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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郭 军

值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之际，《中共鞍山地方党史大事

记》与我们见面，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盛世修史，自古已

然。我们党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十分重视党史工作，

善于以史为鉴，运用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新时期基本路线指引下，百业俱兴，党史工作也

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党中央明确提出：党史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全国

各地普遍建立机构，集中人力，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了党史的征集、

整理、编纂、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因此，《中共鞍山地方党

史大事记》的问世，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体现，也是我们

时代兴盛的产物。

鞍山地处辽东半岛腹地，是联结沈阳、大连、营口等地的枢纽。加

之沃野广袤，矿藏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是历代兵家

必争的军事重镇，也是近代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钢铁名城。进入本世

纪以来，伴随着整个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鞍山地区的社会经济

政治也经历了起伏震荡。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革命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我们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就在鞍山地区

燃烧。为了发动群众更自觉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早在1927年3

月，中国共产党就在我市台安一带开展了地下工作。积极发展党团组

织，壮大革命力量；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组织爱国群、

众团体，进行革命活动。这些革命活动象黑夜的闪电，震惊了反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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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唤醒了人民群众，也为以后的斗争培养了骨干。“八·一五"日本

侵略者投降以后，我党立即派来武装力量和一批富有革命斗争经验

的干部接管政权和工厂，成立了各级党的领导组织机构。在同国民党

军队进行犬牙交错争夺的同时，发动和组织鞍钢工人和全市人民大

力开展钢铁生产恢复工作，不仅推动了我市的经济发展，也为全国解

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全国解放后，在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经过各个时期的艰苦奋斗，全市各项事业

在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误之中不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践

证明：同全国一样，鞍山地区从乱到治、由衰到兴，广大人民群众从被

压迫的奴隶到国家的主人的重大变化过程，就是一部党领导全体党

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共鞍山地方党史大事记》问世既是向

党奉献的一份珍贵礼物，也是为全市人民提供的精神食粮。它应该成

为向全市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通

过学习思考，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学习革命先烈和前辈追求真

理，献身事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好

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深化改革推

动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借此机会向为《中共鞍山地方党史大

事记》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编辑说明

一、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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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和实事求是的原jn,0，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和教育性的统一。

二、编纂体例。采用编年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记述体裁，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对前后有联系、上下有影响、时间跨度较短或因果关系

紧密的事件，于同一条目记述。

三、时间断限。1927年至1990年底，共64年。

四、取材原则与范围。坚持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原则，以党的活

动为主，兼收并蓄其它方面的大、要事，注意政治活动与经济、文化、

科学活动并载；主要领导活动和人民群众活动并载，力求全面系统。。

五、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力争时间记载准确，对无法考证出

确切时间的事件，日无考，附于月末；月无考，附于年末，以“本月"、

“本年"标识。一日内发生的事件，除首条外，其它以“同日”立条。

六、文字、数字表述j一律用语文体，力求词语准确、简练、朴实、

严谨。统计数字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反面问题处理。对文中提及的反面问题，在记述方法上主要

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加引标明，即在反面词语上加引号，如“文化大革

命"、“大跃进”等；二是文字评判，即用恰当的文字对反面词语进行评

判，如用“错误的"、“所谓"、“不适当的”等，以表明编者的立场观点。

“编 者‘

199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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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1 9 2 7年

3月t．

(1927．3—1945．8)

2 1日 鞍山大孤山采矿所近400

名中国工人，因奉票贬值，物价高涨，要求

提高工资罢工两天，迫使日方将发奉票工

资改为发金票、工资略有提高后复工。本

年6月该矿又有57名工人因要求增加工

资举行罢工，日方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后

复工。

本月 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派中共党

员李焕章(又名李郁阶)到台安，在台安县

师范中学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

的秘密工作。先后吸收了黄吟秋(又名黄

士逸，台安县城人，师范中学教员)和张国

威(又名张振华，台安县城人，第一小学校

长)加入党组织。

5月

本月 上级党组织派王纯一(又名王

心斋，台安县十四家子人)到台安县黄沙

坨小学任校长，负责地下党工作，李焕章

调走。不久，党组织又派孙广英(又名孙润

芝，新民县人)到台安师范中学工作．

7月

．本月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区委员会

的指示建立了中共台安党支部。王纯一任

书记，孙广英、黄吟秋为委员。党员有4

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军

阀，提倡新文化运动，发展组织，掩护上级

组织派来开展革命活动的同志。党支部设

在黄沙坨小学。支部逐步建立了共产主义

青年团以及“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等党

的外围组织，培养发展了李述申、崔文仕、

王润身、金秉坤(女)、刘惠普、吕兴周等六

名党员。此时台安党支部隶属中共中央北

方区委员会。

1 0月

本月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省委

机关设在奉天。发表了第1号通告：统一

．管理奉吉黑三省的党务工作。

本月 中共台安支部改为隶属中共

满洲临时省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实

现其“满蒙计划”，加紧侵略步伐，疯狂进

行经济掠夺，激起各地爱国人士的反对。

台安党支部组织5个时事宣传队，在县城

进行抗日宣传，培养了党团积极分子，唤

起了人民的觉醒．．

1 2月

一 本月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派王真幻

(王希珍)到台安举办为期10天的短训

班，主要讨论了当时形势任务，讲解和研

究了如何开展反帝、反封建和组织农运工

作等。
’

1 9 2 8年



1月

1 2日 鞍山振兴铁矿公司大孤山、

采矿所700余名工人，因临时津贴发放不

合理，罢工两天。 一

3月

6日 通化、临江一带成立民间组织

“大刀会”十分活跃，派宣传师张某来鞍

山。开始在柳西屯一带传教，发展会员

500余名，并向北山城子本部报告，拟设

置“大刀会”教练所。此前，中共满洲临时

省委曾派人前往兴京、柳河一带做“大刀

，会”工作，准备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4月

本月 由于台安党员人数增加，党组

织不断发展壮大，故将中共台安支部改为

特别支部委员会，王纯一任特支书记，黄

吟秋、张希平为委员。下设两个支部，分别

设在黄沙坨小学和台安县师范中学。全县

有10余名党员。

5月

1日 中共中央给满洲临时省委写

信，纠正其拟利用“大刀会”举行武装暴

动，夺取政权的盲动计划。

本月 李维周(又名李丕文，辽中县

人)由省委陈为人介绍从奉天到台安师范

中学任教，并担任县城党支部书记。

6月

本月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发表《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告满洲同胞书》，号

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开展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2—
3

8月

本月 中共台安地下党组织师范、中

学及小学学生3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还

组织宣传队到杨树、荒地等村张贴标语、

撤传单，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事馆的要

求，反对5月中旬张作霖与日本签订的

《满蒙新五路条约》。 ，

9月

本月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改为中共

满洲省委。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传达

党的‘吠大”精神，李维周代表台安特支参
加了会议。

‘1 0月

本月 省委派李一质(又名何仰天，

朝鲜族)到台安第一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

护，从事党的工作。县城党支部积极发展

组织，先后吸收赵甫堂、张玺志、朱云峰、

吴玉书4人入党。并成立5个团支部，有

团员30余人。。-

，1 1月

5日 中共满洲省委与团省委发表

《对时局宣言》，号召全满工、农、兵、学、商

联合起来，捍卫路权，赶走日帝，打倒奉系

军阀和国民党。台安县特支以共青团为骨

干，带领广大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其后，建

立了“反帝十人团”等群众性的革命团体。

本年 中共台安特支创办地下刊物

《先声》，主编李一质。该刊物是32开的油

印小册子，由于内容有进步性、革命性，从

而引起了县内外不少青年学生和进步群

众的注意。群众称它是“代表工、农、学大

众意志的《先声》”。
‘



’本月 中共台安特支为扩大《先声》

内容和读者范围，把{：先声》刊物改名为

《晨熹》，地下党员张如恒和朱云峰负责刊

物的编印工作．在《先声》和《晨熹》宣传

下，广大群众爱国热情高涨，由一大批进

步师生组成五个时事宣传队，深入农村进

行贴标语、撒传单、讲演、游行示威等活

动，为台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作

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月 据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满洲

组织状况统计表》记载，鞍山有1名党员，

社会成份是工人。此间，省委派张如恒(河

南信阳人)到台安任特支书记，王纯一被

调往奉天。一‘

7本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

东北的侵略，海城县立师中师生，多次集

会游行，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有的游行

队伍不顾日本军警阻拦，直抵海城满铁附

属地进行示威活动。

本年台安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团员

转为党员的有王嵩山、方维垣、方景卿、朱

世超、朱世凤、李维新、高贤椿、高贤祯、高

贤士、张铭中、徐洪元、董方春、吕凤翔、孙

殿举、雷振华、吴进贤、戴成库，还有一名

盟”。为加强党对“反帝大同盟”的领导，特

支派程百学、刘春山和孙海生组成三人领

导小组。 ．

、 5月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王鹤寿

来台安巡视青运和农运情况，到张家窝堡

曾以“反帝大同盟”名义召开农民会议，指 ·

导农民运动。
’

．8月

1 4日 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的信

中指出：工人运动是满洲省委的中心工

作．要求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

争中，必须设法恢复大连工作，并派人到

鞍山矿工中进行活动。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统计东

北党组织情况，有党员909人，党组织除

省委外，下辖二市委(奉天、哈尔滨)、一特

委(北满)、四县委(磐石，清原、柳河、延

和)、八个特支(抚顺、大连、长春、台安、营

口、兴京、吉林、辽中)。

1 0月

本月 中共台安特支书记张如恒调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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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吉林，特支由黄吟秋领导。

本年 台安特支党团员已发展到40

余名，新吸收入党的有李显山(李馨华)、

张福舜(张育黎)、刘春山等。

本年鞍山振兴铁矿公司日本资本

家只顾榨取暴利，不顾工人生命安全，发

生重大爆炸事故，死亡37人、重伤25人。

2000余名工人愤起罢工，斗争持续5天，

矿方答应改善劳动条件后复工。

1 9 3 1年

7月

本月 黄吟秋因领导学生运动暴露

身份，被调离台安，暂由吴玉书代理特支

书记。1931年4月至1931年7月台安特

支隶属中共辽西特委领导。

9月

l 8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密令其部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

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命令关东军进

攻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_九·

一八”事件。为此，东北军电南京国民党政

府请示，南京复电：“Et军此举，不过寻常

挑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一

本月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

‘冻北。．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

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El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号

召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把Et本帝国

主义赶出中国。台安特支转入宣传抗El救

亡、组织抗日武装的新阶段。

本月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

压，台安县的党组织屡遭破坏，“反帝大同

盟”组织和活动随之停止。

．——4—

1 0月
’

本月 鞍山地区铧子炭坑40余名工

人，在沈宝琳、崔恩甲等人组织下，缴获地

主乡团的武器，在关门山组织起抗日武

装。 ”

1 1月

7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告满洲各

地义勇军书》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打起苏维埃旗帜，才能取得胜利。”

1 8日辽南抗日义勇军的张海天，

项国学率部以诈降之计，将大汉奸凌印

清、伪军参谋长王槐山和仓岗繁太郎等

13名日本官兵共200多人在盘山境内的

三道沟全部生擒。当日召开公审大会，宣

判凌印清、仓岗繁太郎、王槐山等7人死

刑，立即处决。还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威

震辽南，推动了辽南的抗日斗争。

’1 2月

本月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海

城县徐坨子成立，李纯华任代总指挥，统

率“青山”、“老北风”、。三胜”等队伍。活动

在海城、台安、辽阳一带，积极打击日寇。
’

本年1931年8月起，台安特支隶

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当时党员已发展到

34人。
’

1 9 3 2年

2月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

台辽中心县委，派李柏成(又名李春林，朝一

鲜族)为书记。2月儿日在台安县东蔡家

窝堡(今西佛镇才文村)召开了台安、辽中



、

，两县党员代表会议，决议事项：广泛发动

农民群众，发展农会组织；开展军运活动，

向各抗日义勇军派党员做改化工作；暂缓
，

单独成立军事组织等。

3月

1日 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宣告成

立，傀儡溥仪出任“执政”。

5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指出

伪满洲国完全是日本御用机构。

月初东北民众救国会派高鹏、纪亭

榭、马棋德、肖东藩、刘玉璞、杨文龙等7

入以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辽南义勇军中

作政治、军事指导和联络工作。

5月

本月 中共奉天特委为扩大抗日游

击战争，争取领导权，给台辽中心县委的

信中指示：台辽中心县委要派遣同志与群

众打入一切反日救国军中，加强对士兵的

宣传工作，组织士兵委员会，建立党支部。

7月

本月 中共台辽中心县委根据上级

。隐蔽农村，以待时机”的指示，多数同志

又回到教育界，转入更艰苦的地下工作。

书记李柏成等上级派来的党员转回省委，

县委从此停止活动。

～
8月 ～

一 一
’

4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

年，各地义勇军掀起打击日寇高潮。抗日

救国军第二军区代总指挥李纯华率领万

人，四面围攻海城，攻下火车站，烧毁大批

军草。
。

‘6日辽南义勇军袭击鞍山，重创日

寇。

9月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在《为加强义勇

军的工作致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中说：

。几十万的义勇军与千百万工农劳苦群

众，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血与

肉的拚死的革命战争，他们是英勇的战斗

者。艄他们的战斗，震撼着日本帝国主义

在满洲的统治，冲击着满洲地主资产阶级

走狗的统治。”

1 9 3 3年

1月

3日 日军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

．兵。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党

必须抓紧这一政治事件，广泛进行发动群

、众，进行反日游击战争。要求辽西、辽中、

台安等地的党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

‘决定。

本月 省委派王耿(原名文碧涛，又

名文甲松，朝鲜族)从吉林省伊通县到台

安，恢复党的工作。筹备成立辽西特委，驻

地在台安县城，隶属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

委领导。

‘．6月 ；

本月 中共奉天特委就其领导的组

织状况做出统计：有市(县)委八个，即：本

溪特支(本溪钢铁公司)、新民特支(新民

县城内)、台辽中心县委(台安县城内)、辽

阳特支(辽阳第二区小堡)，抚顺特支(抚

顺煤矿)、安东特支(安东市内)、大连市委

(大连市)、北镇特委(北镇县城内)。

1 2月

本月 王耿与省委派的巡视员李柏

一5一



成一起去辽中恢复了辽中党的组织。

1 9 3 4年

2月

本月 台辽临时县委成立，王耿担任

临时县委书记。

6月

本月 由于叛徒出卖，王耿于6月

14日被捕，因王耿与省委单线联系，中共

台安、辽中党组织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临

时县委工作无入主持，党的活动被迫停

止。

1 9 3 5年

8月

1日 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发

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

宣言》)，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统一的

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革命同盟军及各

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

联军。

1 9 3 6年

1月

’2 8日 东北反日联军举行军政联

席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反日联军总司令

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2月20日各反

日联军一律改称抗日联军，并发表了宣
．一
口●

1 9 3 7年

一6一

7月

7日 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本月 中共锦州敌区工作委员会派

党员回恩库(又名回玉泉)到鞍山开辟地

下工作，其任务是：“发展组织，壮大力量，

长期埋伏，待机行动”。他初期在鞍山“昭

和制钢所”铁铣工厂修理部做充电工，后

又先后到立山和铁西八家子居住，以摆卦

摊、修钟表和开书铺等营业为掩护，从事

秘密活动，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本年鞍山钢铁株式会社500余名

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迫使日本

资方给中国工人增加了工资。

1 9 3 8年

1 2月

本月 中共锦州敌区工作委员会派

郑经十到鞍，山检查我党地下工作情况，郑

经十在鞍山听取地下党员回恩库汇报工

作后，于次日返回锦州。

1 9 3 9年

6月

本月 鞍山樱桃园采矿所180余名

“特殊工人”为要求改善伙食、争取人身自

由举行罢工斗争，迫使矿方改善伙食后复

工。

7月

7日 中共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总政治部联合发表《七·七两

周年纪念告东北同胞书》，揭露日本帝国



r k

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造成的灾

难。号召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

日联军的领导与组织下进行战斗。

1 9 4 0年

8月

本月 鞍山昭和制钢所机关库工人，

为要求缩短工时举行罢工36小时，使

80％的火车停运，高炉停产。日本人被迫

同意工人要求，改三班制为两班制。一

9月

1 8日 中共北满省委发表《为“九

’·八?九周年纪念告北满同胞书》，号召

群众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与日本侵略者

进行正义的革命战争。 ，

1 9 4 2年

2月

本月 鞍山高级炉材株式会社2000

余名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本家降低奖励金

而举行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要求后

复工。 -

5月
，，

． 本月 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社会

部派党员高永久到海城县牛庄一带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其任务是：。长期隐蔽，保

存力量，等待时机，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

部队反攻。”高永久通过亲戚关系，隐蔽在

海城牛庄，以开染房、织补衣服为掩护，秘

密搜集日寇政治、经济情报，向人民群众

。．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党的主张。同时还先

后发展李德玉、常安田为中共党员，李华

昌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高永久于

1945年9月，在日寇投降后任我军七十

二团政委。

1 2月

本月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

作委员会派党员韩昌和到东北从事地下

工作。韩昌和经过多方联系，隐蔽在鞍山

昭和制钢所运输部，秘密搜集日寇情报和

社会情况，团结了一些工人并向其宣传革

命道理。还于1943年冬季，先后发展了宫

英才、孙庆福为中共候补党员。

1 9 4 5年·

8月

1 5日 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

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美、英、

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2 2日 日寇被迫缴械投降，苏联红

军进驻鞍山市。

下旬崔喜峰(原系我八路军干部，

1941年被俘，被关押在鞍山集中营，是强

迫在昭和制钢所劳动的‘‘特殊工人一。1942

年左右逃回我冀中一分区，参加整风，恢

复了党籍、职务。1944年冬季由党派遣到

鞍山做地下工作)，于“八一五”光复后，积

极组织建立。鞍山人民保安第一旅”，约

五、六干人。其主要成份是昭和制钢所的

失业工人和一部分被日伪关押的八路军、

国民党中央军的战俘。这支武装组建后，

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准备迎接

八路军接收鞍山。其后苏军以同国民党政

权。有外交关系”为由，让“鞍山人民保安

第一旅”撤离鞍山，进驻腾鳌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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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解放战争时期、，

(1945．9—1949．9)
‘

上甸海城中共地下党员高永久到

沈阳找到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接上了组织

关系。

下旬冀热辽十六军分区五十六团，

接收辽中县后，李耀奎政委率部分部队向

辽南地区挺进，在海城腾鳌堡与“鞍山人

民保安第一旅”会师，旅长崔喜峰率队欢

迎。李耀奎带警卫员化装经海城到达鞍

山，同苏联红军驻鞍司令部会商后，于9

月26日率五十六团及“鞍山人民保安第

一旅”进驻鞍山。

1 0月、

上甸东北人民自治军四纵队进驻

海城，解散了海城县“治安维持会”，同时

宣布海城县民主政府成立，由高寒松任县

长，王兴任副县长，原世德任副县长兼公

安局长。

上旬 以丛振东为首的鞍山工作组

到达鞍山，同李耀奎一起会见驻鞍苏军负

责人，商谈接管鞍山事宜。

上旬鞍山市职工联合总会成立，曲

新民任会长。下旬，为解决失业工人居民

吃饭问题，职工联合总会打开日伪军粮食

仓库，发粮赈济。

上旬中共辽宁省委决定，任命丛振

东为鞍山市市长，接管鞍山市政府。丛振

东召开了伪鞍山市公署、区公所职员会

’议，要求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好物资和档

案资料，待命移交。丛振东还在昭和制钢

一8一

， 所会议室召开会议，原日经理介绍了该所

情况，准备将物资及档案资料移交。

1 3日 十六军分区驻鞍办事处，为

了筹集武器装备、物资和扩充队伍，经李

耀奎与驻鞍山苏军多次交涉，打开了日军

军械库，装备了从胶东进驻鞍山的两个八

路军支队共计4000人。

同日 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驻鞍办事

处政委李耀奎，受十六军分区委托，对鞍

山人民保安第一旅进行改编，组建十六军

分区所属一个团，李耀奎任政委，崔喜峰

任团长。

2 4日 鞍山市政府接收日伪鞍山

放送局，并建立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即日

开始广播。翌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市政

府转移后，中断广播。
一

本月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放

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财，建设根

据地，以达到在东北军事、政治斗争优势

，为目的”的指示精神，鞍山地区迅速开展

扩军运动，在广大农村中大量招收新兵．

本月 李耀奎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

’报工作，陈云同志接见并指示：“接收鞍山

首先是要接收有十万产业工人的鞍钢，这

是首要的⋯⋯。那里有很好的建党和建立

工会的基础。”

1 1月

本月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成

立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刘芝明(陈祖謇)任

书记，委员有市长张同钰、组织部长江天

辉、宣传部长苏明、民运部长兼职工总会
，

．，1



、

会长曲新民、市府秘书长李承琨、公安局

长王屏、保安司令赵国泰、物资委员会主

任委员袁学之、中共辽阳市委书记宋新

怀。市委辖：新华、永乐、陶官、千山、工业、‘

沙河等6个区委和立山、铁东、千岁3个

区。
，

．

-●
●

●

本月 台安县建立了台安县民运部

(up中共台安县委)，由冀察热辽区党委派

往台安的李汝舟、郑钧和辽宁省工委派来

的郑扶等3人组成。

本月 在海城镇成立了中共海城中

心县委。由书记陈一凡、县长高寒松等6

人组成。辖：城厢、腾鳌、耿庄、析木、温香、

高坎、感王、牛庄、高力房区委和大石桥镇

委。此时，海城中心县委辖营口、盖平和复

县县委。

． 本月 为了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市委

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奸

反霸的清算斗争。在海城县，枪决了汉奸、

伪满海城县县长刘连瑞、斗争了土豪劣绅

赵子扬；新华区除掉了恶霸刘豪武、陶官

区除掉了李香九；立山区除掉了李宗忱。

’本月 为歼灭盘踞在千山地区的以

邓国庆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光复军”，我东

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四、六两

团与冀热辽军分区三个团共五个团的兵

力，在辽东军分区副司令员曾克林统一指

挥下，于28日夜发起了联合围剿，经过两

天激战后，在30日全部歼灭邓国庆部。

毙、伤、俘匪达3000余人，缴获汽车40余

辆和一些枪支弹药。

1 2月

上旬 中共地下党员韩昌和(1942

年12月底由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派遣来

鞍山从事地下工作)，到沈阳冀热辽军区

第十六军分区接上了组织关系，又被派回

鞍山参加中共鞍山市委城工部工作。

1 8日 中共辽宁省分委决定，中共

辽宁分委一地委在辽阳组成。由地委书记

卓雄、副书记高扬、专员邹鲁风等10人组

成。辖中共鞍山、辽阳市委和中共辽阳、辽

中、台安、盘山县委。

本月 海城县工会筹委会成立，路政

为负责入。海城妇女联合会成立，主任由

杨克冰兼任。海城县青年联合会筹委会组

成，吴永清为负责人。

1 9 4 6年

1月

1 1日 中共辽宁省工委撤销，成立

中共辽宁省分委，受中共辽东省委领导。‘

辽宁～地委改归中共辽宁省分委领导。鞍

山市隶属于辽宁一地委。

2月

'1日 午夜，国民党新六军在台安

县金家窝堡截击了台安县党政军机关转

移人员，台安区长徐洪元、县民运部组织

干事张栋在此战斗中壮烈牺牲。

1 3日 中共台安县委遵照上级，让

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实行战略转

移，县党政干部加入辽、台、盘三县人民武

装，开展游击战争。后因形势变化，县委撤

销。
。

本月 在中共海城中心县委基础上，

成立了中共辽宁二地委。由书记陈一凡、

专员刘云鹤等8人组成。辖中共营口市委

和中共海城、盖平县委。与此同时，组成了

中共海城县委员会，由书记杨克冰，副书

记薛明，县长高寒松等6人组成。

一9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