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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部《东营市建设志》脱稿，付梓问世，这是我市城乡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可喜可贺。

东营市城乡建设的历史，凝聚着广大城乡建没者的智慧和奉献，渗透了他们

的血汗，业绩昭昭，不可泯没。为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城乡建设的艰苦奋斗历

程，以求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我们有责任把东营市的城

乡建设与发展，在各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如实地记录下来，以使后人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希望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东营市建设志》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东营市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对借鉴历史，总

结经验，促进今后东营市城乡建设事业的更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读

这部志书，可基本了解东营市城乡建设的发展变化，是一部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

好志书。

东营市域内既有孕育古代文明的沃土，也有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自然资源

十分丰富，180万勤劳质朴淳厚善良的人民在这里兢兢业业，休养生息，建设和

改造着自己的家园。建市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城乡建设事业，成立了相应的管

理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繁荣了城乡经济，

城乡面貌初步得到改善。至2003年东营市建市20周年之际，城乡面貌发生了

深刻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在黄河三角洲上

崛起。

我相信，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大力推进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东营市城

乡建设事业一定会再创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

谨书此言，权且为序。

东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譬乡J‘_—”

二00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乡汐



序 二

黄河母亲孕育了黄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孕育了东营市。东营市城乡建设

事业历经沧桑，建市后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心城已成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

市，恰似镶嵌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一颗明珠!

建市后，我市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精心打造现

代化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中心城以其大手笔、大气魄，塑造了“大水

面、大绿地、大空间”的独特城市风貌。一批小城镇或以工业为特色，或以商贸为

特色，或以服务为特色，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镇。昔日的荒

碱滩，如今楼房林立、三季有花、四季长青，成为人们创业和生活的好地方。到

2002年底，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2％，综合考核指数达到63．44％，居全省第5

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市建设系统广大建设工作者共同努力和辛勤劳动的

结果，更是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的结果。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东营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

要一员，在新的世纪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全市广大建设工作者

提供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作为城乡的建设者，我们一定以高昂的姿态，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开创东营城乡建设事业新的未来，为东营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东营市建没志》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市城乡建设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全市广大建设工作者艰苦创业、奋勇拼搏、开

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历程。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有不当之处。

只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为社会各界了解东营城乡建没开辟一个新的窗口，能够

为东营市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 东营市建设党工委书记、市建委主任巧乞。之移丫
二00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东营市城乡建设的资料性著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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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

资料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编纂原则是以事分类，以类为志，类为一篇，横排竖写，详今略古，立足

当代，突出行业和地方特点。

三、时间断限，原则以1983年建市为上限，部分内容适当上溯到事物发端；下

限为2002年，根据需要个别篇章和内容下延至2003年10月。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等表达形式，卷首设概述，总揽全书，纵贯古

今，以志为主，附录殿后。各篇分章、节、目记述，图、表随文而设，以求图文并茂。

五、数字均依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其用法以1996年6月1日实施的《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一般采用现行计量单位。

六、1911年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

的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后)，建市前(后)系指东营市建立之

前(后)。“境内”或“域内”系指东营市现行辖区范围及上溯建市前的地域范围。

七、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建设系统领导只记其简历，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

人物列表入志。

八、全志资料主要来自东营市建设系统各部门单位和市志、年鉴，一般不注明

出处。

九，为使志书层次清晰，易于记述，广饶、利津、垦利3县内容单设篇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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