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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21个县之一，是著

名的革命老根据地。在这块红土地上，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中共永定支部。举行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建立了全省

第一支红军部队和最早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毛

泽东、朱德、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战斗足迹。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永定老区人民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诞生，披荆斩棘，英勇善战，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作出了

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二十八年红旗不倒，谱写了光照千秋的英雄史

诗：新中国建立后，英雄的永定老区人民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

主义建设之中。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坚持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壮大经济实力，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再立新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富裕、繁荣、稳定的社

会主义宏伟兰图正在实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

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脱贫致富奔小康大踏步前进。永定老区的

历史是光荣的，今日的昌盛是空前的，未来的前途是璀灿的。

<永定县老区建设志>作为专志是全省第一部，也是全国屈指

可数的一部。它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耕耘的结晶，是永定老区人

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录，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为今世和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

<永定县老区建设志>令人回味无穷。志书内容之丰富、史料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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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全面、系

统地记载永定老区的革命历史和扶建情况，并以革命基点村为记

述的重点。 ．

二、本志上限为1923年，下限止于1995年年底。大事记下限

至1998年4月。 ．

三、本志建国后详述，建国前略述o ．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隶等综合体例，以志为主，卷首

设序、概述、大事记，配以地图、照片。卷末设附录，选录较重要的

有关文献材料。记述老区建设的内容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

目、子目分别以。、1⋯⋯为符号。 ．

五、概述从宏观角度综述永定老区的形成、贡献和建设，总揽

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大

事、要事、新事。

六、民国以菔的纪年，先写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夏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括注公元。中华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括注公元。公历纪年、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均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

七、地名一般以县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地名为准。
。

八、数字表达按照1987年2月1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执行，不宜换算的个别旧制单位，沿用历史上传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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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县是福建省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中央苏区的重要县份

之一。全县都是老区，其中包括对革命贡献较大、被敌人摧残较严

重的266个革命基点村。

永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永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不断发展。1923年，在厦

门读书的李觉民积极发行进步书刊，与罗明等创办出版<星火周

刊>，对闽西南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年，陈正、曾牧

村等在厦门的永定籍学生利用假期返乡之机，在下洋组织“晨钟

社”，出版进步刊物<钟声)。1925年，赖玉珊、赖秋实参加了彭湃

主办的第五期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回县后积极开展革

命活动：
‘

1926年5月。胡永东、王奎福、温家福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

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他们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东

路军回到永定与阮山、林心尧等一起领导全县工农运动。同年夏

初，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阮山受党组织的派遣与党员林心尧、较

玉珊、赖秋实、熊一鸥在上湖雷羊头村建立了福建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中共永定支部，阮山任书记。10月。北伐东路军入永后，阮

山、林心尧等人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发动和领导全县国民革命运动。

建立了农会、总工会、篷船工会、商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年底，中共金丰支部在下洋公学成立，胡永东任书记。1927年3

月，林心尧在上杭主办“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本县阮维

周、阮德周等20余人参加学习，成为永定早期农运骨干。

正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同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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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在广东大埔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他受党组织的派

遣回到溪南领导农民运动。9月南昌起义军在往返永定洪山、峰

市、湖山、大溪、下洋的途中，点燃了闽粤边区武装斗争烈火，并留

下江德贤、何正生、李西亭、罗臬等一批骨干支援永定地方工作。

接着，中共溪南、太平两个支部相继成立，溪南支部书记张鼎丞，太

平支部书记简祥明。10月25日，在金砂公学召开中共永定县第 泖

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永定县委，罗秋天任书记，张鼎丞、卢肇西

等为委员。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全县人民从

经济、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

1928年1月，县委在溪南、金丰、太平等地领导群众开展“反

对冠婚丧祭屠宰捐”斗争。接着，又开展“借粮度荒”和“分粮吃大

户”的斗争，引起了驻永定军阀的极大注意。面对严重的局势，县

委在陈东岭头湖塘学校召开全县党员代表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大

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攻打永定县城，营救被捕同志。同时，成立

永定县暴动委员会，推举张鼎丞任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任副总指

挥j

6月29日凌晨，阮山、熊振声领导上湖雷农军举行武装暴动。

6月30日，卢肇西”、卢其中等在阮山率领的湖雷农军配合下，举

行金丰暴动，攻打下洋团防局。7月1日，张鼎丞率领溪南农军三

四千人举行暴动，攻占永定县城。敌人闻讯增援反扑，暴动队伍主

动撒出县城，围城三天。而后转回金砂成立福建省最早的红军营、

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实行土改分田。2万多人口的溪南区成为全 疹

省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红色区域。在此同时，湖雷、金丰的 ，

暴动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永定农民自卫队，在乡村开展反“清． ‘

乡”的斗争。当时，中央、省委高度评价“永定暴动是全省规模最

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暴动”，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

8月初，中共闺西临时特委集中上杭、永定和龙岩3县的农民 {

武装500多人，发动了太平里秋收暴动，先后攻打龙岩城和坎市。 f

而后，成立太平区游击队；还根据福建省委指示，在金砂古木督崇

·6．



德楼成立中共闽西特委、闽西暴动委员会和闺西红军第七军十九

师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个团。永定暴动武装编为五十六和五

十七团。接着，永定红军开赴丰稔市与平和县的五坎区，发动当地

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解放永定、成立永

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阮山任秘书长。8至10月，毛泽

东在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后，第二次来到永定，在岐岭牛牯

勃、陈东雨顶坪、岭头、抚市何凹头、湖雷上湖、堂堡河坑、虎岗虎

西、合溪石塘里等地指导土地革命。10月25日，．永定县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在湖雷庆兴寺召开，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选举阮

山为县苏主席。此时，全县建立了12个区苏、123个乡苏，还普遍

建立了群众组织。在县苏领导下，全县38196户、14．62万农民．

共分得土地29．7722万亩。， ，

1930年12月，闽南军阀张贞部为配合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

区进行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派主力杨逢年旅进占了闽西革命根

据地首府龙岩城，中共闺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等60多个机关

迁驻永定虎岗。邓发、叶剑英、肖劲光、张鼎丞等在虎岗领导闽西

的革命斗争。

1931年1月以后，永定在闽西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中。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蒙冤受害。至同年11月才得以制止。设

在永定的交通大站，对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叶剑英、任弼时、邓小平、邓发、陈邦宪、

张闻天、邓颖超、陆定一、聂荣臻、杨尚昆、项英、肖劲光、张爱萍、徐

特立、伍修权等100余人均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经永定抵达中

央苏区首府瑞金，永定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永定有2000余名优秀儿女

参加了长征行列。

1935年1月，张鼎丞、范乐春、刘永生j陈茂辉等奉命回到永

定领导游击战争。3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部突围来到永

·7·



定与张鼎丞会合。5月，陈潭秋代表中央分局在西溪赤寨村召开

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确定闽西南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任务与战略战术；并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

邓子恢为财政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此后，永定各地的永定、

永东、永太等lO多支游击队，紧密配合红八团、红九团，在基点村

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参加大小战斗170余次，歼敌1800多人，有力 一

地牵制和拖住了数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队，粉碎了敌人

残酷而持久的5期“清剿”，为夺取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辉

煌胜利，为保证主力红军胜利长征和培养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

一批骨干，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永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永

定的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四、五、六连。于1938

年3月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初期，永定党组织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整顿

和发展了党的组织。1939年，有9个区委、168个支部、党员900

余人。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党校和党训班，以教育提高党员素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发生“闽西事变”。永定国共合作形势

逆转，党组织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迅速转入隐蔽生产斗争，先后在南溪老吴子、坎市石东坑

等地建立lO多个生产基地，从事农副业生产，以保存实力，克服经

济困难。 ．

1943年冬，闽西特委从龙岩迁驻永定坎市黄山崎，成立闽西 翻

武装经济工作分队。1944年冬，中共闽粤边委从平和县迁驻永定

南溪老吴子、何凹头、园头山等地，随后，闽粤边委将先期在平和小 ．

芦溪成立的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和闽西武装经济工作分队的

人员，集中到洪山乡大连村的楮树坪整编为?王涛支队”。11月，

中共永和靖县委又在金丰大山彭坑成立“康容支队”，在永定各地

开展武装反顽自卫斗争。

1946年6月，中共“七大”代表王维来到闽粤边委驻地的何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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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传达“七大”精神，为闽粤赣边区的解放战争指明了方向。1947

年8月，闽西支队在雨顶坪成立。而后在永定范围内进行了“奇袭

陈东墟”、“三打象湖山”和“攻打坎市镇公所”等一系列战斗。1948

年以后，根据“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先后成立了

杭永、永和埔、永定等游击队，独立大队和独立团等10多支武装。

1949年5月，国民党永定县军政人员举行和平起义。9月1日，成

立永定县人民民主政府。永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0

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永定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

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县有10多万人积极支持革命，7000多人

参加人民军队。同时，永定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本来，永定老区的自然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

敢，发展生产的条件十分有利，但是，建国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连

年发动内战，实行骇人听闻的“五光”、“十杀”政策，摧残破坏革命

乡村，大肆屠杀无辜群众，加之封建剥削制度的压榨，造成白骨盈

野、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经济凋蔽、民不聊生。 ．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重视老区基点村的工作，在进

行恢复经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同时，领导和帮助老

区，特别是基点村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重建家园，组织发展生

产，改善群众生活。1950年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出<加强革命老

区工作的指示>。6月，中共永定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

府的指示精神，联合发出<告革命基点村同胞书>，号召革命基点村

人民以发扬革命传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lb51年9月，中央革

命老根据地南方访问团到永定慰问革命老区人民．对老区基点村

每户发给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在这期间，召开了永定县第一次老区人民代表会议，研究、落实老

区基点村的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华东军政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又先后发出关于加强老根

据地工作的指示。7月，成立了永定县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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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办公室(简称“老区办”)，为专门办事机构j

县老区办成立后，立即抽调县、区、乡千部分期分批深入全县

老区基点村开展调查摸底工作。经过县老区人民代表会议评议审

定，评出全县革命基点村265个(第一次上报时为234个)；另一方

面，制订了争取三年内使老区基点村人民的生产生活基本恢复，在

5年内赶上一般地区的经济生产生活水平的规划。县委、县府确

定以摧残最为严重的革命基点村为重点，“采取组织起来，发展生
产和领导群众解决当前生产生活资料的困难与长期发展相结合的

办法”，首先解决被烧毁的老区基点村人民的“安居”问题。到

1959年年底，共拨款604．4703万元，修建房屋4837间，使2882

户、10547人住进了新居；发放衣被6636件，初步解决了老区基点

村贫困户的生活困难问题。还拨款帮助恢复纸槽260座，垦复竹

山1990亩、茶山383亩、山林万亩以上，购买发放耕牛406头，修

筑公路17条，309．7公里；兴修水利9062处，受益37．046万亩，

兑换苏维埃时期票券3．2634万元。还制定公粮减免政策，“对长

期支持革命、生活比较困难的革命基点村和烈士、军人家属全免交

公粮；对长期支持革命，生产条件已有初步改善的革命基点村减免

60～70％；一般老区减免20～30％。在基点村的地主富农、反革

命不减免。”从1952～1959年，共减免了80839户(次)，337．5万

斤公粮。 ．

。

·

1957年县老区办撤销后。老区基点村的优抚、救济、抚恤等工

作由民政部门负责；事业建设归属于水电、交通、教育、卫生等部

门。有关部门不断给老区基点村以提供物质上、技术上的支持。．

但是，由于“大跃进”i“人民公社化“运动，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

调”的“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泛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

1959～1961年发生严重经济困难，老区基点村出现人口非正常死

亡。尤其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老区基点村的干部和

群众受到打击迫害：老区建设工作一度停顿；片面强调“以粮为

纲”，忽视多种经营，不允许集体和家庭经营副业和手工业，到处割
·】0·



。资本主义尾巴”；生产成本高，人口增长；全县革命基点村大都分

布在高寒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耕作条件差，生产力和经济的

发展条件受到制约。因此，老区基点村，人均收入最高年份不足百

元，仍然贫穷落后，群众的温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

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区基点村人民的政治地位，调动了老区

基点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81年，为了加快革命老根

据地建设工作，改善老区基点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恢复了永定

县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老区办”，并拨出大量

资金扶持老区基点村建设。1982年。县委、县府根据省委、省府

1980年10月．(关于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建设的决定>的精神j作出
‘

了<关于扶持革命基点村建设的决定>，提出在普遍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生产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充分发

挥老区基点村山地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山”字上出题

·目，在“山”字上作文章。念好“山”字经，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广

度和深度进军。此后，老区基点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

1983年，对全县革命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老地下党员、老游

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区乡干部等“五老”人员，进行

全面普查登记，并对全县3800名“五老”人员进行安置落实。
． 1984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各种“左”的政策和

影响逐步得到纠正和克服，新的政策得到贯彻j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调动老区基点村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工效大大提高，出现了放开手足，积极发

展商品生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势头。县委、县府针对这

一情况，于11月9日提出要因地制宜，根据老区基点村自身的实

际情况，立足于经济开发，资源开发，启动本身内部的经济活力，增

强自力更生能力，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认真抓好最能发挥本地优

势，能够赢得最佳效益的短、平、快项目恢复和发展山区传统土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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