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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警务助理”织密农村平安网
2017年起，省公安厅在农村地区创造

性地推广“一村一警务助理”模式，全省
7 . 5万个行政村配备警务助理8 . 2万名，延
伸基层治理工作触角。图②为2017年10月
5日，原莱芜市公安局社区警务助理协助
民警登记外来车辆信息。

沂水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树新风
2017年5月开始，沂水县创新实施以

“惠民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在全国率
先实行“殡葬全免费”政策，推广“追思会”
等新型丧葬礼仪，累计为群众节省殡葬支
出8亿元左右。图③为沂水县东跋山公墓。

青岛产海水稻走向全国
2017年5月，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

心成立，致力于研发海水稻技术。2018年，
“中华拓荒人计划”在青岛启动，在山东、
新疆、浙江等地布局10个海水稻主要种植
基地，对我国主要盐碱地类型进行覆盖式
种植。图④为青岛市城阳区滨海盐碱地稻
作改良示范基地内种植的海水稻。

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
2018年，山东启动全国医养结合示范

省创建，全省12个市、120个县（市、区）被
确定为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区。图⑤为2021
年4月14日，滨州市欣悦康复医院，介护师
为失能老人进行按摩。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018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4月，省委
省政府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视频会议
要求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5月，
省委、省政府出台《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同时编制实施“五
个振兴”专项工作方案，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图①为2021年6月8日，青州市邵庄镇
西郭庄村麦田里，收割机正在作业。

烟台海洋牧场发展模式全国推广
2018年，全国首次海洋牧场建设现场会

在烟台召开，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烟台海
洋牧场发展模式。目前，山东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占全国的40%。图⑥为6月2日，
“经海1号”坐底式智能网箱在南隍城岛东
部海域正式投用。

万名干部下基层
2019年7月，省委在2018年“千名干部下

基层”和选派“第一书记”的基础上，增派9557
名省市县干部，组建1067支服务队，开展“万
名干部下基层”，奋战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第一线。图⑦为2020年10月4日，莒南济生
春茶源家庭农场，省派莒南县乡村振兴服务
队队员朱冬冬（右）与茶农交谈。

济南“拿地即开工”模式全国推广
2018年12月，济南首次实现“四证齐

发”，创造了建设领域规模以上外资项目快
速审批的全国第一，“拿地即开工”模式在
全国推广。图⑧为2021年3月2日，山东欣润
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拿到项目用地当天，
仅用3个小时就办完“四证一书”。

整省推进“职教高地”建设
2020年1月，《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的意见》审议通过，山东在全国率
先整省推进“职教高地”建设。图⑨为2021
年6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酒店服务赛项比赛在潍坊商业学校举行。

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数量“十连冠”
2020年10月，山东16个设区市和龙口

市、嘉祥县、荣成市、蒙阴县被命名表彰为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数量“十
连冠”，并实现16个设区市“满堂红”。图
⑩为2020年春节前，“沂蒙新红嫂”“兵妈
妈”朱呈镕到维东哨所慰问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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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3月8日 潍坊化肥厂动工兴建。11月2日，第

一套装置安装投产，年产合成氨5000吨。
5月1日 由国内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年产

8万吨纯碱的氨碱法中型碱厂——— 青岛碱厂建成投
产。

9月 青岛盐化厂试制“餐桌盐”成功。在国
庆节国务院举行的国宴上，第一次使用中国自己生
产的“餐桌盐”。

11月6日 省委、省人委作出开展学习王杰活
动的决定，在全省掀起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革命精神的热潮。

1966年
2月10日 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各级干部学习

焦裕禄同志革命精神的通知》，在全省开展学习焦
裕禄的活动。

2月 山东从安徽、福建等省引进茶种，移植
临沂、日照、崂山等十几个市、县。至1984年，全
省茶园面积达到5万亩，年产茶2万担以上。

4月1日 山东胜利炼油厂在临淄大虎山下动工
修建，1967年10月建成投产。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
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
正式发动。11日至6月11日，省委召开扩大的二届
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
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议。此后，“文化
大革命”开始在山东展开。

1967年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
派群众的决定》。自本月起，济南军区开始派出部
队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
军训）任务。至1973年9月底，部队全部撤回。

10月 济南八一光学仪器厂试制成功全国第一
台海水透明度仪。

12月26日 济南化肥厂年产4 . 5万吨合成氨装置
建成，1968年初试车投产。济南化肥厂由此成为全
省当时最大的化肥厂。

1968年

春 省革委组织黄淮海水利大会战。150多万
名民工和干部奔赴黄河、红卫河、徒骇河、马颊河
等大型水利工程工地，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10月 鲁北大型水利工程——— 德惠新河动工开
挖。该河全长188公里，1970年基本完工。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全省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
高潮。全省有近5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含
“文化大革命”前部分）。

1969年
1月20日 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化工部批

准，华北化工厂筹建处由山西娘子关迁驻山东辛
店，定名为胜利化工厂（含橡胶厂）。1971年3
月，工厂破土动工，1978年1月建成投产。

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举行。

5月1日 济南电视台恢复试验性播放。1971年9
月15日改为山东电视台，并正式向全省播放节目。

11月 北京石油学院从北京迁至东营，更名为
华东石油学院。1988年2月，更名为石油大学，并
实行北京、东营两地办学，校本部设在北京。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现在青岛、东营两个校区办学。

1970年
1月10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将新

城铁工厂、莱芜铁矿、沂蒙生建钢铁厂、新泰冶炼
厂和即将建设的谷家泰铁矿划归莱钢工程指挥部。
3月27日，莱芜钢铁厂第一座620立方米高炉工程破
土动工，1975年5月建成投产。

2月27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开展向杨柳雪大队
学习活动的通知》。滨县杨柳雪大队连续七年获得粮
棉双丰收，被周恩来誉为棉花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4月 辛（店）泰（安）铁路开工建设。该铁
路连接胶济、津浦干线，1974年6月竣工。

1971年
4月1日至5日 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

济南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
会。6日至7日，省委三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
选举杨得志为第一书记。

8月17日 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
群众运动的决定》，全省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起来。
1972年3月，省革委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展出了全
省工业交通战线28个学大庆先进单位的事迹。

8月 山东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基本
达到县县通车、社社有公路。

1972年
4月3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加速全省绿化的指

示》，要求各地加强对林业生产的领导，加速山东
绿化进程，保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四
旁”植树每人平均达到100株以上，宜林山、滩全
面绿化，15年做到省内地方用材自给。

4月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一
批西汉前期墓葬，出土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
经失传2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一批珍贵竹简古
籍。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中国军事史、文字学、古
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极其重
要的价值。

9月1日 鲁南化肥厂投产。这是山东第一座生
产尿素的现代化大型化肥厂，年产合成氨6万吨、
尿素11万吨。

10月1日 北镇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全长
1394米，是当时黄河上最长的一座公路桥。

1973年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举行。
11月 京沪杭1800路中同轴电缆工程山东段开

工建设。1981年6月28日全部建成投产，实现济南

对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26个大中城市和本省济
宁市的长途电话直拨。

12月3日至10日 全省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
济南召开。会议讨论山东省环境保护办法和机构设
置等问题。

1974年
5月 山东省煤田地质勘探大队完成全省煤田

预测编制工作，提出全省81个县境内埋藏有不同深
度的煤层，预测含煤面积达49100平方公里，埋藏
深度在1000米以内的煤炭储量为310亿吨。

9月6日 东（营）黄（岛）长距离输油管线建
成投产。东营、河口地区生产的原油可通过管线输
往黄岛油港。

本年 日照县海水养殖试验场用土池育对虾苗
首次获得成功。该场是全国最早的对虾人工育苗生
产单位。

1975年
2月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

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
整顿。山东全面落实中央各项指示，认真进行整
顿，取得明显成效。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283 . 21亿元，比1974年增长43 . 2%。

5月 临沂半导体器件厂研制成功30K微功耗
高增益晶体管。该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满足国防科
技的需要，先后3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的贺电嘉奖。

5月 广饶县文管会征集到中文版《共产党宣
言》。该版本出版于1920年8月，为陈望道所译，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1月 济宁地区在邹县西部组织开展农田基本
建设大会战。至1978年，治理耕地140万亩，搬动
土石方1 . 2亿立方米，打机井4100眼。

1976年
1月13日至16日 全省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会

议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
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
的家庭副业，并要加以组织和指导。

6月11日 兖州矿务局成立，同时建立兖州煤
炭建设指挥部。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山东省、济南部
队暨济南市60万军民在济南八一广场举行追悼大
会。全省各地、市、县也分别组织群众参加追悼大
会。

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
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中下旬，全省各地群众集会庆祝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77年
4月12日 省委发出《关于进行整党整风运动

的试点意见》，确定在省直机关、省委农业学大寨
和工业学大庆各工作团以及各地市及部分工矿企业
单位进行整党整风试点。9月，全省整党整风工作
在试点基础上陆续展开，到1979年基本结束。

6月21日 青岛远洋运输公司正式接船营运。
这是山东首次成立地方远洋运输部门。此后，逐步
开辟通往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的航线。

8月12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
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26日至9月1日，山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继续部署揭批“四人
帮”、整党整风和生产等工作。

10月12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
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
法，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
月上旬，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本年，共
有1 . 3万余人被录取。

12月8日至15日 政协山东省四届一次会议在
济南召开。会议选举白如冰为省政协主席。会议的
召开，标志着停止活动12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山东省委员会正式恢复。

12月9日至14日 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济南
召开。会议选举白如冰为省革委主任。会议的召
开，标志着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断11年之
后，重新恢复活动并步入正常化轨道。

1978年
2月 菏泽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实际出

发，作出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决定，制定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退回自留地、允许并鼓励社员
经营家庭副业等农村急需的八个方面的政策。东明
县带头把自留地退给社员，还把10万亩村头荒地、
撂荒地分给农民自种自收。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农
业生产“责任田”和“大包干”。山东的农业生产
责任制首先在东明县萌发。同时，聊城、德州等地
也出现花生、棉花生产“五定一奖”责任制。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
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提出对过去错划的
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
1980年8月，全省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基本结
束。

5月5日至16日 全省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大
会贯彻落实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动员全省人民向科
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3日，省委召开任命科技、教
学人员职务大会。山东大学数学系讲师潘承洞，在
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两次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12月15日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正式开工。1982
年7月建成通车。这是山东自行设计施工、当时亚
洲同类大桥中跨度最大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斜拉
桥。

12月18日至22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
召开。全会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24
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立即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坚决实现
工作中心的转移。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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