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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周村区委书记、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卜任陈 勇

正值周村区建区五十周年之际，《周村区志》

(1 986～2002)出版发行，这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

一硕果，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周村素有“天下第一村”之誉，“商业重镇”之称，

1 904年被清政府辟为商埠，交通方便，工商业发达。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团结实干，锐意进取，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i 986年以来，全区经济高速

增长，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期间，

我区被划入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被列为全国农村股份

合作制改革试验压；先后获得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体育先进县(区)、平原绿化先进单位、农村电气化县、

科技实力百强县f区)等荣誉称号；被表彰为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区、双拥模范区、校舍改造先进单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区、村镇建设先进县(区)；产

权制度改革，市场建设、道路建设，外经外贸等在全省

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

科学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整体经济实力在全

省县级单位中住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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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区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创造

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教训。编辑出版《周村区志》
(1 986～2002)，旨在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记载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使各级机关、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以史为鉴，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中

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

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工业强区、商贸署区、环境立压”的发展

战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努力构建和谐

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周村区志》(1 986～2002)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上级史

志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兄弟区县的支持帮助，全区各级组织予以高度

重视，全体编撰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向所有参与、关

心、支持《周村区志》(1％6～2002)编辑出版工作的单位和同

志表示衷心感谢! j

中共周村区委书记

周柠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周村臣委刮书记

周静零jk：鼠壅坠癔区畏 翻黟诋，红俅■少倦步



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区境内的事物。

二、本志上限1986年，下限2002年(大事记、组织机构、人物荣誉下限2003年，部

分照片资料突破下限)，是对第一部《周村区志》的续修。

三、本志结构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及附录组成。专志各编平列设志，分编、章、

节、目记述，全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照片、图、表。

四、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

五、本志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和以本籍人物为主，排列以卒年为序，人物

简介以生年为序。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排列以获得荣誉称号的时间为序。

六、机构名称、部门名称，会议名称等，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如：

中国共产党淄博市周村区委员会，简称中共周村区委或区委。

七、本志所用数字，主要以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没公布的，采用有关部

门、基层单位提供的数字。计量单位一般采用现行计量单位。

八、所用资料为各有关单位提供和摘自《周村年鉴》(1986～1992)、《周村年鉴》(1993～

1995)或编者查阅书籍、材料、档案所得，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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