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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互联网时代”纪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劳维明 姚志新 宋鹏

1997年5月22日，《滨州日报》头版“滨州短讯”栏目刊发了一篇题为《滨州计算
机互联网通讯开通》的短消息。作者是戴奎华。内容虽简短，但意义重大，标志着滨
州正式接入了国际互联网。

短消息内容如下：
5月18日，滨州地区邮电局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正式开通。
计算机互联网（Internet）是计算机间相互通信的手段，计算机与计算机通过公

用通信网互联起来，构成了一个网络的网络，形成了一个网络互联、资源组合的[信
息网络实体]。由于计算机国际互联网是把世界各地的网络互联起来，任何一台计
算机接入互联网后，就能共享国际互联网的资源和服务。滨州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的

开通，标志着滨州地区乃至黄河三角洲现代化的通信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那么，自开通互联网业务以后，滨州互联网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过哪些成绩，又遇到过哪些问题？时至2018年，滨州互

联网发展又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下一步又将如何规划？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连续走访了滨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滨州各大网络运营商的相关负
责人，现将滨州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予以总结、呈现。

“滨州的第一条互联网线路是
在 1996 年接通的，是当时滨州地
区政府通过济南接到北京中科院
连入的互联网，使用的是 X.25 专
线。这条线路网速仅20k，而且资
费非常高。”市经信委副主任肖平
模回忆说，滨州与互联网的“相识”
要早于 1997 年，发展的起点还是
比较早的。

肖平模说的“起点比较早”如
何理解？我们可以借助中国互联
网的发展历程做参考。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4
年8月制作展出的“中国互联网历
史长廊”记载，我国是在 1994 年 4
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
实现了与 Internet 的全功能连接。
在那一年，中国才被国际上正式承
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
77个国家。而滨州地区在1996年
就接通了首条互联网线路，可以说
是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借助这

条线路，滨州地区在行署大院建设
了第一个局域网。

1997年5月，“滨州计算机163
互联网业务”正式开通，标志着滨
州地区走进互联网时代。互联网
开始进入滨州各大企事业单位和
寻常百姓家。但那时滨州的互联
网属于刚起步阶段，网络数据都是
依靠电话线传送，用户想要连接互
联网，必须先拨打“163”，互联网使
用量以及网络信息传输方式都很
落后，传输速率最高也就是64K。

邮电时期负责农话建设的张玉
生告诉记者，1996年，他被单位调整
到刚成立的邮电数据分局任局长，
负责当时滨州地区包括金融、保险、
税收等部门在内的数据通信业务。
到了1997年，“滨州计算机163互联
网业务”正式开通后，他就开始负责
滨州互联网的相关建设工作。

“速率64K是什么概念呢？当
时使用互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也就

是用它传传文档和表格，根本不能
像现在一样顺畅地浏览网络信
息。那时候，你要想在网上看一张

照片，最少得等几个小时，有时候
甚至等一天时间才能下载好。”张
玉生说。

滨州与互联网的“相识”始于1996年，从中国互联网发展
历程来看，滨州互联网发展起步比较早

说起当时的滨州互联网建设，
张玉生清楚地记得最早注册和使
用互联网的几个企业和个人。

“当时注册使用互联网，都是
有编号的。”张玉生说。他告诉记
者，滨州第一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
是滨州化工厂（现在的滨化集团前
身）办公室，其注册号是“BZ001”，
即“滨州1号”。以此类推，第二个
注册使用互联网的是滨州医学院
的杂志社，其注册号是“BZ002”；
第三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不是企
业，而是一个做羊毛进出口生意的
个体户，当时其办公楼设在现在建

工集团办公楼3楼，这个个体户家
的互联网注册号为“BZ003”；而

“BZ004”这个注册号，则为现在的
华纺股份公司前身“滨州印染厂”
财务办公室。

“1997 年，真正使用互联网的
企业和个人，加在一起也超不过
100户。”张玉生回忆说。他告诉记
者，由于互联网在当时还属于比较
新奇的东西，很多人对互联网并没
有需求。而这些企业和个人之所
以注册使用互联网，主要是因为其
经营的业务有部分涉及到进出口
贸易，注册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为了

对外联系方便。“他们使用互联网
主要进行询价、收发财务报表以及
传送贸易合同等业务。”张玉生说。

随着互联网业务的开通，滨州
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站。1998
年，滨州地区开通了第一个互联网
网站——滨州经济信息网，首次把
滨州“搬上”互联网。紧接着，第二
个网站“滨州信息港”于12月16日
在地区邮电局正式开通。虽然现
在这两个网站已经很少有人登陆，
但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滨
州信息港”既是滨州本地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又是滨州本地因特网服

务的核心网。它为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多种服务，可以
说是一个展现当时滨州大地风采、
联结世界的信息“大舞台”。两个
网站的建立标志着滨州人开始有
了自己运营的网站。

1999年4月15日，在全省政府
上网工程电视电话会议滨州分会
场暨全区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时任地委委员、行署
副专员周清利要求加快全区“政府
上网”工程建设，这标志着滨州地
区“政府上网”工程全面启动。同
年，联通、移动滨州分公司成立。

滨州第一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是滨州化工厂（滨化集团前
身）办公室，注册号是“BZ001”，即“滨州1号”

据滨州联通公司档案记载，在
1999年下半年，地区电信局开通了

“一线通（N—ISDN）”业务。这种
上网方式的速率最快可以达到
128k。从此，滨州人开始摆脱“拨打
163”这种“龟速”的上网方式。

1999 年 9 月 8 日，滨州地区人
民银行职员侯光伟，在电信营业大

厅内办理了“一线通”上网手续，成
为全区第一个使用“一线通”上网的

“冲浪启航者”。当时，地区电信局
还实施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大力推
广“一线通”业务，如对初装、改装费
等价格实行大幅度优惠，对有影响、
有信誉的单位和部门免费试装和
赠送一定数额“冲浪启航”费等。

2000 年 6 月 7 日，全区企业上
网工程启动大会召开。为加快全
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行署确定2000年为“滨
州企业上网年”，提出年内实现
90%以上的企业上网、力争全部上
网的目标。6月10日，国务院批准
滨州地区撤地设市。同年，滨州市

信息网络交换平台一期工程——
市直五大班子光纤网建成。该网
运用了VPN技术、防火墙技术，实
现了部门网络的逻辑隔离，其网络
结构、安全性能、服务功能、带宽等
方面达到当时全省同行先进水平，
为市五大班子、市直部门和若干企
业提供互联网服务和办公支持。

1999年9月8日，滨州地区人民银行职员侯光伟，在电信营
业大厅内办理了“一线通”上网手续，成为全区第一个使用“一线
通”上网的“冲浪启航者”

“2003年是滨州宽带用户数量激
增的一年。2002年时，全市的宽带用
户数量在 8 万户左右，而到了 2003
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近 10 倍。”张
强说。据他回忆，当时宽带业务都是
按月计费，2M速率的宽带业务一般
是每户每月 40 元或 60 元，提供宽带
服务的运营商也开始对交换机、路由
器等核心设备进行更换升级。自此，
滨州市几乎每 3 年都会迎来一次宽
带的升级改造。

“2005 年，滨州就有了网络电
视。”张强说，2005年，滨化传媒与央
视的一家子公司联手打造 IPTV 业
务。这一年，滨州有3000余户家庭安
装上了网络电视，节目源都是CCTV

的电视节目，这是滨州最早的一批网
络电视用户。

2008年，滨州联通与网通合并成
为新的联通公司，在国家推进“三网融
合”的背景下，滨州联通开始推广IP-
TV业务。由于网络电视业务需要占
用很大的带宽流量，所以滨州联通公
司迅速对宽带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

“我们对 IPTV 用户的流量是不
做限制的。为了满足网络电视高清
的信号需求，联通公司不断拓宽带宽
流量出口。”张强说，2001年，滨州联
通公司的带宽流量出口为 5G，2008
年 的 时 候 达 到 了 40G，2012 年 是
140G，而 到 2018 年 已 经 拓 宽 到
1000G。

2003年，滨州宽带用户数量
激增，与2002年相比翻了近10
倍；2005年，滨州第一批网络电
视用户诞生

2009年8月7日，联通3G试商用
启动仪式在滨州联通公司南院举行，
时任滨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奎
祥出席启动仪式并现场打通第一个
3G 视频电话。滨州联通 3G 网络的
开通，标志着滨州3G时代的开启，移
动网络在滨州市民家中普及开来。

2013年，滨州开始进行全光纤式
网络改造。“光改是比较残酷的，几乎
是把整个网络的设备全部换掉。”张
强回忆说。这一年，滨州市使用了
OLT设备代替之前的交换机。OLT
扩容性强，而且可以保证每个用户的
高网速需求，用户的网速达到了
100M，下载速度高达10M/s。

2015年8月25日，滨州联通举行
全光网络建成暨 PSTN、DSLAM 下
电仪式。活动仪式上，时任副市长王
文禄等领导为服务滨州人民17年的
百万门传统程控交换机下电。滨州
成为联通系统首批在全国完成全光
纤网络改造的城市之一。“光网滨州”
的建成，标志着滨州已在全国率先迈
入了全光纤网络城市的新纪元。

2016年5月17日，山东联通对所

有客户做出宽带“三承诺”。依照省
公司要求，滨州联通公司将所有宽带
用户无条件免费提速至最低20M直
至100M。滨州人采用电话线上网的
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至此，我市
彻底挥别“低网速”，跨入“光速”网络
时代。

随着网速的大步提升，滨州人的
上网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01年，大
家都是泡聊天室，想看电影基本上是
要下载后观看。可如今，大家看电影
都是在线观看了，还是高清的。”张强
说。随着视频语音通话、高清直播、
网络游戏等的兴起，滨州人的“网上
生活”丰富多彩，不再像2001年左右
那样，仅仅是上网聊天，收发电子邮
件。

据市经信局统计，1997年，我市
上网用户不足 100 户。而截至 2017
年，我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已
达 88.4 万户，4G 移动网络用户数量
发展到233.03万户。20年的时间，滨
州互联网高速发展，网络已经和水电
一样成为滨州市民的生活必需品。

2009年 8月7日，时任滨州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奎祥打
通第一个3G视频电话，标志着
滨州3G时代的开启

2001年，滨州人的上网方式又
有了新的革新，网速实现质的飞
跃。2001年6月3日，滨州一棉职
工章成德，通过ADSL非对称数字
用户环路上网成功，标志着中国电
信宽带网在滨州市开通并进入试运
行阶段。这一年，滨州电信部门开
始提供ADSL和FTTXLAN光纤局
域网两种宽带接入方式。前者可提
供下行8M上行1M的速率，是电话
拨号上网的200至300倍，而后者完
成了“千兆到大楼、百兆到楼层、十
兆到桌面”的目标，真正实现了“光
的速度，海的容量”。

滨州电信宽带网的开通，引发
了新的上网高潮，也标志着滨州市
信息化普及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层
次。借助刚刚诞生的宽带网络技术，
我市改造了与电信局的连接线路，实
现了百兆光纤接入互联网，建成了全
省市地政府第一家百兆宽带网。
2001年下半年，我市建成了“山东省
卫星信息通信网”滨州二级站，该站
具备了语音、视频、数据多种传输功
能，实现了通过卫星进行安全传输的
通信方式。同年，滨州市委、市政府
门户网站“中国滨州”正式开通。

据滨州联通公司员工张强回忆，

2001年，宽带刚刚在滨州兴起不久，
运营商掌握的技术还处在比较初级
的阶段，安装宽带的工序也是十分繁
琐。“那时候装一户宽带至少要6个人
完成，有放线的，有调试的，每个人的
分工不一样。不像现在，我们一名员
工一天就可以完成30户的宽带安装
工作。那一年，滨州有两个宽带小区
接通使用，分别是滨州医学院和滨州
化工厂。这也是滨州市最早的两个
宽带小区。”张强说。

2002 年 10 月 11 日，全市第一
个县级教育城域网“博兴县教育城
域网”正式建成开通。当时，博兴县

有23处学校，近1万余名师生通过
该网实现了信息化教育，校与校之
间实现了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该
建设共投资150多万元，采用了世
界上最先进的千兆光纤通信技术，
建成了以博兴教委为中心，各学校
为接入点的信息网络，并通过通信
公司的宽带网实现与市教委网络的
对接和信息资源共享，为学校师生
提供了丰富快捷的网络应用，包括
行政管理、资源率、备课系统、视频
点播、网络会议、远程教学等，实现
了电子邮件、文件传输、网页查询等
服务功能。

2001年6月3日，滨州一棉职工章成德，通过ADSL非对
称数字用户环路上网成功，标志着中国电信宽带网在滨州市
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

1997年5月22日，《滨州日报》头版“滨州短讯”栏目刊发了题为
《滨州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开通》的短消息

（下转第六版）

21年来，滨州互联网发展带来的
不仅仅是市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改
变，更是对滨州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教育等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

借助互联网，我市积极推进电子
政务建设工作。2014 年 2 月 13 日，

《人民日报》14版“问政·看领导干部
用网”栏目刊发了一篇题为《山东省
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打造“阳光政
府”网络功不可没》的文章。

文章写道：
自2011年起，滨州市政府整合5

个单位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办四中
心”，即一个大电子政务办公室，下设
公共资源交易、行政审批、信息网络
等4个中心，形成了一网覆盖、一体办
公、一站便民、一话服务、一厅审批和
一场交易的电子信息化政务格局，实
现电子信息化和“阳光政府”的深度
融合。这其中称得上“大手笔”的是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原
来分属7个政府部门的交易职能整体
划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所有交易
全部实现网上交易。同时重新整合了
全市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审批和公
共资源交易全程监管，从根本上解决
了传统方式下行政监督手段缺失的问
题，优化了健康发展的交易环境。
2013年该中心实现交易金额52.44亿

元，节支增收5.12亿元。这一做法被
形象地称为“玻璃房里的交易”。

滨州投资600多万元在全市重要
公共服务场所及一类社区部署政府
网络信息“一点通”362台，将报刊、电
视、网站、触摸屏这政务公开“四大载
体”集于一体。“一点通”将各级政府
部门的职能、公文等政务信息，老百
姓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保险等民
生信息，以及面向公民、企业的审批、
收费事项等全部公开，方便了群众，
也促使政府行为更加透明公开。

文章从网络问政的角度解析了
滨州市政府获得首届中国“阳光政府
奖”的原因。时至今日，滨州不仅有

“一办四中心”，还在市政大楼建成了
“滨州市政务云数据中心”，该中心已
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完成整个机房工
程的建设并投入使用。在加快推进
我市电子政务集约化建设，助力政务
服务“最多跑一次”建设和共享应用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云
服务”“大数据共享开放”“互联网+”
等也逐渐成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
设服务型政府和进一步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推手。为
加速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加速智慧
城市建设，我市积极开展大数据中心
的建设工作。

依托互联网的发展，滨州在
全国率先成立“一办四中心”，开
发各类特色网络应用，推动经济
社会各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