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

想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 首

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

育，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遵照这

个精神， 为了使全县人民能够比较系统地、 全面地了解榆中

县的历史，我们搜集编写了这部《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部《大事记》以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为基本依据，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的态度，在广泛查阅文书档案、 报刊资料的基础上， 经过

认真筛选手H加工以后编写而成的。有些问题还访问了知情

者，进行了核对考证。因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榆中县自

1949年 8 月 16 日解放以来38年历史的进程与运行轨迹。但

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 恳请广大

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这部《大事记》重点围绕县委、县政府的活动而编写，

刘县属各部门、 各乡镇的工作，除较有代表性以外，因篇幅

所限|币涉及不多，切望各部门、乡镇同志谅解。



这部《大事记》是在《榆中县解放以来三十三年大 事

记>> ( 征求意见稿 ) 的基础上， 博采广大读者提出的修改意

见而修改、补充的。 期间， 榆中县档案馆、 县委 、 县政府办

公室等有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z 许多老同志给予了

热情帮助， 中共榆中县委副书记张宗奎同志亲自审核了有关

资料。 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这部 《 大事记》由王旭明执笔主编， 自凤梓、 王维义 、

陆立义参与资料搜集。

编者

1988. 8. 10. 

2 



目 录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1949年........…………………….........…………. ( 1 ) 

1950年………………………………………………( 6 ) 
1951年………………………………………......... ( 12) 

1952年…........…………………......…….......... ( 18) 

1953年……......…........... . .....…………......…. ( 22 ) 

1954年…………….....………........... . .........…. ( 25 ) 

1955年………………………………........………. ( 27 ) 

1956年……………........……………….........…. ( 29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 33 ) 

195~年………......…………………………………( 34 ) -

1959年………………………………………………( 39 ) 

1960年………………………………………………( 41 ) 
1961年………........……………………......……. ( 43 ) 

1962年………........………….........….........…. ( 46 ) 

1963年………........………………………………. ( 47 ) 

1964年………………………………………......... (51) 

1965年…………………......…........................ (54)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 59 ) 

1967年………………………………………………( 64 ) 



1968年.........….......…………………………….. ( 68) 

1969年…….....……………….......……………… (74 ) 

1970年........………......….......….....…………. ( 78 ) 

1971年........…… 6……….........……………... ... ( 81 ) 

1972年…… ......………….....，… ...............'.......…( 85 ) 

1973年…………………………........…..........…( 89 ) 

1974年…........……………........…….......……. ( 95 ) 

1975年…………………………………….......….. ( 99 )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刊 106 ) 

1977年........………………·………........………. (112 ) 

1978年……………………………………………·刊 118 ) 

1979年……………………………………………… (12υ

1980年... ... ... ... .•. ... ... .•. •.•. .. .•. ... •.. •.. ••. " '. .•. •.. (132 ) 

1981年…………………………………………..…(138 ) 
1982年........……………………………. ... ... ... ...(151 ) 

1983年………………………………………………(166 ) 

1984年……………………….....…………………'.073 ) 

1985年………………………………………………(179 ) 

1986年……......…......………………………川… (}88 ) 

1987年……………………………………………… (196 )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者的话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

想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 首

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

育，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遵照这

个精神， 为了使全县人民能够比较系统地、 全面地了解榆中

县的历史，我们搜集编写了这部《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部《大事记》以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为基本依据，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的态度，在广泛查阅文书档案、 报刊资料的基础上， 经过

认真筛选手H加工以后编写而成的。有些问题还访问了知情

者，进行了核对考证。因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榆中县自

1949年 8 月 16 日解放以来38年历史的进程与运行轨迹。但

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 恳请广大

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这部《大事记》重点围绕县委、县政府的活动而编写，

刘县属各部门、 各乡镇的工作，除较有代表性以外，因篇幅

所限|币涉及不多，切望各部门、乡镇同志谅解。



这部《大事记》是在《榆中县解放以来三十三年大 事

记>> ( 征求意见稿 ) 的基础上， 博采广大读者提出的修改意

见而修改、补充的。 期间， 榆中县档案馆、 县委 、 县政府办

公室等有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z 许多老同志给予了

热情帮助， 中共榆中县委副书记张宗奎同志亲自审核了有关

资料。 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这部 《 大事记》由王旭明执笔主编， 自凤梓、 王维义 、

陆立义参与资料搜集。

编者

1988. 8. 10. 

2 



目 录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1949年........…………………….........…………. ( 1 ) 

1950年………………………………………………( 6 ) 
1951年………………………………………......... ( 12) 

1952年…........…………………......…….......... ( 18) 

1953年……......…........... . .....…………......…. ( 22 ) 

1954年…………….....………........... . .........…. ( 25 ) 

1955年………………………………........………. ( 27 ) 

1956年……………........……………….........…. ( 29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 33 ) 

195~年………......…………………………………( 34 ) -

1959年………………………………………………( 39 ) 

1960年………………………………………………( 41 ) 
1961年………........……………………......……. ( 43 ) 

1962年………........………….........….........…. ( 46 ) 

1963年………........………………………………. ( 47 ) 

1964年………………………………………......... (51) 

1965年…………………......…........................ (54)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 59 ) 

1967年………………………………………………( 64 ) 



1968年.........….......…………………………….. ( 68) 

1969年…….....……………….......……………… (74 ) 

1970年........………......….......….....…………. ( 78 ) 

1971年........…… 6……….........……………... ... ( 81 ) 

1972年…… ......………….....，… ...............'.......…( 85 ) 

1973年…………………………........…..........…( 89 ) 

1974年…........……………........…….......……. ( 95 ) 

1975年…………………………………….......….. ( 99 )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刊 106 ) 

1977年........………………·………........………. (112 ) 

1978年……………………………………………·刊 118 ) 

1979年……………………………………………… (12υ

1980年... ... ... ... .•. ... ... .•. •.•. .. .•. ... •.. •.. ••. " '. .•. •.. (132 ) 

1981年…………………………………………..…(138 ) 
1982年........……………………………. ... ... ... ...(151 ) 

1983年………………………………………………(166 ) 

1984年……………………….....…………………'.073 ) 

1985年………………………………………………(179 ) 

1986年……......…......………………………川… (}88 ) 

1987年……………………………………………… (196 ) 

2 



一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1949 -1956 ) 

1 9 4 9 年

8 月 1 6 日 榆中县与临桃 、 渭源 、 西和县同日解

放。

伺日 李安、 司传书.梁立杰、 冯兆芳、 郭松林、 李平

安、 赵子良‘王述武、 戴志奎、 刘毋贤 . 李4皮.洪勇 、 明星

才.曹振华、 景玉明 、 王得亮、 裴元甲 、 赵彩芳 (女 ) 、 姜

成云、 郑和云 、 梁庭香(女) 、 张寒轩，李放通‘扬安仁‘

芦世禄、 朱少武楠姜桂萍 、 段和清、 郭志良等30名老解放区

干部， 随军来揄中工作。

9 月 58 甘肃省会宁专员公署发布命令榆中县县

长司国权另布任用， 由陆长林代理" 。

^-. 新生的人民政权机关一一榆中 县人民政府 ， 正式

接受了国民党在榆中县的反动政权及其财产。 根据有关政

策法令 ， 全部接管了县参议会、 银行办事处、 邮电局、 在

业推广所. 县苗圃、 卫生院F 大部分接管了国民党榆中县政

府所属的财政、 建设、 教膏三料，以及地方法院‘田粮处‘

民教馆、 合作金库筹备处、 员工社、 县联合社、 青年合作

社. 鑫谷乡公所s 部份接管了税捐稽征处、 查征所 、 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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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各乡镇公所、县政府民政科、自卫队、积谷管委会z 没

有接管的有无线电台、警察队、防空响、县党部、县政府军

事科承审处。

共接收粮食33 ， 046市石(包括贷欠数) ; 银行贷出及库

存银元券2 ， 312元( 其中库存现金15 ， 649元 ) ; 税务局未收

回的税款2 ， 300元。牲畜17头，电话机 5 部，收音机 1 部 ，

电池 6 节，衣服829件，被褥37床，毡 7 条，毯子 2 条， 办公

桌、 橙 、柜及厨房餐具等2 ， 050件，各类卷宗1l， 713宗 。

共接收各种枪支53支，子弹466发，军用皮大衣106件，

棉衣1 ， 177件，军毯 3 条。

录用旧政权人员28人。

9 月 12 日 为了尽快地建立新政权， 开展征机、 剿匪工

作，县委举办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白愿报名参加47人。 通

过听报告、 学文件、 谈认识 、 写心得等方法， 学习了我觉'在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各项政策以及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 ，了解

了解放战争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出路，还学习了征粮、肃清匪

特等工作。训练班历时十二天，结束后，分配到各区工作。

在老区同志的带领下，积极投入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支前 、剿匪、 反霸、减租等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斗争。

A 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兰州，榆中县人民迅速掀起轰
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动员民工一千多人， 组成担架队， 运转

伤员。为了迅速地把部队急需的粮株运上去， 全县动员了大

车 295辆，驮骤、1 ， 100头，民工1 ， 50 0人昼夜不停运送粮食100

多万斤。栖云区动员大车 27辆，驮骤170头。甘草区一次就

动员驮骤150头。

10月初 为丁坚决镇压反动分子趁隙捣乱， 全县各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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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动组织起民兵。相云区( 1 区)仅双店子、 三角城两个

村，自愿报名参加民兵组织的就有30多人。金崖、 哈呗两个

区各组织民兵10余人， 夜间轮流放哨， 缉查坏人。

A 全县 8 万农民积极慎重地选举农民代表， 准备参加

榆中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商讨全县农民的大

事。

6 日 县委、 县政府在东教场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 甘、

宁、青三省解放。

10 日 县委组织部对全县地下党员进行了登记。登记的

党员有z 青城区 9 名 ， 栖云区 1 3名 ， 新营区58名 ， 金崖区4 .1

名 ， 清源区61名，共计185 名。

11 月 9 日 栖云区公所在周家庄、 陈家庄、 丁家庄、独

树子、梁家庄湾 5 个自然村开展征粮试点工作。 经过广泛宣

传革命形势，合理负担政策以及征粮条例，揭穿了特务分子

造谣，消除了群众"怕变天" 、 "怕负担过重"等顾虑。 充

分发扬民主， 教育群众自报公议 ， 顺利完成了征粮任

务。

18 日 鑫谷乡农会成立。

22 日 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的担架队75人 ， 驮骤80匹出

发。

24 日 -26 日 县政府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

席各界代表92人。主要讨论了接管、支前 、剿匪和征粮工作。

A 县人民政府一面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在

农村的保、甲组织，一面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层 政权组

织。 全县共设立67个乡政府， 312个行政村 ， 628 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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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A 县人 民 政 府对国民党、 三青团组织进行了清理登

记。 全县共登记国民党员ß23人， 三青团员781人 3共计i ，例4

人咱 '同时， 对150余名自卫队员进衍了整编 教 育。经过教

育， 吸收了陀人， 成立了县大队， 其余7.0多人遣散回家。收

缴自 卫队长短枪130余支。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50余人的公安

法警队。逮捕了 5 名特务分子。

12月 5 日 金崖区人民 1 ， 0 0，0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 政

送第二批远征西南的担架队。

G 日 -7 日 鑫谷 、 新营两区结合征粮工作摧毁了国 民

党的保甲制度， 建立了人民政权。 这两天， 两个区的 10多个

村庄的 1 ， 500多农民， 聚会小康营龙王庙，斗争了国民党 小

康营乡乡长、大恶霸金少白， 有50多位受害者控诉了金少白

的罪行。 大会结束后， 民兵将金少白押送县城， 交公安局拘

押， 等候依法处理@

12 '日 -17日 县委召开区书区长联席会议， 传达了定

西地委召开的县书联席会议精神， 讨论安排了今后工作。 会

议决定 z 从现在开始，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群众 、 组织群

众、 领导群众从事剿匪反霸， 反对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

结合这一中心， 坚决贯彻合理负担政策， 着手改造旧政权，

建立地方武装，同时发展冬季生产， 为来年春耕打下有利基

础。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 会议要求全体于部抛弃一切享乐思

想， 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

12 日 为 了贯彻合理负担政策， 县委从 11月 初先后在小

康营 、 黄石坪、 三墩营等十二个基点村试办证粮工作， 在此

基础上向全县范围内普遍展开。 经过反"黑地" 斗争，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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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产量，确定了征粮数字。在全县干部的艰苦努力下，比

较顺利地完成了4.1万石的征粮任务。但由于干部缺乏经

验、政策水平不高，曾经出现过扩大打击面以及打击中农、

在地宫中"抓大头"的错误，有些地区将地主、富农的产量

提高过实产的25%，地富明知吃亏也不敢请求改正。

14 日 甘草区李家磨乡在白马店召开群众犬会，决定利

用冬闲在李家磨、 大营、金家边三个自然村组织起三个贩艘

运输队，组织驴80余头，到临挑漫洼-带购粮，运到甘草t店

出售。 16日运输队出发， 3 天返回， 一次就收入人民币40余

万元(旧币值)。

A 定西地委工作队更'1ft家营村宣传党的政策。通过

诉苦、个别发动，提高了妇女的觉悟，使13名妇女加入了农
A 
z;;。

25 日 为了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穿衣困难， 渭水乡农民

坚决响应政府关于开展冬季生产的号召，积极开展了纺纱织

布的生产运动。创办了"新中纺织厂" , 40多户人家入股，

凑了:sø石小麦的生产资本。有织布机两部，纺线牢 30部， 每

日织布 6 市丈，纺纱15-6两。群众高兴地说咱们大家齐

心，不愁没有新衣服穿了 I " 

28曰 解放后，甘草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土匪特

务曾以各种方式进行阴谋活动，先后发生过土匪特务偷窃野

战医院、粮食局及过路军队手枪 4 支、割断电话线一次、焚

烧草站一次等事件。有些生匪特务在深夜三五成群，各处扰

乱， 枪击哨兵，使补训团一哨兵受伤。还张贴标语，散布谣

言。面对此种情况，为了巩固社会秩序，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甘草区政府曾依法逮捕阴谋暴动的土匪特务1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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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可J群众组织农会与民兵 ， 成立治安小组， 参加 10多人，

' 深夜巡逻、 查店 、 检查行人。

195 0 年

元月 1 日 甘草区 18 ， 000余农民， 借庆祝元旦之际，慰

劳驻甘卒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医院第三休养所全体

伤病员并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

10 日 -11 日 栖云区召开农民代表大会， 检讨纠正剿匪

反简斗争中的过左偏向， 区委书记赵子良代表区委作了检

. 1-寸。

15 日 -17 日 县委召开第一次各区治安联系会议，各区

治安助理员分别汇报了 4 个月来的治安工作， 并对今后剿灭

土匪、 肃清特务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榆咛1解放以来

4 个月的治安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负责同志勇敢负责， 在

人枪缺乏的困难条件下， 稳步地建立起了各区间的治安网，

在"枪换肩"的口号中，将收缆的 9 0 余支枪武装了民兵。

同时， 对敌党团特务人员进行了登记，破获了11起匪盗案，

迫回了一部分损失，初步稳定了社会治安，保卫了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会后，县公安局郭松林局长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安

排。

17 日 化家营妇女会热心领导妇女翻身解放工作， 发动

该村妇女成立了妇女识字班，参加60多人。

19 日 甘草区入冬以来连续发生土匪抢劫事件。 1949年

12月 26 日夜， 土匪 3 人拙长短怆各 l 支， 在大路上抢去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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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皮大衣 2 件，人民币 1 . 2万元(旧币值) 0 30 日晚在车道

岭上金家圈附近，有土匪 9 人， 携长枪 7 支， 短枪 l 支， 大

刀 1 把，抢劫商运汽车 1 辆， 抢去布40余匹， 人 民币20余万

元(旧币值) 。 车道岭、接驾咀也发生土匪抢劫行路客商事

件。 在李家岔村发生土匪抢去居民孙重义家中之布 4 匹， 棉

花 9 斤， 衣物 5 件。 为了保护全区人民及过往客商生命财产

的安全， 镇压土匪、 特务之活动， 甘草区公所在原有治安小

组的基础上，从各乡抽调民兵7 0余人，组成剿匪大队， 大力

开展清剿工作。

27 日 青城区广大农民， 在区公所的领导下，大闹冬季

生产。该区共有织布机400部，纺花车 3 ， 000个， 7 千多人从

事纺纱织布， 平均每日织布1 ， 600丈。 500人挖泥铺砂，准备

来年春耕。

A 兴隆山林区破坏严重， 每日平均有200人上山砍柴。

被砍伐之大小树木至少在1. 5万株以上， 砍去之柴在 70 万

斤左右。为了保护森林， 县政府连续发出 3 次布告， 严格制

止此种破坏行动。由于各区 、 乡政府宣传、 执行不力，此种

行为一直得不到制止 禁者自禁，砍者 自砍"。

A 定西专署确定在榆中县推销 人民拆 实公债5 ， 600

分， 全县人民积极认购。

2 月初 金崖区邢家湾村农会 ，联合贫雇农成立茶房，开

展生产 自救。没有资金 ， 他们动员大家投资茶叶800多斤 ， 并

向一家富农借小麦20石。

A 一 些地主 、 宫农不了解人民政府政策， 不少地方

出现地、富大吃大喝现象，有的还说什么吃的好好的，

穿的烂烂的 ，走的慢慢的。" 有的出卖耕牛， 影响生产。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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