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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说明

一、《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以党的活动为

主线，主要记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期间，中国

共产党烟台地方组织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

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

以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主要情况和成效；政府

机关、地方武装和各群众团体等的重大活动；全市工业农

业、财贸城建、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外事宗教等方面

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成果；地区和县(市)党政领导机

构的建立、撤销、合并及地区领导人的变更，区域变化；党

和国家领导人及上级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在烟台地区的

重要活动；全国、全省性的重大事件对烟台地区的影响情

况，以及必须记述的其他历史大事。

二、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如实反映历

史，以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记》(第二卷)分为：

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时

期、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五部分。

四、本书采用以编年体为主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编

写体例，所记大事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逐条记述，记

载至日，日期不详，分别以旬、月、年记之。记事形式为一

事一条目。凡时间跨度大、内容多的，用分述法。凡事件内

容相同，又在不同地点及时间里多次出现的，总述为一个

条目。每个条目前都设有小标题。

五、《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中涉及的人物，

一般只记述副地级(实职)以上党员干部、地区级以上劳

模和著名科技人员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人物。上级领导干

部在本区的活动一般只记到副省级以上的，重要事件的

当事人个别的也有涉及。

六、《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中对行政区划

的沿革均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对于政区和机关名称等，

均用当时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

政区区域以当时所辖为限。

七、按照尊重史实的原则，本书对所有历史事件，只

作实事求是的客观记述，一般不作评点。必须评点者，只

作简要评点，以分清是非。

八、《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第二卷)素材主要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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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潍坊市交界。烟台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

市之一，是国家重点开发的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城市。

烟台市现辖芝罘、福山、莱山、牟平4区以及龙口、莱阳、

莱州、蓬莱、招远、栖霞、海阳7个县级市和长岛县，还有

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市总面积1．37万平方公里，人

口645．8万，其中，市区面积2643．6平方公里，人口

161．42万人。

烟台市的行政区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做过多次大的调整：

1950年上半年，为了适应“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局

面”，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

家财政经济工作及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决定从5月1日

起撤销中共胶东区委，其所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滨

海5个海区分别组建了中共文登地委、中共莱阳地委和

中共胶州地委。胶东区党委原辖的烟台市委划归文登地

委。同年6月，又将中共烟台市委定为分局直辖地级市

委。中共文登、莱阳、烟台3个地市委共辖23个县、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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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山东省委决定撤销

中共文登地委，其所辖县、市委合并入中共莱阳地委，烟

台市仍属省辖市。

1958年，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以及使每

个专区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中心城市，中共山

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确定，将烟台市改为县级市，

划归中共莱阳地委领导，以烟台为中心于8月将地委机

关从莱阳迁驻烟台市。同年11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准，中共莱阳地委改称中共烟台地委，莱阳专署改称烟台

专署。同月，烟台专区部分县的区划进行了调整：撤销长

岛县、黄县，并入蓬莱县；撤销牟平县、福山县，并入烟台

市；撤销乳山县，其所辖区域分别划归文登县、海阳县和

烟台市。从1960年3月至1963年6月，上述被撤销的5

县先后恢复建制。

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烟台地区革命

委员会取代了原中共烟台地委和烟台专员公署。山东省

革命委员会决定，将烟台专区改称烟台地区。1969年8

月，中共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恢复了

党组织的领导作用。1971年3月，中共烟台地区第一次代

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烟台地区委员会。所辖

各县、市也相继建立县委和市委。1978年7月，山东省革

命委员会决定，撤销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烟台地区

行政公署。至此，烟台行署辖福山、蓬莱、黄县、招远、掖

县、莱阳、栖霞、海阳、乳山、牟平、文登、荣成、长岛、莱西、

即墨15个县及烟台、威海2市。12月，即墨县划归青岛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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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

主义社会和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历史开

始了新的纪元。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29年

间，胶东地区和烟台市同全国、全省各地一样，在社会政

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

时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伟大的历史转

折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是我国全面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初期，中共

胶东区委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带领全区人民巩固和

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生产，医治战

争创伤。1950年5月，中共胶东区委撤销后在烟台市境内

建立的中共文登地委、莱阳地委和烟台市委(以下简称

“两地一市”)，在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则以新的

姿态，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了抗美援朝、取缔反动道

会门、镇压反革命、结束土改和“三反”、“五反”等重大运

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

作。 ，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

主席提出，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



4 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

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朝鲜战

争爆发了。美国纠集15个仆从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

投入这场侵略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美国同

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中国政府毅然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于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作战。10月下旬，“两地一市"城乡群众纷纷举行

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侵略朝鲜和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仅两个月时间，莱阳地

区及烟台市就有近万名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烟台市工商界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年底，捐赠劳军

款4822万元(折新币)，捐献物资折款847万元(折新币)。

莱阳专区捐送军粮1000余万斤，捐献购买飞机款223万

元(折新币)。文登专区捐款121．26万元(折新币)及大批

粮食物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两地一市’’人民

群众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

展。

1950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批转山东省人民政府公

安厅《关于贯彻取缔道会门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

两地一市全面开展了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宣传和斗争。在

宣传活动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中国普济佛教会、一贯道

等非法道会门，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组织操纵利用

下，用封建迷信的种种邪说愚弄群众，欺诈钱财，造谣惑

众，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共和国的罪恶活动。重点取缔

了中国普济佛教会及其下属组织和一贯道组织。对其他

道会门则结合搜集材料，相机取缔。截止到195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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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先后将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以及观世音会、北斗会、

樱桃会、金钱会、天门道、一炷香、鸾座会、圣贤道等反动

道会门组织取缔。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特务、反

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势力勾结一起，妄图颠覆新生的人

民政权。1950年10月10日，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

动。11月，中共莱阳地委和烟台市委领导广大群众，大张

旗鼓地开展了“镇反运动"。在“镇反运动’’中，“两地一市"

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控诉会、公审会、广播大会，揭

露土匪、恶霸、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的罪行。到1951年

底，莱阳地区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5211名，处决反革命

分子1792名，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人员3020名。烟台市依

法逮捕反革命分子639名，依法处决了伪登州道尹张化

南、国民党烟台市市长丁绰庭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分子。“镇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安定了

社会秩序，巩固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

1950年10月，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完成与结束

土改’’的指示，中共文登、莱阳地委部署检查结束土改工

作，在地、县两级普遍进行了试点。11月起，各地结束土改

工作由点到面，全面展开。1951年5月，文登、莱阳地区结

合结束土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

力贯彻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工作的指示》以及山东省发

证整籍委员会的实施方案，加强整籍发证工作。至1952

年初，文登全区962．57万亩土地，重新确定了地权，颁发

土地证119．56万张。莱阳专区50％的村庄颁发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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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通过结束土改，确立保障了农民的地权和房权，结束

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国家工作

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莱阳地委和烟台市委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参加“三反"运动，揭露干部队伍中的贪污分子、官僚主

义分子。2月，在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莱阳地委和

烟台市委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市区、城镇私营工商

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

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

动。“两地一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底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国家机关内部的贪污分子和蜕

化变质分子，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加强了国营经济

的领导地位，抵制了旧社会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

侵蚀，教育了广大国家工作人员。

“两地一市"由于正确贯彻了经济恢复时期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调动了各方面的积

极因．素，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

发展。到1952年底，“两地一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77

亿元，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长66．3％。粮食总产量比

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长69．8％。全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

原值1949年为442亿元，1952年底达到1371亿元，平均

年递增45．8％；银行存款余额增长了23．3倍。市场物价

较平稳，供需矛盾有较大的好转，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

善。“两地一市"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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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在经济上迅速医治了由于旧社会和频繁战争所带来的贫

困和创伤，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为继续进行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为执行发展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从1953年到1956年8月，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在这期间，“两地一市’’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指引下，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

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

时，大力加强民主建设，建立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完善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特别是通过整党和开展反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教育，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

组织建设。

1952年底，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中共中

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经验，于1953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

总路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条总

路线。其主要的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lO月

开始，“两地一市’’开展了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活动。通过召开党员代表会、人民代表会、干部会、劳

模积极分子会和报告员宣讲会以及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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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总路线，拥护总路线，调动

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

全区顺利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3年是我国首次编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两地一市"的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得到了发展。国营企业

得到巩固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形势是好的，在许多方面有

很大的突破与提高。

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5

年7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

告。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两地一市"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自1953年开始，大体经历了建立互助组、组织初级农业

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3个发展阶段。到1954年冬，农

村出现了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热潮。1955年9月，传达贯

彻《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指示后，出现了办高级农业合

作社的高潮，广大农民冲破个体经营的小圈子，踊跃参加

合作社，大批初级合作社转并为高级合作社。至1956年5

月，两区各县农村全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总

户数的94．3％。至此，“两地一市”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

中共文登地委、莱阳地委和烟台市委在加强对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广大的手工业劳动者也进行了

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这些个体劳动者的改造，主要是通过

宣传教育，组织其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

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据1954年8月统计，莱阳地

区在18种主要手工业行业共8．5万从业人员中，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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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16处，生产小组256个。烟台市个体

手工业者共1771户、从业人员4471人，全部参加了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小组。手工业组织起来后，由于改变

了生产关系，实行了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分工协作，并不

断改进技术，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到1956年底，“两地一

市"全面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

任务，这一运动主要在烟台市和莱阳、文登地区各县城镇

中进行。1956年，莱阳全区有私营工商业户1．55万户，从

业人员2．2万人。烟台市有私营工商业户3150户，从业人

员9200余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坚持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平赎买、积极改造"的方

针。到1956年，莱阳地区实行各种改造形式的私营工商

业户占总户数的92．7％，烟台市较大的私营工商业户全

部实行了公私合营。通过和平的方式，采取赎买的政策，

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不久，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

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

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

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文登、莱阳地

委、烟台市委分别召开各县市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

于揭发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罪行的材料，学习中共七届

四中全会决议文件。通过传达学习，广大党员普遍认清了

高、饶反党集团的实质，分清了是非界限，充分认识到加

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保证了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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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三)

从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

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恢复国民经济和在城乡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在这10年间，党中央领导全

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各项事业取

得了重要的成就和经验。这是10年工作的主导方面。但

是，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和国内建设任务的艰

巨繁重，又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和党

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受到严

重的挫折，出现了较大的失误。

1956年9月，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开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召开了党的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

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

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八大”闭幕后，莱阳

地委、烟台市委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了初步学习。10月，遵



概 述 11

、照省委要把“八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干部和党员中去的

要求，莱阳地委专门召开会议并成立了“八大”文件学习

委员会，加强对学习的指导。烟台市委也为此下发通知：

要求全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八大’’文件，进一步提高思

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消除党内存在的某些消极因素，加强

党内外的团结，并以实际行动完成“八大”提出的各项任

务。 、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动。6月10日，莱阳地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制订整风运

动计划。之后，地委机关及所属各县委机关开始整风。22

日，烟台市委召开各部、委，市人委各科、局负责人和各级

党委书记及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至7月

份，莱阳地委所属各县的区、乡、镇机关也开始进行整风。

正当整风运动正常发展的时候，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利用这次整风的时机，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制度。中共中央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在

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干部和知

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莱阳地区

和烟台市同样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1959年开展的反右

倾运动，又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同志，使他们受

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 一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

主席的创议，提出并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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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

条总路线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

义建设，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

坚持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

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莱阳地委和烟

台市委相继传达贯彻总路线精神，并组织宣传队伍，层层

开展宣传活动。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作传达报告，有90％

多的群众受到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

的普遍愿望，但在贯彻中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

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跃进中出现了高指标、高估产和浮

夸风的偏差。莱阳地委要求各级党委在保证完成《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指标基础上，提出了一年过长

江，争取实现亩产千斤专区的目标。工业上提出确立钢铁

工业的“元帅”地位。特别是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

大会议后，莱阳专区、烟台市与全国一样，掀起了全民大

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莱阳地区组织了2．6万余人，上山砍

树挖煤，开矿炼铁。同时，还组织了规模巨大、有百万人参

加的钢铁大会战。两地一市的“大跃进”，造成了人力物力

的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

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在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同时，莱阳地委和烟台市响

应毛泽东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和中共中央北

戴河会议决议，领导和发动莱阳地区和烟台市郊区广大

社员，兴起了联乡联社转为人民公社的热潮。到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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