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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编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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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末，中共北满地委开始派党员到

县域五虎林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9月，中

共五虎林支部已有党员10人左右。党组织向

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道理，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和爱国主

义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县域

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的抗

日救亡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县域党

组织的活动进入艰苦时期。1939年东北抗日

联军撤出林口县域后，县域党组织在与上级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艰苦的地下抗日

斗争．1945年8月解放后，县域中共地下党

人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和发动群众进

行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活动。

1946年5月中共林口县委建立后，带领

全县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开始进行土地革命

和剿匪斗争，建立并巩固民主政权，组织发

动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恢复

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建立了巩固

的后方根据地。

建国后，中共林口县委积极开展整党整

风、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积极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三反”、。五反”，

严肃党的纪律；宣传贯彻党在社会主义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加速。一化三改”步伐，经

挤建设与各项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1956年

中共林口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县委带

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转入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在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同时，

大力加强工业基础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此

后，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脱离实际，

盲目确定“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

风”盛行，加之“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使

全县党组织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冲

击。1961年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农业生产

逐步恢复并初步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全县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冲击，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给全县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灾难。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本县组织开

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断清除左倾

思想，各项事业逐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本县开始拨乱反正，昭雪平反冤假

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同时，随着全党

工作重点的转移，县委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共十二大、十三

大、十四大会议精神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指引下，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

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进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教育；围绕经济建设不断加强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推

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

风建设、组织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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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深

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

史国情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积极探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新路子。此

时期，中共林口县委按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全县各群众团体，团结

党外民主人士，率领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人

民群众，为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推动社

会全面进步，建设繁荣、富强、文明的新林

口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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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机构沿革

一、林口县域早期的中共组织

20年代末，中共五虎林(今五林)支部

委员会建立。1930年9月，中共五虎林支部

委员会隶属中共宁安县委领导。1931年4

月，五虎林支部隶属中共宁安县委牡丹江区

委领导。1933年1月，中共穆棱县委在龙爪

沟下亮子(今古城镇)建立党小组。5月，扩

建为党支部，称中共勃利支部，隶属中共绥

宁中心县委领导。6月，勃利支部扩建为中共

勃利特别支部(又称古城镇特支)。9月，勃

利特支转移至青山河口(今联合)。10月，勃

利特支改组为勃利区委(又称青山河口区

委)，隶属中共密山县委领导。1934年4月，

中共奎山区委建立，隶属中共穆棱县工委

(1934年10月恢复为县委)领导。1935年7

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指示，将中共勃利区

委改组为勃利县委，隶属吉东特委领导；县

委机关设于青山沟(今亚河乡联合西北20余

公里处)。同时，中共青山沟、青山河口、古

城镇、兴隆镇(今刁翎)等支部均改组为区

委，隶属中共勃利县委领导。9月，中共勃利

县委机关迁至大四站(今属勃利县)。1936年

3月，中共穆棱县委机关迁至奎山。7月，穆

棱县委机关迁至古城镇。同月，中共道北特

委(隶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林口街

成立，负责领导穆棱、勃利、依兰3个县委。。

11月，穆棱县委机关迁至马鹿沟(今马路)。

12月，道北特委机关遭到破坏。1937年1月，

穆棱县委机关迁至八面通(今属穆棱县)。3

月14日，中共吉东省委在方正县四道河子

(今属林口县三道通乡)成立，负责领导吉东

地区抗日斗争。1939年吉东省委机关随抗联

五军部队转移。此后，县域兴隆镇等地的基

层党组织仍坚持艰苦的地下抗El斗争。

二、中共林口县委员会

1945年9月上旬，中共东北委员会派张

锡昌(化名刘农洲)、赵海涛、于一秀等抗联

干部，随苏军来到林口开辟工作。他们成立

了党小组；组长张锡昌，负责全县建党。建

军、建政的领导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筹

建中共林口县地方组织。12月下旬，因发生

“林口小事变”，张锡昌等人于1946年1月初

撤离林口。

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

匪部队进驻林口，再次筹建中共林口地方组

织。5月7日，牡丹江市所属五河林(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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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区与林口县合并，成立五林县。同时，

中共绥宁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建

立中共五林县委员会。1947年2月19日，五

林县一分为二，原牡丹江市所属五河林地区

单独设县仍称五林县；原林口地区恢复林口

县建制，中共合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

指示，建立中共林口县委员会。林口县委隶

属中共合江省委一分区(勃利)地委领导；县

委机关驻林口街(今林口镇)。8月中共林口

县委隶属牡丹江省委领导，1948年7月，隶

属合江省委领导，1949年5月，隶属松江省

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与黑龙江

省合并称黑龙江省，林口县委隶属中共黑龙

江省委领导。1956年3月13日，林口县委隶

属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委员会领导。

1947年2月，中共林口县委内设组织部

和宣传部。1949年8月30日，县委机关编制

23人。9月，增设训练班。1950年3月，增

设纪律检查委员会。1951年增设政策研究

室。1952年，增设办公室。1953年5月，政

研室并入办公室。1954年，增设财贸工作部

和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改纪律检查委

员会为中共林口县监察委员会。1956年5

月，县委始设常务委员会。8月，增设科学技

术普及协会。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指示精神，

县委成立书记处。12月，增设统一战线工作

部和文化教育部。1958年5月，根据省委指

示，改训练班为党校。10月，增设政法部。同

年，撤消文化教育部。1959年，增设林业部。

同年2月，改中共林口县监察委员会为中共

林口县委监察委员会。8月，撤消政法部。

1960年，增设工业交通部。同年4月，撤消

科普协会。1961年，撤消林业部。1962年12

月，撤消县委书记处。1963年1月，县委机

关编制62人。1964年10月，改工交部、财

贸部为工交政治部和财贸政治部。 (附图

16—1)

中共林口县委员会1966年5月工作机构图

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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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五林县委员会

1946年5月7日牡丹江市所属五河林

地区与林口县合并，成立五林县。同时中共

绥宁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建立中

共五林县委员会。五林县委隶属绥宁省委领

导，县委机关驻林口街。县委未设工作机构。

1947年2月19日，五林县一分为二，原

林口地区恢复林口县建制；原牡丹江市所属

五河林地区单独设县，仍称五林县，建立新

的中共五林县委员会。五林县委隶属中共中

央东北局直属牡丹江地委领导，县委机关驻

五林街(今五林镇)。县委内设组织部和宣传

部；县委书记由骆时代理。8月，五林县委隶

属中共牡丹江省委领导。1948年夏，骆时调

离，由魏柏接任县委书记。同年7月9日，五

林县委隶属中共松江省委领导。8月31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撤消五林县建制，中共

五林县委员会随之撤消。

四、中共刁翎县委员会

1947年1月1日，从勃利县划出刁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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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立刁翎县．同时，中共合江省委根据

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建立中共刁翎县委员

会．刁翎县委隶属中共合江省委依(兰)勃

(利)桦(南)中心县委领导，县委机关驻刁

翎街(今刁翎镇)。县委书记刘仲甫，副书记

叶方(1948年4月免)。3月，中共刁翎县委

隶属合江省一分区(勃利)地委领导；8月，

隶属中共合江省委员会直接领导。1949年1

月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撤消刁翎县建

制，中共刁翎县委员会随之撤消。

中共刁翎县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妇

委会(妇女部)和县委工作组(办公室)。

五、中共林口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8月末，中

共林口县委机关开始受。红卫兵”组织冲击，

县委领导干部被揪斗。12月27日起，县委工

作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5月28日，县委被

“造反派”组织的临时接管委员会夺权。6月

25日，成立中共林口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

组。县革委核心小组履行县委职能，隶属中

共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领导I下

设核心办公室、政治委员会(内设组织组和

宣传组)。1968年10月，增设“五·七一千

校。

六、中共林口县委员会

+1970年9月26日，中共林口县革命委

员会核心小组撤消，中共林口县委员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恢复。县委内设政研室、组织组、

宣传组和。五·七”干校。1971年1月，增

设知识青年办公室．1972年3月，改“五· ·．

七一千校为党校。1973年9月，改组织组、宣

传组为组织部、宣传部。1974年6月，改党

校为“五·七”干校。1976年10月，撤消政

研室，改。五·七”干校为党校。1978年12

月，恢复县委办公室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县。

委机关编制73人。1979年7月，恢复统战

部。1982年恢复农工部，增设政法办公室。同

年5月，撤消知青办，增设史志工作办公室。

6月，增设老干部办公室。1983年9月，地、

市委合并，称中共牡丹江市委员会，中共林

口县委隶属牡丹江市委领导．同月，改政法

办为政法委。1984年3月，改县委纪检委为

中共林口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市纪检委

和县委双重领导。4月，改史志办为党史征集

办和县志办，二者合署办公。1984年10月，

改老干部办公室为老干部局。1985年1月，

县委机关编制94人。3月，增设老年问题委

员会。4月，改党史征集办公室为党史工作办

公室。1987年3月，恢复政策研究室。8月，

县志办从党史办分出，列政府序列。1988年

4月，撤消政法委。10月，恢复政法办；撤

消农工部，人员及编制并入政府农林办。1989

年9月，改老年问题委员会为老年工作委员

会．1990年10月，改党史办为党史研究室。

12月，改政法办为政法委。1992年，县委机

关编制92人。(附图16—2，表16—1、2)

中共林口县委员会1992年12月工作机构图

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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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林口县委员会历任书记名录表

表16—1 单位，年、月

届 次 姓名 任职时间 注

张锡昌 1945．9—1946．1 称负责人

郭洪超 1946．5—1947．2 称五林县委

李春庵 1947．2—1949．3 ‘

郭洪超 1949．3—1950．1

侯华 1950．1—1951．6

蒋惠群 1951．6—1952．7

吕少先 1952．7—1953．7

第一届 郇虹熹 1953．7—1956．11

第一届 张毓增 1956．11—1957．11 称第一书记

第一、二届 张耀华 1957．11—1960．12 第一书记

第三、四届 张毓增 1960．12—1964．4 1962．12前为第一书记

第四、五届 李景明 1964．4—1967．6

王风翥 1967．6—1967．8 称县革委核心小组组长

张玉林 1967．8—1968．9 县革委核心小组组长

唐锡铭 1968．9一1970．9 县革委核心小组组长

第六届 唐锡铭 1970．9—1974．12

第六、七，八届 刘海云 1974．12—1980．6

第八、九届 李洪业 1980．6—1985．8

第九、十届 毛维山 1985．8—1989．12

第十、十一届 杨锡春 1989．12—1992．10

第十一届 王喜林 1992．10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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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林口县委员会历任副书记名录表

表16—2 单位，年、月

届 次 姓名 任职时间 注

蒋惠群 1950．1一1951．6

吕少先 1953．7—1954．10

第一、=、三、四届 李世昌 1956．5—1963．12 1956．11始称书记处书记

第一、二届 张毓增 1957．1l一1960．12 书记处书记

第一、二、三、四届 许振才 1957．11—1963．2 1962．12前为书记处书记

第一、二、三、四届 沈树春 1957．11—1964．9 1962．12前为书记处书记

第一、二，三届 赵义行 1958．3—1962．12 书记处书记

第二，三、四、五届 金锐 1960．4—1965．1 1962．12前为书记处书记

第二，三、四、五届 张玉林 1960．4—1967．6； 1962．12前为书记处书记

第四届 李景明 1963．2—1964．4

第五届 韩东杰 1964．9—1967．6

第五届 张永玲 1964．9一1965．8

第五届 李志海 1965．6—1967．6

第五届 孙永岱 1965．12—1966．5

第五届 卢钧 1966．3 未到职

张玉林 1967．6—1967．8． 称县革委核，t,,tb组副组长

王风翥 1967．8—1970．9 县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

第六、七届 王风翥 1970．9—1978．8

第六届 李继昌 1970．9—1974．1

第六、七届 蒋怀秋 1970．9—1978．10

第六，七、八届 黄德发 1970．9—1981．12

第六届 田福春 1974。8 未到职

第六、七、八届 吴庆芝 1974．12一1980．12

第七届 胡宝福 1978．2—1978．11

第七、八届 王斌山 1978。10_一1981．8

第七、八、九届 郑玉林 1978．10．一1987。4

第八、九届 孙国发 1980．12—1986．4

第八届 励树武 1981．8—1983．2

第八届 毛维山 1982．3_·1982．7

第九，十、十一届 于占庆 1984．1—

第九届 毛维山 1984．7—1985．8

第九、十届 马泽田 1986．4—1988．7

第九、十届 赵恩良 1987．4—1989．1

第十、十一届 孙长发 1989．1—1992．6

第十一届 王喜林 1990．12—1992．10

第十一届 乔正禄 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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