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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主要记述了白中共建党初期陆丰党组

织开始统战工作活动至1987．年底，陆丰县统战

工作的全过程，在这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道

路，以及取得的经验与教训。

主要内容分九章介绍，书首、书末分别以

概述、大亨记总括，并附有与统战工作有关的

彩照。

本志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事实简明扼

要，富有较强的政策性和经验性，可供党政人

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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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统战志》编纂领导小组
I

组长。李作君

副组长。陈宗宏

成员；吕子春，叶汉民，陈雄，陈良纯，林进桂，卓虽然，江振东，
林启辉

《陆丰统战志》编写人员

主 编s张子君

成 员s垩振褒，张子君，陈藩，墨乎彩，庄良波、黄水氽，．李振加’I
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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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统战志》的编纂， 在县委领导下，得到各有关部『1和有关

人士的真．嚣配合支持，毋在出版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

《馈半统战恙》。是。部陆芋统二战线工作的历史记实。从这部史实

中，使我们看到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位置：无论在革命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都依靠这一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推动着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走

向另一个胜利。党的历史经验证明矿·没有·个包括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

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国革命事业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

功。在全国范围是这样，在我们陆丰党的每个历史斗争进程，也同样离

不开统‘挥战线工作，．r这就充分说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oj： ，；

《陆丰统战志》记载了]&1921年至1987年陆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整

个历史进程，反映了陆丰党组织六十多年来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阿舟共

济，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不断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推进的虏史与现

状。当然，在事实记述中既反映了成绩与经验，也反映了失误与教训。

本志还记录了陆丰党组织，尤其是直接担负统一战线工作任务的无数干

部与党外进步人士，为结成广泛爱国统一战线所付出的滴滴血汗，在整

个进程无不处处凝聚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处处留下他们的艰辛足迹。在

此，谨向所有为统战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敬意o

《陆丰统战志》的编纂限于编写水平和资料不全，未免存在许多不

足和错漏。但是我相信它的脱稿问世，将会有益于后人，不仅能为今后

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历史考据与借鉴，还将在“资治，存史、
教育、知情、信息"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更祈望它能热诚地

鼓励所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人们，抚今追昔，承先启后，继承发扬党的

统一战线优良传统，继续开拓，不断进取，努力开创新时期统一战线的

崭新局面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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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

则，坚持辩证

行规定》编篡

凡 例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暂

二’寺孛为地方统战工作专志，突出地域性，详今略古，记事志书。
．。，苎、奎志上限白中共建党初期陆丰党组织开始统战工作活动起，下
曼苎乇98了量年底(陆河建县)止。但与本书有特殊关联的苈史蔓再：；
突破上限年限。

’～ 。

， 鼍’本志遵循方志体例，归类分目，横排纵写，并采用统一编目，
分工兼顾，统一修改的办法编篡o

p

五、本志力避不实，弃虚存真，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知现状．
六，本志所涉历代王朝及民国等年号，均注公元年份·

、，／●、、哇

m目．w¨：-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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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k‘述一

《陆丰统战志》是一部记述陆丰自中国共产党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陆丰开始

活动之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年底止，统一战线工作的概况。本书通过事实记载充

分说明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地位、价值和作用，以及实

现新时期党的各项任务，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祖国和平统一，保卫世界和平
服务等方面，将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陆丰县，面临南海，与港澳台遥遥相望，北与紫金、五华，

揭西(原部分地区是陆丰县属)接壤；东与普宁、惠来相邻，西连海丰。广汕公

路横贯东西，县内公路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全县总人口为

110多万。陆丰县富有革命光荣传统，1921年就读海丰与陆丰合办的陆安师范学校

一批陆丰青年学生，受到彭湃同志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思想的影响，培养

了一批进步青年。1922年，共产党和共青团在海陆丰开始活动。1925年1月下旬，

共产党员张威从广州回陆丰秘密活动。4月1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建立，陆丰

设党小组。自此，陆丰党组织便遵循党的“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宗旨，

开始了统一战线活动。
‘’

陆丰是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4月就有了党的组织，同年

10月，陆丰设立特别党支部。在此之前，革命领袖彭湃同志曾多次在陆丰领导革命

斗争。周恩来同志也曾亲率东征军两临陆丰，为陆丰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树

立了楷模。当时，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党曾组织共产党员发起筹建国民党陆丰县

党部，共产党员张威被推举为农委执委、宣传组织部主任兼国民党陆丰县党部代

表，实现了陆丰国共两党的党派合作。同时，加强与农、工、商、学、妇等各阶

层、各群众团体的联盟，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民族统一战线。在反帝反封建

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陆丰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城市小资产阶级

以及资产阶级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当1927年4月30日晚陆丰举行工农武装大起

义时，当时的县长以及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站到起义行列上来。尽管当时蒋



介石反动集团已背叛了革命，但革命胜利后的5月1日成立县临n寸政府时，国民党

左派人士仍被安排在县临时政府内任职，我党仍保持与罔民党屈派实行联盟。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陆丰县隅民革命全景

的开辟，为支援东征推翻陈炯明的统治，为赢得北伐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

的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丰的革命志士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在我党

的领导下，继续发扬不怕牺牲、团结战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坚决执行工农

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农民这个占人I=I绝对多数的同盟军，同时坚持团结各界

人民群众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终于获得了当年11月13

日最后一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彭湃同志参加了在陆城召开的全县工农兵代表大

会，这次会议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至1928年2月，陆丰全县已有

共产党员五六千人，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党的领导。党领导全县工农群众，开展土地

革命，进行减租和抗租的斗争，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儿童团等组

织，使工农联盟的范围更加广大。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发生后，陆丰

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反帝爱罔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 帮助组建

“反帝大同盟”组织。在反帝爱囡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国民党部分官兵倾向

革命，翌年8月，葵潭驻敌十二连和新田敌警卫队士兵向我投诚。由于我党坚决

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和反帝爱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使陆

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谱写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和反帝

爱国革命统一战线光辉的一页。

1937年“七·七一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陆丰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通电》的号

召，发动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

海外华侨和港澳地区的爱国社团，爱国人士出钱出力，先后成立了随军工作队、

潮汕青抗会、省民众御侮抗敌工作组、海陆丰旅港回乡服务团、南洋惠侨救乡会等

群众抗日组织，先后抵达陆丰。稍后，东江华侨服务团吉隆坡队和海陆丰队也来

到陆丰，共同参加抗日工作。服务团还发动港澳、7产侨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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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千，经我党与服务团的共同努力，通过原十九路军爱国

将领翁飞腾的关系，把服务团的捐款，在惠来葵潭按延安“抗大"宗旨创办了一所

兰民中学。同时．由于各华侨、港澳回乡服务团有着各种渠道的社会关系，成了我

党沟通同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各群众团体联系的桥梁。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推动下，许多有识之士，如早期留学日本当时任陆丰教育局局长的郑道之等

人，在中小学师生、知识界、店员、手工业者中，发动组织了“青年抗敌同志会"o

随后，附城，河口、大安、甲子等地，也建立起这一组织了。青年时代曾参加“兴

中会”的陆丰县县长张化如，在这期间也采纳了我党许多抗日主张和建议。“陆

丰县抗战动员委员会直属工作团”，是这一时期又一颇具影响的群众抗日团体j

我党通过统战关系，把进步知识分子梁荫源安排在龙山中学任校长，共产党员

梁任飞、林鹏江，陈颂明等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教员等职，从而把龙山中学

办成培养抗日力量的阵地。为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龙山中学还开设简易师范

班。陆丰、海丰两县地下党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进校就读，并从中培养和发展了

60多名共产党员。之后，这批党员学生随同其他学生分布到陆丰各地学校任教，在

他们的努力下，各地创办夜校班，吸收青年农民入学就读，培养和发展革命力

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四

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无条件宣布投降后，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和平

协议。陆丰地下党随即响应，并领导龙山中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师生，以“曙光社”

的名义，联合各民主阶级、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出版墙报、

专栏，印贴标语、传单和演出节目等，开展宣传拥护《双十协定》的活动。然

面，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的11月问， 国民党--Jk六师就进占陆丰， “围

剿"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第四团等抗日武装力量，对其他抗日进步团体和进步人

士也开始了种种迫害。为回击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我党立即领导各学

校师生，并团结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和广大知识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

11月19日四川重庆各界人民群众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时，我党又领导龙山中学等

学校师生相应组织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联合会。同时发表反对内战宣言，．

领导师生连续开展三个多月的罢课罢教斗争，迫使龙山中学校长曾侠南及教务

主任弃职离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次年4月1日，我党通过统战关系，迫使国

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共产党员陈伯强等人。这时期，我党指派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

同志，打入国民党机构内部，控制部分乡、保基层领导权，积蓄革命力量。我党

还通过统战工作，分化瓦解了打着“民主联军"旗号进驻河口进行派粮敛款的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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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民部，迫使政委李勉、指导员高桥脱离罗部，退出陆丰。1948年8月，江南地

委指示在国民党机构内公开任职的郑万生、叶佐恕、朱镇波、叶佐庭等同志宣布

起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起义消息和《告陆丰同胞书》。在我党强大的军事

和政治攻势下，并由于进一步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力量，驻守在陆丰西北重镇河田

的国民党西北联防委员会主任兼大队长彭展南部，接受我方提出的和平解放协

议，该部150多人枪向我军投诚。不久，国民党陆丰县政警二中队队长邹自明带40

多人枪也向我军起义投诚。官僚地主统治的“封建小王国”上砂乡，也接受了和

平解放。是年底，陆丰县全境解放。

五

全国解放后，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士把

国家建设好，党中央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我县在全县解放后，为了尽速恢复

经济，党的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统一战线各项政策，首先恢复了商会组织，成立新

商会，团结工商界搞好商业经营管理。为了巩固政权，在工商界、宗教界、文化

界、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医务界、归侨和各群众团体中，选出一批进步知

识人士为代表，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党外人士出席省人大代表会议。还先后

安排部分党外人士在县政府和县政府机关中任职。同时安排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

“县清案委员会"，参加清理历史遗留积案。在土改运动结束后，为了做好统一

战线工作，我县党组织先后召开了工商界，归侨、侨属代表会议。会议认真落实

区别对待地主华侨、华侨地主财产的政策，摘掉土改时期错伤户的帽子，割掉原

属华侨工人、店员、自由职业者、华侨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华侨工商业者的尾

巴，并按海外华侨成份对待，对困难侨户给予生活照顾。从1953年开始的3年多

时间，我县根据党中央关于用和平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加强了工商联的工作，既认真落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赎买”政策， 又充分发挥工商联组织的积极作用， 加强对工商界的团结教

育和思想改造工作。在此同时，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 认真处理好“公、劳，

资"三方关系，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955年至1957年

上半年，县委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县委统战部，召开了工商联

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陆丰县工商业联合会。为有利工作，建立了县

政府侨务办公室，认真开展了海外华侨工作。在这期间，为了贯彻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进一步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县委特别强调使

用非党干部问题。在1957年1月召开的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有51位非党人

士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会议，有一批各界非党人士被选为县人民委员，其中工商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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