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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松主促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

国共产党80周年诞辰o 80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o哆漆

而，就在这80年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o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屡

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

活于水火，国家濒临于灭亡。洪秀全、孙中山等一批又一批先进的

中国人，进行了苦苦求索和壮烈勇敢的反抗斗争。但是，农民起义、

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苦难的中国o

，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o 1921年，一个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o“一轮

红日升东方”，给黑沉沉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中国共产

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前仆后继，英勇

奋斗，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o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从此，受尽磨难的中国走向了新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执政后怎样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我们党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如同中

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来解决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一



样，也不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共

富裕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国，这是全国人民在获得解放后所作出的现实选择。尽管我们党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有过曲折，但是，我们党纠正了自己

失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在执政的半个世纪里，把一个饱受帝国主义

政治经济势力控制，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四分五裂、贫穷落

后的弱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在

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拥有强大的国家安全保障，拥有独

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民丰衣足

食，整体生活水平步入小康的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取得

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

作为中国共产党组成部分的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自1921年

毛泽东亲自来衡阳组建以来，就领导着衡阳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

的斗争。衡阳这块革命热土，诞生了高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的著名英烈夏明翰，走出了共和国元!J巾罗荣桓j一大批优秀共

产党员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

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带领衡阳人民投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i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了辉煌成就o 2000年与1952年相

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3．28亿元增加到355．8亿元，增长107．5

倍；财政收入由0．27亿元增长到16．55亿元，增长60．3倍；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12元增加到5 733元，增长50．2倍；农民人

均纯收入由28元增加到2 594元，增长91．6倍。如今的衡阳，是全

国粮猪油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工业从无到有，建起了门类比较齐全

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和拳头产品；第三产业繁

荣昌盛，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不断

扩大，科教文卫新闻等社会事业均有长足发展。迈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又以崭新的姿态率领全市人民实施“兴工强市、科教兴市、开

放富市、民营活市、旅游旺市”战略，加快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

化和信息化进程，协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坚持依法治市，为把衡阳建设成为集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商贸

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中心于一体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奋

斗。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利用纪念建党80周年的重要时机，回

顾历史、总结经验，着眼现实、解决问题，展望未来、增强信心，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市委党史办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他们不辞辛劳，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精心编写了

这样一本党史图志。该书叙述了衡阳党组织领导衡阳人民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大事，其中也包

含着历史的经验教训甚至失误，事件脉络清晰，史实真实可信。图

文并茂，直观形象。各级党组织要利用建党80周年这一契机，认真

回顾、总结学习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下不

朽功勋的历史，使全市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明确，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伟

大复兴。让我们认认真真抓好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永葆共产

党人的青春与活力，顽强拼搏，求实创新，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为

实现新世纪衡阳建设与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1

2001年6月．

(作者系中共衡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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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80周年华诞：同期也是中共衡阳地方组织

80周年诞辰o

80年前，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80年前，毛

泽东亲自指导组建了衡阳第一个中共党组织o

，8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泰民安，蒸蒸日上：80

年来衡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乡巨变，生机盎然。

中国的变化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率领人民群众奋力拼搏的

结果；衡阳的发展是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与衡阳人民共同奋斗的

结晶o

80年的奋斗历程印证了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才能发展中国；80年的奋斗历程演绎了一个客观事实：党是先进文

化、先进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在

中共衡阳市委的领导下，衡阳人民正信心百倍开创新未来。

如何开创未来，中共衡阳市第八次党代会已向700多万衡阳

人民宣告：“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眺望新世纪的曙光，市委确定今

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1．突出一个主旋律——高举旗帜，解放

思想；2．把握一条主线一全局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
以质量效益为核心，质量效益以财政增长、城乡居民增收、发展后

劲增强为目标；3．坚持一个方向——加快工业化、产业化、城市化、



信息化进程；4．弘扬一种精神·团结拼搏，务实创新；5．抓住一
个关键——加强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千部队伍建设：6．瞄准一

个目标——把衡阳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o”

这就是衡阳在新世纪的奋斗方向，这就是未来五年中共衡阳地

方党组织的战斗目标。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真抓实千有待

于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认真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

良传统，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实现新世纪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2001年6月

(作者系中共衡阳市委副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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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

指导，遵照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对衡阳80年来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建设情况以

及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进行全面、系统、真实、形象的记录，

以客观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

此隆重纪念建党80周年。

二、本书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编排。以每一年度为基本单元，由大

事记、专题、图片三个部分组成。大事记以编年体简要记述本年度的大事，专题则以记事

本末体重点记述某件事或某个方面事件的来龙去脉，图片则为大事记和专题的形象记

录，起补充与延伸的作用。

三、本书记述时限：从1921年中共衡阳党组织的建立起，到2000年底止，凡80年。

四、本书记述范围：以2000年衡阳市行政区域为准，包括所辖衡南、衡阳、衡山、衡

东、祁东、常宁、耒阳7县市和南岳区、江东区、城北区、城南区、市郊区(本书出版前夕，江

东区、城北区、城南区、郊区于5月22日撤销，城区区划作重大调整，设立珠晖区、石鼓

区、雁峰区、蒸湘区)。建国前各地党组织的情况作平行的记述，记述范围涉及过去的管辖

区域。建国后则主要反映地、市一级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衡阳的运行情况及一

些区域性的典型事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动的情况作专题记述；地、市安排的同类事

项，冠以“地、市”名称，分别安排的则作单独记述；反映全区的情况用“全境”或“衡阳”一

词，“市区”则指市城区。

五、本书人物的记述：建党初期著名的党团员、各个时期的党组织负责人、党领导下

的武装、工运、农运、学运、商运的主要领导人在大事记中记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

衡阳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和衡阳籍著名烈士则作专题记述；建国后的中央政治局候补至}

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副主任、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以上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到衡阳视察工作并具有实际工作内容的，原则上都予以专题记

述；正、副省级职务的领导人在衡阳视察工作并有实际内容的，担任实职的副师级以上的

地、市领导人的任职，只在换届时记述，人大、政协会议、群团组织举行的届次会议在大事

记中记述。有重大贡献，重大影响的英雄模范人物原则上在大事记中记述。单个人物头像

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只登载地下党主要负责人、著名烈士、早期著名党、团员，建国后担

任地、市委书记，行署专员、市长的照片。

六、数据采用统计部门提供的年度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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