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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政

简 -述

楚雄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是一个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域。明清以来，曾先后

设置过楚雄府、姚安府，武定府。民国时期在姚安一度有第八专员公署之设，但存在时

间仅约两年，且属于监察和军事性质，辖区也仅是楚雄西部数县，故本篇主要记述建国

后行政机构，对建国前县政权仅简要记载。

从辛亥革命以来，为拯救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楚雄地区的一批革命志士，加

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参加过云南腾越起义、重九起义以及护国战

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楚雄地区国民党组织建立较晚，县党部的活动主要是配合县

政府开展行政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起过一定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坚持

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残酷压迫人民、镇压革命运动，为全国人民所反对。

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楚雄地区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先后回到云南，

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和一些地区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抗日战争时期，省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教书等职业为掩护，在

楚雄地区的一些县建立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等)，宣传马列主义、领导抗日

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滇西工委和中共滇北工作团领导滇西和滇北地区的革命

武装斗争，创建了成块的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中共南山区委、区人民政府(镇南南部

山区)；中共哨区区委、区人民政府(楚雄哨区)；中共东山区委、区人民政府(姚安西

部地区)，为云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中共楚雄地委(中共楚雄州委)在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带领全

州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使

全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1958年4月，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

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制度，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实行广泛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格局。在改革开放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日臻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协商制度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和爱

国人士，其参政议政的机制不断得到加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顿党的组织，

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法制建设，党内的不正之风，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效率不高以

及决策缺少科学性、民主性等弊端不断克服和纠正，政治生活正向着民主、法制、科学

的方向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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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一批在外的楚雄籍人士就已加入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投身于孙中山

领导的国民革命。1930年国民党开始在楚雄各县建立县党部和区分部。40年代中国青

年免、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三民量义青年团等组敦也曾在翘雄部分地区组建并活动。

第二节国民党

清末，一批楚雄籍爱国志士为寻求救国真谛，四处奔走，投身革命。钱世禄、自人

龙等东渡Et本留学，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早期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

开始，钱世禄、由人龙回上海参加黎天才领导的沪军先锋队。钱泰丰参加腾越起义，“官

总指挥”，后被誉为“革命先锋”。朱培德在昆明参加云南“重九”起义，之后，到孙中山

在广州组织的国民政府工作，在东征北伐中功勋卓著。在护国运动中，由云龙任护国军

秘书厅长要职，郭燮熙参与草拟重要文告，并著有《援黔篇》。盐丰(大姚石羊)奇女

罗衡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委任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筹备委员。赵祚传、毕昌

杰等共产党员也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资格回滇组建国民党左派组织，开展进步活动。

一、组织

1939年1月，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

后，于1939年8月派孙光宇到元谋县、1940年9月派李宗棠到盐兴县、同年10月派

周汝楫到禄丰县、派李荫昆到罗次县、1942年3月派高鸿逵到姚安县、1944年3月派

杨正本到牟定县、派陈桂芳到大姚县、4月派段成华到盐丰县、5月派谢荣恩到镇南县

分别筹组国民党县执委会。

1945年，楚雄州境各县奉令办理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支团县分团的组建工作。县

成立筹备员室，配备3～5人，经费由省支团发给和核销，筹备工作直接由省支团领

导。三青团员的发展“以学校为主，社会团员次之”。1946年开始建立区队、分队和小

组。1947年，奉三青团中央令，为防“奸党混入”，曾进行过一次“总甄核”。

1946年，各县成立国民党县党部，经省执委核定，楚雄地区14个县党部划分为：

一级，楚雄、姚安、大姚(编制6人)；二级，镇南、永仁、武定、盐兴、禄丰、牟

定、广通、双柏、罗次、盐丰(编制5人)；三级，元谋(编制3人，后升为二级)。

1947年9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成立“党团

统一委员会”的决定，楚雄地区各县先后成立党团统一委员会，原国民党县执行委员会

书记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改任党团统一委员会正副书记长。三青团员转为国民

党员。

随着征求党员工作的开展，各县相继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以“党员之住址为标

准，或以职业为标准，划分成立区分部”。区分部设书记、执委兼组训、执委兼宣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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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员各一。

二、党务

l、党员代表大会

除楚雄县外，其他各县多于1945N 1949年召开过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最

少的镇南县12人，最多的元谋县26人。大会议程：(1)县长作施政报告；(2)选举县

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一般各3～5人)；(3)通过“大会宣言”及“致总裁电”。大会选举

。 产生主席匿．设立秘书处，’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候选人资格审
’

：查委员会、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
。

2’组织建设

征求党员 1931年，楚雄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按省执委规定，负责督导楚

j雄、镇南、双柏、广通5县的党员征求工作。令饬各县：“所有公务人员及青年学生中，

尚未取得党籍者，应由各机关主管长官，协助督劝应征。”还指出：“县训所所有学员均属

各乡镇优秀分子，一旦受训期满，即将派往工作，此项人才极应征求为本党党员，需定

’期通知本会，以便按期派员前往办理入党手续。”继后楚雄县行政干部训练所第29期

一、二两班学员共78人，全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广通、镇南等县也都规定参加训练班

51人，其中保长、保干事40人及保国民小学校长一律集体办理加入国民党手续。镇南

县党部书记长谢荣恩对县训所学员讲话时说：。不参加国民党，今后不得沾公⋯⋯。”牟定

县执委会张贴布告征集，姚安县要求各区分部党员每人介绍3～5人入党。到1932年8

月，5县共征收党员304名。1935年，楚雄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奉令改组为楚雄县执行委

员会，各县征收党员工作由各县执委负责。

1939年，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下达。大量征求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加入本党”的

指令。1944年，又硬性下达各县应征集党员最低配额和最高数：楚雄县200 250人，

禄丰、广通、姚安3县各160～200人，其他10县各120～160人，楚雄中学60～100

人，共1940～2550人。并规定以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县执委会书记长功绩。配额到县

后，任务仍完不成。省执委会又发出云南省调整及筹设全省中等学校党部计划，企图通

过筹建学校党组织以增加征求党员数。规定：凡教职员中没有入党者，应迅速设法征求

其入党，以为筹设党部之基本力量；镇南师范由省执委会派人筹组；调整楚雄中学及永

仁、广通、禄丰县立中学党部计划；各县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应筹备学校区党

部，包括牟定、盐兴、元谋、镇南、大姚、武定6县的县立中学，姚安两姚联立中学、

楚雄县私立金象高级蚕桑职校。经过各县工作，征求党员数量仍不足以成立区党部。又

按省执委“党员数量少，不能成立区党部，可成立区分部”的通知筹组区分部。各县党部

虽竭尽全力，也没完成省执委的配额。元谋县1947年奉令征收党员245人，l～8月仅

征收了52人。

1947年9月，国民党为实行“党团合作”，进行党团员重新登记，省执委通知：。不

登记就丧失党籍。”但因自愿登记者甚少，又强调“此案对本部考勤关系异常重大，登记

时务须认真办理，不论党团员勿漏失一人”。但。每登记一党员，应缴纳登记费六千

元”，到同年11月，又“增加到一万元，学生农民减半”。终因。无力缴纳登记费等原

因，未登记者居半”。元谋县当时有国民党员230人，三青团员464人，兼籍12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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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706人，就有364人没有登记。禄丰县有国民党员524人，三青团员496人，登记后

为482人，不足半数。

据现有资料，国民党在楚雄地区各县1947年党员人数为：楚雄县735人、牟定县

435人、镇南县452人、元谋县342人、大姚县324人、双柏县602人、广通县214

人、盐兴县367人、禄丰县482人、姚安县300余人、盐丰县424人、罗次县519人。

培训考核1931年11月，楚雄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开办两期党务训练班，“专于造就

党务干部”，令双柏、广通、镇南、牟定每县每期送学员lO名。第一期修业期满，党务

指导委员会要求上述县“请尽先予以委任”。各县培训内容多为讲授“总理遗教”、“总裁言

论”、“党员须知”。“时事政治”。禄丰县1944年5月党代表大会议决：。要加强训练党员，

达到每一党员确能认识本党三民主义；明了本党政纲政策；信仰总裁；遵守党员十二

条；熟练集会守则常识；履行上级指派工作；缴纳党费；按期出席区分部及小组会；参

加社会救济运动；实行新生活信条。”但多数因经费不足，未能实现。

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43年4月颁行的《省以下各级党、部办理党

员总考核须知》，从1943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党员总考核。楚雄、元谋、禄丰、盐兴县上

报了党员总考核名册。1946年6月，各县奉令按“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行为腐化

的党员”、“奖植对党国忠实，工作努力的党员，加强一般党员对党组织的关系”的要求，

成立了党员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和党员登记。

3、征集党费

楚雄地区各县党部经费统由省党部直拨，县财政予以补贴，因“物价奇昂，生活程

度日趋高涨”，各县党部经费“经常稍感不足”。1942年国民党云南省执委规定元谋县党

部(三级)全年活动经费总计为7200元，到12月只拨给300元。因经费困难，就层层

向下摊派。党员除交纳党费外，还有“党员特别捐”，规定：“每月每人捐国币30000元或

缴5000元作本部经费，缺席一次罚款1000～3000元，二次罚3000～5000元，三次罚

5000～10000元，填充为经费。”1947年1月，云南省党部又指令：“凡属党员均应向本党

同志或同情本党之社团人士，广为劝导，务使均能踊跃乐捐。”同时，省党部通知：。奉令

自民国37年(1948年)元月元日起，经费自筹，上峰不再拨发党务费，要党员养党。”

要求各县党部“以自给自足为原则，洽向地方机关筹措”。为筹集经费元谋县党部函请县

府，将行商营业税及元马镇牲畜税留由党部承办。盐兴县“商得云南省盐务管理局赞

助，允于按月价销食盐200担所得利润拨充党务经费”。牟定县党部因筹集不到经费，

从书记到工役领不到薪金，便自行离去。

4、宣传

1943年，国民党县执委成立宣传委员会，根据省执委下发的《各县通俗宣传实施

办法》及《宣传要点》，开展宣传工作。主要办法是：(1)办壁报。一般一日一期，内

容有国内外时事、时评、社论及文艺等。1946年，牟定在《党声》壁报上登出“共军违

反停战协定，攻击国军”的谎言。(2)办“中山堂”。其任务是“宣传本党主张”、“使一般

民众对本党有所认识”。“中山堂”内一般陈列《巩固统一与服从领袖》、《国家法律与社会

秩序》，《国民道德须知》等刊物。(3)主办纪念活动。定期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及

“双十节”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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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政

三、党政关系。 一

国民党在县级采取。融党于政，以党扶政，以政维党”方针．强化政府职能，密切党

政关系。解放战争后期，县成立党政特别小组(或治安委员会)，其成员由县长、书记

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如牟定县党政特别小组成员由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县民政

科长、县军事科长、县教育局长、县党部组训干事等人组成。当地大事一般均由特别小

组议决，各有关部门执行。主要是联合进行所谓“防范奸党活动”。盐兴县1940年8月

向省执委会报告：。盐兴地狭人稀，位居僻隅，交通梗阻，民智晚开，尚无某党嫌疑份子

活动。”牟定县报告：“因匪势严重，职令亦参任城防，训练乡勇，帷幄防堵。”多数县“令

饬各区分部严密注意防范奸伪活动”，会同县府参议会办理具报“经总统蒋核准照办的策

动民众肃清共匪运动计划”。特别是在1947年以后，各县国民党组织通过地方政权肆意

屠杀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国民党县党部停止活动，等待人民

政府接管。镇南县党部书记段成华亲手摘下“中国国民党镇南县党部”的牌子，并向省临

时人民政府呈送投诚报告。报告中说：“国民党自先总理逝世以后，自命为承人者，非但

不能唯其遗志，反而揽籍党政权力，号召反动遗孽稳固个人权位，不顾人民死活，国家

满目疮痍，倒行逆施，掀起内战，尤以反动派系之间勾心斗角，更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

境地。”牟定县的报告也称“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年谷不登，民呈菜色，商贾游贸不

通，匪氛遍炽⋯⋯”。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组织腐败和社会状况。
?

第二节其他党团
～

● ．

1947年7月，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批准“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公开挂牌活

动”。

一、中国青年党 ，

1948年3月，镇南县政府粮政科长杨东藩在昆明加入青年党，并被委派为镇南县

党部筹备处主任，4月至6月底止，在机关、青年学生中共招收党员62名。7月镇南县

的民社党和青年党联合致函县政府：“查抗战胜利，全国民众均望息军行政，循法治事，

敝民、青两党，上自中央，下及地方党部，无时不协助政府，努力和平建国，在安定中

制宪，由制宪而行宪。具体言之，宪法之颁布实行，戡乱工作之顺利开展，无一事敝

民，青两党不参加协助，并随时以至诚之态度，参与地方风尚之改良。无时不以同情坦

白、公道相处相依。”1949年1月，在平桥乡建立区党部，1949年lO月县筹备处改为执

行委员会。同年12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青年党镇南县党部。12月9日云南省解放，停

止活动。 ，

．

二、中国民主社会党

1948年4月，中国民主社会党云南省党部委派苏兴祥、邹象贤、陈圣言、王光祖

分别为双柏、楚雄、牟定、镇南各县的民主社会党筹备主任。随后，双柏县曾征集党员

23人，楚雄县民社党部也正式成立。但都在1949年12月云南解放时解散。牟定县国

民党执行委员会一份报告中写到：“民社党县党部筹备处，其首长均系本党党员，民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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