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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黄燕明

在省第十次党代会刚刚闭幕、全省各级党组织喜迎党的十八大之际，《吉林省部门

史·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卷》正式付梓出版了。这是吉林党的组织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

事，是我省党史研究工作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诚为可喜可贺!

“欲行大道，必先为史”。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为指导，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尊重

历史、敬畏史实的原则，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述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70 多年间，

吉林省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组织沿革、奋斗实践和辉

煌业绩。全书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简练，融资料性、思想性、指导性

于一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高专业价值。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此书涵盖的史料是吉林党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了吉林党的组织工作的厚重历史，刻录了吉林省党组织的清晰 “家谱”，

展示了吉林共产党人奋斗前行的恢宏画卷，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对于我们溯源导

流，鉴往知来，研究执政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引领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意义。此书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价值，对推动新形势下吉林省党的建设

和组织工作创新发展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胡锦涛同志曾深刻地指出: “只有对我们党的‘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切了

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明天’的历史重任。”希望全省各

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宣传这部史书，特别是广大组工干部要带头

学习组织史，研究组织史，运用组织史，深入研究和把握组织工作规律，加强对组织工

作的战略谋划，着力破解组织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健全完善组织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组

织工作方法手段，切实提高组织工作科学性化水平，不断开创全省组织工作新局面! 希

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汲取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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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戒，有所趋避，坚持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的核心价值观，以增强党的先进性、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为主线，以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更加超凡的勇气和胆略、更加

开放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动吉林振兴发

展、不断开创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借此机会，向为该书编写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是为序。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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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吉林党组织的创建及第一、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党组织及其活动

( 1921 年 7 月—1945 年 8 月)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有共产党人在吉林境

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1926 年 9 月，中共长春支部建立，这是中国

共产党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中共长春支部建立，到 2002 年①已经有 76 年

的历史。

第一节 党组织的创建及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及其活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吉林党组织

是在中共北京地委、北京区委 ( 后改为北方委员会) 和中共哈尔滨组、中共北满地委

直接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来的。1923 年 3 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产党员陈为

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开展建党工作。1921 年至 1924 年吉林籍早期共产党员马骏②在哈

尔滨活动期间，经常来往于吉林。1924 年马骏应聘于吉林毓文中学任教，在学生中组

织读书会，把《响导》、 《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推荐给学生阅读，传播马列主义。

①

②

吉林省部门史写至 2002 年。
马骏，原吉林省宁安县人，曾在吉林一中就读，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曾与周恩来等组织革命团体觉悟

社，是天津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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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6 月 1 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吉林市，在马骏的影响下，吉林毓文

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中和五中纷纷罢课，抗议英日

帝国主义大屠杀罪行。6 月 7 日，在马骏领导下，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成立吉林省学生

联合会，号召全省各地学生谴责“五卅”血腥暴行。6 月 9 日，成立吉林省教育界沪案

后援会，推选马骏为会长，同时通电全国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

1924 年春，恽代贤①到长春市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5 月初在他带领下，以二师

为主发动全市“五九”国耻纪念日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者。这是长春有史以来第

一次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开展的有组织的学生爱国运动。在恽代贤教育影响下，二师学

生韩守本、肖丹峰、王溱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 年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楚图南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先后在吉林毓文中学、

第一师范学校、一中、五中及长春市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

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鼓励学生发扬 “五四”精神，积极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的斗争。

1925 年 5 月，刘旷达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到长春开展学运和工运工作。

早期共产党人在吉林的革命活动，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先后有省二师学生韩守

本、肖丹峰、宫捷三、王溱，长春二道沟邮局安贫，吉林市中学教员张玉玢和学生隋任

民、邱文华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吉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吉林省党组织建立之前，长春市、吉林市先后建立了 3 个通讯站。当时，长春是中

东铁路起点，南满铁路终点，为了加强党的联络工作，沟通北方区委和哈尔滨组的联

系，1924 年 8 月，中共哈尔滨组决定在长春二道沟邮局设立通讯站，并派在邮务管理

局工作的共产党员张锦春秘密从事通讯站的工作。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北

京区委同哈尔滨组之间的联络，传递党内文件和刊物，接待党内过往人员。为了开展学

生运动，于 1926 年在长春市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建立通讯站，负责人韩守本。1926 年 3

月，根据北满地委指示又在吉林市五中教员张玉玢住处建立了吉林市通讯站。

1926 年 9 月，中共北满地委，在长春二道沟邮局和长春市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两个

通讯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长春支部。这就是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这个支部

有党员 5 人，韩守本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北满地委领导。192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

①

②

③

江苏武进县人，恽代英胞弟。
云南文山县人，早年就读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
四川灌县人，1922 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共产党员。



第一章 吉林党组织的创建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及其活动

3

定，将长春支部改为长春特别支部。长春特支，在领导吉林省国民革命和学运、工运中

作了大量工作，曾得到中共北满地委的好评，称赞长春特支是最有力量的支部。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国民革命运动及国民党问

题的决议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同国民党建立国民

革命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仍然保

持独立性。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孙中

山、廖仲恺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吉林的共产党员除少数人专作党的工作外，都以国民党员的

面貌出现，由北京区委派来长春工作的共产党员刘旷达另一身份就是国民党吉林省临时

党部工人部秘书。1926 年成立国民党长春市党部时，刘旷达任市党部常委，杜继曾为

青年部长，韩守本为工人部长。

在奉系军阀白色恐怖下，1927 年 3 月 2 日共产党员赵尚志、韩守本及国民党员谢惠

侨、黄子元被捕，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中共长春特支遭到破坏。

1927 年 3 月，中共北满地委派杜继曾 ( 何茂承) 到吉林组建中共吉林县支部并任

支部书记。杜继曾到吉林后，吉林市党组织有了发展，党员数量增加到 9 名，在学校

里，在敌人监狱中，在吉长、吉海铁路沿线上都有共产党员活动。中共吉林县支部还肩

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联系、探望、营救在押的共产党

员。吉林市第一监狱是关押东北政治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关押的共产党员有任国祯、

陈晦生、彭守樸，还有地委组织部长马洪光以及金伯阳、张玉玢等 20 多人。1927 年 8

月，杜继曾调往牡丹江，陈益仁接任吉林县支部书记。

1926 年 2 月，共产党员孙绂生 ( 孙祥麟) 在辽宁复县身份暴露后，借柳 ( 河) 辉

( 南) 招聘视学的机会，考上东边道柳 ( 河) 辉 ( 南) 教育所视学，以视学的身份从事

党的秘密工作，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党员，曾先后介绍教育局李别天和中学教员马

韵秋 ( 马向奎)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马韵秋又介绍第三小学教员徐作猷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 8 月，奉天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张光奇到柳河中学任教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使柳河党员增加至 6 名。

1927 年夏，中共中央驻东北三省特派员吴丽石到柳河巡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运

动，并决定成立中共柳河小组，由孙绂生任组长，隶属中共奉天市委。1927 年 9 月，

中共奉天市委决定，在柳河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柳河支部，孙绂生任支部书记。同年

10 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柳河支部直属满洲临委，这时柳河支部已有党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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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青团员 14 人。

中共长春特别支部、中共吉林县支部和中共柳河支部的建立，为吉林省党组织的发

展壮大和开展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统治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及其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大肆逮

捕、屠杀共产党人，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从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斗争。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 “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共中

央决定成立北方局，负责领导顺直 ( 北京、河北) 、山东、满洲、山西、内蒙等地党

组织。

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曾在东北开辟工作的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陈为

人到东北主持组建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27 年 10 月 4 日，在哈尔滨道里十二道街召开

东北地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 ( 沈阳) 、大连

等地的活动分子 14 人。会议传达了 “八七”会议精神; 通过了 《我们满洲的政纲》、

《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 确定了东北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工运、农运和军运，

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会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日本军警出

境”、“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工人按物价上涨增加工资”、“没收大地主土地，农民自

耕自得”、“农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中一切政权归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

领，为东北人民的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选举执行

委员 3 人，候补执行委员 2 人; 选举监察委员 3 人，候补监察委员 2 人。陈为人任书记

兼宣传部长，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农运工作，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胡步三负责军事工

作，韩慧芝负责妇女工作，张任光负责共青团工作。

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后，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发布了一号通告，通告满洲省临

委成立后将统一领导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党的工作。通告要求各地立即改组或恢复

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随时随地举行斗争与暴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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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翻旧统治阶级，建设革命政权”。

嗣后，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执委、监委分赴各地恢复重建哈尔滨、大连两个市

委，奉天、吉林两个区委及 30 多个支部。在不长时间内，党员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党

员数量增加到 173 名，成分也从知识分子发展到工人、农民。

1927 年 11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建立中共吉长区委，委派吉林县支部书记陈益

仁 ( 化名张德锦) ，以《大东日报》社记者身份秘密筹建吉长区委。通过选举产生 3 名

执行委员，2 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益仁任书记，刘立名任组织部长，肖丹峰任宣传部

长。区委成立后加强了组织建设，截止 11 月末党员人数增加到 19 人，建立了 5 个支

部。区委以肖丹峰任《大东日报》总编辑的合法身份，通过 《大东日报》揭露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奉系军阀横征暴敛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

志。在区委领导下，吉长铁路平东场 90 余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取得胜利。

1927 年 12 月 24 日，中共满洲省临委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巡视员主持召开吉

长区委党员会议，将吉长区委改为吉长县委。这次会议强调选拔工人党员担任领导职

务，选举的 5 名执行委员，有 3 名是铁路工人，工人出身的刘立名任县委书记。会议通

过了《中共吉长县委新决议案》。新决议案提出: 在组织工作方面，大力发展党员，在

发展党员工作的同时，加强支部建设，定期召开会议，按规定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

律，严守党的秘密; 在宣传工作方面，扩大反日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满蒙”

和奉系军阀卖国罪行，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工人运动方面，把

吉长铁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组织秘密工

会，以产业工人为基础，把工运扩大到手工业工人中去; 在农民运动方面，组织农民协

会，发展农村支部，加强大刀会 ( 东边道一带农民为反对官吏和地主豪绅的沉重压迫兴

起的“以除暴安民”为宗旨的自发农民组织) 的组织领导，使农民运动走向革命的

道路。

但是，中共吉长县委成立不久，就遭到了破坏。1928 年刘立名被捕叛变，向敌人

供出中共满洲省临委及吉长县委党组织情况，敌人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大搜捕，吴敏懋、

曹玉茂、张慕深、李全海、袁兴福、张振邦等被捕，陈益仁、肖丹峰转移外地，吉长县

委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7 年 11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派负责组织工作和农运工作的吴丽石到中共柳河县

支部巡视指导工作，12 月临委又派毕业于训练班的几名党员到柳河开展农运工作。满

洲临委对东边道工作的指示是: 发动农民参加抗租、抗税、抗债斗争和反对豪绅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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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引导大刀会、土匪“杀富济贫、不扰贫民、反对官吏，对奉系不投降，不受骗，

坚持到底”; 秘密建立党支部，发展党组织。

1928 年 1 月 29 日，中共满州省临委在奉天 ( 沈阳) 召开东北地区第二次党员代表

大会。会议强调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干部培训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加强东边道农

运工作，会议通过了《东边道工作决议案》，并决定在柳河成立东南特委，苏子元为特

委书记。2 月，苏子元到达柳河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临委指示。 《东边道工作决议案》

指出: “东边道整个的工作是农运工作”，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农民委员会和农民

武装，组织农民开展反清丈、抗租抗税、没收地主土地、杀戮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斗

争。土匪中 70%是农民，他们中大多是因生活所迫而当了土匪。党的任务是深入到土

匪队伍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变其性质，促进其分化。在土匪队伍中也要建立党组织，对

已经觉悟的分子够党员条件的发展为党员。

在东南特委成立不久一段时间里，由于省临委和东南特委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

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同时，东边道地区党组织基础也比较薄弱，当时东边道大刀

会在奉系军阀残酷地镇压下也已经失败，因此，东边道开展的农民运动计划未能实现。

1928 年 5 月苏子元调离东南特委，8 月，省临委决定撤销东南特委。

1930 年 5 月，南满的柳河、磐石、海龙及吉林等地吸收了 “朝鲜共产主义者”加

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大大增加，柳河党员 50 多名，磐石 80 多名。1930 年 8 月，在

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主持下相继建立磐石、柳河、海龙县委，之后又建立了通化县

委。9 月，为了加强东南满党的工作，发动农民暴动又建立了南满特委，管辖磐石、海

龙、柳河、通化、伊通、西安 ( 辽源) 、东丰、临江、金山、濛江 ( 靖宇) 、辑安 ( 集

安) 和桓仁、清原、兴烹、开原等县。南满特委加强了农运工作和西安煤矿、吉海铁路

工运工作。1931 年 8 月撤销了南满特委，分别组建磐石和海龙中心县委。

1928 年初，延边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延边同苏联远东地区相邻，早

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马列主义就在延边开始传播。1928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为开

辟延边地区党的工作，派临委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的党员周东郊到延边开展建党工作。周

东郊应聘延边《民声报》编辑和大成中学兼职教员，以此身份为掩护建立了中共龙井

村支部。同年 3 月，经吉林毓文中学教员郭乃岑①推荐，吉林省教育厅招聘北京香山慈

幼院师范生到延边各县小学任教，其中有刘建章、赵志刚等 20 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刘建章到延边后与周东郊取得联系，接上组织关系。周东郊、刘建章在延吉、和

① 曾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党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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