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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安邦

为继承和发扬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忠实地记载我

区党的斗争历史，让奎区人氏了解过去，展望未来， 团结奋

斗，锐意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展宏图，根椐市

委、市政府的有关拍示，区委机关组织人力，经过积极努力，

编写了这部《政党志》。我区的党组织有着五十多年的斗

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上级

党的领导下，发动、组织群众与日本帝国主叉和国民党反动

派、进行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终于迎来了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解放，使我区的劳苦大

众走向了新的生活。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领导津南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一系列艰巨复杂的工作，

进行了惊心动魂的政治斗争，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促进了生

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局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拔乱反正和改革

开放，各方面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使津南大地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由过去落后的农村发展成为天津重要的

粮食和副食品生产基地。全区人民为不断开创社会主叉现代化

建设的新局面而奋力拼搏，开拓前进。《政党志》系统地记录

了我们党和群众的这些光辉业绩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当前，我区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

逐渐富裕，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缟修这部((政党志》，具有

善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部志书记述了我区党的斗争和发展的基本慨况和主要经

验，光大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编纂中搜集了大量

资料，经过反复查证，几易其稿，审定成书0内容翔实，文字

简洁。可为我区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也是

一部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

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0政党忠》的编纂成书，曾得醚一些兄弟弹位、领导同

志、离退休老同志和修志专家的指导．和张，堪．强广大群众的
天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由于战争年代和“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部分资犄无法弥补，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疏漏和

错误之处，仍属难免，敬请同志们枇评箱正。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政党志》是～部记述津南区党的建立和发展及其现

状的资料书。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达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世的目的。

‘二、本志书上限始予1935年，本区建党之时，个别内容

因事而异，或记自事件发端之日j下限止子1990年底。

三、‘志书采取章节结构，章上设节，全书计六章，并设

《序言：》、《大事记努等约12万字。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录、表等衰现形式， 以

志为主体，表穿插于有关正文之中，适当集中排歹8，并作简要说

明。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严谨，朴实、通

俗、简明。四位以上的阿拉伯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

法。

六：本志以区属事项为主体，同时概括记述辖区各类事

物，反映津南政党的全貌，构成一方之志。

七、1996年以后本区事件不入本志。

八、关于津南解放时间均指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天津之日e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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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37年春，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成立了小站特别傥支

部，王见新任书记。

1944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正式开辟津南地区工

作，建党建政，开展对敌斗争。

1 947年2月1日，津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晋峰率公安人员奔

袭康庄子擒敌高云沛，破获岐口等11个特务组织。

1947年9月，津南县的生改工作经验在渤海区党委召开的整

党与土改工作会议上受到邓子恢同志的表扬，并向全地区进行
宣传与推广。

19孽8年12月‘20。日≯天津县宣告建立。

19萏9年李厅15。日，天津荽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
“四十天群众动动。溉

1951年10月，天津县动员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废除

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1952年全县互助组发展到905个o

1953年5月，撤销天津县，成立天津市四个郊区。

1953午钥，建立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同时建立南郊区人民武装部。

1954年底，全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08个，各类互助组

1874个。其中以李吉顺、姜德玉、张风琴、陈德智最为著名。

1956年1月，全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共建高级社i00个，

1



入社40685户。

1956年6月，举行中共南郊区第一次代表大会o

1955年8月，根据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南郊区

82个高级社合并成立了小站、美满、先锋三个人民公社o

9E，南郊区并入河西区，党的机关自行撤销。

同年，咸水沽王家场大队民兵赵秀岭出席了全国民兵代表

会议，毛主席授予其半自动步枪一支。

1962年2月，恢复南郊区建制，同时恢复了南郊区委。

1962年3月，建立区委党校。

1964手1月，我区农村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

运动)试点。

196 4年3月，陈伯达插手“小站地区"“四漓刀运动。亲自

炮制了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伦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张

风琴、张玉伦被开除党籍，整个南郊区造成冤假锖案达4762

件，涉及2’71t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郊区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

冲击，处于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

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绝大多数干部波罢官夺权，全区

8758个干部群众受审查。

1967ff，区武装部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

136‘8羊2月，南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0年，陈伯达来西右营，提出“向英雄的西右营学习”。

1971年7月召开r中共南郊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8午3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始对在“反右"、“四清”和

“文孳”期间受迫害、打击的干部、群众，对造成的冤、假、

错案进行了复查改正。到6月底已有10246人被落实政策，

1979年全区先后在大田和园隔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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