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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营区位于山东省北部，中国三大三角洲之一的黄河三角洲腹地。东濒渤海，西依黄

河、与利津县隔河相望，南接广饶县、滨州地区博兴县，北邻垦利县。辖辛店、胜利、史口、六

户、牛庄5镇和龙居、油郭、西范3乡及海河路、泰安路、东城3个街道办事处，204个行政

村，129个居民委员会。总面积1155．62平方公里，人口52．63万人。中共东营市委、市政

府位于城区东部，全国第二大石油基地——胜利油田指挥机关和著名的石油大学(华东)

坐落于城区西部。是黄河三角洲上新兴石油城市——东营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亟待开发的丰饶宝地

东营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滨海地带，属黄河三角洲尾阊部分。介于东经118。12’42”

～118。59’52”与北纬37。14713”"-'37。31 757”之间。境域东西最大横距67．5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26．5公里。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总体平缓，地面高程在6～8米之间。1855年，

黄河从河南兰阳县铜瓦厢(今兰考县东坝头)决口，复入山东夺大清河经区境入渤海。境内

有河滩高地、缓岗、浅平洼地、微斜平地、海滩地等微地貌类型。

境内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东部沿海一块亟待开发

的宝地。据1995年全区土地资源调查显示：在115561．99公顷土地资源中，有耕地

34265．6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9．7％I园地653．62公顷，占总面积的0．6％，林地

316．09公顷，占总面积的0．3％；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3722．63公顷，占总面积的11．9％；

交通用地2480．25公顷，占总面积的2．1％；水域占地43006．2公顷，占总面积的37．2％I

未利用土地21117．55公顷，占总面积的18．2％。华夏母亲河——黄河流经境内12．179

公里，年均径流量344．2亿立方米，是境内主要淡水资源。泥沙资源为世界之最，下游年均

来沙量10亿吨，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矿物质，可放淤改土，“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荒

碱地开发和中低产田改造潜力很大。打渔张引黄工程及广蒲河、广利河、东营河、武家大

沟、广蒲沟、支脉河、五六干合排、溢洪河等8条人工排水河道纵横贯穿；以储备水源而建

造的座座平原水库星罗棋布，其中被誉为。天鹅湖”的广南水库是全国最大的滨海平原水

库。境域拥有海岸线26．7公里，浅海石油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适宜于水产养殖

的滩涂面积0．2万公顷。广利港为国家二级渔港。作为原油产量占全国1／4的胜利油田

生产和建设的主战场，境内累计探明含油面积357平方千米、石油地质储量9．67亿吨；探

明地下卤水储量达7亿立方米，地下200米以下发现储量达千亿吨以上的巨大盐矿；另有

贝壳、石膏、粘土和煤等矿产分布。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季干冷，夏季湿热，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年均日照时数2779．7小时，年均实际太阳辐射量127．7卡每平方厘米，

气温12．4℃，无霜期214天，降水量553．9毫米，蒸发量18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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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动植物种类繁多。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及棉花、花生、蔬菜

等经济作物，是黄河三角洲上重要的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生产的棉花纤维长、拉力强、品质

优，深受中外客商青睐；黄河大米以粒大、色青、圆润、米香且微粘甜而著称。植物有柽柳、

杞柳等灌木或半灌木，马绊草、芦苇、白茅、黄蓿菜，尤以黄蓿菜耐盐碱、旱涝而成为荒滩上

的“碱地王一。野生动物中兽类有野兔、狐、獾、鼬、刺猬等，鸟类中有麻雀、燕子、乌鸦、喜鹊、

布谷鸟等近百种。水产资源主要有黄河刀鱼、黄河鲤鱼、中华绒螯蟹(黄河I=I毛蟹)、梭鱼、

青鳞鱼、鲈鱼、毛虾、对虾、青虾、蛤等。

这里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广袤的待开发土地的壮美风光，也有浓缩自然风貌的黄

河水体纪念碑和碧波浩淼的天鹅湖等人文景观，更有石油大工业和现代化组团式城区的

雄伟景象。

黄色与蓝色的汇聚，历史与现代的撞击，绘出了一幅雄奇多姿的画卷。

渊源流长的历史文明

据对出土文物考证，早在4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殷为薄姑国领地。周为

齐地。战国时期，人们在此“伐薪煮海水为盐”，盐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秦属齐郡，西汉属

千乘郡琅槐县、湿沃县，东汉属乐安国博昌县、湿沃县，三国时属魏国齐郡，西晋属广饶县、

湿沃县，南北朝时属乐安郡广饶县、湿沃县，唐宋时属渤海郡干乘县、蒲台县，元明清三朝

境域东部属乐安县、西部属蒲台、博兴县。其中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批移民自山西洪洞、

直隶枣强迁移至此，构成境内居民的主体。从此，这片土地人烟渐多。民国年间，为广饶、

蒲台、博兴三县交界之地。

悠久的历史涤就绚丽多彩的地方民间文化。东营区牛庄镇时家村是吕剧的发源地。清

光绪二十六年，时殿元等人将琴书《王小赶脚》由坐唱改为化装演出，形成吕剧雏形。经过

几代人创造性的加工改造，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大剧种，在民间广为流传，

并跻身于国家地方戏曲艺术之林。1952年，山东省将化装扬琴定名为吕剧。商业兴等人开

创的东路琴书，作为山东琴书三大流派之一，以其优美动听、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而蜚声

海内外。

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两次入境，农民举义响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

义和团传入境内，商洪奎领导西商、业基王等村义和团民400余人，捣毁郑家营教堂，开展

反帝反封建活动。1930年，博兴县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源以督学的名义，在史口、神堂、田

庄、王岗一带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3月，史口村的杜荣甲在博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返

乡积极进行革命活动。7月建立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博兴县史口支部。1933年

初，岳家村的岳拙园、十三图村的张范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境内人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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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1940年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清河军分区

司令员马千里率部渡过小清河进入境内，为山东纵队三支队创建小清河以北平原抗日根

据地揭开了序幕。1941年1月，清河区党委在牛庄一带建立中共广北县委、广北行署。八

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三旅、清河区、渤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进驻境内，开辟了以牛

庄、北隋为中心的广北抗日根据地，进而发展为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许世友、杨国夫、景

晓村、李人凤、刘其人等领导境内军民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一次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1943年11月18日～12月8日，清

河区军民英勇抗击2．6万名日伪军疯狂“扫荡”，取得了21天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

清河、渤海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坚固后方和重要战场。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保

卫胜利果实。1945年春节后境内掀起大参军高潮，广北县3天参军2662人，涌现了“商家

连”、“周家连”等模范集体和“--fl三英雄”、。一门四英雄”、“一门五英雄”等模范家庭。军

民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境内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

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渤海区成为山东人民抗击国民党重点进攻的稳固后

方。当地人民倾尽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10月～1949年10月，先后有

3000多名青壮年参军，3600多名支前民工参加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2000多名

支前民工随军渡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迅速崛起的新兴油城

建国后，境内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村在完成农业、手工业和私人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进入60

年代，随着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这片“鸟无树做窝、人无歇凉地”、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

的盐碱滩渐为世人瞩目。1961年4月，东营村附近打出的华北第8号探井首次获得日产8

吨的工业油流。1962年9月23日，营2井喷出当时全国日产原油最高555吨的油流。

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这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

指挥部就设在东营村南，揭开了黄河三角洲历史性的一页。为支援和协助石油会战，经中

共山东省委批准，1965年3月中共惠民地委成立东营工委、惠民地区专署设立东营办事

处，建立了为矿区服务的商业、粮食、金融、邮电等部门。1978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

1946万吨，跃居全国第二位。随着胜利油田加快开发建设，油、气、水、电、路、讯等矿区基

础设施逐步配套，初步建成了城乡交错、工农一体、人口相对集中的矿区城镇。至1983年

底，基地建成区面积19．9平方公里，总人口11．8万人。

为适应胜利油田的发展和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建设，伴随着东营市的诞生，1984年1

月东营区、牛庄区同时成立，1987年7月2日两区合并为东营区，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在黄

河三角洲上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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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综合实力日益壮大。建区14年来，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

导下，解放思想，抢抓机遇，锐意改革，奋力开拓，两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业绩。1997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下同)由1984年的10286万元达到189549

万元，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为46019万元、65358万元、78172万元，分别比1984年增

长3．1倍、36．5倍、12．6倍，年均增长分别为11．4％、32．2％、22．2％。按可比价格计算，

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6．7％。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由1984年的57 t 10：33调整

为24．3 t 34．5。4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84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到11．1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1985年的1214万元增加到12528万元，增长9．3倍，在

全市率先实现过亿元。

农村经济欣欣向荣，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东营区是传统的农业区，土地碱化严重，农业

基础十分脆弱，农业生产发展缓慢。50年代，兴建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荒碱地得到有效

改良，农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建区后，坚持全面规划、分步实施、多元投入、治水改土、科

技领先、注重效益、农林牧渔综合开发的原则，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建成了粮棉、畜牧、水产、果桑、瓜菜五大农业商品基地。1997

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7．72亿元。累计开发利用宜农荒碱地14．6万亩，改造中

低产田28．7万亩，成片造林2万亩，建设农田林网1733公顷，建成农副产品龙头加工项

目8个，林木覆盖率达到16．1％。全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8．64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25．53万亩，农机总动力7．7万千瓦，粮食总产80179吨，棉花总产4050吨，瓜菜总产

116635吨，水产品总量24010吨，肉类总产量22996吨。农、林、牧、渔业比例由1984年的

91．7 l 0．5 l 7．6 l 0．2调整为46．9 l 0．9：35．6 I 16．6。

地方工业快速发展，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建区初，全区共有工业企业15家，实现工业

总产值1516万元；有乡镇企业511处，固定资产483万元。“七五”期间，坚持围绕资源、围

绕市场、围绕油田上项目，先后建成印刷厂、五金厂、机电设备厂、石油化工厂等区屑工业

企业和以黄河口建材开发总公司、南里实业集团公司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八五”期间，大

力实施“工业强区”战略，以优势企业为依托，通过存量调整、资产重组、加大投入和强化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和石油化工、盐及盐化工、机电、建材为主的多元化工

业体系，培植了一批较大规模、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骨干企业。1997年，全区工业总

产值达到16．9亿元，比1984年增长44．6倍，年均增长34．2％。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产

值完成5．63亿元，比1984年增长12．8倍。固定资产原值为15094万元，比1984年增长

20．6倍，年均增长26．7％。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建设焕然一新。城区结构布局采用东、西城双组团形态，遵循

“重点发展东城、改造完善西城”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加快城市建设，基本构成了承载区

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骨干框架。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通车里程达772．3公里，

公路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66．8公里，88．2％以上的村通柏油路，交通运输能力居全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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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前列。城区公交线路实现无人售票。东(营)张(店)铁路连接胶济线，经淄博、济南与京

沪线相连，开通东营一浦口(南京北)的直达快车。全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供电网络，年用

电总量达到2000万千瓦时，实现了村村通电。邮政、电讯水平跨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

80％以上的村通电话。1997年，中心城建成区面积达到42．6平方公里，人口36万人，绿

化面积达494．4公顷，绿地率达16．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9．6平方米。东城开挖5大人

工河，连接5个人工湖，形成独特的城市水系景观。大气环境质量居山东省前列。初步展

现了“浓荫遮碧水，绿树抱白楼”的大空间、大绿地、大水面的生态型城市风貌特征。

城乡市场繁荣活跃，个体私营经济取得突破。建区以来，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搞活商品

流通，坚持国有、集体、个体多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城乡市场活跃。城区建有百货大楼、商

业大厦、供销商场等大型综合商场。1997年，全区共有商业零售网点6706处，从业人员

20033人，城乡各类市场62处，城乡集贸市场成交额7．8亿元，人均市场、网点占有率居

全市首位。优化经营环境，积极招商引资，规划设立商贸、综合等五大个体私营经济园区，

个体私营经济成为全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全区个体工商业户9841户，注册资金7479

万元，从业人员22784人；私营企业333家，注册资金8500万元，从业人员3587人。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区”、“全国平原绿化先

进单位”、。山东省双拥模范区”、“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和“省级卫生城区”的

称号。加强油(田)、地(方)、校(石油大学)产学研结合，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累计实施

星火计划、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科研项目248项，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37项；获得科

研成果奖81项，其中：国家级1l项、省级8项、市级12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39．4％。教育投入逐年增长，教学设备配套完善，校舍改造通过省政府验收，顺利完成

“双基”任务。城乡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初级卫生保健通过省级验收，基层卫生组织乡村一

体化管理率达100％。92．7％以上的村(居)建有文化大院。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城区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86年为867．05元，1990年达到1569．20元，进入全国

24个人均生活费收入较高的城市行列。1995年达到5666．34元，在全省名列首位。1997

年，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6961．90元，年平均消费5187．69元，人均居住面积由1986年的

9．5平方米增加到13平方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4年的373元增加到2161元，人均

居住面积由1987年的16。4平方米增加到24．9平方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务院批准东营市

为沿海经济开放城市，东营区的经济发展必将更具活力。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繁荣、文明

的石油城区将以崭新的风貌跨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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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

过境入渤海。

大

清咸丰五

黄河在河南兰阳县铜瓦

清咸丰七

八月 东路捻军数万人进入广北地区

家洼激战，后捻军入博兴县境。

是年大荒年，民以麦穰、屋檐草为食

是年

清光绪二十

辛镇、沙营、王家岗等盐场新修

清光绪二十

夏黄河从西韩家决口，泛滥于小清河南北60余里，灾情严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八月+五日 商洪奎带领西商、业基王等村的义和团众400余人，捣毁郑家营教堂。

其后，清兵包围西商村，商洪奎逃至刘家集被捕，后遭杀害。

+二月二十三日 琴书艺人时殿元、谭明伦、崔心悦等，将琴书《王小赶脚》改为化装

演出，创立吕剧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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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1月 中华民国建立。

秋乐安县成立共和党部，境内隋葆琪等加入。隋葆琪当选为省议会第一届议员。

1 914年

9月 王家岗盐场和寿光县的官台盐场合并，改名官岗盐场(后改称王官盐场)，设于

羊角沟。辛镇、沙营、王家岗盐场滩遂废。

1921年

秋境内北部遭受严重水灾。秋后百姓去胶东、鲁南逃荒者5万余众。

1 925年

春黄河于利津县王家院决口，洪水淹没境内孙路乡的大部分农田。

是年境内发生霍乱。

1928年

8月 黄河由利津县的王家院、棘子刘决口，洪水进入境内，北自哨头、东营，南至卢

家、万全，冲毁民舍甚多，人畜伤亡无数。

是年大水之后发生疹灾。
‘

1 929年

8月28日 60余名土匪洗劫沙营村。村民奋起反抗，打死土匪20余名。

8月 黄河由利津县的纪家庄决口，哨头、东营、辛店、万全等村遭受水灾。

：{
一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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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0年

5月 黄河在利津决口，洪水向南横流，耿井、六户、沙营一带受灾严重。

是年博兴县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源以督学的名义，到史口、神堂、田庄、王岗一带开展

革命活动。

1932年

3月 史口村杜荣甲在博兴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营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不久返

回家乡，发展侯执礼等人入党。

7月 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博兴县史口支部建立，杜荣甲任书记。同年，博兴

“八四”暴动失败后，史口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停止活动。

1933年

1月 岳家村的岳拙园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 十三图村的张范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

8月31日 黄河从蒲台县正觉寺(黄河滩里的一个小村，今属东营区龙居乡，村址已

无)决口，患及蒲台、博兴、利津、广饶、寿光五县，境内200多个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

逃难至广饶县城者5万余人。数万亩良田沙化，数年不堪耕种。

lO月 马世庆在田庄、六户、辛镇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参加马保三领导的寿光县

牛头镇起义。

12月 中共博兴县整理委员会军事部长相炜与岳拙园，在岳家、牛庄、北隋、油郭一

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

8月 大海潮，六户一带受灾严重。

lO月中旬国民党地方武装李寰秋部改编为国民党保安十六旅，李寰秋任旅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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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熹任副旅长，下辖3个团，成建基任三团团长。

1939年

2月 占据广饶县城的日军坂田部及伪军共1000余人，进攻国民党保安十六旅，国

民党广饶县县长李寰秋率特务营及县政府人员逃往牛庄、辛集一带。

3月 中共博兴县委在史口一带成立七区委员会。

7月28日 国民党地方武装刘景良部在东营村杀害村民74人，烧毁房屋480多间。

12月 日军侵占史口一带。

1940年

1月 中共博兴县七区委员会遭敌破坏。

2月22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清河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率部渡过小清河，进入境内。

2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分东西两路向小清河以北进军，东路军直插广饶、

博兴北部，进入境内。

5月5日 清河区参议会召开，景晓村当选为参议长。同时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成

立，选举李人凤任专员、王兴国任副专员。

5月 中共清河地委为开辟小清河以北根据地，组织“开辟新区工作团”，马巨涛任团

长，齐仲华任副团长。

6月 杨国夫、马千里、李曼村、李人凤率三支队在广北、博兴，击溃何思源、刘景良纠

集的国民党军队4000余人的进攻。八路军逐渐控制小清河以北地区。

7～8月 中共广饶县委两次组织“政府工作团”，开辟广北革命工作。

9月 中共博兴县委派田浮萍、杨公田、伊觉非到史口一带开辟革命工作，重建中共

博兴县七区委员会和区公所。

10月27日 杨国夫率三支队七团与国民党保安十六旅三团成建基部在北辛店、李

佛、成寨激战一夜，拂晓成部溃逃。

10月 中共蒲台县委在龙居一带成立四区委员会、区公所。

lo月 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在牛庄、北隋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

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为副旅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马千里任参谋长。

lO月 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指示，撤销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中共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

书记。

11月 清河军区成立，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

11月 中共广饶县委在牛庄一带成立八区委员会和区公所。

12月 广饶县政府工作团张觉民、秦景文在广北八区曹家一带举办培训班，主要吸

收六、七、八区的积极分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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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月1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机关和部分主力部队，在北隋村和当地群众集会庆

祝元旦。许世友指挥三旅将士一举击退1000余名日伪军的偷袭，毙伤日伪军100多人。

1月 中共清河区委决定在小清河以北地区建立中共广北县委(对外称广北办事

处)、广北行署，辖六、七、／＼区委员会和区公所。

3月 清河区党政军负责人景晓村、杨国夫、李人凤等视察八大组地区，决定创建以

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抗日根据地。

5月22日 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集结国民党山东保安部队3000余人，侵占

成寨、周家、辛店、耿井、玛琅一带。28日晚，杨国夫指挥清河区主力部队将周家、成寨之敌

大部歼灭。

6月 国民党保安十六旅三团成建基率残部投靠日军，被编为“武定道灭共建国军”

独立旅二团。

夏 中共清河区党委在六户召开进军垦区动员大会。

7月 清河军区委员会在魏家成立清河抗日随军学校。

8月24日 伪军成建基部在三里庄修建据点。

8月 中共广北县委从七、八两区中划出部分村庄，成立广北县九区和十区。

10月 清河区成立中共清中地委。

冬广北及广博蒲三边地区的人民大挖抗日沟、护庄沟、交通沟。

冬清河区北海银行迁驻王岗村。

1942年

1月 清河军区抗击日伪军8000余人的“扫荡”。

2月 八路军驻北辛村的北海银行印钞厂遭伪军成建基部袭击。

2月 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广北属清东军分区，博兴、

蒲台属清中军分区。

春清河军区在广北何家村建立兵工厂，后迁址北辛庄。

春清河军区后勤部在广北黄庙村建立。大兴毛巾厂”，在湾杨村办起鞋厂，反击敌人

的经济封锁和“囚笼”政策。

5月 中共广(饶)博(兴)蒲(台)三边工委及政府成立。

6月 中共清河区党委在广北召开会议，传达刘少奇《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

6月 广博蒲三边政府建立三边特务队、三边中队。

7月 三边特务队和军区直属团在安子张神仙沟包围成建基的抢粮部队，歼敌50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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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 广北县和广博蒲三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8月中旬 日伪军6000余人“扫荡”、。蚕食”垦区根据地，境内军民奋起反击，歼敌

500余人，取得垦区大捷。

9月 民兵组织在根据地开始建立。

9月 中共广北行署五区委员会、区公所成立。

11月22日 广北参议会成立。宋立言任主任。

11月 杨国夫、许世友在境内东武会师。

12月 广北八区区中队击退日伪军100多人对大杜村的“扫荡”。

12月 广北县贷款委员会成立。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1 943年

1月 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军12000多人的“扫荡”。

2月 广博蒲三边政府在陈庄召开庆祝《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

条约与换文》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大会。

2月 广北行署改称广北县政府。

春清河区在广北召开公判大会。部分罪大恶极的汉奸于公判后被就地枪决。

春万家战时高级小学成立。

3月18日 日伪军100多人“扫荡”盐坨村，杀害村民18人，抢去粮食18万斤，烧毁

房屋27间。

4月22"'26日 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军10000余人的“春季大扫荡”。

4月 广北县实行折合地亩征收农业税，废除不合理的“银两制”。

5月 日伪军纠集12000多人，。扫荡”、“蚕食”小清河以北地区，至6月4日广北及

三边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部被“蚕食”。

5月 八路军攻克三里庄伪据点。

6月 八路军攻克北隋伪据点。

lO月 广北县召开纺织座谈会。

11月18日"--11月8日 清河区军民英勇抗击日伪军2．6万余人的疯狂“扫荡”。作

战23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击落飞机3架、炸毁汽车30余辆，取得21天反“扫荡”

斗争的伟大胜利。

是年杨国夫司令员率渤海军区司令部、报社、医院及兵工厂等一度在沙营驻防。

1944年

1月 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两区领导人在辛集、牛庄召开会议，研究合

并后人事安排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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