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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包头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详今略古的编纂

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头市的发展与变化，力求突出时代特

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限力求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止于1990年。

三、本志为5卷6册。卷一为综合类；卷二为经济类，分上、下两册；卷三为

城乡建设类；卷四为政治类；卷五为文化类。本志设总述，以统摄全志，彰各卷

之大要。附录、修志本末不列篇。

四、本志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基本按事物属性分类，不受行政隶属关

系约束。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横陈门类，纵

述史实，述而不论。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六、立传人物系对包头社会有重要影响和重大贡献者，以本籍人氏为主，

按卒年顺序排列，生不立传。烈士名录以民政部门提供资料为依据；人物录、人

物表按市地方志编委会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我国传统的以朝代年号夹注

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

公元纪年。

八、地理名称、机构及官职称谓，均记当时名称，今有变更者夹注。多次使

用的国家、省区、盟市、旗县名称及其他文字较长的专用词语，均以卷为单位，

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新中国"；1949

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时的“包头解放’’，写做“包头市和平解放’’。

九、本志资料及数据主要来自档案馆和统计部门，少数由有关部门提供。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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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篇政党 ·3’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地方组织

第一节组织创建与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就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事业给予极大关注。李大

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于民国14年(1925年)作出决定，在绥包地区建立

党的工作委员会。民国14年(1925年)3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张家口

召开蒙绥热察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确定工作大纲，并决定成立热察绥包4个

地区中共党的工作委员会。不久，中共包头工作委员会在包头福徵寺(今东河

区东门大街)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包头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组织。正值国

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工委对外称“中国国民党乌兰察布盟特别区党部"。工

委书记由蒙绥地区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一的李裕智担任，中共北方区委

派来的王瑞甫为委员。工委以包头地区为中心，东向土默特，西向河套，南向伊

克昭盟等周围地区拓展工作，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传播革命道

理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一年多时间内，在工人、教师、学生中秘密

发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30多名。中共包头工委把工厂、农村作为自己活动的

主要阵地，在农村牧区，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展开反霸斗争。李裕智等赴石

拐考察矿工劳动和生活情况，在工人中揭露矿主的残酷剥削，启发工人的阶级

觉悟，并且成功地领导矿工罢工斗争，取得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斗争

的胜利，激发矿工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自觉性。

民国14年(1925年)10月，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内蒙

古问题决议案》的精神，领导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李裕

智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翌年，内人党中央决定从张家口迁至包头，并根据斗

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民国15年(1926年)9月，正式组建“内

蒙古人民革命军"(简称“内人军")，由旺丹尼玛任总指挥，李裕智任副总指挥。

在组织内人党和内人军的过程中，中共包头工委一方面积极参与执行中国共

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包括旺丹尼玛、锡尼喇嘛

在内的一批内蒙古“独贵龙’’运动领袖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族宗教上层人

物；另一方面对驻包头的“老一团”(以蒙古族士兵为主的地方保安武装，长期

使用“一团’’的番号)等地方武装进行大量的争取工作，培养一批进步官兵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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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在以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与中共保持

着良好的关系，为掩护中共地下活动，保护中共干部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一时期，除中共包头工委之外，在包头地区建立的共产党组织，还有中

共萨县工委、《西北民报》中共支部和中共包头支部。民国14年(1925年)夏天

建立的中共萨县工委，由李瑞任书记。在县工委的发动和组织下，萨拉齐组建

起第一批农民协会。当时，冯玉祥将军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公署迁来包头后，办

起《西北民报》。冯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影响下，开

始倾向革命，并接纳由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他所

辖的部队工作。《西北民报》中共支部由总编蒋听松、副总编马吉良担任正副书

记。他们利用这张报纸，巧妙地进行革命宣传，推动冯玉祥部队投入北伐革命

洪流。《西北民报》支部得到中共包头工委的支持，在手工业、商业职工及学校

教职员中发展一批党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联络点之一。民国

15年(1926年)西北督办公署撤离包头，《西北民报》也随军西迁。中共包头支

部成立于民国16年(1927年)，先后由田澍、黄勋任书记。初期受天津党组织

领导，后改由中共绥远特别支部领导。6月，黄勋被捕，中共包头支部停止活

动。

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

败，革命形势急骤转入低潮。盘踞包头地区的晋军头子勾结国民党右派势力，

设立“绥西剿共总司令部”，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强迫解散农

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裕智被密谋杀

害，时年26岁。国民党还在萨拉齐县成立“清党委员会"，先后逮捕李仲深、王

培智、亢仁、张国玺等一批共产党员。此后，中共中央、中共顺直省委以及共产

国际不断派遣领导干部到蒙绥和包头地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

争。

民国16年(1927年)10月，中共顺直省委派王建功赴绥远进行恢复党组

织工作，在归绥成立中共绥远特别支部，包头支部也得以恢复。民国18年

(1929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绥远特别支部书记王建功等人相继被捕，

绥远特支及所属包头等地支部均遭破坏，中共党员和内人党党员都潜伏隐蔽

起来或单独进行活动。

民国18年(1929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乌兰夫(云泽)、

佛鼎、奎璧等从苏联回国恢复绥包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经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

共和国代表决定，组成中共西蒙工委三人小组，佛鼎为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

工作，奎璧负责联络工作。他们到达土默特、归绥、包头一带，着手恢复党的组

织，组织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在包头、归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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