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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交替、千年更迭之际，《中共临沭历史大事记》

(1949．10"---1998．12)一书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了。这是全

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省、市党史工作部门以及

许多老同志的精心指导下，我县党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

晶。它的编辑出版，对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全县两

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必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0

临沭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曾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

机关所在地，是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刘

少奇、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战

斗过。勤劳、智慧、善良、正直、勇敢的临沭人民，一直

站在时代的前沿，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与一切反动势力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

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业绩，为新中国的诞

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临沭历史的新篇章。临沭党组

织和全县人民根据党中央指示，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

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一等运动，成功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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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

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此后，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指

引下，临沭党组织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

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领导全县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

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临

沭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大跃进一、反右倾斗争和“四

清力运动扩大化、“文化大革命力的严重挫折，给党和人民

造成了严重损失。究其根本原因，是工作指导思想上违背

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的

经验教训，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临沭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拨乱反正，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的方针政策，大

胆开拓，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努力进取，金县。两个文

明一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98年，金县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25．52亿元，比1978年增长12．27倍，，年均增长

13．8％；比改革前30年增速高出8．88个百分点；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2166元，比1978年增长25．41倍，年均增长

17．79％。近年来，临沭县先后被授予“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县一、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部级农村电气化县力、全省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全省计划生育工作搿三为主一先进单

位，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第四批改草开放试点县、无规

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试点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党组

织正确领导、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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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群众开拓进取、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

《大事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

了社会主义时期临沭地方党史的框架和经纬，以翔实的资

料概括地记载了临沭党组织50年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再现了临沭党组织和

人民群众弘扬“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的沂蒙精神，热爱临沭，建设美好家园的良好精神风

貌。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汲取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推进全县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事

业的健康发展，必将大有裨益，是一本进行地方党史教育，

激励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在新世纪大展宏图的好教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忆建国50年来的临沭党史，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

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全新

的事业，并非坦途平直。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少受挫折、

少走弯路，不断前进，必须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一，坚持“两个文明力一起抓；必须不断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抢抓机遇，勇于开拓，既要防右，更要防

。左一}必须尊重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面推进科

技进步；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做。三个代

表一的忠实实践者。现在，我们出版这部大事记，就是为

了让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建国以来临沭党组织

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更好地汲取经验教tJlJ，学>--j理论，研究现实，更加清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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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业中去，为临沭更加辉煌的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共临沭县委书记

叼钆力学厶衅



凡 例

一、《中共临沭历史大事记》(1949．10,---,1998．12)(以

下简称《大事记》)，主要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临沭县委员会

及其领导下的党、政、军、群团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分为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部分。

二、《大事记》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纪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体例。所记大事按时期、时间顺序编排，逐条

记载。事件发生、演变的日期不清楚的，只以月份记之；月

份不清的，以季期记之；属全年性的，以本年记之。对延

续过程较长的事件，尽量在一个条目中集中叙述；时间跨

度较大，演变过程复杂的事件，则依顺历史进程分条记载。

三、本书记述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副县级以上领导干

部在届次的都作记述，不在届次随时任免的副县级不簪记

述。群众团体负责人，按历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记载正

职姓名。受省级以上表彰的英雄、模范、先进个人，在县

内有重大影响的先模人物和有关人员及重要外国来宾记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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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他一般不载名。上级领导干部在临沭的活动，一般

只记到地(市)级主要负责人。

四、对《中国共产党山东省临沭县组织史资料》已做

记载的党、政、军、群团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更，一般

不作记载，着重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临时机构和县级党、

政主要领导人的变动作简要记述。

五、书中记述的临沭县历史大事主要以档案资料为依

据。从1956年3月到1961年8月临沭县撤销，无档案资

料，历史大事未作收集。

六、本书对机构名称和代表会议，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重复出现时用简称或习惯称谓。每年末的经济发展状况数

字，均以县财政局、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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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61年8月"-'--1966年4月)

1961年8月⋯⋯⋯⋯⋯⋯⋯⋯⋯⋯⋯⋯⋯⋯⋯⋯⋯⋯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5月⋯⋯⋯⋯⋯⋯⋯⋯⋯⋯⋯⋯⋯⋯⋯⋯⋯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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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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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13

12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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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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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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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城郡，魏黄初六年(225年)，废郡留县，南朝宋省。唐

武德四年(621年)，再次置县，且临沭、利城二县并存，不

久均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

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在此着力开辟、创建了临沭

县。建国后，行政区划历经多次变更：1951年4月，各区

改用序数排列，共设10个区112个乡，辖506个村庄；1953

年11月，增第十一区，驻地石门。1956年3月，调整为9

个区后，撤销县建制，玉山、蛟龙、青云、夏庄4个区及

钟山区沭河以东部分，并入莒南县；石门、大兴、李庄、岌

山4个区并入郯城县；钟山区沭河以西村庄并人临沂县。

1961年8月，临沭县复置，时设石门、店头、大兴、观堂、

曹庄、南古、韩村、白旄、夏庄、蛟龙、朱仓等11处公社、

77个管理区，辖489个村庄。1962年11月，调整为8个

区，管理区改称公社(习称小公社)。1969年1月，复设为

11处公社。1971年3月，夏庄公社析置夏庄、周庄、泉埠

3个公社；5月，蛟龙、观堂公社的20个大队分别划入江

苏省东海、赣榆二县。1977年4月，玉山公社析置朱仓、玉

山两个公社。1982年3月，夏庄称镇，全县设1个镇，13

处人民公社，辖550个生产大队。1984年5月，公社改为

乡镇建制，设临沭、韩村、南古、蛟龙、曹庄、石门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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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青云、白旄、朱仓、唐岭、东盘、郑山、醋庄、周庄、

店头、官庄、芦庄、华桥、前庄、古龙岗14个乡，辖17个

街道居民委员会、533个村民委员会。1994年10月后，芦

庄、前庄、白旄、郑山、唐岭相继改称大兴镇、前庄镇、白

旄镇、郑山镇、玉山镇。1998年12月，全县设11个镇、9

个乡，辖553个村(街)民委员会，60．80万人口。

临沭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解放区五大战

略区之一的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光荣

的革命传统。早在1931年，临沭一带就有党的活动。1941

年1月，建立中共苍马县委。同年8月，改称中共临沭县

委。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

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曾长期驻在这里，刘少奇、朱瑞、罗

荣桓、黎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这里战斗、工

作、生活，临沭一度成为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临沭

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领导全县人民前

赴后继，顽强拼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做出巨

大牺牲和无私奉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沭党组织

带领全县人民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饱满的

政治热情，历尽坎坷曲折，艰难地走过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

期，终于跨进以改革开放为时代主旋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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