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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为我国所独有的文化

形式，世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件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的大好事。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远在春秋时期，齐国渔盐之富7， “都

昌”已负盛名。但史册所载，只详于盐而略于渔。偶有记载，多谖

焉不详，尤缺系统编写的专著。这给我们了解历史、认识现状、巍F
往开来、发展生产，带来一定困难，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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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逢盛世。《昌邑县水产志》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艰辛劳

动，克服了资料散失、档案不足等困难，广征博采、整理核实、编

纂校审，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昌邑县地方渔业较完整的志书，终

于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志书，共十一章，约七万字，分门别类记载了昌邑县水产

资源、海洋扑捞、海淡水养殖，以及水产供销、渔船修造等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是一部汇集地方渔业情况的资料全书。它将有助于我

们对本行业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认识现实、研究实际、总结经

验、探讨得失，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搞好水产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



它对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回顾，对今天的工作是个指导，对将来

的建设是个借鉴。无疑有益于今人，造福于后代。

但由于缺乏经验、资料不全等原因，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

部志书，一定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冀望读者斧正。

昌邑县水产公司经理
' 易

心专■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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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昌邑县水产志》共十一章，计七万字。除卷首外，正文

分章、节、目。分门别类记载了昌邑县水产事业的发展过程，以及

与其有关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各章上限，原则上起自创建，有的章节以搜集到的最

早资料为限；下限一般在1984年，但个别章节上下有些浮动。

三、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史志结合的方法编写，随文配以必

要的表格，表格一般排在有关条文附近，有的表格所占篇幅较大，

列在所属章节之后。

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评

语。所涉及的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贬褒，不加职称。

五、历史纪年，在民国时期以前，多按当时通用习惯用法，并

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

年编写。

六、在使用单位名称时，均书以当时历史条件的全称或简称。

七、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凡世纪、年代，夏历年、月、日，一律用汉字表示。

八、本志中涉及的度量衡，以公制计量单位为主。个别章节按

当时的通用习惯用法，采用市制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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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明隆庆二年(．1 5 6 8年)

建立下营村。

明万历四十一年(1 6 1 3年)

古历七月，海潮，淹没农田、伤亡人畜。

清雍正五年(1 7 2 7年)

古历十月初三，海大潮，沿海农田被淹，人畜有伤亡。

清乾隆四十四年(1了了9年)

修海堤一道。

清乾隆四十七年(1 7 8 2年)

古历八月，猝然海潮，沿海房舍、农田被淹。

清道光二十五年(1 8 4 5年)

春，海大潮，沿海一带，颗粒无收。宫府缓征昌邑等七县钱

清光绪五年(1 8 7 9年)

古历一月初七，大海潮，沿海农田被淹，草禾尽死。

清光绪+八年(1 8 9 2年)

古历十月初五，狂风暴雨，继而海潮。沿海农田、民舍被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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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甚重。

清光绪二十一年(1 8 9 5年)

重修北海堤。

民国+年(1 9 2 1年)

英国当局在下营港设海关，强收海关税．

民国十二年(1 9 2 3年)

古历三月初五，50余名海匪突袭灶户村，男女30人被绑
帮
示。

民国+七年(1 9 2 8年)
。‘ 。‘

6月1 1日，海匪三百余人抢劫下营港，绑走1 2 oA，杀害l 4

人，50多家店铺被抢劫一空。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

7月16日，狂风暴雨一二昼夜，禾苗尽毁，树木折拔，墙倒屋

塌。翌日大海潮(水位4—5米)，潮水内侵70华里，溺死2 0多

人。下营村水深一米半，东利渔村水深l米。
。

』j·

民国兰十二年(1f 9 4 3年)j

、， 秋，在下营村成立共产党地下组织，称“下营渔盐民合作社”，

集股商号“东盛栈”。。 ．

‘

?’
‘， ≤?。 民国三十兰年(1 9 4 4年) ：。

渔民掀起办渔民供销社的热潮，相继成立了东营村的“同盛

栈”，西营村的“渔城栈”和吕家庄的“一顺东”等，对长期靠剥

削为生的鱼行0鱼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民国三+六年(1 9 4 7年)

；i沿海渔村实行民主改革，打倒了鱼行、鱼霸，废除了封建剥削。

2



，·-、 1 g 4 g年

春，昌邑、潍县、寿光三县渔民，在虞河以东滩涂，

为争夺网场发生欧斗。事后，三县协商制定了“捕鱼条

例”。

7月26日，大海潮，海堤决口十几处，潮水内侵30华里，漫沿

海41个村庄，良团8，37 1亩。

1 g 5 0年

：春j沿海渔民开始组织渔业生产互助组，到年底发展互助组28

个。
、

1 g 5 2年

昌邑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水产工作归该科管理。

1 2月20乳海潮，沿海土地1，51 0亩被淹。

1 g 5 3年

疏浚潍河。下营渔港码头迁至西营村西河岸。

1 9 5 4年

冬，金县成立五处初级渔业生产合作社。

1 9 5 5年

成立昌邑县渔业．区供销合作社。

冬，全县成立“涌海”与“海成祥”两处高级渔业生产合作

社。

1 g 5 6年

2月，成立昌邑县人民委员会水产科，李瑞荣任科长。设昌邑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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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涌海”与“海成祥”两处渔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改称

_下营’’和“青阜”渔业生产合作社。

8月，下营渔业生产合作社，从黄海造船厂购进第一只机帆

船(40马力)。

1 9 5 8年

到莱阳县鱼种场，购运草鱼、鲢鱼苗2万尾，首次进行人3-养

殖获得成功。

下营渔业生产合作社与青阜渔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称“下营渔

业大队"。翌年分开。
’

引进轻拖网。

1 9 5 9年

2月，董岱庭任昌邑县水产科副科长，主持水产工作。

春，下营与青阜两处渔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改称东冢人民公社

渔业队和柳疃人民公社渔业队。

4月，东冢公社渔业队从烟台购运海带苗3万棵，在潍河1：I附

近浅海试养，后经一场大东北风，全部毁坏。

1 1月，国家投资1．6万元，在东冢公社李刘大队兴建水产养殖

试验场。次年，建鱼种培育池5个，亲鱼池5个，成鱼池20个，共

有水面430亩。鲤鱼人3-孵化获得成功。

1 9 6 2年

5月，李美瑶任水产科科长。

秋，围子公社隅庄大队的四亩湾塘，一次出成鱼1，500多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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