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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东营市农业

志》的出版问世，是全市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洲，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境内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新

中国建立前，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农业生产落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新中国建立

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因“左”的思想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村

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上屡遭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使黄河三角洲焕发了勃勃生机。为适

应黄河三角洲和胜利油田开发建设的需要，1983年建立了东营市，揭开了黄河三

角洲开发建设的新篇章。建市二十年来，通过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建立和完善服务功能，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施黄河三角洲农业综合开

发，发展龙头企业，农业生产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进入21世纪，黄河三角洲的建设和发展进入新的历

史时期，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今后，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党的十

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围绕解决“三农”问题，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

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东营市农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东营

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映了东营农业的发展变化轨迹、规律和工作经验，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营经济社会的进程和特点，为深入研究农业工作，提供了具有

系统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丰富史料。我相信，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全

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农业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东营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必将实

现更大发展，东营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东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f司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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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东营市农业志》历经一年多的紧张编纂，付梓在即，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值此

书成之际，欣慰之余，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建市二十年来，全市农业系统的干部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和改革开放，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锐意进

取，积极实施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战略，农业生产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至2002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582358万元，比建市初的1983年增长

4．59倍，其中种植业总产值311050万元，比建市初的1983年增长1．45倍。全市

农村年人均纯收入达3166元，是1983年的10．9倍。

《东营市农业志》的编纂，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筛选运用翔实的史料，全

面记述了农业的自然环境、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经济、种植业、农业开发、农业教育

与科技、农业管理、农业机械与农业机械化、农牧场、胜利油田和济军生产基地农

业、农业机构和干部职工队伍、党群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动态和面貌，比

较客观地反映了东营农业兴衰的起伏轨迹。它纵贯古今，包罗万象，资料浩繁，考

证翔实，是研究东营农业最系统、最权威的百科全书。

编修《东营市农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较强的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真实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编纂出版，除农业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全力

以赴、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外，得益于各级领导给予的极大关注和社会各界的鼎力

支持。值此农业志书出版之际，谨代表东营市农业局向所有关心、支持《东营市农

业志》编写和出版做出贡献的领导及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东营市农业志》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编写难度大，难免出现不足之处，请

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热切地希望本志发行后，充分发挥其资

政、存史、教化的社会功能，服务于当代，惠及后世，对促进全市农业的发展有所启

示和补益，谱写出东营农业更加灿烂的篇章。

东营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和，-f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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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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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与资

料性的统一，全面真实地反映东营农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原则上以1983年为上限，2002年底为下限。为彰明因果，理清脉络，

突出特色，体现首部农业志资料的历史性，完整地反映东营农业的发展轨迹，部分

篇章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录。正文首设综述，继为大事记，总揽

全书。中设专志15篇，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其中特设农牧场、胜利油田和济军生

产基地农业两篇。末设附录和编后记。反映重大政务及基本情况的图片置于卷

首，表、黑白图随文而设。采用章节体，分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章首设小序，

或补述历史沿革，或点名主旨。

四、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领导人物只写简历，不作传记；对全国劳动

模范的事迹，进行简介记述；对省市劳模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按其受表彰时间、职

称晋升时间列表记述。

五、本志记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坚持运用“直书其事，寓观点于记事

之中”的基本笔法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特色和东

营农业特色。

六、本志纪年方法。1911年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用公元纪

年。文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计量，一

般采用现行计量单位，个别沿用历史习惯单位。

七、本志行文中“境内”，指东营市现行政辖区范围及由此上溯至建市前的地域

范围。机构、单位首次出现用全称，在括号内加注简称，再次出现直接用简称。

八、文字资料一般不注出处。主要数据取之于东营市统计局；其次为市农业局

各科、室、站、校和县区农业局及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凡涉及的价格数据，一律按

当年价。主要经济数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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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地

区，是黄河三兔洲的中心城市，中国第二大

油田胜利油田和石油系统的最高学府石油

大学的所在地。东营市成立于1983年10

月，地理位置为东经118。07’～119。10’，北纬

36。55’～38。10’。东、北临渤海，西与滨州市

毗邻，南与淄博市、潍坊市接壤。南北最大

纵距12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74公里，总面

积7923平方公里。

2002年底，东营市辖东营、河口2个

区，广饶、利津、垦利3个县，23个镇、13个

乡、6个街道办事处，1774个村民委员会，

1864个自然村。全市总人口1753957人，

其中农业人口995476人，非农业人口

758481人。

东营市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一黄河在东营市境流入渤

海，自1855年至1985年，平均每年携带10

亿吨泥沙输往河口，其中70％的泥沙沉积

在河口附近的三角洲地带，在尾闻不断变迁

过程中，平均每年新造陆地3"-4万亩，造就

了以垦利县宁海为顶点的近代黄河三角洲。

黄河自清水沟流路改道后，在人工控制下缩

小了摆动范围，三角洲每年仍以1．6公里的

速率向海中推进。黄河三角洲土壤类型多

样，便于多层次的开发利用，是国家农业开

发大有潜力的后备土地资源。据1998年

《东营市土地后备资源近期及远景开发规

划》，全市共有土地后备资源525．1万亩，其

中万亩以上成片土地390．7万亩。2002年

底，东营市土地总面积为792326公顷。其

中耕地380443公顷，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

地0．382公顷。

东营市小清河以南为山前平原，小清河

以北为黄泛平原。地势总体平缓，南高北

低，西高东低，沿黄河走向自西南向东北倾

斜。西南部最高高程为28米，东北部最低

高程1米，自然比降为1／8000～1／12000；

西部最高高程为11米，东部最低高程1米，

自然比降为1／7000。黄河穿境而过，背河

方向近河高、远河低，背河自然比降为1／

7000，河滩地高于背河地面2～4米，形成

“地上悬河”。全市主要地貌类型有缓岗、河

滩高地、微斜平地、浅平洼地和海滩地。

东营市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

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早春冷

暖无常，常发生春旱；夏季炎热多雨，有时受

台风侵袭；秋季气温下降，雨水骤减，天高气

爽；冬季天气干冷，寒风频吹，雨雪稀少。境

内气温南北差异不明显。多年平均气温

12．8℃，无霜期206天，≥lO℃的积温约

4300℃，可满足农作物的两年三熟。年降水

量550,---600毫米，多集中在夏季，7～8月

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一半，且多暴雨，

降水量年际变化大，易形成旱、涝灾害。

全市现行骨干河道31条。黄河流经东

营市138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332．6亿立

方米，全市90％以上的用水量需要黄河供

给，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保

障。近几年，由于黄河来水逐年减少，且来

水时段分布不均，造成东营市水资源阶段性

缺乏。小清河以南地区，浅层淡水界面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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