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坦竺8j

中凰2共产党』

山西省漪隰《市卜历撼
(社会主义It,-J-期)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汾阳市委党史研究窒编

III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时期)
1949。10—1997。9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汾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编 审：

副编审：

主 审：

顾 问：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高璋、徐德、刘永平

郝玉珠、宗云宇

温抗战、路敦荣

张富生

李春艳

柔艳春、任秀琴

张小渠、刘治功



·-l‘--J‘

刖 置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汾阳县(市)历史纪事(1949．10—

1997．9)》一书，是继《中国共产党汾阳历史大事记述(1919夏

一1949．9)》之后出版的又一部汾阳党史资料书。它准确反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

共汾阳县(市)委领导汾阳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所走过的48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它的出版，是汾阳党史研究

的一项重大成果，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以史鉴今，认识汾阳，建

设汾阳，加快汾阳经济发展的步伐，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中国共产党汾阳地方组织，从1925年夏创建以来，走过了

24年艰难曲折的道路，带领全县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从此，汾阳党组织翻开了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4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先后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17年中，汾阳党组织首先迅速实现了从领导战争到

领导和平建设的历史转变，经过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县基本

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领

导全县人民转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时期，汾阳党组织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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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县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受

到冲击，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全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由此

受到重大损失。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

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汾阳党组织同全国

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此，汾阳党组织的

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县政治、经济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好势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的工作

重心及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领导全县人民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全县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可

喜局面。
‘

1996年8月汾阳撤县设市，全市人民在中共汾阳市委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排难而进，扎实工作，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

均取得了新的成就，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跨入全省经济十强

县(市)行列；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逐步提高；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整体功能进一步提高；民主

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事业全面

进步，提前实现达小康目标。这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汾阳县

(市)历史纪事》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共

汾阳县(市)委和各级基层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就不会有汾阳今

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不会有汾阳今天的繁荣和昌盛。

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一部史料翔实、记述准确且具有

一定学习和参考价值的党史资料工具书。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能认真阅读此书，通过学习中共汾阳地方党史，更加坚定我们

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更好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认真

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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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理解，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为兴汾富

民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经过汾阳三十余万人民的共同努力，21世纪的汾阳一定会建设

得更加富强，更加美好!

编者
2001年9月

·3 ·



凡 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汾阳党组

织的历史活动为主线，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

求全面、准确地记述中共汾阳县(市)委领导汾阳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大事。

二、本书以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上限，以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太召开为记述下限。

三、本书采用编年纪事与本末纪事相结合的编纂体例。按照

历史阶段划分，全书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4编，编内以历史发展阶段分为14章，章中分年，年度

书于正中，年内每一大事冠以标题，开首标明时间，按时间顺序

一事一记。日详者记日，日不详者记旬，旬不详者记月，月不详

者记季、记年。对持续时间较长及前后联系紧密的事件适当集中

记述，以一个或数个条目反映事件的始末。

四、本书行文力求规范。全书以文字记述为主，称谓一律采

用第三人称。凡机构、文件、会议等名称，首次使用全称，以后

皆用简称。历史上的地名、机构名称和职务名称均以当时名称为

准。注释采用文中注。

五、全市各年度咱勺党组织及党员发展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情

况，凡有据可查的，本书均在各年度末单列条目，简略介绍。

六、本书正文后附录了中共汾阳地方组织机构沿革和历任

正、副书记、县(市)长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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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书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书中的数字，除一些特定用语使用汉字外，一律采用

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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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汾阳市地处吕梁山东麓，太原盆地西缘，全市总面积

1178．91平方公里，辖lO镇8乡、318个行政村、10个居民委员

会，总人口37．5万人。

中共汾阳市委，隶属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领导。下辖6个党

组、18个乡(镇)党委、9个系统与机关党委、28个党总支部、

665个党支部，到1997年，全市共有党员14544名。。

中共汾阳地方组织创建于1925年夏，是吕梁地区第一个党

组织。诞生后的汾阳党组织，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领导

汾阳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步得到锻炼和

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汾阳军校地下党组织相互配合，

领导汾阳人民掀起抗日反蒋运动高潮。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领

导勤劳勇敢的汾阳人民，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为晋绥根

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在

解放战争时期，为捍卫抗战胜利果实，汾阳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

与国民党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汾阳全境的彻底解放，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汾阳党组织揭开了领导全市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汾阳地方组织迅速实

现了从领导战争到领导和平建设的历史转变。在基本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汾阳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取
· l ·



得了辉煌的成就。

建国后头三年，中共汾阳县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围绕巩固人

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政权建设和各项民主改

革。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汾阳地委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传

达贯彻省委《关于把土改整党与民主建政结合起来，大力恢复发

展生产的决定》。会后，按照地委安排部署，县委迅速开展了新

区的土改和整党以及民主建政和恢复工农业生产等工作。这一时

期，根据工作需要，县委对其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设置：沿用了

解放战争后期的秘书室、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等5

个常设机构。同年11月，召开了汾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第一次会议。各代会的召开，团结和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为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为过渡到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0年3月，历时5个月的全县土改工作胜利结束。通过土

改，全县农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从思想

上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为走互助合作道路奠定了思想

和物质基础。土改工作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

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

县委按照中央整党方针，结合冬季整风和民主建设运动，先后分

期对全县农村党员进行了集中训练，重点进行了素质教育、思想

觉悟教育、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理想、信念、前途教育，这次

培训对于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步伐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据1950年底统计，汾阳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全县基层党支部发展到183个，较建国初的105个增加了78个；

党员人数发展到2080名，较建国初的1289名增加了791名。

1951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共汾阳地委、专署、

军分区分别与中共榆次地委、专署、军分区合并。中共汾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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