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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崔立慧)
6月11日，2024年度东营市市级机

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有关事项公
告发布。

此次公开遴选职位为市级机关
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职级层次
职位，面向全市符合条件的公务员
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符合条件的选调生开展遴
选。

东营市县(区)级以下机关中已
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

担任乡科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和一
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职级层次的
公务员；东营市县(区)级以下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
照管理人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
担任乡科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和一
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职级层次的
工作人员均可报名。中央机关设在
东营市的县(区)级以下机关(单位)，
省直、市直部门设在县区的直属机
构和派出机构中符合条件的也可报
名。

各部门的公开遴选职位、职位
资格条件等情况，详见《2024年度东
营市市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职位
表》(以下简称《职位表》)，《职位表》
可通过“灯塔-东营党建在线”网站
(https://www.dongyingdj.gov.cn)和东营
市 人 事 考 试 信 息 网 ( h t t p s : / /
www.dyrsks.cn)查询。

此次公开遴选采取报名人员个
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报
名。报名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9︰00
至6月16日16︰00。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崔立慧) 6月11日，2024年
度东营市市属事业单位公
开选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

本次公开选聘岗位为
市直事业单位七级以下管
理岗位、初级以上专业技
术岗位。

东营市县(区)级以下
事业单位中担任七级管理
岗位以下职务、初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以及
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
员均可报名。中央机关设
在东营市的县(区)级以下
机关(单位)，省直、市直部
门设在县区的直属机构和

派出机构符合条件的也可
报名。

各单位的公开选聘岗
位、岗位资格条件等情况，
详见《2024年东营市市属事
业单位公开选聘岗位表》
(以下简称《岗位表》)，《岗
位表》可通过“灯塔-东营党
建在线”网站 ( h t t p s : / /
www.dongyingdj.gov.cn)和
东营市人事考试信息网
(https://www.dyrsks.cn)查
询。

本次公开选聘采取报
名人员个人意愿与组织推
荐相结合的方式报名。报名
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9︰
00至6月16日16︰00。

2024年度东营市市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

2024年度东营市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选聘工作人员

◆相关新闻

开辟垦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将清河区
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
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徐斌洲任
政治部主任，马千里任参谋处长。
11月初，许世友、刘其人等抵达清
河区，在滨县刘春家村与杨国夫、
景晓村、徐斌洲、李曼村等会合，共
同研究了部队整编与根据地建设
问题。几天后，清河区主力部队集
中于广北的北隋、牛家庄(今均属
东营市东营区)一带，召开整编大
会，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
旅成立。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旅总结
清河区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提出了

“边打仗边建设根据地”的思路，决
定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建设清河区
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8日，山东纵队第三
旅九团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园率
二营、三营由广北进军垦区，插入
垦区重镇八大组(今垦利区永安镇
境内)，包围了当地民团武装“联庄
会”。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
下，民团被迫缴械投降。九团乘胜
向下八大组(即下镇，今垦利区永
安镇境内)及民丰社(今属垦利区
垦利街道)一带进军，占领了以八
大组为中心的大片地区，长期盘踞
这里的土匪海盗闻风而逃。山东纵
队第三旅部队一进垦区就获得重
大胜利，但由于此后不久许世友奉
山东纵队命令率三旅主力部队赴
胶东，参加反击投降派赵保原的战
役，开辟垦区根据地的工作暂时停
止。

1941年7月，胶东反顽战役胜

利结束，许世友率三旅主力部队凯
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清河区党
委及三旅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及
行署机关立即北进，继续实施开辟
垦区的战略部署。

8月26日，清河区党委在广北
六户村召开进军垦区动员大会。清
河区党内和部队的一些同志对创
建垦区根据地的决定一时不理解，
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垦
区是块没人要的荒原野坡，自然条
件和地理条件恶劣，而小清河南北
是人杰地灵的粮棉之乡，前者是个
沙碗，后者是个金碗，舍南取北，是
丢了金碗，得个沙碗。为统一认识，
景晓村、李人凤等利用多种方式介
绍垦区的历史、现状及其战略位
置，阐述创建垦区根据地的重要意
义和工作步骤、有关政策。景晓村
指出，金碗、沙碗之说，是简单地从
地理位置、物质条件方面去看问
题，而从开展游击战争的利弊来
说，垦区地域辽阔，有荒草野荆做
掩护，未尝不是一个金碗。话又说
回来，金碗是好，我们也愿意要，问
题是能不能得到，并牢牢地保住。
济南、青岛、周村、张店都是金碗，
可被敌人抢占了。我们只好把垦区

这个沙碗先拿到手，有了饭吃、站
住脚，再去争夺金碗，最后沙碗、金
碗就都是我们的。

会后，杨国夫司令员指挥第三
旅再次进军八大组。9月，在这里建
立了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和垦区
建设委员会。原驻外地的中共清河
区委、行署及清河军区司令部及其
后勤机关也相继移驻八大组。不
久，八大组居住人口由原来的1000
多人猛增到3万余人，成为垦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2年—1943年是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时期，整个清河平原根据
地被日伪军分割“蚕食”后，以永安
镇为中心的垦区根据地就成了清
河军民坚持抗日游击战的可靠后
方。这里走陆路可达胶东军区，走
海路可到冀鲁边区，是南北联络的
枢纽。这里纵横百余里，有荆林芦
苇，树木茂密，是开展游击战的天
然屏障；依河傍海，土地广阔肥沃，
盛产粮、棉、鱼、盐等，为根据地提
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1942年2月，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驻清河区的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奉命改编为
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原清河军区
撤销)，由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

兼任政委。八路军清河军区对清河
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
民兵实行统一领导。

清河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医院、
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等，为打破
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后勤供应起
了巨大的作用。这里生产的粮、棉、
武器弹药等重要物资，不仅满足自
身需用，还源源不断地运往胶东、
鲁南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为此，
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抗日根据
地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多次遭重兵“围剿”。在1943年冬21
天的大“扫荡”中，垦区根据地经历
了严峻的考验。当时，日伪军2.6万
多人，出动飞机、坦克，从南、西、北
三面“围剿”垦区，扬言“踏平共军
老巢”。这次“扫荡”，日军实行惨无
人道的“三光”政策，疯狂屠杀抗日

军民。驻永安的清河区机关化整为
零，利用海滩荆丛与敌人周旋。八
路军主力部队则分内、外两条线作
战，外线作战部队插入敌后打击敌
人，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内线作
战部队则化整为零，化装隐蔽，采
取“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闹
得日军坐卧不宁，行走不安。当时
流传一首赞“游击战”的诗：

坚壁清野饿死鬼，填井染水渴
死狼。

袭扰战法疲日军，麻雀战术弱
胜强。

垦区人民用血肉筑成了钢铁
长城，保卫了抗日根据地，赢得了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已经过
去，垦区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载入史
册。

本报记者 孙娜娜 整理

清河区八路军部分领导许世友(左五)、刘其人(左六)、
徐斌洲(左三)、李人凤(左一)、陈楚(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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