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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为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系统地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曲阜

市(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

设历程，以便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特编辑《中国

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一书。

二、本书概要地记述1919年5月至1996年12月七十余年间，中国共

产党创立时期对曲阜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县)地方组织成立

以来，领导全市(县)各界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的历史。全书以本地党组织发展为主线，兼顾政、军、统一战线、群众团体

的活动；对上级党委、直到中共中央的活动，敌友军与各党派的动态，乃至全

国及国际对曲阜市(县)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和事件，亦作适当记述。

三、本书本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史实，反映史事原貌，一般不

加评述。

四、本书采用编年体体制编写。事件条目时间不详者，视掌握资料，以

旬、月、季、年记之；对于跨度时间较长的活动或事件，一般从活动或事件开

始时间写起，依照历史进程分阶段或集中一次记载。正文不能尽意者，有针

对性地适当作注解说明。

五、本书对曲阜市(县)党、政、军、群团组织机构沿革和现已不属曲阜市

所辖区域的重大活动和事件作简要记述。对因市(县)委的重要举措设立的

临时机构作适当记述。对所收录人物：成立县委以前，因事系人，不受职级限

制，成立市(县)委以后，市(县)委记到正、副职，市(县)纪委、人大、政府、政



2 编辑说明

协和同级地方军事机关记到正职(选举结果记到副职)。上级机关，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曲阜的活动均如实记录；省、地两级因事记之。国家命名或表彰的

英模人物以及知名人士，不受职级限制。

六、本书根据档案、报刊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同时

参考吸收中共党史、中共山东党史和有关地方党史及社会科研成果，在反复

考证、核实后编写。年末统计数字，由统计部门提供；1958年至1961年，曲

阜、滋阳两县合并期间的统计数字，除党组织一条外，其他两条均不包括滋

阳县在内。



序 言

中共济宁市委副书记、原中共曲阜市委书记王润廷

《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至1996年12月)一书

的出版，是全市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翻开这部大事记，曲阜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场

面便展现在面前。早在1919年，地处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

就发动群众，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二师接受了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王尽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1926年，曲阜第一个

共产党支部——中共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支部正式成立，革命的火种深深地

播撒在曾孕育出亘古大圣人的曲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楚图南、任白戈、万里等相继到曲阜开展革命工作。曲阜共产党人在大革

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没有被血腥的镇压所吓倒，他们英勇顽强，几落几

起，发动、带领学生和群众，开展了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活动，例

如《子见南子》话剧的演出、鲁南七校学生卧轨截车事件等轰动全国，山东省

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了全国闻名的“红二师”，曲阜成了万众瞩目的红色革命

据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曲阜共产党人的活动重心由县城转向农村，发动群

众，拿起刀枪，创建了曲泗北和邹东尼山抗日革命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展

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

期，曲阜共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前线，在与国民

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经受了巨大考验，做出了贡献，淮海战役和济南战

役曲阜会议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解放战争的史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中共曲阜市(县)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

飞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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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主义积极性，大力推进全县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共曲阜市(县)委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经济实力成倍增长，

文化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1982年，曲阜被列为首批24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2．--，1997年又被列为

。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一书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简要明快，清晰流

畅，系统概括地记载了中共曲阜党组织产生、发展、壮大的光辉史实，再现了

曲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执著的信念，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和未来而前仆

后继，不怕牺牲，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名垂千秋的英雄业绩。她是一首史诗，

她是一面镜子，她是一曲颂歌，她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和党的宗旨教育的好教材。她有力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她揭

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她告诉我们：共

产党必须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共产党员必须永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在长

期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形成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作风。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是编纂这部大事记的根本目的。今天，我们正在进

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把中国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无数革命先烈

孜孜追求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曲阜市的历史，是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

众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的出版，为全市共

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接受和继承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因

此，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有计划、经常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认真学习这部党史大事记，从中汲取教益和力量。相信，只要我们始终

不渝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那种革命斗志、拼搏精神、优良传统

辫拦觋鬟撕叠荔鬟獗l曩l●一筮鼹荔∽嬲落，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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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勤政廉政加公正，求实务实抓落实，曲阜

就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好，祖国就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同志们，为了告慰前人，为了无愧于后辈，为了明天更辉煌，努力奋斗

吧!在前进的道路上，这部大事记将会给我们许多启迪和力量。

一九九八年一月

7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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