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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编 中国共产党日照市东港区地方组织 币，电33二

境内中共地方组织，始建于 192 8 年春 。 日照

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安哲执行中共山东省委决

定，回家乡秘密组织建立中共日照县委 。 1929 年

2 月，成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 1932 年 10 月，组

织举行"日照武装暴动掀开地方组织建设与革

命斗争紧密结合的崭新一页 。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斗争环境异常残酷 。 中共

下元特支、日照临时县委 、 日 北县委、日照中心县

委等地方组织先后领导抗日军民，与日 伪反动武

装展开顽强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日照县委组

织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动员优秀儿女参军支

前，为全国解放做出巨大贡献 。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党

的地方组织领导境内人民完成国民经济三年恢复

任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

抗美援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实行人民公社

化、组织生产救灾、纠正"五风开展大规模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

斗，各级党组织瘫痪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

向经济建设 。 1980 年年底，日照县委从试行土地

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入手，不断推进农业管理体

制改革 。 1986 年， 日 照市委提出"工业农业一齐

抓，重点抓工业 ， 抓好工业促农业 "的工作思

路，乡镇企业快速崛起，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

动 。这期间，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大讨论和以"解放思想 、扩大开放"为

主题的教育活动，各级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作

风建设水平得到提高 。

1992 年 12 月东港区设立后，中共东港区

委在各级党组织中连续开展邓小平理论、 "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教育活

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创业 "

"富民兴区"的积极性 。 招商引资 、工业经济 、特

色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 。 同

时，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执

政能力不断提高，全区政治 、经济、社会各项事1966 年 5 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地

方组织、政权机构和人民群众蒙受了挫折与劫难。

"文化大革命"初，党政机关被冲击，领导干部被批

业进入又好又快、全面发展时期 。 --每星盈

第一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 中共日照县委员会机构

(1 928 - 1985 年)

中共日照县委员会( 以下简称日照县委) , 

1 928 年春创建 。安哲任书记，设立宣传、组织工作

机构 ， 牟春霆、郑天九分别分管组织、宣传工作 。下

设安家村、山宇河村、牟家小庄和县中学党支部委

员会 。 193 2 年春，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升格为中

心县委，领导日照县和吉县、沂水、诸城部分地区

的党组织 。安哲任书记，牟春霆任组织部部长 ， 郑

天九任宣传部部长，部梅斋、杨德玉、汉成运、于共

方为委员 。 中心县委先后建立涛锥、夹仓、巨峰、

邵幢、河 山 、两城等 6 个区党的基层委员会和诸

城特别党支部及其他的个党支部、 25 个团支部，

发展党、团员 500 余人 ，在百余个村庄开展党的

活动 。 同年 10 月，日照暴动失败，县委遭敌人破

坏 。次月，省委派祝刚到日照，成立日照县临时特

支 。 12 月 20 日，中共日照县工作整理委员会成

立，祝刚任书记 ，李云鹤任宣传委员 。不久，又恢

复县委，祝刚任书记，李云鹤任组织委员 。 1932 年

12 月，县委又升格为中心县委，李云鹤任书记 。

1933 年 2 月，因遭叛徒出卖，党的组织受到严重

破坏，被迫停止活动 。

眶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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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日照县党的组织机构情况表

表 25-1

机构名称 设置时间 机构组成 基层组织

中共 日 照县委 1928 年春一 1932 年春 组织、宣传
安家村党支部、 山字河村党支部 、牟家
小庄党支部 、县中学党支部

中共 日 照中心县委 1932 年春- 1932 年 10 月
组织部 诸城特支、涛锥区委、巨峰区委、邵瞠
宣传部 区委、河山区委、两城区委、夹仓区委

中共 日 照工作整理委员会 1932 年 11 月 一 1932 年 12 月

中共 日照县委 1932 年 12 月一 1932 年 12 月

中共日 照中心县委 1932 年 12 月 1933 年 2 月

抗日 战争爆发后 ， 1938 年 6 月 ， 中共下元特

支建立 。 1938 年 11 月 ， 中共 日照临时县委成立，

设组织 、宣传、交通等工作机构 。 1938 年 12 月 ， 日

照县委在小曲河村重新组建， 由秘书处、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敌工部、职工部、青年部、

豆坦盏』 妇女部组成 。 1941 年 3 月 ， 县委在日 照北部成立

E圈 日北工委 ， 8 月底 ， 日北工委己恢复和建立 7 个区

委、 1 个特支、 30 余个党支部，有党员百余名 。

1942 年 9 月 ， 成立 日北县委(抗日战争胜利

后撤销) 。 同时 ，滨海地委决定 日 照县委升格为中

心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 、宣传部 、 民运部 、敌工

部、日北工委 。 1944 年 6 月 ，日照中心县委改组为

日 照县委 。设秘书处 、组织部、宣传部、党训部、敌

工部 。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日照县党的组织机构情况表

表 25 -2

机构名称 设置时间 机构组成 基层组织

中共下元特支 1938 年 6 月 1938 年 11 月

中共 日!照县
1938 年 11 月一 1938 年 12 月

临时县委

秘书处 、组织部、宣传部、
一分区委、二分区委、三分区委、四分区

中共 日 照县委 1938 年 12 月 1942 年 9 月
统战部、民运部、敌工部、

委、五分区委、六分区委、七分区委、八分
职工部、青年部、妇女部、

区委、九分区委、团林分区委
日 北工委( 1943 年 3 月设)

太平分区委、涛锥分区委、巨峰分区委、

中共日 照 秘书处、组织部 、宣传部 、
碑廓分区委、汾岚分区委、大坡分区委、

中心县委
1942 年 9 月一 1944 年 9 月

民运部、敌工部、日 北工委
虎山分区委( 1943 年 6 月)、黄墩分区委、
高兴分区委、沈幢分区委( 1943 年 3 月)、

址坊分区委、薛庆分区委

太平分区委、涛锥分区委、巨峰分区委 、

中共 日 照县委 1944 年 9 月一 1945 年 8 月
秘书处 、组织部、宣传部、 碑廓分区委、汾岚分区委、大坡分区委、

党训部、敌工部 虎山分区委、黄墩分区委、高兴分区委、
沈幢分区委、址坊分区委、薛庆分区委



解放战争时期 ， 日照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

宣传部、民运部、党训班 。

监察委员会改称监察委员会。

1956 年 5 月 ，县委划归中共临沂地委领导 。

新中国成立后 ， 1950 年 5 月 ， 县委划归中共

沂水地委领导并建立县委纪律监察委员会 。全县

设 16 个分区委、 l 个镇委 。 1953 年 6 月，县委设

常委 。

1958 年 6 月 ，县委设书记处 。 1962 年 10 月

撤销 。

1968 年 3 月 ，日 照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

县革委)成立 。党、政统揽，下设办公室、政治部和

生产指挥部 。

1969 年 9 月 ，县革委党的核心领

导小组成立 。

1971 年 3 月 ， 中共日照县第四次

代表大会召开 。会上选举产生中共日

照县第四届委员会。

1973 年 9 月 ，全县各级党组织全

部恢复活动 。

1975 年 11 月 ， 实行党政分开 。县

委设办公室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和机关党委 。

图 25-1 1938 年 12 月 ， 中共日照县委在小曲河重新组建

1984 年 6 月 ， 丝 山、奎 山两个公

社和石臼镇改建为 8 乡 l 镇 ， 划归临

沂行署石臼港办事处管辖 。其他 19

个公社、镇改称区，区下设乡 。县委下辖 19 个区

委 。

1953 年 8 月 ， 县委划归中共胶州地委领导 。

1956 年 2 月，全县设 14 个区委、 2 个镇委 。纪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日照县党的组织机构情况表

表 25-3

机构名称 设置时间 机构设置 基层组织

1945 年 8 月一 1946 年 3 月设立:城关分区委、奎山分区委、石臼分区委、

' 丝山分区委、河山分区委、涛锥分区委、汾岚分区委、大坡分区委、碑廓分

区委、巨峰分区委、黄墩分区委、三庄分区委、沈瞠分区委、南湖分区委、太

平分区委、高兴分区委、虎山分区委

中
秘书处

共
1945 年 8 月 组织部

日
宣传部

1946 年 4 月一 1947 年 6 月设立.城奎分区委、石臼分区委、城北分区委、

~~ 
1949 年 9 月 民运部

涛锥分区委、圣岚分区委、巨峰分区委、芦山分区委、沈瞠分区委、望海分

县
党训部

区委

委

1947 年 7 月一 1948 年 2 月设立:城关分区委、奎山分区委、石臼分区委、 |
城北分区委、城东分区委、涛锥分区委、安岚分区委、碑廓分医委、巨峰分

区委、芦山分区委、沈瞠分区委、望海分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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