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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记述的是中共肇庆地方党组织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本地区人民进行革命和

建设的大事。本卷为第二卷，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近30年，

中共西江地委(1949．11—1952．12)、粤中区党委(1952．12--1956．

2)、高要地委(1956．2—1958．II)、江门地委(1958．II一1961．4)、

肇庆地委(1961．4以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历史大事和要事；同时也反映这个时期党和国家由于

受“左”的影响而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及群众运动在本地区的情

况。全面地反映肇庆全区3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革命和建

设的发展进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经验教训。

本书记述史实发生的地域基本为原肇庆地区行政区域(包括

高要、四会、广宁、怀集、新兴、云浮、罗定、郁南、德庆、封开和肇庆

市等11个县、市)。编写范围主要包括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党在执

政中的作用等(包括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方面的大事。

收编本级党委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而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本

级党委召开的重要会议，或与政府联合召开的对全区有指导意义

的部门重要会议及其重要活动；收编政府、军队及群众团体等职能

部门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制定的一系列决定、法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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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肇庆党史大摹记

及重大的政策、措施等。在组织沿革上，收录地区党政领导班子的

机构和党委、政府主要部门的建立及变化；领导人主要收录地委常

委和专(行)署副职以上。中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或兄弟省(市)、

自治区的组织和领导人到本区的视察和重要活动，外国重要人士

和组织的友好往来也作适当的收录。

本书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例。

以时间顺序排列，按事件和问题的性质适当地集中，对事件进行分

条记述或一条总述。本书根据党的历史文献、档案、党报、党刊等资

料进行编写。时间统一用公元纪年，逐日记事，无法确定的，则采用

比较接近的日期，如“月”，“上、中、下旬”，“春、夏、秋、冬”等；出现

几条相同时间的，第一条注明时间，其他则用“同月”或“同日”代

之。

本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所辑录的大事均按原来历史事实进行记述，一般不加以评述。但对

部分因党的指导方针发生偏差而发生的事情，作适当必要的评述，

以警示后人。所记述的事件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档案，数字统一采

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对比按可比价(其中国民经济的对比数据

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事件所涉及的地名、组织、机构名称、会议

名称、职务称谓等，均沿用当时历史提法，重复出现时，第一次写全

称，以后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广东省肇庆地区委员会，简称“肇庆

地委”等。

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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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涵奎
适逢新世纪及党成立80周年来临之际，欣闻中共肇庆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1949．10一1978．12)一书

即将出版，这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党史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是

献给建党80周年的一份厚札。他们邀我为此书作序，我详阅此书，

深有感触，收益匪浅，便欣然应允。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指出“学习理论

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删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是党

史工作的宗旨，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对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党史(包括地方史)，是党中央对各级领

导干部提出的要求，是造就跨世纪领导干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

们市、县两级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解放初左右出生的中年人，就

算是本地人，对肇庆解放几十年来的许多大事要事，特别是五、六

十年代的，由于当时年纪小，知晓不多。因此，当前学习肇庆地方党

史，对于我市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进行“三讲”、。三

个代表”、“两思”、。三想”教育，进行爱国7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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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

和反腐防变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将起到重

要的作用。

《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一书，史料翔实，全书26万字。该书真

实地记述了肇庆地区解放初至改革开放前30年来艰巨、曲折的历

史发展进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委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革命和建设之大事要事进行了高度概述。它是肇

庆地委领导肇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轨迹的真实

写照，是一本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党史好教材，为

我们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了解和研究肇庆提供了可

靠而又珍贵的参考资料，对推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借鉴作用。

诚然，这段时期，由于我党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左”的路线干

扰，特别是“文革”的“十年动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史无前

例的浩劫，且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

冤假错案已作了彻底的平反，拨乱反正，落实有关政策。但有些问

题因为政治因素和历史原因，书中难免出现一些谬误和疏漏，我们

在阅读时要加以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回顾历史，才能

更好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社会才有进步。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

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肇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

向二十一世纪。在编撰该书的过程中，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花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藉此，谨对为此书编纂出版付出艰苦劳动的党

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希望党史研究室的同志，

今后继续发扬矢志不渝的精神编撰党史，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

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2000年12月8日
．●，●●●●■●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10---1956．9)

1949年(10月一12月)⋯⋯⋯⋯⋯⋯⋯⋯⋯⋯⋯⋯⋯⋯⋯⋯(3)

1950年⋯⋯⋯⋯⋯⋯⋯⋯⋯⋯⋯⋯⋯⋯⋯⋯⋯⋯⋯⋯⋯⋯(14)

1951年⋯⋯⋯⋯·⋯⋯⋯⋯⋯⋯⋯⋯⋯⋯⋯⋯⋯⋯⋯⋯⋯”(29)

1952年⋯⋯⋯⋯⋯⋯⋯⋯⋯⋯⋯⋯⋯⋯⋯⋯⋯⋯⋯⋯⋯⋯(45)

1953年⋯⋯⋯⋯⋯⋯⋯⋯⋯⋯⋯⋯⋯⋯⋯⋯⋯⋯⋯⋯⋯⋯(53)

1954年⋯⋯⋯⋯⋯⋯⋯⋯⋯⋯⋯·⋯⋯⋯⋯⋯⋯⋯⋯⋯⋯”(68)

1955年⋯⋯⋯⋯⋯⋯⋯⋯⋯⋯⋯⋯⋯⋯⋯⋯⋯⋯⋯⋯⋯⋯(76)

1956年(1月一9月)⋯⋯⋯⋯⋯⋯⋯⋯⋯⋯⋯⋯⋯⋯⋯⋯(86)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6．9—1966．5)

1956年(9月--12月)⋯⋯⋯⋯⋯⋯⋯⋯⋯⋯⋯⋯⋯⋯⋯⋯(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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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正⋯⋯⋯⋯”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焦⋯⋯⋯⋯”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1月一5月)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5月一12月)
⋯⋯●●●⋯●●●●

⋯⋯⋯⋯●●●●

⋯⋯⋯⋯●⋯

⋯⋯●●●●●●●⋯

⋯⋯●⋯⋯⋯

⋯⋯●⋯⋯●●●

⋯⋯●⋯⋯●●●

⋯⋯●⋯⋯●●●

⋯⋯⋯⋯⋯●

1月一10月)

(1966．5—1976．10)

(106)

(121)

(140)

(152)

(167)

(179)

(189)

(203)

(215)

(228)

(237)

(247)

(252)

(262)

(272)

(282)

(288)

(292)

(299)

(308)

(31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徘徊中前进(1976．10一1978．12)⋯⋯⋯⋯⋯⋯⋯⋯⋯⋯⋯

1976年(10月一12月)⋯⋯⋯⋯⋯⋯⋯⋯⋯⋯⋯⋯⋯⋯⋯

1977年⋯⋯⋯⋯⋯⋯⋯⋯⋯⋯⋯⋯⋯⋯⋯⋯⋯⋯⋯⋯⋯

1978年⋯⋯⋯⋯⋯⋯⋯⋯⋯⋯⋯⋯⋯⋯⋯⋯⋯⋯⋯⋯⋯

中共肇庆市(地)委沿革及主要领导人名录⋯⋯⋯⋯⋯⋯⋯

肇庆地区历届政府(专署)沿革及主要

领导人名录⋯⋯⋯⋯⋯⋯⋯⋯⋯⋯⋯⋯⋯⋯⋯⋯⋯⋯⋯

(323)

(323)

(327)

(342)

(356)

(374)

后记⋯⋯⋯⋯⋯⋯⋯⋯⋯⋯⋯⋯⋯⋯⋯⋯⋯⋯⋯⋯⋯⋯(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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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
(1949．10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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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一12月)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代表人民

解放军总部颁发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

放的国土的命令。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

军第十五兵团会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按照华南分局的作战部

署发起解放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后，遂分三路追歼逃敌。担负

右路军作战任务的第四十二师(欠一二四团)和四十师一一九团、

一二团沿西江溯流而上，于16日进入西江地区。活动于西江两岸

的地方党组织在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和粤中临时区党委的领导

下，积极组织地方军民，一方面积极配合主力作战，解放西江重镇

肇庆、都城及其两岸各县；另一方面展开迎军支前、接管、建政等各

项工作。

10月18日 南下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在

肇庆商会的协助下，和平进入肇庆城区，驻肇庆的国民党华南军政

长官公署西江指挥所第三清剿总队长兼肇庆城防司令廖强率部共

300余人向进城部队投诚。至此，西江重镇肇庆宣布和平解放。

同日 郁南县城解放后，成立中共郁南县委员会和郁南县军

事管制委员会，同时组成新的县人民政府，李荣欣任县委书记、县

]‘



4 中共肇庆党史大事记

长、军管会主任。

lO月21日 粤中纵队第六支队、第四支队一部从西江南岸

开进肇庆，开展接管工作。受到肇庆市民的热烈欢迎。同日，肇庆

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肇庆军管会)宣布成立，吴桐任主任，梁文

华任副主任。分设民政、财经、税务、卫生、文教等组开展接管工作。

之后，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委员王炎光奉命率机关和粤桂湘边纵

队独立团、绥贺支队等部队从清远开进肇庆，会同先头部队开展接

管、建政、支前等各项工作。

10月23日 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书记梁嘉率刘望远、朱波

等十余名南下干部从广州抵肇庆展开政权的筹建工作。

lO月24日 粤中纵队第六支队筹办的肇庆区军管会机关报

《人民报》(肇庆版)创刊。这是肇庆解放后首次出版的革命报刊。至

次年1月中旬停刊。

10月25日 肇庆区军管会发布禁赌法令。

10月27日 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设立中国共产

党西江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西江地委)，由梁嘉、王炎光、谭天度、

周时源、刘望远等5人组成地委常委会，梁嘉任书记，王炎光任副

书记，同时组建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工作部门。西江地委

隶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地在肇庆市正西路绿瓦桁。时辖高要、

高明、四会、广宁、德庆、封川、开建、罗定、郁南、云浮、新兴等11个

县委。11月5日，西江地委在肇庆市城中路(今之肇庆中学所在

地)召开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地委书记梁嘉正式宣布中国

共产党西江地方委员会成立。

10月28日 中共德庆县委员会成立，书记陈大良。德庆县于

10月23日解放，25日设立县人民治安委员会，开展政权接管工

作。12月1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儒华。



10月29目 肇庆区军管会发出布告，对税收开征有关问题

作出规定。12月1日又发出布告，对屠宰税、烟酒税、糖税等各项

税款征收作了重新调整，保障了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10月30日 西江地委书记梁嘉前往广州，向中共中央华南

分局书记叶剑英汇报地委成立等情况，请示解决西江干部不足问

题，以及调集军队到西江剿匪等问题。 ．

同月 中共新兴县委员会成立，书记陈特。新兴县于10月20

日解放，同日设立新兴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接管工作，12月25

日，新兴县人民政府从共和乡迁入城关区后组成新的县人民政府，

陈特接任县长。

11月4日 南下人民解放军一二五团在粤桂湘边纵队绥贺

支队一部的配合下，解放西江上游重镇都城。宣布结束国民党广东

省第十二区专员公署统治的历史。

11月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江军分区(又称广东军区第五军

分区)在肇庆成立，周时源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工作)，梁嘉任政

治委员，李镇靖任第二副司令员，王功贵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石斌任参谋长。机关驻肇庆镇。并相继以粤桂湘边纵队独立团、

绥贺支队、粤中纵队第四支队和第六支队为基础，组建军分区独立

十三、十四、十五团和所属各县大队，总兵力8000多人。

11月7日 据统计，自10月下旬开展接管工作之后，先后接

管了原国民党第十一、十二区专员公署机关、国民党广东省银行肇

庆分行、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省立肇庆中学和省立第二医院等，从

而为全区的顺利接管打下了重要基础。

11月10日 西江地区支前委员会成立，李镇靖、陈胜分任

正、副司令员，梁嘉、唐章分任正、副政治委员。同月11日举行第一

次会议，研究确定支前工作计划。随后，在封开、罗定、新兴等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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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办事处，组织开展支前工作。在西江支前委员会的发动和领导

下，本区的支前工作遍及乡村，人民群众积极起来组织民工队、担

架队，筹集船只，交献粮草，掀起大规模的迎军支前运动并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

11月上旬 中共四会县委员会成立，书记简坚。四会县于同

年10月16日解放，19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建立政权等

各项工作，12月24日，建立四会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锋。

至11月上旬西江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从此，标志着西江

地区人民结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开始了从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时期。

11月11日 西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西江专署)正式宣

布成立，谭天度任专员，叶荣生(叶向荣)任副专员。时设总务组、秘

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文教科、建设科和工商、税务、粮食、公安

(科、处、室)等工作部门。机关驻肇庆市城中路。下辖高要、四会、

广宁、德庆、封川、开建、罗定、郁南、云浮、新兴、高明等11个县和

肇庆市。全区面积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98万人。1950年3

月，改称广东省西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任命谭冬菁为副专

员。同年9月，又易名为广东省西江区专员公署。西江专署属广东

省人民政府派驻的权力机构，1951年4月，转隶广东省人民政府

粤西办事处代管。

11月14日 地委、专署在肇庆市举行2万多人参加的大型

集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广州、肇庆获得解放和粤桂边战役

取得伟大胜利。专区党政军领导梁嘉、王炎光、谭天度、叶向荣、周

时源参加集会并作了讲话。谭天度宣读《大会宣言》，号召西江人民

和海外同胞团结起来，努力完成地委提出的支援前线、清除匪特、

稳定金融、筑堤防灾、发展生产，共同建设新西江的五大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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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举行了万人火炬提灯大游行。

，同目 肇庆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金融管理办法》。明确中

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之唯一合法货币。规定市场

交易一律以中国人民银行券作计价单位，禁止以银元及港币计价。

并对人民币与港币、银元和南方人民银行人民券兑换办法作出明

确规定。随后，工商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取缔港币、银元黑市交易活

动，并督促金融管理部门做好转业工作。

11月18日 肇庆区军管会发出公告：明令立即解散中国国

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等反动组织，责

成其党派小组以上负责人和特务组织人员在7天内向公安机关登

记，交出武器、电台及证件。并颁布了《收缴非法武器、电台及登记

民间自卫武器、私人电台暂行办法》，以加强对人员和非法武器装

备的管理。 ，

11月20日 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设立肇庆市。同

时建立中共肇庆市委员会和肇庆市人民政府，梁文华任市委书记、

市长。这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的县级市。

同日 中共高要县委员会成立，书记唐凌鹰。高要县于10月

18日解放，2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11月21

日，高要县人民政府随进城部队转移城区后，组成新的人民政府，

梁巨墀任县长。

同日 原国民党广东省第十二专员公署保安第二总队长莫汉

勾结驻广西梧州之国民党第七军二二四师，分水陆两路进犯重镇

都城。驻守郁南县的西江军分区十四团和县大队立即展开防御作

战，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障了人民解放军在粤桂边区会战侧

翼的安全。

n月中旬 地委、军分区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本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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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初期的剿匪和维护社会治安问题。会议分析了本区的匪患情况，

提出了剿匪工作计划。随后，军分区调整兵力，对高要、广宁、云浮

西山三个重点地区实施重点进剿。至次年1月，军分区部队共歼匪

300余人，配合友邻部队歼匪1000余人，初步打击匪特的气焰，巩

固了城镇的社会治安，确保了本区征粮、建政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

11月中旬地委、专署组织开展大规模的修筑堤围工作。西

江历史上是水患严重地区。是年秋，全区被洪水冲崩的堤围101

条，其中崩决大堤44条，淹没农田191．8万多亩，受灾近26万人。

地委、专署广泛发动群众，分两个阶段开展修筑堤围工作。是年冬，

首先组织群众修复当年被洪水破坏的堤围；继而在西江、绥江下游

实施联围筑闸、缩支强干的防洪工程战略。并设立建设科，调集了

200多名技术人员分赴29条堤围指导。仅至次年6月，全区完成

了411公里长修堤工程任务，初步改变了沿江地区“年年受浸，三

年一收”的局面。

11月中旬 中共云浮县委员会成立，书记麦长龙。云浮县于

10月27日解放，同日，县人民政府机关从莲塘村迁入云城区后，

组成新的人民政府，县长麦长龙。

11月23日 封川县城解放。至此，西江全境获得解放。

同日 西江专署发出第一号公告，责令原国民党广东省西江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其后分设的第十一、十二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和所辖各县的行政人员，必须在12月25日前到本署或各县

人民政府登记报告。

11月28日 西江专署在肇庆中山纪念堂举行庆功大会，庆

祝西江军分区和驻肇庆部队夺取冷水、下莲塘地区剿匪的胜利。从

而拉开了全区剿匪斗争的帷幕。会议由谭天度专员主持，本区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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