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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
‘7

．一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

． 助手和后备军，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t一
“

． ‘重要社会支柱之一。共青团四川省委的主要职责是在充分发．，

， 挥共青团政治功能的前提下，完善和拓展共青团的社会功能，，：

， 积极承担省政府委托的青少年事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

济体制相适应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运行机制．、发挥党的助手
’

。、和后备军作用，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及国家 一

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作用。 』
7

。

1922年春夏，四川成都，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马克思

．读书会骨干成员组织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后’，

四川各地相继成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或团支部．

1927年夏，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在重庆成
’

立．：是年秋，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分别在成

都、泸州设置共产主义青年团川西特委、1+川南特委。1929年

lO月。共青团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1933年7月，共青团川

陕省委成立．1933年10月，四川军阀破坏了共青团四川省委

‘机关；四川团组织活动停止j基层团组织活动转入地下．四

川团员青年在面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各地各级团组织的组

织下，积极宣传马克思兰义、’宣传革命思想i投身到反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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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决定改组共青团，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j j

r：。 救国组织：四问各地青年参加到m)iI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开 _j。

．■；’，展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四川青年在中共南方局的、

：i+才旨导下以。据点一为依托，同只要内战，不要和平的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了国统区反对国民党反‘

。．， 动派的第二战场中的主要力量之-。7 √ ． 。。二．．，：

’

．一新中国成立后，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区团员青年 一?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局和各区党委的领导下，先后一’

’．4 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工作 ：!

． 委员会，率领城市青年和学生知识分子参加城市接管工作，农‘

一 村青年勇敢地投入了清匪、反霸、。征粮和土地改革运动．成

’，j千上万的青年涌跃报考军干校，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 一。

r．， 在。三反”、一。五反”的斗争中，团员青年秀敢地站在斗争前⋯

．。，列，同阶缉ItJ,．，不法商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j 。

．．． 。．‘、1952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川东、川西i川南_川～

，。j 北工委合并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省工作委员．

． 会i 1954年西南大行政区撤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 一．，

．一，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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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归属团四川省委领导．1955年10月，西康省建制撤销，

f’ 团西康省委归属团四川省委领导。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 ．

}。。 团四川省委组织团员青年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思想 ．

， 上对团员青年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
。‘

‘

’。义教育、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开展了学习毛主席

．j 著作活动、学雷锋活动、．扫盲活动、*文娱体育活动和工农业，，j

． √-战线的生产突击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团员青年的思想觉悟得。 ．

。’。到了提高，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 ”～， 。 ，

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共青团工榷处于瘫 ．

，痪状态． 一．． 。。 一。7． ：．

． ：1973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的工作开始恢复，四川团员青
7‘

年参加了批林批孔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一，
一

。．1．。⋯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青团四川省

． ．委的工作进入了、·个新的时期。各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进行

． ． ．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

：

学-'3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各级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投身改一

’。，．革建设，在青年工人中开展了“五小I。QC”活动，，岗位练兵、

气 ．： 岗位成才活动、。双争Z大赛活动；在农村青年中开展了“绿：

‘ 。．? 化沱江”植树造林活动，推广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培养

。， 。曼火带头人”活动；在大中专学校开展了大中专学生暑期社 、，

， 套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团员青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 ’会主墨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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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i l．一五四”运动和初期建团活动。，o二：’Ⅵ．：一。， 、一．
⋯． ， ；．

‘ ’+
，

．．、’， j．

峨 ．

一

』

‘ ，

， 11919年5月4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五四”爱国

。反帝学生运动。消息一传到四川，就得到了四川各界，特别．

是青年学生的积极声援。他们通电捐款、+集会、。游行、．成立

’后援会，声援北京学生的义举．。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的

。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伟大革命运动：四川“新+

+ 文化运动”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封建文化j封建政权，封．。
、

建道德的斗争上：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步团体纷纷成

．立．四川最早诞生的革命组织是1919年6月15日在《川、‘

·。}掖》会盎赢盂晶少牵中国学会晟森务会葙．1 9．19年_7月成立的’：：’
“

，‘一，，f ‘．、 -rt?；，、：
。，|

。

，

●

々

*∥

。四川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各进步团体的负责人术仅自己宣，．

传革命理论：而且邀请省外进步学者讲学．。二‘⋯，一 o’， ：

?‘1919年夏，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任学监的王右木邀集亲友。。
。， 、 ．

．

～ ．·、J!，’’嶂

一 高乡成立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初，‘主右木再诙知建了有关。。 ．。。

。
。。．

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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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院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少数工人参加的

马克思读书会。，1922午2月，王右木在成都创办四川第一张

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人声报'． ．。。i 0‘“：

‘

‘：1922年春夏之际，．马克思读书会骨干成员童庸生．钟善‘

铺、郭祖茜力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机关刊物

．I先驱>杂志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组织

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j．’。 o、。’．

。 ． 1922年夏，王右木到上海与党团中央联系：时值党的第 ”：

， ，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他曾与施存统，阮达时、张太雷、

俞秀松、·陈独秀等先后会晤．1返Jlf后，，王右木即赴重庆宣传，

，“马克思主义．。同时将南充的建团工作委托给何强辉。--、：、 ．

。

⋯·‘1922年10月初，王右木从重庆回到成都．10月15日，

．’王右木在家中召开新团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右木、童鲁 ，

(童庸生)，郭祖劫、傅双无、张治国、吕式宪‘：刘度i杨诵、 ，

。

钟善辅：杨辅国、信沫臣、熊廷杰：邓平澜等13人．与会者 7

．‘， 。正式投票选举了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S，Y)委员和候 ．：

／7
。 补委员，并由当选的执委推选书记和各部负责人．按团章规

、：、～．‘定，王右木岁数偏大无被选举权和选举权，即以童鲁：、郭祖
’

‘一．：’ ·-劫、．傅双无，唱式宪：张治国为执行委员；刘度：．杨诵i钟

。善铺为候补委员；书记部主任童鲁，经济部主任郭祖劫、张．
’’

治国。宣传部主任傅双无，昌式宪．r： ．：一一，‘-
．一

)

。成都地方鄙执委成立后不久，组织内部出现分化，除学． j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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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团员因毕业离去外；。还有一些团员不参加组织生活，自行‘j。 +，t

．。．． 脱离团组织0 1923年11月，王右木出面召集举行第二届成都．‘ l

=- ，- 团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参加会议的团员25人。这时， 一 0

． 二。+团员成分已改变了过去由单一学生青年组成的状况，．吸收了： --一．、

：：一工人、编辑，妇女等入团。在这次会议上，王右木等5人当 t1：

≥，． ；选为执行委员．，王右木推荐比自己年轻的蒋雪屯1c任书记．新r j二

． ：．。当选的负责人对团组织工作不关心；’使团组织没有活力，直 ’⋯．

．一‘j∥‘+接影响到一些重要活动的开展．‘o i：、、，i一。之√o；}，一，。? ，；

、

’，：‘+?1923年6月，成都团地方执委进行第三届选举．，王右木 。’’，

： ，。～、当选为书记：这时有团员27．人．随着全国革命运动的大发展， ，

．． 到1924年初，成都团组织发展到n个支部；商工校支部、外0 ．

、 语校支部、法专校支部，外南高蚕校支部，外东农专校支部、’’：

。 7监狱校支部、高师附中支部、西南工学支部、工界支部、高， 。?

。‘。 ’师支部j志诚校支部。X^：章。?’：：‘◆∥j一÷ ，j蔓、二，j 一一、
jj ”、’：÷o 1923年夏，⋯王右木先去上海．后到广东，接受了党中央 ’．

，。一。在川建党的指示i返川不久，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优秀分子?一‘。j
+

建立起党的组织，：由他任书记。是年冬，，中共中央指示王右i

‘，

．木辞去团组织书记职务，’’王右木考虑到成都的团员是以学生．，一一1

一一? 为主，：马上辞去团的书记可能影响组织建设，殃定推迟到。。．，，1
一⋯ 。4924年r3月召集第四届成都团地方执委改选后．成都厨地方，÷ 一 1
'

1．：执委第四届大会，选举张霁帆任书记。．王右术对团的工作作．‘’，．1
n +了交代，并建议团组织在大发展中要加强对厨负的考察和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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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各地囱组织的建立
7

一 ‘一’’ ·’

-
’。’ ，

．·’：

’

’t ．’
‘”’

‘1 7，
‘

一1922年9月19日，‘国民公报>发表‘重庆将有青年团
·

．成立>的消息．10月5日，：‘国民公报'再次透露，●重庆青年 ，．．。’

f

，‘团的进行一．10月9日，‘国民公报)发表‘重庆青年团成立+：
’

。’

宣言'，宣言明确提出田的指导思想是t。我们信仰唯一的主。

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 ．．，

， ．一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的国家．?lo月lo日重庆团地方执行
’

‘ 委员会宣告成立，推选周钦岳为团的书记部干事，董玉琪候
‘

补；李光斗为经济部干事，唐伯丈昆候补I李守白为宣传部干

’。事，李纬候补，再由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当选人互选，选

出周钦岳为重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书记．10月10日开成立，。

。 大会这天，重庆地方团和重庆总工会组织了约3000名学生、’ 、

， 工人庆祝国庆，沿街散发了重庆地方团组织的宣言、章程和

． 纲领，以及致工人同胞的传单。。一。
。

．

1922年春，廖划平从苏联回国．在内江县立中学任学监 ，

一- 兼历史课教员。并开始在学生中宣传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胜

。、＼、 利的情况，秘密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3年，2月，内江 ．

’

、＼团员已发展到近20人．2月16日，内江地方团正式成立，选
+

举钟泊勋为书记，廖硕和负责经济，张匡运负责宣传，通过

一 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章程’，讨论和确定了内
’

， 江地方团组织对外活动的任务。内江地方团建立之后，租团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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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联系并直接接受领导．4月24日，书记钟伯勋向团中央，。 ：⋯t。

· 报告了‘内江地方团成主。情形：}，并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j— ij

．：． 内江地方团章程>．1924年6月至1925年，内江地方团组织 ．． 0

、由黎灌英负责，。他向团中央报告了‘内江劳动界和青年的生

’。薯、活状况及内江团的土作计划>、以及‘内江团的近况)、．‘内江．。”．。。。

t．簪，’团的活动情况)‘等，‘并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在内江地区开展团 j．．

’～：的涪动j“?‘一“：‘≯ ‘，7．≥·：《：t ：，。·”r≈??j■、^。：：i‘|．。‘． 。

．’．’。’’|在南充，王右木在1922年10月11日‘致团中央负责人 ，

一． 的信】；中谈到南充的建团条件已成熟，但没有说明建团的具～一．
～。

体时间．根据有关史料，南充团组织的建立时间大致在1922

。． j：年底或1923年初。■一．o⋯。■。j 7^j。‘ '．’+‘
。．‘|，

。

，j

．1，‘’4在宜宾，团组织于1923年建立起来，它是由成都地方团

、‘ 组织发展的。由成都地方团组织团员郑佑之培养，经郑佑之
。

：，|，、和何秘辉用通信的方式介绍入团的有李坤泰(后改名赵二．‘ 。：，

曼)、李绍唐等，随后又发展了二些团员．是年建立起宜宾县一

-．、 白杨嘴小组，李坤泰任组长．这是四川第一个农村女青年团

殖织。一·-：?。i·。?一，’，_：>’：_叫。一k．。∥!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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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和国民党在四川的组织建立了联系．1924年1月j中．

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1924 _

年至·1925，年春，四川军阀混战，国民党工作陷于停顿，统一

，， 战线工作亦随之中断。王右木等团组织的领导人相继离开成

r +．。都，．成都地方团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i。’I．：7一 ，～-

：，
7

7·泸州的团组织在1924年上半年建立了地方执行委员会。、
“

· 因恽代英和他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已离开泸州．留在泸州的 。．

，

，．

潘学海、曾润百等尚不能完全挑起使团的工作正常、有效开
。

’

展这剐重担。◆：一．一。⋯j；j。-．。≯；、、 |t
，

。1924年下半年，四川的政治形势把当时交通便利，工人、’

学生集中的重庆推到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前线。此时，重庆地
’

，。 方团组织共有团员40余人，内有工农分子5人，然。因文化 。．f

．，。 二落后及缺主持，团体极其幼稚”，重庆地方团组织尽管在学生 ：

和工人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未能取得像成都团组织那样的成

：果。 ?‘：一．o。 ．’j一：，．‘． ：j ．一| ．1

1。、一 1924年8月，重庆团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童庸

生到涪陵省立四中任教，·在该校组织进步青年成立。社会问．

＼，题研究会”。他还约集涪陵女师、县中的国民师范班、明德中 ’

．＼学、明德女校的教职员和学生30余人，成立“涪陵新人社”， ，J

’

传播暑克思主义．10月，童庸生、彭佛远吸收鞠雪芹、余骧、

． ·石游等犬心团，并建立团组织，由彭佛远任书记；隶属重庆 ．

，|．“。团地委领导o"刈924年冬j。童庸生离开涪陵返回重庆。 一 ◆

．!，：。|0 o0，-；。≯．，7《_2一-一．⋯?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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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夏之际，重庆：成都、泸州地方团的组织缺乏。， ’

一领导。组织涣散、战4力不强．‘他们未请示团中央、擅
．。7 专

同四川国民党缔结l‘条约”．1924年9月1日，团中央局召 。．．i i|

会议，决定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并给予调阅文件、教， ．?：

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萧楚女入川后把整团工作放在重 j：

‘：7庚。1924年9．月21日，萧楚女和重庆团地委联合‘新蜀报>、．+ ，’’”：一|

；：+：‘商务日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川东师范”、。重庆非基． -． ‘，1
- 、督教大同盟一、．一青年互助社”‘|⋯青年读书会”、_江津青年互，!一．’．

。助社一等13个进步团体筹建。四川反帝国主义大同盟0发。 ‘：、’{

‘，表《四川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宣言'，呼吁。联合国内全体青年、
7 一切团体，。组成一个联合战缎，“推翻帝国主义所得以凭借

的·切不平等条约●，粉碎他们的。武力侵略．经济侵略、文。 ’． ．1

j ‘化侵略”。10月i重庆地委发起组织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 ．?7

’，。社”．“四川平民社膏是一个遍及全川的革命群众组织．，以学
’

“

习研究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及参加·切改造社会的运动为主‘ ·1

‘一要任务，总社设在重庆，另在綦江、南川、内江、江津、成’·

‘，都、泸州、宜宾、南充等县市设分社．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
。

⋯多数是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和店员，“四川平，，7／．。
、 民社砖刨办了三所平民学校，出版了‘爝光：}刊物，，因宣传／。 ‘，‘7

，革命思想，抨击时政，出版三期后被军阀王陵基查封．夕缸”≯ 一1
+ 同时，萧楚女吸收其中符合条件的先进青年入团’／舞着手对 ．．．。{

重庆团地委进行改组．萧楚女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

‘u’．。’·■0一-、≥彦。：7一Z，"0-：。，_，L．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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