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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烟台市委书记焉荣竹

《中共烟台市历史大事记》(第一、二卷)(以下简称

《大事记》)，经过全市党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现在正式

出版了。这是我市党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翔实的资料、精练的语

言，全面真实地记述了烟台市党组织从建党到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五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

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

期，带领全市人民群众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所走过的光辉

历程。《大事记》以党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为准绳，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既真实地收录了烟

台党组织在革命和建设中作出的重大决策及发生的重大

事件，又热情讴歌了烟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精神；既展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烟台党组织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教训。《大事记》

，主线清晰，详略得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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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学习了解烟台党组织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一部比较

系统权威的简明读本，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烟台党

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烟台党组织的历史，是一部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史，

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艰难曲折的发

展壮大史。烟台是山东省建立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

一，是胶东地区党组织的发源地和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

早在1921年秋，中共“一大”之后，中共中央局就派人到

烟台开展党的活动。1923年烟台有了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4年有了第一个共产党的小组，1927年有了第一个农

村党支部，1928年建立了第一个党的县委，1930年烟台

市建立了第一届市委。到1933年中共胶东特委建立，烟

台市和胶东地区共产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烟台

市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胶

东特委领导举行了震惊中外、英勇悲壮的“一一·四”暴

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地区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天福

山、玉皇顶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

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第三军第三大队、第三军第九大

队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等抗日武装，先后开辟和建

立了蓬黄掖、大泽山、昆嵛山、牙山、艾崮山等抗日根据

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闻名胶东的雷

神庙战斗、莱阳花园头阻击战、海阳地雷战、马石山反扫

荡突围战等，就是烟台军民不畏强敌、前赴后继、浴血奋

战的生动写照。在解放战争时期，烟台市党组织在中共胶

东区委的领导下，在粉碎美军妄图在烟台登储的阴谋之



后，组织全市人民全力以赴支援胶东保卫战和山东及华

东地区的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全市有20余万名青

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77万余名支前民工跟随解

放军，从胶东打到江南；有3万余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烟台市党组织以新的姿态带领全

市人民积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和巩固

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反革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占

台湾，支援“抗美援朝”，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尽管我们在发展中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也

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建国后烟台市的政治、经

济、文教、科技事业和综合实力，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

增强，为党的斗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和社

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回顾烟台党组织的发展历史，我们更加坚信：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上级的指示

精神与烟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不

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基本纲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才能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有成效地推进改

革和建设事业；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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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资政育人。党的十六

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的迫切任务。《大事记》的出版和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

彻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辅助教材，也为推进

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

部好书。各级要运用好这部生动的党史教材，用党的伟大

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

示人。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紧密地团结在以嘲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努力夺取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2003年10月



编撰说明

一、‘中共烟台历史大事记》第一卷主要记述现烟台

市所辖区域，从1919年5月至1949年10月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阶段，各县市区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在中共胶

东特委、中共胶东区委及各海区地委领导下进行革命斗

争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要战事、行政区划重大变化

和著名人物的活动。

二、本书采用编年体为主的编写体例，按照事件发生

的时间顺序，逐条记述。对一些时间跨度不长、演变过程

较为简单的事件，则采用纪事本末的方法，以一条记之，

以保持整个事件的完整。每件大事均在开头写明事件发

生的时间，并配有小标题。事件发生时问不详者，分别以

月、旬、季、年记之。

三、本书在记述有关党、政、军、群的组织机构变动和

领导人任职更迭时，原则上早期记至基层组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记至县级。中共胶东特委、中共胶东区

委、胶东军区、胶东行署及地委、专署、军分区一级领导人

作适当记述。

四、本书中所涉及的机构、组织、会议称谓及部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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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烟台市原称烟台地区，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烟台地区建制，设立地级烟台市，原县级烟台市改称烟

台市芝罘区，境内所辖各县，先后改称区或市。现烟台市

辖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莱山区、蓬莱市、龙口市(原黄

县)、莱州市(原掖县)、招远市、莱阳市、海阳市、栖霞市和

长岛县。

烟台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活动较早的地区之

一。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共中央局即派人

到烟台开展活动，播撒革命火种。1923年烟台市有了第一

位共产党员，1924年烟台市有了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到

1933年中共胶东区特别委员会建立，胶东共产党组织有

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从此之后，烟台市就成了胶东地区共

产党组织最高领导机关活动的中心、胶东地方党组织的

发源地和胶东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烟台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

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和带领全市人民

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英勇斗

争。

在中共创建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烟台市党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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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活动，主要起源于烟台(现芝罘区)、莱阳、海阳和掖

县(现莱州市)。由这3地燃起的革命火种，逐步延伸到荣

成、威海、牟平、福山、蓬莱、龙口、栖霞、招远等地。在烟

台，1921年秋，中共中央局派邓中夏、王荷波到烟台开展

工作，介绍烟台海军学校学生郭寿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3年，郭寿生在南京实习期间，经王荷波和恽

代英介绍，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

秋，郭寿生回到烟台后，开始建立团的组织、发展中共党

员，于1924年在烟台海军学校建立了烟台市第一个共产

党的小组。在莱阳、海阳一带。1925年11月，宋海艇受党

组织的派遣，由济南回到莱阳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万

弟镇水口村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中共党员。1927年

12月，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李伯颜和在济南的共产党

员孙耀臣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莱阳开展工作，于12月26

日建立了烟台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莱阳县前保

驾山村(现属莱西市)支部。1928年3月，李伯颜又主持建

立了烟台市第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中共莱阳县委。

1929年，莱阳县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孙洪章、梁岐山等到栖

霞县开展工作。在掖县，1930年秋，王鼎臣根据中共山东

省委的指示，由济南回到掖县建立了中共掖县县委，郑耀

南任县委书记。1932年春，中共党员张静源由青岛到莱阳

县万弟、水口一带开展工作，于7月重建了中共莱阳县

委。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到1932年底，胶东地区已有14个

县建立了共产党的特支、县委和临时市委。斗争形势的发

展，需要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起来。1933年3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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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源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在牟平县刘伶庄(现属乳山
’

市)建立了中共胶东特委。

中共胶东特委的建立，结束了烟台市党组织多渠道

发展、多头领导的局面。在中共胶东特委统一领导下，烟

台市党组织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也遭受了多次重大

挫折。1933年10月，第一届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党内

分裂分子杀害。1934年2月建立的第二届胶东特委，由于

同年9月3名特委委员遭逮捕和特委书记常子健离开胶

东，遂宣告解体。但是，烟台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从未

停止工作和斗争。1935年1月，张连珠获释后回到胶东，

在文登重建了第三届胶东特委，并开始了发动胶东农民

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之后，胶东

特委于1935年11月29日，分两路在文登、荣成、牟平、海

阳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因暴动发生在

农历十一月四日，故又称“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境内发动的最后一

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由于敌人强大，暴动队伍缺乏战
“ 斗经验，特别是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最后失败了。暴动

中，胶东特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连珠、暴动副总指挥程

伦和曹云章等暴动骨干20余人惨遭杀害，一大批革命群

众遭到镇压。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斗争中使胶东党
’

组织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得到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丰富

了领导和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并
， 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 在胶东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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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琪(河南省太康县人)于1935年12月从上海辗转来到

胶东，并于1936年4月在文登县建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

委，着手恢复和整顿胶东党组织。不久，理琪撰写了《胶东

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的重要文件，总结了胶东党

组织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胶东党组织后来的健康发展

指明了方向。8月，理琪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从文登秘密

迁到烟台市区。后经中共烟台市工委书记吕志恒的介绍，

胶东临时特委与中共北方局接上关系。10月，根据中共北

方局指示，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

员会。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胶东临时工委驻烟机关遭

到破坏，理琪等3人被捕。胶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吕志恒遂

将工委迁往威海，于1937年2月组建了新一届中共胶东

临时工委。中共胶东特委从1933年成立到1937年7月抗

日战争爆发，虽几经挫折和失败，更迭了5位特委书记，

其中还有两位特委书记在斗争中牺牲。但是，胶东特委及

胶东广大共产党员，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山东省委的领

导下，发扬顽强拼搏、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使党的组织

走向成熟、党的战斗力更为强大，真正成了领导胶东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党组织的活动中心由文登、威

海转到了烟台市的蓬莱、黄县和掖县。这3县经济实力丰

厚，群众基础较好，腹地广阔有回旋的余地，便于开展山

地游击战争。在8年抗战中，中共胶东特委、中共胶东区

委员会、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和胶东军区领导机关，曾长

期活动在蓬莱、黄县、掖县、招远、莱阳、海阳、栖霞、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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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县，领导广大军民同侵华日军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胶东各地党组织响

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武装，

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同年12月上旬，原中共胶东临时工

委书记理琪在济南出狱后，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指派回到

文登重新成立中共胶东特委，并于12月24日领导了天福

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山

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1月15日，胶东特委

又成功的领导了威海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三军创建后，为了扩大人民军队的影响，鼓舞群众抗

战的信心，理琪于2月13日亲率“第三军"第一大队和特

务队百余人，奔袭牟平县城一举成功。当日下午，在城南

雷神庙，与从烟台乘车赶来的日军发生激战。雷神庙战

斗，从午后打到黄昏，“第三军”指战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

进攻，取得了毙伤日军5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战斗中，中

共胶东特委书记、“第三军”司令理琪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日的热情和必胜

的信心。

在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和雷神庙战斗的号召和带

动下，烟台市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抗日烽火迅速燃遍

全市。1938年1月30日，黄县抗日救亡团首先在黄格庄

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

大队"。2月1日，中共蓬莱县委在西宋家村发动抗日武装

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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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改称“第三军第二路”。2月底，中共莱阳县委在河崖村

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大队"。在烟台市影响

最大的是中共掖县县委于3月8日发动的掖县玉皇顶抗

日武装起义。玉皇顶起义部队一举攻克了掖县县城，组建

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三支队"成立后，得到了

全县的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3700余人，成了胶东起义

部队中人数最多的队伍。8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正式合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继黄县、蓬

莱、莱阳、掖县组建抗日武装之后，福山县组建了“山东游

击纵队胶东区福山县第五支队”、栖霞县组建了“山东游

击纵队栖霞县第六支队"、招远县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

队第三十二大队”。中共胶东特委还派人做统战工作，争

取了国民党栖霞县县长辛诚一领导的“山东抗日第五支

队”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样，烟台市

的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抗日武装，全市的抗日斗争出现了

新局面。1938年5月上旬，胶东特委及“第三军”总部由文

登县大水泊西进，经牟平、栖霞、蓬莱抵达黄县后，逐步统

一了各支抗日武装，实现了胶东特委对胶东抗日武装的

统一领导。同年9月18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决定，将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番为“八路军山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12月，“第五支队”又奉命改称“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旅6个团，

共7000余人。

． 中共胶东特委西进黄县后，以抗日武装为依托，首先

创建了蓬(莱)、黄(县)、掖(县)YC日根据地。193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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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特委以蓬黄掖根据地为基础建立了山东省第一个专

署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区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扩展为以大

泽山区为中心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根据地。后

来又开辟和建立了牙山根据地、昆嵛山根据地、艾崮山根

据地、狮子山根据地等。在根据地内，各级党组织加强了

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实施了

一系列镇压汉奸、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法令。特别是北

海银行和黄县圈杨家兵工厂的建立，对根据地的发展和

．巩固，具有重大意义。北海银行是掖县抗日民主政府于

1938年4月创办的，后来划归胶东特委领导，这是山东省

唯一的一家人民银行。北海银行的创建及北海币在根据

地内的流通，促进了胶东区经济的繁荣，保障了抗日军民

的供给，有力地支持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黄

县圈杨家兵工厂是由黄县“三军四路"兵工厂与“第三军”

总部修械所合并而成，是山东省建立最早的人民兵工厂。

以此为开端，到1941年胶东兵工厂就发展为5个厂，保证

了胶东抗日军火的供应。在抗日政权建设方面，1938年

12月中共胶东区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东海、北海、

西海、南海4个行政区，完善了县、乡、村基层抗日政权，

胶东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

1941年，侵华日军为了放手南进，配合其太平洋战

争，极力推行“以战养战”、“强化治安"的反动策略，对胶

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经济封锁和军事“扫荡’’。此时，继国

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盘踞在莱阳、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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