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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政党群团

第一章 民国时期政党社团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

一、指导委员会办事处

民国20年(1931)，中国国民党贵州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派陈光裕到铜仁筹建党务机构，

21年(1932)2月在铜仁设立第十一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辖铜仁、松桃、江口、省溪(今万山)4县

党务工作，办事处设铜仁城关学宫巷内(今地区财政局宿舍处)。陈光裕、喻培年、朱俊民等人

先后任特派员。24年(1935)撤销第十一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改设“国民党铜仁县指导委员会

办事处”。张祖国、余国钦先后任指导员。

二、县党部

民国26年(1937)，国民党铜仁县指导委员会办事处奉命改为“国民党铜仁县党部”(简称

县党部)，指导员余国钦改称书记长。县党部内设组训科、总务科、民众运动科等。31年

(1942)，县党部又分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为书记长，由省党部任

命，内设总务科、秘书科、宣传科、组训科，直辖区党部和直属区分部。监察委员会负责人为常

务监察，下有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和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均为县党部的主要头目。

曾宪文首任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朱开梅为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

三、直属区党部

民国28年(1939)，铜仁国立三中奉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令，成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直

隶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领导。先后由毛岗鸣、贾国恩、许学熙、刁鸿翔、蔡克栋任直属区党部书

记。黄新运、贾国恩、吴学增为执行委员；黄质夫为监察委员。35年(1946)，国立三中奉令停

办，由贵州省教育厅派曾纪烈接办，改为贵州省铜仁中学，原国立三中的国民党直属区党部随

之撤销，省立铜仁中学的国民党组织改隶铜仁县党部。

四、县党团统一委员会

民国36年(1947)12月11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会2757号训令，要求各市、县在

年底实行党团合并。当年底，铜仁县党部、铜仁县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部组成党团统

一委员会，杨干民任主任委员，负责处理有关合并事宜。原铜仁县党部书记长朱开梅为书记

长，铜仁县三青团分团部干事长黄升平为副书记长，曾华农为常务监察。三青团员全部转为国

民党员，团干部转入国民党同级机构任副职。37年(1948)3月，铜仁县党部、铜仁县三青团分

部合并完毕。同年4月召开合并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成立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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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农、妇女、青年运动等5个委员会。同时设立了由李汤丞等15人组成的计划委员会。

五、基层组织

民国25年(1936)，设直属第一区分部，35年(1946)有区党部10个，区分部39个，直属小

组6个，示范小组1个。38年(1949)10月，县党部设工业界、商业界、税务界、文教界、中学、法

庭、社会团体、党团直属、县府机关等9个区党部，马岩、茶店、大兴、川硐、营桐、长坪、石竹、黑

岩、沙坝、豫章小学、端模小学、达德小学、标准小学、民教等45个区分部，93个党小组。

区党部、区分部(包括直属区分部)除书记外，设有组训、宣传、执行、监察和候补委员。民

国34年(1945)5月，铜仁县有监察区分部9个，监察员11人。监察工作以规勉党员、检举贪污

失职人员为其工作重心。

表14一l

国民党铜仁县党部历任负责人简表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性别 籍贯 任职时间 备注

陈光裕
第十一区党务特

男

喻培年 特派员 男 1931-1935链

朱俊民
派员办事处

男

1937年改为国民
张祖国 铜仁县党务指导

指导员
男

贵州遵义 1935～1937年 党贵州省铜仁县
余国钦 委员会办事处 男

党部

余国钦 铜仁县党部 书记长 男 贵州赤水 1937～1939年

到职不久，调湖
胡绩溪 铜仁县党部 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39年春～1939年夏

北宜昌受训

刘启文 铜仁县党部 代理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39年夏～1939年秋

曾宪文 铜仁县党部 代理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39年秋～1939年冬

朱开梅 铜仁县党部 代理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39年冬～1940年秋

黄新运 铜仁县党都 书记长 男 湖南常德 1940年秋-1942年

曾宪文 铜仁县党部 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42-1945钜

朱开梅 铜仁县党部 书记长 男 贵州铜仁 1945-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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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党务活动

一、党员发展、登记、训练

党员发展、登记 自设立“国民党铜仁县指导委员会办事处”后，上级党组织到铜仁进行党

务视察，加强铜仁的党务领导，培训党务基层干部，经申请吸收了曾宪文、余望炳、朱开梅、刘启

文、曾华农、黄升平等加入国民党。民国25年(1936)，共有党员86人，且集中于城区，多为教

师及公务员。28年(1939)后，党员发展逐步由县城转向农村，由教师及公务员转向各行各业。

34年(1945)，党员人数增至1227人，35年(1946)上升为1635人，38年(1949)10月止共有党

员2411名(含合并后的三青团员889名)。分布在机关、学校、企业、城镇和农村。

党员训练民国24年(1935)，余国钦参加省党务训练，并被吸收参加特工组织。同年

冬，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兼肃反专员陈惕庐到铜仁视察，举办训练班，就地培训党务基层

骨干，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党员曾宪文被吸收加入特工组织。30年(1941)，贵州省党部派

执行委员刘孔亮到铜仁等县督导党务。35年(1946)3月，县党部对全县党员进行总考核，在

清查造册时，排列优秀党员172名，恶劣党员53名。所谓优秀党员皆县党部的骨干分子，恶

劣党员即在竞选活动中持对立态度的党员。同时组织“巡回党务办事处”分赴全县12个乡

(镇)进行督导，并调集城乡区党部、区分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举行宪政、时事、周末、学术等

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参会人数800余人。对党员的训练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对新党员的训

练，采取在颁发党证前，召集新党员施以一周短期基本训练，使新党员提高对党的认识和增

强工作效能。年内，先后举行两次新党员短期训练，参加训练的新党员共64人。二是开展

小组训练竞赛，由各党小组推选代表开展讲演、笔述等形式竞赛。对成绩优秀者，予以精神

和物质奖励。

二、文化宣传工作

县党部成立后，下设宣传科或不设科配宣传干事，各区党部、区分部设宣传委员，负责宣传

工作，并成立“党务研究会”，创办《救国之声》周刊。民国25年(1936)，国民党为控制舆论，在

党内创办各类刊物。抗战爆发初期，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利用群众集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工作。27年(1938)，县党部成立“抗敌后援会”，以学生为主体，组织“讲演队”、“歌咏队”、“戏

剧队”、“话报剧队”到城镇、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同时成立“大路学艺研究社”，创办《大路》周

刊。28年(1939)，县党部成立宣传委员会，由书记长任主任，负责全县宣传工作的领导和宣传

机构的建立，举办民众讲座会，在各学校分别成立宣传队。举办讲座会2次，建立宣传区队10

个，模范队4个，共有宣传员968人。同年，随着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变化，县党部将青年学生的

抗日救亡活动视为“异党活动”，由一致对外转向“防共”、“限共”、“反共”，甚至镇压、屠杀爱国

青年学生。29年(1940)，县党部主办《铜仁》周刊，31年(1942)改为《铜仁日报》。32年

(1943)，《铜仁日报》以宣传三民主义和制造反共舆论成绩显著，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表扬和嘉

奖，并补助经费，将《铜仁日报》易名为《实验简报》。为扩大发行，33年(1944)6月，扩大版面，

增辟“血花”副刊，改石印为铅印，日印4000份发行，销往黔东各县及湖南凤凰、晃县等地。36

年(1947)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停发补助经费，《实验简报》被迫停刊。37年(1948)初，县党部

常务监察委员曾华农以兼任县商会理事之便，召集县城大小商号负责人组成董事会，曾华农自

任董事长，筹集资金，将《实验简报》易名《黔报》继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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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员代表大会

民国32年(1943)，县党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曾宪文、杨跃

文、曾华农、肖揆云、余嘉桢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2人；选举朱开梅、陈素珍(女)、黎明

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人。曾宪文被省党部任命为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朱开梅被推选

为常务监察委员。

民国35年(1946)，县党部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改选了执行委员会

和监察委员会，选举朱开梅、杨仁盛、王殿元、肖揆云、余嘉桢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2

人；选举曾华农、陈素珍(女)、黎明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人。朱开梅被省党部任命为

书记长，曾华农被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

民国37年(1948)，党团合并后，重新组成党的执、监委员会。执行委员有：朱开梅、黄升

平、肖揆云、余嘉桢、李汤丞、曾南乔、谢士模、向应候、黎明、刘启文、孙一琴等11人，朱开梅任

书记长，黄升平任副书记长；监察委员有曾华农、陈素珍、徐嗣桥、熊纪南、黄季平、杨跃文等6

人，曾华农为常务监察委员。

四、“处理异党”

民国24年(1935)4月，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机构改组，组成“贵州中统特务室”，把党务机构

和特务机构合二而一，实行“党特合一”。25年(1936)，肃反专员陈惕庐派中统特务骨干张祖

国、余国钦到铜仁接办党务，张祖国任国民党铜仁县党务指导员兼铜仁中统调查室的负责人．

余国钦任办事处秘书。他们以党务工作者的公开身份，先后培养吸收曾宪文、朱开梅、余望炳、

曾华农、刘启文、曾华尧、孙家铭、万启忠等参加国民党，并吸收加入特工组织。县党部成立后，

设特务机构，对“异党组织”进行破坏，对“异党”人员及进步人士加以迫害。历届县党部书记长

都兼“中统调查室”主任。铜仁以特务骨干曾华农、朱开梅、余望炳组成特务核心组织“高于

会”，又以曾华尧、余望炳、孙家铭、万启忠等组成“社会密查网”。29年(1940)下半年，国民政

府教育部派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李超英到铜仁接任国立三中校长职务后，即致函铜仁邮局，函

云：“⋯⋯望贵局将本校学生所发信函，逐日封包之前，肠本校派员检验，以期杜微防渐⋯⋯”29

年(1940)12月，国立三中校长李超英勾结县党部书记长黄新运和驻军28师刘伯龙部逮捕进

步学生蒋澄斋、庄世泽等8人。30年(1941)1月6日，蒋澄斋、庄世泽被驻军28师秘密杀害。

31年(1942)3月21日，李超英函请当地驻军抓捕了进步学生刘子咏、郭锡祉等8人。38年

(1949)3月24日，中共地下党员马元熊在大兴召开秘密会议，在返回川硐李钰如家时，被叛徒

出卖，遭保三团抓捕，关押在川硐区公所。县党部骨干分子兼特务分子余望炳对其采用“猴子

搬桩”、“悬半边猪”、“燃香烧背”等各种酷刑进行审讯，毫无所获。在押送铜仁、途经九股坡时，

马元熊惨遭杀害。随后，又在铜仁县城先后逮捕了段友萍、谢士彦、陈建华、陈超然、陈万隆、张

盛文等，后押送贵阳，段友萍、谢士彦被杀害。

五、竞选

民国32年至36年(1943～1947)，国民党与三青团为争夺“国大代表”、“乡民代表”、“乡

(镇)长”、“县参议员”、“参议长”、“立法委员”等席位，积极参与竞选活动。县党部为争取正

式选举时的主动权，抢先向省党部上报候选人资格审核名单，取得批复后，立即宣布成立由

曾宪文、孙一琴、邓恕高、杨汉秋、杨云江、裴镜帆、王明庵、杨跃文、万世楷、杨润文、曾华农、

丁学雍、肖揆云组成的清一色“新派”势力的县临时参议会，推选曾宪文为参议长、孙一琴为

副参议长。三青团分团部支持的老国民党员以李汤丞为首的“老派”也不甘落后，组建地方

自治促进会，在临选举前夕开展针锋相对的竞选斗争，双方利用各种关系和矛盾展开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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