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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和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部冲积平原上，

东与平乡为邻，北与任县交界，西与邢台、沙河接壤，

南与永年、鸡泽毗连。西起迓祜村，东止留垒河，长达

25公里；北起郄村，南止里首，宽约22公里，总面积为

418平方公里。

南和县历史悠久，物产富饶，人杰地灵，具有光荣

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中国共产党南和县历史》（第

一卷）客观地记录了从1921年到1949年南和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本书以中共南和地方党

组织的创立、斗争、发展状况为主线，按时间顺序，简

要记述了发生在南和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南和地方

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各项爱国民

主运动的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漫

长夜里，南和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和优秀儿女，为

寻求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抛头颅、洒

热血，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南和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诞生后，南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一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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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革命战士，展现了一幕幕壮丽的斗争场景，谱写

了一曲曲辉煌的历史颂歌。《中国共产党南和县历史》

（第一卷）主要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和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与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

挠的斗争和光辉业绩。

（一）

    1921年7月至1926年12月，是中共南和地方党组织

的创建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南和人民进行了顽

强探索和艰苦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北京

五四运动，使正处于苦闷和黑暗中的南和人民看到了新

的出路和前景，给南和的仁人志士以新的启示。在“新

文化运动”中，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觉醒，

他们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不满于封建军阀统治下黑暗和

混乱的现状，迫切要求社会进步和变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8月，南和县

后小林村的沈国华考入顺德（今邢台）直隶省立第十二

中学（简称十二中）读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初，在十二中教师、共产党员张旭卿的影响和引导下，

沈国华思想进步很快，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了

十二中学生运动的领头人。沈国华同进步学生苏本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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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汝明、蔺笑秦、高鸣鹿等人一起组织了“读书社”，

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初，“顺

德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沈国华被推选为学生联

合会主席。1925年8月，在国民党第二军独立骑兵第一

旅王环新的介绍下，沈国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南和

县第一个中共党员。不久，沈国华在十二中学又发展了

苏本立（苏庄人）、杨汝明（孔村人）二人入党。

1926年3月，沈国华委托共产党员王子青（名纪东，

磁县人)、刘玉生（高邑人）持介绍信来到南和县后小

林村，先后发展了小学教师沈金台、沈鉴周等人入党，

沈金台成为在南和入党的第一名共产党员。1926年10

月，在大名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简称大名“七师”）学

习的李向梅加入党组织。1927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批准

在邢台建立“中共顺德地方委员会”（简称“顺德地委”），

沈国华任书记。在这期间，沈国华曾多次回到南和，在

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师范讲习所发

展了进步学生吴心衡、白洁身、郭月村等人入党。在沈

国华等人的宣传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南和得到迅速传

播，为中共南和地方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

准备。

1926年冬，在顺德特支的帮助下，沈国华在后小林

村建立后小林村党支部，沈国华兼任支部书记，这是南

和境内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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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境内的党员人数，加上在外县入党的共有9人。

（二）

1927年1月至1927年8月，是中共南和地方组织领导

南和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中共南和地方党组织是在大革命后期建立的，从建

立初期，党组织就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当中。北伐军

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不断高涨，使南和广大劳动人

民欢欣鼓舞。1927年春，南和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直

接领导和帮助下，在小林、南师、寺上、左村等村庄秘

密组织起“农民协会”（又称“穷人会”）。当时全县参

加“农民协会”的贫苦农民有一千多人。他们提出了“打

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耕者

有其田”等口号，逐步掀起了南和农民的革命斗争高潮。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南和广大农民群众由拥护和支援北

伐战争，迅速转向发展武装，建立组织，积极开展土地

革命斗争，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27年5月中旬，在南和党组织的影响和发动下，

武装农民迅速攻占南和县城，建立农民政权。这一时期，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军阀政权的统

治，震慑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

争。

正当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之时，1927年6月22日，山

西军阀阎锡山派遣第三方面军卢凤年部，越过太行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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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邢台城，向占领邢台城的武装农民突然发起进攻。国

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农工运动积极分子。晋

军攻占邢台城后，随即派兵占领南和。南和党组织领导

的各村“农民协会”被强行解散，部分共产党员和农民

革命领袖因被通缉而外逃。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南和

城乡，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大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三）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中共南和地方党组织领

导南和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并未停止。“八一”南昌

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开始

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八七会议”

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

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

历史性转变。

1927年初，正当南和党组织陷入瘫痪、革命处于低

潮的时候，李青阳从大名“七师”带着党的关系回到南

和，秘密与党员苏本立、沈金台、吴子平、白洁身、郭

新辉等人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工作，逐步恢复遭到破坏

的南和党组织。1928年3月，顺直省委巡视员韩元贞来

到南和，在小林村召开了周围各县党的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南和党员李青阳、苏本立、沈金台及隆平党员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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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赵安祥等人。韩元贞传达了上级提出的整顿、发展

各级党组织的指示。11月间，顺直省委巡视员朱林森（隆

平人）来到南和，巡视南和党组织的工作。在小林、苏

庄分别与李青阳、苏本立等取得了联系，传达省委关于

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从此，南和党组织与顺

直省委正式接上关系。

1929年11月，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高焕廷因为

领导学生进行驱逐国民党反动军阀校长张达夫的学生

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南和。高焕廷带着党的关系与

李青阳、苏本立、吴子平等党员取得了联系。从此，南

和党组织在高焕廷、李青阳的带动下，积极开展各种活

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这一时期，南和党组织在上

级党的指导下，经过整顿、恢复和发展，扭转了党内的

思想混乱状态，整顿和加强了党的队伍，使原来零星党

员的个别活动，转入了有组织的活动。

1929年11月，“中共南和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南

和工委”）建立。高焕廷任工委书记，吴子平任宣传委

员，白洁身任组织委员。1930年7月和10月，在南和工

委的组织下，南和农民进行了两次暴动，攻打县城，因

敌强我弱，都未成功。

1930年4月，邢台中心县委遭受破坏。1932年4月，

直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南和以南和工委为基础，建

立了“中共南和中心县委”，高焕廷任中心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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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领导南和、任县、邢台、隆平、尧山、巨鹿、沙河

七县党组织的工作。在南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所辖各

县的党组织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南和不少村

庄都发展了党员，一些村还建立了党支部。到1932年下

半年，南和工委先后在小林、张村、左村、南师、三召

建立了5个农村党支部和大郝1个党小组，全县共有党员

63人。

南和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以及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武

装暴动，大大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他们迫不及

待地进行疯狂反扑。1932年10月，直南特委交通员由磁

县往邢台四师传送秘密文件时被捕，南和中心县委组织

情况被泄露，中心县委书记高焕廷被捕，不久在狱中牺

牲。南和中心县委和工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南和党组

织被迫停止了活动，此后长时间里未能恢复和重建。

（四）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是中共南和地方党组织领

导南和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12月，129师平汉抗日支队在南和县城北一

带村庄开展抗日活动，打开了南和的抗日局面，奠定了

南和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4月中旬，南和县抗日

民主政府在郝桥镇成立，标志着南和县抗日根据地的基

本形成。1938年10月，“中共南和县工作委员会”正式

成立，加强了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随着抗日斗争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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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以郝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带村庄相继建立了

党的基层组织或发展了个别党员。从1938年7月到1938

年底的半年时间里，全县20多个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

员发展到132人，南和基层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10月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

便成了抗日的主战场。南和抗日政府带领抗日军民粉碎

了日伪的多次“扫荡”，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全县约50个村庄发展了党支部和党员，占当时全县

村庄总数的40％以上。1939年是南和党组织和抗日工作

发展最快速的时期。

百团大战以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封锁和“围剿”。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斗争最艰苦、

最困难的阶段，南和党组织及抗日武装一度被迫转移至

县境外坚持斗争。1943年3月，为了加强党对抗日工作

的领导，三地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共南和县委员会”。

1944年，英勇的南和抗日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

敌我力量经历了长时间的彼消我长的过程之后，渐渐掌

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八年抗争中，南和抗日武装组织大小战斗百余次，遭

受了巨大的损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南和的每一寸土

地上都洒着抗日军民的汗水和鲜血。八年抗战锻炼了南

和人民，也锻炼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全县党员人数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9 -

到833人。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五）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中共南和地方党组织

领导南和人民，为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而进行不屈不挠

斗争的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

实，命令伪军“维持治安”，拒绝向人民军队受降，阻

止人民军队对日伪的进攻。1945年9月27日，在南和抗

日军民的围攻下，南和县城解放。11月，因抗日战争胜

利结束，南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南和县人民政府。

1946年3月，冀南区党委决定公开县级以上党的组织，

取消组织的机关代号，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执政党。

从此，南和县委正式对外公开，称“中国共产党南和县

委员会”，南和县委从此结束了长期隐蔽工作的局面，

进入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土地革命

和支前生产的新时期。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

内战。为了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根据《五四指示》

的精神，南和开展了群众翻身运动。经过平分土地、群

众翻身运动，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

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健全。截至1947

年，全县党员人数由1944年的212人发展到833人。到

1948年整党前，全县163个村拥有党组织的有121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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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已发展到1288人。经过整党和土改运动，南和党组织

又得到较大发展，全县党员发展到2187人。

1949年初，南和各基层党支部全部公开。全县有党

支部82个，党小组26个，党员发展到2209人。从1926

年南和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之始，经过23年的艰苦历

程，南和党组织终于从秘密转为公开，党的组织生活开

始转入到公开、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南

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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