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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政党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和中

困共产党相继在域内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

中围困民党冀县地方组织，自民国17

年(1928年)7月建立“中困国民党冀县党

务临时臀记处"。至民国38年(1949年)其

流亡党部消亡，存在22年。其在成立初期搞

过一些反封建活动，抗日初期参加抗日斗争，

受到民众欢迎；而于抗口中后期制造摩擦、

反对共产党抗口民族统一战线，于解放战争

时期组织反攻倒算、破坏新生政权，不得人

心。

中困共产党冀县地方组织，自民国18

年(1929年)10月创建“六师党支部”，至

2006年已有78年历史。这78年间，中困共

产党一直是当地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根本

利益的代表．深受当地人民的尊霞与爱戴。

中共冀县县委在抗口战争时期，领导人民建

立抗口根据地，创建抗口武装，带领全民开

展抗口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在解放战争时

期，领导人民开展上地改革运动，斗地主、

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图

成立后，带领全县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之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义化大革

命”时期，县委瘫痪。1971年，县委恢复活

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积极推行农业生产

责任制，大力开展“小康村”建设活动，积

极进行对外开放、手f{商引资，发展TI{；I介业，

使域内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1993

年撇县建市后，中共冀州市委员会以改革开

放总揽全局，带领全市人民建设富裕、义明

的小康社会，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

中国围民党于民国17年(1928年)6月

在冀县始建组织。

建立初期，办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披露七绅．H闻，拆庙宇建学堂，鼓励妇女“放

足”．反对封建迷信，参加抗口活动，发挥了

一些促进社会进步的作HjI．民困27年(1938

年)9月．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迁至冀县以后，

困民党冀县党部紧随省党部，与共产党大搞

摩擦，反对共产党抗口民族统一战线。解放

战争时期．国民党冀县地方组织反攻倒算．

进行反革命活动，后被镇压。流L在甲津一

带的困民党冀县党部十民困38年(1949年)

停止活动。

第一节组织机构

一、国民党冀县党务登记处

民困17年(1928年)6月，围民党河北

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为指导各县，市成立党务

机关，始向各县、市选派指导委员。被选派

的指导员经省党部(设在天津)考察、翳I己

合格后，须经过一周训练．方能前诬分锊县

市开展活动。当时，省党部派往冀喜i．的囱‘张

可久、张肇基(张道生)、张博义(张贯‘一)

3人。张町久率先回县．，建立“网民党冀县党

务临时臀记处’’(简称“臀记处”，办公地点

设在县立高级小学)。张肇基。张博义2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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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期满后转道北京，邀王希周、赵少平、

马涛(马紫波)、张吉轩、张玉山、田孟顺(田

予和)等人，于同年7月28日到冀县集合，

又建立一个‘“国民党冀县党务登记处”(也简

称’“髯记处”，办公地点设在县商会)。后由

张肇基报请省党部批准，将两个登记处合并，

张肇基、张博文、张町久为指导员。

=、国民党冀县党部筹备处

两个登记处合并后不久，“臀记处”更名

为“国民党冀县党部筹各处”(简称“筹各

处”)。筹备处设主任1名，委员2名，干事1

名，助理干事1名，录事1名。负责全县国

民党员登记和发展新党员工作，重点筹备党

员代表大会召开。筹备处按党员分布情况，

在全县建立3个区党部和9个区分部。

三、国民党冀县党部

民国18年(1929年)3月18口，筹备

处通令下属，于3月24口前推选出各分部出

席中国国民党冀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上

报。4月3口下午，国民党冀县党员代表大会

召开(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朱玉

清为监选委员来冀县监选)。大会选举张肇

基、张可久、田孟顺、王国傥、张博文为执

行委员，马紫波为监察委员，国民党冀县党

都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原冀县师范中

院)。之后，县党部内以张肇基为首的“大学

派”(回县的大学生们)与以张可久为首的“高

师派’’(驻冀县的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师

生)产生矛盾，，且日趋激化。张肇基弃职去

北京，县党部处于无人主持的瘫痪状态。民

国19年(t93{)年)岳月，国民党冀县党部奉

令停止党务活动。民国20年(1931年)1月，

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指令苇新恢复冀县党部工

作．并选派新任负责人(其姓名查无记载)。

不久，新任负责人调任他职，县党部又呈瘫

痪状态。3月，省党部任张肇基为冀县党员审

查员，开始整理党务丁作(经审查，域内合

格党员为73人)。6月20口，省党部又委任

张肇基为冀县各级党部筹备员，筹备建立各

级党部。苇组后，全县仍设3个区党部、9

个区分部。

徊、国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区党部

民国20年(1931年)12月5口，围民

党冀县党部更名为“国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

区党部”。张肇基、周泽远、马紫波为执行委

员，田盂顺、张广禄为候补执行委员，工维

新为监察委员，高仁煦为候补监察委员。

五、国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区执行委员

会

民国21年(1932年)，困民党河北省冀

县直属区党部更名为“围民党河北省冀县直

属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泽远、执行委

员马紫波。

六、国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区指导员办

事处 1、 一’

、时隔不久，困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区执

行委员会又更名为“困民党河北省冀县直属

区指导员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张养廉

任常务委员。民国22年(1933年)11月，

因张去北京，省党部派绳景信为办事处常务．

委员。

七、恢复国民党冀县党部

民国22年(1933年)12月，省党部恢

复“国民党冀县党部"名称，随即进行改选。

张町久、王锡钧、张肇荣为执行委员，李俊

杰、师鸿森为候补执行委员，薄梦周为监察

委员，王英含为候补监察委员。民困吨垒／巾

(1935年)6月，县党部又奉令停止活动。

民国27年(1938年)9月中旬，省党部迁至

冀县．冀县党部恢复活动。由朱信芝(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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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等4人主持。次年2月，日军占领县城，

县党部人员随游杂武装赵云祥部转到李瓦窑

一带。5月，省党部任朱信芝为县党部代理书

记长，设委员2名，秘书1名。民国28年(1939

年)10月，省党部正式委任朱信芝为县党部

书记长。民国32年(1943年)6月，朱信芝

辞职，书记长由李学习代理。次年，卜子诚、

高占元、崔振华任执行委员，正梦林任秘书。

八、国民党冀县流亡党部

民国34年(1945年)春，县党部流亡到

石门市(今石家庄市)。饮年春，省党部又加

派唐风鸣、田予和、高殿池、张厚庵为鬓县

表1l—l

党部委员。同年8月，困民党冀县党部在栾

城成立“冀县流亡政府”。民困36年(1947

年)7月，国民党冀县代理书记长拿学习冈在

栾城发起组织“冀南(反共)还乡团”，被游

击队击毙。随后由薄荫轩任书记长，县党部

设委员8名、助理干事1名。同年11月石门

市解放，薄荫轩因坚持反共活动被捕，县党

部委员朱信芝、李家骞逃往北甲、天滓等地。

民国37年(1948年)初，省党部又委任李家

骞为冀县党部书记长，姜式古、朱信芝为委

员，在北平、天津一带倒机活动。北甲、天

津解放后，国民党冀县流己党部随之瓦解。

中国国民党冀县地方组织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堂R织名称 存在时间 职务 姓名

县党务临时登记处 1928．05～1928．07 指导员 张可久、张肇基(张道生)、张博文(张贯一)

主任 张肇基
县党部筹备处 l 928．07～1929．04

委员 张可久、张博文

孰l彳亍委员
张肇基、张可久、田孟顺(田子和)、千国傥、张

县党部 l眈9．04●1931．¨ 博文

监察委员 马涛(马紫波)

执行委员 张肇基、周泽远、马涛
县直属区党都 1931．12"-l竹2．12

监察委员 王维新

县直属区执行委员
会

1932．12～19∞．0l 常j矮员 周泽远

县直属区指导员办
事处

1933．0l～1933．H 常务委员 张养廉、绳景信

执行委员 张可久、千锡均、张肇荣
监察委员 薄梦周

负责人 朱信芝
县党部恢复后 1933．12～1944．12

代理书记长 朱信芝
’

书记长 朱信芝

代理书记长 李学习

书记长 李学习

书记长 薄萌轩

1945年春～ 张家骞、朱信芝、田子和、干惠风、张厚巷、庸风
县流亡党部石家庄 委员

1949．01
． 鸣、高般池

书记长 李家骞

委员 姜式占

第二节党员队伍 瓣戮篙桨’≥麓!黧1篙
民国17年(1928年)8月．国民党冀县 年(1929年)3月，冀县已静记和新发展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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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员共201名。

国民党冀县党部正式成立前，县筹备处

按党员分布，在全县设立县中心区、省立第

六师范学校和北褚宜村3个区党部，随后又

在3个区党部基础上，设立县中心区、北褚

宜、码头李、范家庄、教育局、县立高等小

学、男子简易师范、女予简易师范、省立第

六师范9个区分部。党员活动，一般由区党

部或区分部组织，重大活动由县党部或省党

部派员组织。

在围民党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开展整

理党务活动中，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于民国20

年(1931年)3月，派张肇基为“审查员”，

对仝县党员进行资格审查。届时，党员要亲

自到审查员指定地点接受审查。其中“附逆”

嫌疑之少数分子(指中原大战中有反对蒋介

石行为者)，必须反省，立悔过书，方准予“自

新”。同时淘汰腐化恶化分予。合格者由省党

部发给合格证明书。冀县肫参加这次审查的

党员共120名(党员死亡者、移出者、移入

者、开除党籍者，冈情形错综繁杂，都未计

算)，经审查合格发证者73名、拟淘汰者1

名、未受审查者46名。合格党员基本情况臀

录明细表。在年龄结构上，19岁以下者1名，

20"-'24岁21名，25～29岁23名，30"-'34

岁17名，35～39岁7名，40--．．44岁3名。

50～54岁1名。在文化程度上。高等小学2

名，初级中学3名，高级中学3名，普通师

范20名，高级师范29名，专门师范2名，

大学12名，彳：警学校1名，其他1名。在行

业分布上，从事党务者1名，政界10名，军

警界1名，农界2名，学界3名，教育界51

名，失业者1名。不明职业者4名。据民国

35年(1946年)困民党河北省党部驻石门据

点所辖备县党部调查表统计：冀县党部时有

党部机关人员7名，设区党部1个，区分部9

个，小组27个。冀县囤民党员流亡二到石门者

32名，散居各地80名，仍留在当地165名，

共计277名。(此后，困民党冀县党员队伍查

无记载)

第三节主要活动

一、组建初期活动

民围17年(1928年)前，圈民党员张肇

基(又名张道生，冀县北岳家庄村人)北，甲

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北甲串联各高校冀县籍

学生，组成“冀县学术交验会”。同时，在省

立第六师范学校(简称“六师”)设立“冀县

学术实验分会”。由张肇基自办小报《冀星报

(半月刊)》(不定期发行)，在北甲编印，运

抵冀县发行。此报所臀载义章，多系宣传民

主革命思想，披露冀县十绅H闻等内容。为

此，遭到一些地主豪绅和封建遗老遗少们强

烈反对，《冀星报(半月刊)》被他们指责为

“骂人报”。

民因17年(1928年)春，“蹦民党冀县

党务臀记处”开始对全县困民党员履行弩谴

手续。至同年8月中旬，仝县共学记困民党

员124名。之后，臀记处更名为“网民党河

北省冀县党部筹备处”。随后，“筹备处”把

工作苇点转到筹建县党部、发展新党员和筹

备“中围困民党冀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来，

期间，筹备处利}{j暑假举办仝县敦师讲习会

之机，在小学教师中吸收新党员40壬：，石，敦

育局、县政府丁作人员中发展新党员20名。

同年10"-'11月，县筹备处委员张博义义在省

立第六师范学生中吸收新党员若十名。至此，

全县新老困民党员达201人。11月底，筹备

处给全县困民党员统一颁发“燕”字号党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冀州市志 擒f一编政党

并经多方争取，先后为困民党员马紫波、李

玉玺、赵少甲、张博文等人谋到县教育局长、

县立乡村师范校长、县立高级小学校长、省

立第六师范学校“三民主义”课程教师等职。

民国18年(1929年)5月，困民党冀县党部

成立后不久，曾组织省立第六师范、省立第

十四中学和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

行，打出“妇女要大胆放足”、“没收庙产归

学校”横幅标语，并高喊“反对封建迷信”

等u号，开展反封建活动。是年11月，县党

部发动“打倒(贪官)县长李德渊”运动。

国民党冀县党部执行委员马紫波，曾兼

任县教育局长两年有余。期间，他利用职务

之便，取缔私塾，大办学堂，提侣女智，兴

办女予师范：并为民国18年(1929年)版《冀

县志》出版四处筹集资金，使这部志书得以

出版。马紫波为保护保定二师冈闹学潮而遭

通缉的进步学生李练之、丁浩川，先安排他

俩在北内漳村高小任教，风声平静后．又推

荐他们分别到乡村师范和县立高小教书。后

二人革命活动被人告密，遭天津警备司令部

追查．其推荐人马紫波也被作为“共党嫌疑”

遭书刊检查。天津警备司令部来电：“要逮捕

冀县新局长”(实指教育局长马紫波)。国民

党冀县县长金良骥将马暗中保护，给天津回

电：“这里没有新局长”。天津复电又说：“新”

乃“马”之误。此间，县立高小校长赵少甲

(困民党员)已替他们烧了“红皮书"(指马

列主义书籍)，待警察搜查时已无证町寻，事

情不了了之。三人免遭逮捕。

=、抗日战争期间活动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口战争全

面爆发。8月，围民政府县长梅华发带部下携

巨款南逃。民囤27年(1938年)2月，以陈

再道为首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抗口游击纵

队(简称“东进纵队”)先期进驻艟南。为迅

速打开冀南抗战局面，旋即筹备建立“冀南

军政委员会”(冀南地区抗口统一战线组织)。

马紫波以困民党上层进步人十身份参与．其

中，并心邀为“冀南军政委员会”起草章程。

随后，杨秀峰、宋任穷委任马紫波为“中围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谑县委员

会”(简称“战委会”)主任(办公地点设在

堤里王村)。同年6月，马参加冀南军政委员

会召开的冀南箨县县长、战委会主任联席会，

受到宋任穷、刘铁之接待。会上，宣布“冀

县抗口政府”正式成立，马紫波被委任为第

一任县长。回县后，马将办公地点搬进县城。

把全县划分为6个区，各区成立战委会或区

公所。同时，接受共产党员穆凌云为抗口政

府指导员，参与指导仝县抗口丁作。期间，

县抗口政府积极推动“冀南券”(冀南行署发

行的纸币)发行T作。

民困27印(1938年)9月中旬，冈民党

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将

省党部迁至冀县，县党部也随之活动。鹿钟

麟在冀县期间驻十北冯管等村庄，并在南漳

淮村举办党务训练班。通过《党章述要》、《圈

民党党史》等教材，训练其区党部委员、区

分部委员及部分困民党员。

民围28印(1939年)2月9口。口军侵

占冀县城。鹿钟麟在淄村状信后，当口即带

领全部随员，在赵云祥部掩护下向滏阳j口『以

西逃遁。困民党县党部也随赵云祥部由县城

去农村躲避。期间，困民党县党部曾向全县9

个区分部各派宣传员1人进行活动。

三、解放战争期间活动

民困36年(1947年)，官道拿区十家庄

村回乡的原困民党军队某部营长十连庄(网

民党员)，与同区北杨家庄、范家庄、西沙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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瘩村的几名国民党员秘密活动，发展新国民

党员，还将范家庄村1名女抗属(抗口人员

家属)扔进河里淹死。冀县公安部门一举破

获此案。并在他们住处搜出反革命纲领、行

动计划、国民党党员证和发展新党员登记表

等大量罪证。经上级批准，以反革命集团罪

将十连庄等9人逮捕泫办。自此，境内国民

党活动停止。

民国34年(1945年．)春i流亡在外的国

民党冀县党部，以石门市0(。今石家庄市)为

基地，继续进行反共活动．o。次年7月，国民

党冀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学习发起组织“还

乡团”。同年8月，国民党冀县党部在栾城成

立“冀县流亡政府”。当年底，县党部及冀县

流亡政府领导成员又组织起驻防栾城县的

“保警队”(115人，鲫支枪，其中轻机枪2

挺，子弹1700粒)，妄图以此进行反攻倒算。

民国36年(1947年)6月，薄荫轩接替李学

习为困民党冀县党部书记长。他带领“还乡

团”残部，窜入石家庄市以南窦妪车站附近，

继续进行反共活动。11月，石家庄市解放，

薄荫轩被捕，党部成员朱信芝、拿家骞等人

逃往北甲、天津一带伺机活动。甲、津解放

后，活动停止。
．

：皇：·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民国17年(1929年)，中困共产党冀县

最早的地方组织——“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学

校”党支部创立。“六师”革命星火，很快燃

遍全县乃至冀南大地。随后，中共党员队伍

不断扩大，农村党支部相继建立。民国27年

(1938年)，中国共产党冀县委员会建立。中

共冀县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在战争年代历经

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经过50多年努力，社会经济建设等方面

取得辉煌成就。 ．

1993年，因撤县建市，中国共产党冀县

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冀州市委员会"。

建市后，冀州市委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在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等

方面取得辉煌成就。

第一节党员队伍

民围17年(1928年)，冀县“六师”学

生中出现中共党员，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秘密发展中共组织。民国21年(1932年)，

中共组织开始向农村发展。至抗口战争前，

全县已有中共党员83人。抗口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党员队伍迅速扩大，至新中困成立时

已壮大到4542人。新中困成立后，人民更血u

拥护共产党，各界进步人十纷纷投入党的怀

抱，中共党员队伍迅猛扩大，至2006，十I底，

党员总数达22612人。

一、创建与发展

创建初期民国16年(1927年)，在北

伐战争影响下，冀县教育界思想活跃起来。

“六师”青年学生为寻求革命真理，秘密阅

读进步书刊，对中困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

关注。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加快

马列主义在冀县的传播。民困17年(1928

年)春，中共北方局派天津北洋大学学生、

中共党员邢同华来冀县，剑“六师”及省立

第十四中学活动，在学生中秘密散发党的“地

下"刊物<北方红旗》及《渤海》。此后，马

列主义和中共的主张在当地逐步传播开来，

进步学生向往革命、要求入党的愿龌愈加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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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冀县第一位中共党员是“六师”晋县(今

晋少I,I市)籍学生石世珍(又名石琳)。民国18

年(1929年)暑假，石世珍在老家经郗占元

介绍入党。返校后，按党的指示在校内秘密

活动，主动联系进步同学，培养入党对象。

至当年lO月，先后发展阎文轩、耿汝功，徐

树栋、郭恒金、耿金堂、武继盛6名同学入

党。同月下旬，在中共顺直省委保属特委地

下交通刘绪东帮助和指导下，创建中共冀县

第一个党支部一冀县“六师”党支部，时有

党员7名。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六师

学生并联合“十四中’’学生开展一系列革命

活动。“六师”学生、中共党员耿金堂(又名

耿碧涛)毕业后，到冀县简易师范学校(又

称“简师")任教。并任七班班主任。他通过

组织“学生读书会"，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

想，宣传救国救民道理。于民国24年(1935

年)先后发展进步学生刘锡锦、王立桢、高

风树等人入党，并创建“简师"党支部，该

支部至抗战爆发共发展党员30多名。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一事变

后，冀县籍早期中共党员、革命活动家李力

(李幼贤)受中共北方局派遣，由天津回老

家冀县，在县城东南与枣强县交界的伏家庄

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民国2l

表1l_2

年(1932年)，在伏家庄发展胡灿章、刘玉芳

大妇入党。并于同年秋在伏家庄创建中共冀

县第一个农村支部，时有党员3人。继任党

支部书记刘玉芳在这一带村庄继续扩大党员

队伍。当年秋末，李力回到老家烟家雾村。

他利用邻里和亲戚关系，通过串门走亲等形

式，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口救围道理。先

后发展张仁丰、李大才、工景州、李庆|fI等

先进分了入党。同年底，建立中共直南特委

烟家雾村支部，党员发展到7名。民围23印

(1934年)，纸坊头村青年农民关孟见，在枣

强县中共第一个支部一“卷了村党支部”入

党后，受组织委派回纸坊头村，先后发展曹

增池、曹振标和木匠三盛入党，随后创建纸

坊头村党支部，在南午村周边地区发展党员，

开展革命T作。同年，中共南宫中心县委派

崔碧天到南漳淮村，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先后发展张清廉、张臀科、段兰

柱等人入党，当年创建中共南漳淮支部。民

国23"--'26年(1934,-一1937 fl-：)，冀县还分别

建立起不同隶属关系的中共西堤北村、北漳

淮村、薛家寨村支部。

抗口战争前，冀县共创建中共党支部9

个(其中县城2个，农村7个)，中共党员83

名。

1929年9月至1937年6月中共冀县地方组织及党员统计表

年份 支部(个) 党员(人) 说 明

1929 l 7 1985年根据老干部闸忆统计

1930 l 11 1985年根锯老干部问忆统计
193l l 2l 1985年根锯老干部⋯忆统计
1932 3 7 1985年橄锯老干部⋯忆统计
1933 3 8 1985年根据老干部州忆统计
1934 3 20 1985年根据老干部|11l忆统计

1935 6 32 1985年根据老干部州忆统计
1936 7 50 1985年根据老干部|I可忆统计

1937．6 9 83 1985年根据老干部|『II忆统计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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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闻抗口战争期间，民族利

益高于一切。民固26年(1937年)“七·七”

事变后，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抗口民族

统一战线方针，当年冬季中共冀县简易师范

党支部书记耿碧涛带3名学生党员打入占据

码头李一带的游杂武装组织金庆江部，秘密

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党支部。民国27年

(1938年)春季，金庆江部被成功改编为八

路罕东进纵队二支队，开赴抗口前线。是年

年3月下旬，当地党组织进入困难发展阶段。

4月下旬，由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后返县

的李方舟根据省委关十“巩I占．1组织，严密组

织’’的指示精神，在二、五、六区秘密进行

党员臀记丁作。对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党员，

最新填表，补办手续；有3名党员以上、够

条件的村庄秘密建立党支部。经过整顿，党

组织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人民群

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各

界进步人士志愿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党员队

伍在斗争中逐步壮大。民国27年(1938年)

12月，域内党组织发展到32个党支部、301

名党员。至抗战结束，全县党员人数已达2337

人，比抗战前增加2254人。

专记：
。冀县六师’革命活动记略

“冀县六师”，于民国12年(1923年)夏

动工兴建，民国14年(1 925年)面向冀南、冀

申地区公开招收第一期学生，至民国26年

(1937年)因抗日戟争全面爆发而停办．。六

师”办学虽只有12年，但作为冀南高等学府，

不仅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而且是冀县最早

问革命的地方，冀县的中共第一名党员、中

共冀县第一个支部就出现在这里．在上级党

组织和六师党支部的领导下，六师学生开展

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第一次擘朝爆发民国16年(1927年)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

命形势面临严峻局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牵动着每一个人仁志士的

心，尤其是大批热血青年。国民党反动政府

为防范马列主叉思想的传播，把学校作为防

范重点，对学校的禁令一个接一个，并多次

布告学校：严禁学生看红色书刊，不准学生

集会、游行。国文教师不准讲李大钊、鲁迅

的文章。如有谁胆敢看哪怕是带红色书皮的

书，一律没收．轻者训斥，重则开除或逮捕。

然而，进步学生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寻求革命

真理的渴望是紧固不住的。他们没有被那些

清规戒律所吓倒，((新青年》、《(湘江评论》等

党的地下刊物仍在学生中秘密传递。天津北

洋大学学生邢同华(中共党员)来六师活动，

带来的《渤海》、((北方红旗》等党的地下刊

物也随即在学生中争相传阅。这些革命思想

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们的觉醒，也为

学溯爆发打下了深刻地思想基础．由于校长

曾秉国聘请的教员多数只注重教书，不大关

心国事之人，早巳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加之

有些学生发现校方在建校舍过程中有偷工减

料等腐败行为，于是部分学生酝酿，决定开

展斗争。

民国1 7年(1928年)冬，六师爆发了第

一次学潮。当时部分学生事先在南城门外路

西饭店开了准备会，并搞了个“宣言”，要求

撤换校长曹秉国和一些不称职的教员．对如

何发动、怎样演讲也作了一些；住备．一天，

全校学生集合，大家手持童子军辊，高呼。打

到校长曹秉国!”，“反对复古!” “打倒贪污

腐败的会计科!”等口号，要求校方答复．此

时校长已不在学校，教员们见此情景，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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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学校。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校务维持会”，

推选出“总务股”，负责安排学生生活。在经

费问题上，经再三交涉，银。号(省教育厅拨

付六师的经费全部通过冀县的“福聚昌”银

号)只付给五百块钱，学校只好提前放寒假．

部分留下来的学生在校继续斗争，并选派闰

金庚、王国栋为学生代表去省教育厅告状．

闰、王二人几次到厅控告，得到的回答不置

可否．告状未果，至民国18年(1929年)春，

仍以曹秉国继续执掌六师而告终。这次学潮，

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一举动，却震惊了

反动"-3局及校方，同时也为冀县中共第一个

党员的出现和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奠定了

良好的群众基础．

怒潮迭起民国18年(1929年)夏，该

校第五班成了学校的最高年级，在学校的各

项活动中很有影响．该班以耿汝功(耿懋赏)、

李松林为首的20多名学生以暑假在校补习功

课为名，认真总结第一次学潮失败的教训，

继续商讨与反动当局及校方斗争的策略，酝

酿决定创立“学生自治会”．开学后，他们分

头联络其他班同学，并推选出代表，在大刘

村南洼地里秘密开会，筹备成立“学生自治

会”事宜，并由李松林草拟《告全校同学书》，

逐班秘密征求意见，遂密告全校同学“学生

自治会”正式成立，并通报了推选出的执行

委员．不久，又爆发了第二次学潮．但叉因

几个同学不适时宜地干预篮球比赛，影响了

斗争方向，这次学潮也未成功．这年下半年，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已在六师秘密

进行着．当时中共保属特委地下交通员刘绪

东受上级委派，由晋县(今晋州市)来六师找

晋县籍学生石世珍(又名石琳，这年暑假在老

家入党，系冀县的第一个中共党员)联系，帮

助建立六师党支部．经酝酿准备，于民国18

年(1 929年)冬，成立了中共河北省立第六

师范党支部(冀县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从

此，六师的学生运动使在党的领导下，有组

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党支部成立后，立即

组织学生继续闹学潮。首先向城内发传单，

进城书写“中共万岁!”，“打到祸国殃民的国

民党!”等大标。同时，在学校组织学生集会，

要求校长郑朝熙撤换宣传反动思想的教员郭

扈芷和盛气凌人，专门对付学生的教务主任

党梦龄。由于这次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经

过周密筹划进行的，且吸取了第一，二次学

潮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

策略和较灵活的方式，首先从气势上压倒了

校方，结果迫使校长郑朝熙不得不坐下来与

学生代表闰文轩，王慕桓谈判，最终免掉了

党、郭二人的教职，郑也无奈地呈请省教育

厅要求辞职。省厅只得临时委派范金兰为“护

理校长”．这次学潮取得了重大胜利．

民国1 9年(1930年)，六师又爆发了打

倒护理校长范金兰的第四次学潮。在这次学

潮中，有十几名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

及校方挂牌开除。民国20年(1 931年)春，

六师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再次发起了持

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学潮。但因

六师党支部秘密油印的刊物《红露》以及后

来用红墨水书写的《(告同学书》被校方发现，

他们勾结了一个连的军警，又对这次学潮进

行了残酷地镇压!这次被开除的学生最多，

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纪念。红五月-活动中的罢课斗争 “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次学潮后，冀县

反动当局和校方虽对学生运动感到震惊和恐

惧，对学生严加看管和控制．尤以训育主任

常理绪、训育员李淑业最为反动，他们不仅

收买学生中的落后分子及意志薄弱者监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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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同学的言论和动向，向他们打4小报告”，

．甚至夜间还偷听学生宿舍的谈话。这些举动

嘟给党支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尽菅如

此，在艰苦环境下重建后的六师党支部仍坚

持领导学生进行抗争。民国25年(1936年)

4月，党支部根据冀枣工委冯化萱的指示，着

手筹划和组织纪念“红五月”活魂。耷月束，

党支部书记张润生(张海峰)去联络城内的

“冀县简易师范”，组织委员郑树钧(李忠)

和学生代表宁心力去“省立十四中⋯，商定速

三所学校联合行动，用贴标语．演讲、集会、

游行等方式，共同开展“纪念‘红五月”活

动”．但由于消息被走漏，当局加强了对城门

的管理，军警加强了‘戒备和巡黾此次联合
行动未能如愿，．

六师党支部决定以罢课斗争来纪念“五
卅”运动11周年，不管校方同意与否，非罢

课纪念不可．5、月31哥，郑树钧以学生代表

的身份会同学生自治会主席一起与校方交

涉．训育主任常理绪不等他们把话说完，便

急着说；“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读书就

是救国，你们不要管校外的闲事!”先是以“不

能做”为理由糖塞，见说服不了学生代表，

便以长者的姿态，把脸一沉，以管理者的腔

调，大声斥责道：“学校岂有停课之说，罢课

之理!’“罢课就是造瓦!违反就要镇压!”而

有思想准备的学生代表却很沉着，马上给他

来了个“就坡下驴”，将计就计，连声说：“好

吧!我们听课!”实际上此时学生们都没进教

室，他们正拭目以待，并专等集合信号。因

交涉时间太久，学生们便三五成群不约而同

地进了尢礼堂，同学们在尢礼堂越聚越多，

郜树钧得知逮·情况后，便不再与常理绪理

论，借故脱身，善下常理缚，直奔丸礼堂：

他跃上请台，拿出事先准每好的讲裤，开始

了言辞激昂的演讲。他那抗日救国、激奋人

心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中国人民团结起

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一浪高过一

浪。学生们群情激愤，斗志高昂。校方人员

见次情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时间不知

所措。为防止校方的干预和纠缠，按预定方

案，带队人一声令下，“走!上街游行去!”

常理绪知此情景后，恼羞成怒，又怕事态进

一步扩太，火急火燎地向县长告急：“不得了

啦!学生们为纪念‘五．卅’在学校造反哩!”

学生们整好队伍，扯起太标语，举起大旗，

刚走到校门口’，就见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杀

气腾腾地开到校门前，随即便把学校包围起

隶。学生代表及队伍指挥见确实不能上街游

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便临时决定继续

在校内集会．此时校方提出让学生们进教室

上最并答应了部分条件．见校方答应“如
马上上课，就不开除学生”的许诺，学生代

表方同意暂时复课．

此次纪惫“红五月”活动中的罢课斗争，

虽未能按原计划完成全部活动，只实施了半

免，但却显示了党组织领导下学生运动的力

量，其意叉和影响及其深远。

抵钥。会孝一 民国25年(1936年)6

月，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作出了对应届毕业

生实行统一会考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由

省厅统—命题，分阶段考试，有一次会考不

及格者，便不准毕业．同时每次会考都由省

厅派员监考并监督会考全过程。六师党支部

凰学生们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即意识到这

是反动当局为对付学生运动最f的一条毒

计．．对此，六师党支部动察—切，立即秘密

开会，研究对氟商定了几条应对办法．一
是组成“学生会考委员会”。随时搜集和掌握

会考的有关情况，查访校方的动向，制定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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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措施，统一组织和领导抵制会考的一切行

动；二是派代表去泊镇九师联络，商定统一

行动：三是如情况不允许，确需参加会考时，

则按商定出的在考场上的几条应对措施进

行．后来得知，由于九师事先搞到了部分试

题，联合抵制会考的行动未成，六师毕业生

只得参加了会考。因准备充分，第一场考试下

来，便显示出团结战斗的力量。(指考场没要

求的到交卷铃响全体一齐起立，由后至前的

按座位排列有秩序的依次交卷，这是学生自

己组织的)监场老师及省监考员觉察到学生

已有了组织和思想准备，怕惹出事端，招来

麻烦，即丢脸又可能丢职，于是便不敢认真，

“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马虎虎地敷衍

过去．结果文科七班、理科八班和中三班100

多名应届毕业生，会考成绩无一不及格．

这次抵制会考的活动，不仅使学生党员

和进步学生得到了保护，所有应届毕业生都

拿到了毕业证，更重要的是使反动当局的阴

谋彻底破了'产，为后来的革命活动增强了信

心和勇气．

路谏宋哲元抗耳民国25年(1936年)

深秋，平大路(原北平一一河北省大名县土

公路)筑成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派华北五省

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视察平大

路．因平犬路正从六师东侧约70米处经过，

得知这一消息后，党组织决定抓住这．-契机，

组织一次抗日宣传活动，以欢迎仪式的形式。

集会劝告宋哲元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之前

宋曾在长城一带率部抗击过日军)为确保这

次活动取得成效，六师党支部事先秘密通知

每个党员摘这次活动的想法、目的和意义，

然后由党页分头串联周围的同学，并制定出

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计3lI：1．党组织通过内线及

关系人打探到宋哲元由此经过的准确时间

后，以国府大员经过堂堂省立学校，学校无

动于衷，不去迎接，将来吃罪不起为由，迫

使校方就范．校方在找不出任何阻止理由的

情况下，只得被动的同意。这次活动还得到

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

持。

当天，六师师生们早早便排成整齐的方

队，横在公路上，占满了整个路面．9时许，

宋哲元的车队准时开来。当车队靠近学生队

伍时，学生们立即举起手中的小红旗，撑起

“欢迎宋委员长视察平大路!”．“愿宋委员长

抗日到底!”的巨幅横标，并高呼“全中国人

民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13号．当学

生代表向宋的秘书说明此举是为欢迎宋委员

长，要求和鼓励宋将军继续抗日的意思后，

宋和他的随行人员观察到没什么危险和麻烦

时，宋方下车，在卫队保护下来到学生队伍

面前，并洋洋自得地作了一番表示“要救国

救民，愿意继续抗日，誓与华北老百姓共存

亡”的讲话．学生代表们(党支部秘密成员)

认为至此已实现了群谏的目的，反映了民众

要求和抗日的呼声，达到了动员和宣传抗日

的效果，便遂令队伍分两行列到公路两边，

为宋的车队让开去路，并高呼“祝宋委员长

一路平安!”“愿宋委员长抗战到底!”等口号，

央道欢送宋的车队离去．

这次路谏宋哲元继续抗日的活动，搞得

有理有节，有声有色，当时在河北省引起了

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和深远的影

响．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这对随后“七．七”

事变中宋哲元坚决抵抗的行动是起了积极作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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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冀县地方党组织及党员统计表

(1937．07～1945．08)

支部 党员
年份 说明

(个) (人)
’

1937 9 83 1985年根据老下部同忆统计

1938 32 301 1985年根据老下部嗣忆统计
’ 1939 · 43 480 1985年根据老干部州忆统计

1940 48 664 1985年根据老干部同忆统计

1941 54 843 1985年根据老干部同忆统计

1942 62 102l 1985年根据老干部用忆统计

1943 75 1240 1985年根据老干词玎r可忆统计

1944 95 +，。 ／l砸’ 1985年根据老干部【川忆统计

1945．8 123 2337 1985年根据老干部同忆统计

解放战争期间 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各 人心，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民圈．37年

级人民政权及群众组织相继健全。“斗地主”、 (1948年)11月，全县党员身份公开，对新、

“分田地”，“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 老党员进行全面臀记。至新中固成立前，全

展起来，党的“上地政策’’及各项活动深入 县党员总人数己达4542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冀县地方党组织及党员统计表

(1945．08～1949．10)

表11—4

年份 支部(个) 党员(人) 说明

1945 123 2337 1985年根据老干部同忆统计

1946 160 3112 1985年根据老干部m眨统计
1947 192 3588 1985年根据老干部同忆统计

1948 258 4039 摘自1948年全县整党总结报告
1949．10 302 4542 摘自1949年12月冀县县委向衡水地委的1：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困建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

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展开，各

级党组织更加健全和完善，全县所有行政村

普遍建立党支部，大村镇及县直较大单位建

立总支部：各行政区、各乡镇普遍建立党委：

县(市)直属部门建立党组，大系统建立党

委。党员人数逐年增长，党员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1993年撤县建市前，全县中共党员

年底，全市党员增至22612名。

自新中围建立至2006年，除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发展缓慢f-i时仃

停顿、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外，党员队伍一

直在稳步发展，逐年壮大。“义化大革命”期

间，党员预备期曾被取消。1977年8月恢复

党员预备期以后，新党员在预备期内受到更

多地锻炼和考验，不但从组织上入党，更注

20044名。建市后，中共冀州市委特别注苇在 苇思想上入党，新党员政治素质和理沦修养

生产一线及科技界、企业界发展党员。至2006 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冀州市部分年份中共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l_ 单位：人
’

年份 I 1954 I 19645 I 1978 l 2000 l 2005

党员数量 I 7192 I 10806 I 15674 l 2175I I 2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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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4 1966 1978 2000 2005

男 5846 8579 12842 18873 19565
性别

女 J346 2227 2832 2878 2894

25岁以卜． 1288 233l l 147 544

26—-45岁 4272 589l 6584 7699
712l

年龄
46—_60岁 1632 2066 5787 8798 8994

60岁以上 518 2278 47lO 6344

初中以F 7079 10600 14098 14655 14506

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 105 1 80 1468 5259 5713

大专以上 8 26 108 1837 2240

农林系统 6299 94Il 12420 1493l 15236

-T业交通 76 142 1027 1942 1934

商业金融 226 35l 68l 799 724
行业分布

文教p生 283 323 673 1427 1400

机关团体 295 563 861 2461 3072

其他 13 16 12 19l 93

二、党员构成

创建初期，党员队伍由青年学生组成。

自民国21年(1932年)起，开始向农村发展。

此后，冀县农民党员人数一直占绝大多数。

新中国成立后，县(市)直属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及工厂、企业等各行业党员数量不断

增加。

性别构成党员队伍中男性居多的格局

一直没变。新中困成立后至今，女性党员人

数明显增加。如：1954年1346人，1966年

2227人，1978年2832人，2000年2878人，

2005年2894人。女性党员比例自新中国成立

初期至1966年呈增长趋势，例如1954年占

18．7％，1966年占20．6％。进入21世纪呈下

降趋势，例如2000年占13．23％，2006年占

12．89％。

年龄构成冀县党员队伍从最初由青年

学生组成，逐步向各个年龄段发展。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最点发展中青

年入党。中青年党员，一直是党员队伍的主

要组成成分。

职业构成农村党员占多数格局一直未

变。1954年，农村党员6299名，占党员总数

的87．6％。1993年．农村党员13701名，占

653

68．3％。随着非农产业迅猛发展，非农行业

党员人数不断增长，农村党员所占比例略有

减少。2005年，农村党员15236名，占67．8％。

文化程度构成党员义化程度随社会不

断发展，呈越来越高态势。1954年，党员中

文盲2456人，占党员总数的35．．5％，1993，巾，

文盲343人，占1．7％。2002年．文盲149人，

降至0．67％。仝县大专以上文化的党员，1954

年仅8人，1966年丁1．至26人，1978 q-：达108

人。2000，巾猛增至1837人，一亍党员总人数

8％。2006年底，大专．以上党员人数达2362

人，达到10％。

三、党员分布

创建初期，党员集中在县城。民困21年

(1932年)后，多数党员分布在农村。新中

围成立后，随社会主义建设仝I可展开，注意

在手T业、轻T业、苇T业、Ij；i业、知识界

和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中发展党员。“文化大

革命”期间，“唯成分论一盛行，侧’帚在贫F

中农中发展。1978年改革歼放后，注最在科

技人员和青年中发展。1989年后，发展党员

熏点放在生产第一线，注苇吸收优秀j爵／十．‘r：

人、农民、知识分了和优秀厂长、经理入党。

改革开放以后30印间冀县仍属农业大县，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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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农村党员占多数的基本格局没改变，但其

他行业党员人数均有明显增加。以1993年为

例，全市共有党员20044名，其中工业系统

1469名，占7．3％，所占比例比1954年增加

近7个百分点；建筑业42名，占0．2％：交通、

运输、邮电、通讯业100名，占0．5％；商业、

公共饮食、物资、供销和仓储业911名，占

4．5％：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

咨询业17名，占0．08％；卫生、体育和社会

福利业308名，占1．5％；教育、文化艺术和

广播电视业927名，占4．7％：科学研究和综

合技术服务业14名，占0．08％：金融保险业

276名，占1．4％。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1937

名，占9．7％；其他342名，占1．7％。进入2l

世纪后，更注重在生产一线培养和发展新党

员。2003年，农林牧渔水利业党员人数14426

名，比1993年增加725人：TT业系统1612

名，比1993年增加143人：科学研究综合技

术服务业党员46名，比1993年增加32人。

四、组织生活

中共党员组织生活，主要包括参加党的

会议、接受党的教育、参与党的活动。党员

参加党的会议，有党小组会、党支部会和党

支部党员大会。以参加党小组会为主。党支

部会和党支部党员大会，主要是传达上级精

神、决定苇大事宜。党员接受教育。除通过

会议、党课形式外，主要方式是上党校。冀

县县委党校，仅20世纪70年代就培训党员

13483人次。党员参与党的组织生活，主要包

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整风l

参与评选优秀党员、先进党组织；参与选举

各级党代表等活动。

五、党员作用

战争年代．民国18年(1929年)，中

共冀县第一个地方组织——六师支部成立

后，按照党的指示，党员们分义秘密串联同

学，培养入党对象，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先

后发动过5次学湖及抵制会考、纪念“红五

月”、举行罢课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六师”党员们又组

织起“路谏宋哲元抗口”等行动。抗口战争

中，被冀县人民誉为“早期革命家”的共产

党员李力(详见本志·人物传)，抛家舍业，

一生为革命四处奔走。在冀县先后创建两个

农村党支部，蕈建起遭严苇破坏的“六师”

党支部。之后在他指导下，“六师”开展起

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学生运动。由中共冀南区

一地委书记调任冀南区委武装部长后，在去

延安路上于太行lll突闸中壮烈牺牲。“六师”

学生运动领袖、后任冀南二地委书记的拿忠

(郑树钧)，学生时代带领“六师”学生开

展一系列革命活动，使“六师”以学生运动

活跃著称于河北省。在民困32，卞I(1943年)

一次突同战斗中，子弹将尽，他带领几名战

士坚持用石块与敌人拼搏，以集体牺牲的壮

举震慑敌人。中共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樊振

庭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竞被敌人活埋，英

勇悲壮。之后，又有4位优秀党员牺牲在县

委书记任上。冀县第一位中共女党员刘玉

芳。变卖土地8由．，卖房12间，为党筹集

经费。

解放战争时期，冀县先后派出250多名

优秀党员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区建设。

南下的原冀县县委书记工忠、县公安局长工

坚、四区区长杨耕石、县税务科科员张建涛

等优秀党员，为创建和巩l捌新政权英勇牺

牲，用生命捍卫了人民政权。普通女党员侯

金锁在“群运”和“土地改革一中，冲锋在

前．带头搿斗地主”、。分田地”。而在分房、

分地中，她却先群众后个人，以一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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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优秀品格感染群众，推动土改工作顺利

开展。她还积极组织妇女“制军衣、做军鞋”，

支援前线，被选为全县劳动模范，随后又作

为南下干部去湖北支援新解放区建设。

建设时期长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郁

洛善带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后又成

立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农业

合作化一典范。在各村党员带头“入社"积

极推动下，全县加快了合作化进程。1956"-"

1958年，中共冀县县委启动“大兴水利”工

程，全县七千多名党员带头拆掉自家砖炕、

砖门台等，为生产队打井献砖。1963年抗洪

斗争中，原南良公社后庄大队几名年轻党员

为不让洪水进村，奋不顾身跳下水去，用身

体挡住围埝决口，年龄较大的党员们带头拆

门板、搬土坯、揭炕席、拿被褥．经奋力搏

斗，堵住3米多长决口，保护了全村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共产党员、县人民医院原院长

吴殿华，取自己身上的鲜骨为别人修复骨病，

割自己的皮为患者植皮；唐山地震发生后，

他自愿参加抗震救灾，无偿医助伤病员。北

内漳村共产党员李青云，多次放弃自己独自

致富机会，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使北内

漳村成为全衡水市有名的富裕村。

第二节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冀县委员会自民国27年

(1938年)建立至1955年8月，未召开过全

县党员代表大会。1955年9月，中共冀县第

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冈政治运动等原冈，直

到1971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81年，召

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本按照规定，

每3—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

选举新一届县、市委员会：总结上一届委员

会工作；根据新形势，提出新任务和具体奋

斗目标。

一、党员代表的产生

冀州市(冀县)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产

生，首先确定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以党

支部为单位自下而上提名。各选举单位按分

配名额和比例要求，由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民主推荐，提出初步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

进行考察后，再由选举单位召开党委会或支

委会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候选人预备名单，

经基层党员代表大会筹备处同意后，选举单

位召开党员会选举正式代表。代表选举，采

取差额办法产生候选人；采取等额办法产生

正式代表。选举时，候选人名单排列以姓氏

笔画为序，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正式

选举前，下。安民告示”，明确选举时间、地

点，通知每位党员做好准备。冀州市(冀县)

每膈代表选举，党员参选率均在95％以上。

=、中共冀县历次代表大会

1955～1992年，37年来冀县共召开6次

党员代表大会。

中共冀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55年9月

29口在县城(II=j城)人民会堂召开。出席大

会代表共250名。大会听取并审查通过县委

书记种先民代表县委所作<关十第一个五年

计划后三年农业合作、粮棉增产的全面规划》

报告t县委副书记傅庚申所作<深入贯彻党

的四中全会决议与省委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

议，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进行坚决地

斗争》报告。大会统一思想，明确斗争苇点

和农业合作及农业生产奋斗l=l标。大会选举

产生中共冀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7名：中共

监察委员会委员7名。中共冀县第一俑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种先民为县委书记。

中共冀县第二次代表大会1971印1月

21口在县城人民会堂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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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2名，列席代表33名。大会听取并审查

通过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代表殷喜顺所作

《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

乘胜前进》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冀县第

二届委员会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中共

冀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文

华为县委书记。

中共冀县第三次代表大会1982年1月

3口在县城人民会堂召开。出席大会代表共

396名。大会听取并审查通过县委书记徐金在

代表县委所作《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为加强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而奋斗》工作报告、县委副书记兼

纪委书记周忠武所作关于纪律检查工作报

告。大会总结上届县委工作，明确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方法措施和两个文明建设奋斗目

标。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冀县第三届委员会委

员27名，候补委员4名：县委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9名。中共冀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会选举徐金在为县委书记。

中共冀县第四次代表大会1985年12

月26日在南关影院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93

名。大会听取并审查通过县委书记杨红涛代

表县委所作《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把全县

“两个文明”建设推向新阶段》工作报告、

中共冀县纪律榆查委员会书记李书怀所作关

于纪律检查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冀

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8名，候补委员6名：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名。中共冀县第四属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红涛为县委书

记。

中共冀县第五次代表大会1989年12

月7日在县政府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165名。大会听取并审查县委书记杨红涛所作

<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把我县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报告、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李文会所作中共琪县纪律柃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通过相应决议。大会

选举产生中共冀县第五扁委员会委员27名，

候补委员5名；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名。

中共冀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杨红涛为县委书记。

中共冀县第六次代表大会1992年12

月9口在县政府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165名，列席代表63名。大会听取并审查县

委书记周明代表县委所作T作报告、纪律榆

查委员会书记纪青哲(女)代表纪检会所作

工作报告，大会通过相应决议。选举产生中

共冀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5名，候补委员5

名；纪律枪查委员会委员15名。中共冀县第

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周明为县委

书记。

三、中共冀州市历次代表大会

1993"--'2006年，冀州市召开了4次中团共

产党代表大会。

中共冀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1993年9

月22口，冀县撇县建市。1993年11月18

口，中共冀县县委召开第六膈第二次仝委会

议暨中共冀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

议。这次会议通过关于将中困共产党冀县第

六届委员会改为中圈共产党冀州市第一届委．

员会决议，通过将中困共产党冀县第六膈委

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候补委员

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冀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书

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决议。

之后，中共冀州市第一届委员会接替中田冀

县第六届委员会开始T作。

中共冀州市第二次代表大会1998年3

月3日在政府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69

名，列席代表78名。大会听取和审查中共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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