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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编

审人员的辛勤工作，<东营市工会志>与大家见面了。它是反映东营工人运动

和工会全貌的第一部工会专门志书。<东营市工会志》的出版，反映了广大工

会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是东营工运史上的一个丰硕成果j也是东营工会组织

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进

工会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营市的工人运动事业已走过20多年的光辉历程。1978年．党中央召

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工人

运动和工会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3年，东营市成立后。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

表原则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中华全国总工会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方针，紧紧

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带领广大职工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全面履行工会“建设、维护、参与、教育”四项职能，奋力开拓新时期工人运动

和工会工作的新局面。着眼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市总工会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览律”的职工队伍摆在首要位置。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式装职工头脑，大力加强职工的文化技术教育，带领职工群众以崭新的精神

风貌和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投身于企业改革和以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技术

l办作与创新为主要内容，以劳动竞赛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技术活动中去，建功

立业，塑造自我。在基层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扣强企(事)业民主管理，努力实现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

阪。坚持以创建“职工之家”活动为载体，积极推进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

艺进程，努力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大力兴办职工集体福

刚事业，广泛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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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营市工会志》是全面记述东营市工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i§㈣≮；㈣，，^魄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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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建市以来在改革开放中

蓬勃发展的东营市工会的历史和现状，向建市20周年献礼。

二、断限：上限起于1983年建市，下限止于2002年底。为完整地体现东

营市工运事业历史和特色，部分内容适当上溯。

三、本志书本着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教育性相统一，力求观点正确、

资料翔实、体例完整。

四、结构采用章节体，设编、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各章节的安排主

要根据工会工作的历史、现状和业务部门的实际，按照“事以类比，类为一志”

的原则确定，不受部门分工的局限。

五、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体为主。卷首为彩色图片

l 专辑；正文首设综述和大事记，总揽全书；中设专志5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表随文而设；末设附录。

六、本志所录工会组织分区县、产业系统、直管基层3部分，每部分按工会

组织名称首字起拼音字母在英文字母表中的先后顺序排列。

七、鉴于各县区及市产业(系统)和直管基层工会要独立编写本单位的工

会史志资料，本志对上述单位工会工作内容不再载入。

八、有关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按从事工会工作时间顺序、职务分层

次予以简介。对先进模范人物按表彰层次和时间以简介录之。

九、文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主要数据以市总工会有关部室和有关单

位提供以及工会统计年报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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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地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

东营市境内流入渤海，地理位置为东经118。07 7～119。10’。北纬36。55’～

f 38。1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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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千米，东西最大横距74千米，总面积7923平方千米。市域南北陆域

形成和建置时间迟早有较大差异。东营市建市前的历史主要沿广饶、利津和

垦利等3县历史追溯。位于市域南部的广饶县历史悠久，5000多年前就有人

类居住，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县；位于市境西部的利津县于金明昌

三年十--fl(1193年1月)以永利镇升置利津县；位于市境北部的垦利县境大

部系黄河新淤地，1943年在中共垦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垦利县。至

建市前，3县建制迭次变更。古老的黄河文明和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在这里

绵延不息，孕育了一代代黄河口人，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化。

1961年4月，华北石油勘探处在原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附近打成第一

口勘探井——华八井，获日产8．1吨工业油流。从此，拉开华北石油会战的序

幕。1962年9月23日，在东营境内的营2井获Fi产555吨油流，为当时全国

日产量最高的油井。为纪念打出这一高产油井之日，胜利油田始称“九二三

厂”。为适应胜利油田发展和开发建设黄河三角洲的需要，1982年8月山东

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请示成立省辖地级市——东营市，同年11月10 El国务

院以[82]国函字249号文件批复了省政府请示，划原惠民地区的垦利、利津2

县，广饶县的4个公社，沾化县的4个公社，博兴县的1个公社和3个大队，成

立省辖地级东营市。1983年8月30日，国务院以[83]国函字175号文件批

复了山东省政府请示，把广饶县划归东营市。1983年10月15日，召开东营

市成立庆祝大会，东营市委、市政府正式挂牌办公。

东营市域由广饶、利津、垦利3县全境和博兴、沾化2县的一部分乡镇组

成。建市初，全市划为东营、牛庄、河口3区，广饶、利津、垦利3县。1987年6

月．牛庄区与东营区合并为东营区。 G：在东营市域内有胜利油田、石油大学、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这

些单位的先期启动为东营市工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各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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