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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书是在中共承德市委直接领导下，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

的，记录中国共产党在承德市重要活动的第一部志书，取名《承德市

中国共产党志》。

二、本书追溯历史的上限为1925年，下限为1993年6月底。记

录史实主要限于1993年6月底承德市行政辖区之内。为保持史实完

整，也少有涉及市外有关周边地方。
’

三、为保存资料及以后编纂党史正本的需要，取材尽量详尽，记

述较为具体，所以与志书体例要求稍有未合。

四、主要编章设置以中国共产党史分期为据。采取横排竖写的记

述方法。大事记部分则以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人物部分以任职先
’

后为序。

五、人物的收录以在承德工作时间长、影响大、贡献突出为原则。

对其中杰出者写了简短履历，其余的只录姓名。

六、所用资料，一般以档案为准，不足部分也采用了经过核实的

口碑资料。附录的材料来自有关职能部门。 ．

七、为阅读方便，部分章节附了若干图表，为正文的组成部分．不

与正文重复。

八、因本书史实历时久远，涉及面广，编纂工程浩繁，加之编者水

平、经历所限，难免遗误。望审阅此稿的同志，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以

便在正式付印时，减少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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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开始在承德建组织机构。1925年初，经李

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在承德建立第一个党组织一中共热

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是陈镜湖。中共热河工委

建立后，积极领导热河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

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下，中共热河工委被迫撤离承德，中国共产

党在承德的活动随之中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承德的组织和活动重新恢复发展

起来。1938年6月，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热边，于7月在承德、兴隆

交界地区建立承兴平联合县党和政权组织。1941年8月，中共冀热

察区委员会冀东区分委员会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军分区率抗

日部队奔赴热河，先后在承德建立承滦兴、承平宁、承青遵、承兴密、

承兴等联合县的党和政权组织。1941年8月中共冀东迁遵兴联合县

组织开始在承德县西南獐子沟发展党员，1942年4月在獐子沟地区

建立中共幸福村支部。1943年3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派

党员来承德街发展党员，于同年10月建立起中共承德街地下支部。

上述中共承德地方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领导人民

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参与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9日，承德第一次解放。10月，正式撤街建市，成立

了中共承德市委。+’市委领导人民进行清算复仇斗争，组织生产救灾，

实行减租减息，抗击国民党军进攻，并在斗争中进行建党建政工作。
． 1946年8月，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中共承德地方组织实行战

略转移，在党政军撤出承德时，成立了中共承德市工委，在承德周围

领导城市地下斗争，抗击国民党反动派，为承德的第二次解放作准

备。
——1——



。1948年11月12日，承德市获得第二次解放。中共承德市委，恢

复了基层党和政权组织，着力建立革命秩序，救济灾民，安排人民生

活，实行土地改革，领导恢复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承德市党组织，动员人

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开展整党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

反”、“肃反”等政治运动i巩固新生政权。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大力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i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

成了“一五”建设计划。‘ ’， ·：

1957年以后，承德市党组织，根据上级部署，先后开展了全党整

风和反右派、“反右倾”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新成果。但也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

误，在经济建设上产生了凭主观愿望办事，脱离客观实际，急躁冒进

等偏差，受到挫折。． j．．．． 一 r‘

、

由于承德市一些干部群众，特别是二些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实事

求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有所

抵制，引起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不满，被视为“右倾”、“独立王国”、

“复辟资本主义”。在“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被加

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t受到十多年残酷打击，并株连了大批干部群

众，使承德“左”的错误思想泛滥，党组织和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i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承德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市人民‘，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彻底

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实行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生产力，贯

彻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政治动乱，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

断上新的台阶，顺利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任务，正在向提

前翻两番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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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组织

1925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建立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这是

在热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承德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从此

翻开了新的一页。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读书的一批热河进步青年，就组织

成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团体“新生杜”，出版了《新生》杂志，于方

舟、韩麟符、陈镜湖等都是“新生社”的骨干。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创始

人之一李大钊，非常重视这一革命团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

秋，将“新生社”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北方地区少数几个马克

思主义组织之一。1923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韩麟符、陈镜湖等加

人中国共产党，成为热河地区最早的党员。后来，在李大钊的关怀下，

又吸收了一批热河蒙、汉族青年入党，并且派这些党员回到热河．开

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热河的群众斗争

实际结合起来，做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

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召开，韩麟符和陈镜湖作为直隶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韩麟符被选举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大会

以后，韩麟符、陈镜湖积极从事热河建党筹备工作。深人工农民众。宜

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1925年初，经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批

准，正式成立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陈镜湖为负责人。当时正处于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时也成立了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由共产党员陈

镜湖等领导，党部设在承德南营子大街三条胡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下，中共热河工委被

迫撤离承德，中国共产党在承德的活动随之中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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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

承德于1933年3月4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8年6

月8日，八路军第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平西挺进冀热边，

当年7月上旬，在承德、兴隆交界地区设承(德)兴(隆)平(泉)联合

县，组建中共联合县工作委员会，任命赵振中为书记。当年9月，“四

纵”西撤，该联合县建制随之撤销。．

1941年8月，中共冀东区分委和冀东军分区在遵化县大张屯召

开会议，决定大力开辟热河新区，建立抗日基层政权，以扩大回旋余

地。会后，冀东区分委和军分区抽调数百名干部率部队奔赴热南地

区。到当年年底，把西起雾灵山，东到都山，北至锦(州)承<德)铁路，

南临长城，共40多万人口的广大区域开辟为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

先后在承德组建了5个联合县，分别组建了中共县委、抗日县政府等

领导机构。白1941年8月，党开始在承德市现辖区内发展党员，1942

年4月，在承德县幸福村建立第一个党支部。1943年10月25日，在

承德街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具体情况见《承德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

机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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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机构表

组织名称 组建起止时问 组建经过 领导人 活动范围 隶属关系

承兴平联合 承德县西南部

县工作委员 1938．7一19：38．9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

赵振中 和兴隆县车河 隶属“四纵”

会
进冀热边时组建

一带 ‘．

李越之(1941．12—1942． 承德县西南部
承滦兴联合

冀东区分委开辟热 10) 和鹰手营子、马
隶属冀东区分委县工作委员 1941，12—1943，3

南抗丑新区时组建 李守善(t94Z．10--]943．1) 匿子、寿王发一
会

‘

新中华(1943．1-1943．3) 带

承德县中、北部承平宁联合
冀东区分委开辟热

黄云(杨雨民) 和平泉县北部 隶属冀东区分委县工作委员 1943．5—1944．秋
南抗日新区时组建

一带会

承青遵联合
1943．7—1944．3

冀东区分委开辟热
承德、肯龙、兴

隶属冀热边二地区

县委员会 南抗日新区时组建
宋诚(丁印林、李明) 隆、蕊化、迁西

委
交界地区

承兴密联合
冀东区分委开辟热

江东(1943．1-1 2)

承德县西南部、
先后隶属冀热边一

县(工作)委 1943．7—1945．8
南抗日新区时组建

马力(1943．12—1944．5)
兴隆北部一带

地区委和冀热辽区

员会 李守善(1944．5--1945．8) 十四地委

承兴(县)工
1 944．4一1945．11

冀东区分委开辟热 承德、兴隆交界
先后隶属强热边二

作委员会 南抗日新区时组建
李文玉

地区
地区委和冀热辽区
十五她番

承德县幸福 冀东迁遵兴联合县

村党支部(承
1942．4—1945．8

十一区助理李德林
王占荣 承德县獐子沟

隶属冀东迂遵兴联

德市第一个 来承德西南獐子沟 合县十一区委

支部) 时组建

晋察翼分局城工部 隶属晋察其分局城
承德街第一

1943．10一1945．1 C 东北工作委员会派 王镥民 承德街 工部东北工作委员
个党支部 王锡民来承缎壹 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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