1010．3亿标立方米，排放固体废弃物约384．5万吨。大量’

工业“三废”的排放。使全市的环境质量逐步趋于恶化。因此，防治

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建设潍坊，振兴潍坊的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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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

潍坊市环境保护事业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初，环境

保护仅仅是作为一项工作，由卫生防疫部门兼管。这期间，由于机

构设置不健全，技术力量薄弱，加之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因此，环

保工作只能局限在搞一些简单的污染调查和协调工作。1972年

底，计划部门将环保工作作为增产节约工作的一部分，成立了昌潍

地区治理“三废”办公室，开展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调

查和综合利用，同时把治理“三废”污染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先后从不同方面抓了水域、大气、烟尘的调查与监测，采取了一些

治理措施，治理烟筒冒黑烟，迁移有毒有害工厂等。

1973年8月，全国第一次环保会议召开，同年11月成立了昌

潍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从此，环境保护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在此后的五年中，潍坊市将环保工作重点放在狠抓节煤消烟除尘

和治理重点污染企业的废气、废水上，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试行)》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潍坊市环保事业

的发展，1980年2月，正式成立了昌潍地区环境保护局。在中央一

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环保工作更加明确了保护和改善生活与生

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公害的工作方向。

1981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

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后，潍坊市开始注重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与生态平衡，强调环境保护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

济调整中，采取加强环保措施，结合企业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

至1982年底，潍坊市将城市环保规划列入了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并

配套实施；进一步充实了地方环保法规，使环保工作由一般性号

召、单纯靠行政措施发展到采取经济的、法制的手段；污染防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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