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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下册，以资政育人为思路，以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用激情浓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长

治县人民和广大党员、干部从1949年至1996年．在中国共产党历

届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如何贯彻执行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路

线、方针、政策；又如何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拓创新，按期完成或

超额完成了长治县所制定的“一五”到“八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并以创历史记录的好成绩，谱写了“九五”计划开局年的史

实。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成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每前进

一步，每攀登一个高峰，都是与来自“左”的、右的错误路线斗争结

出的硕果；是艰苦奋斗与坐享其成两种思想、行动扬与弃的结晶；

是大胆改革与闭关自守观念较量的收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人民群众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指导方针，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把国

策教育和县情教育有机地融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上，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理论

来武装群众，把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创造力，引深到发展国民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长治县能够取得“两

个文明”双胜利的根本。

《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一书所记录的大事、要事，是中共

长治县委、长治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群众，不畏艰难险阻，团

结奋斗的史诗；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特色”理论在长治县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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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各级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光辉形象的写照；是人民

群众要科技、要致富、要“四化”的时代最强音。书中记录的所有大

事条目都是可信、可读、可鉴的宝贵历史资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一部珍贵教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

党，历来把以史鉴今、存史修志视为关系党的巩固和发展、关系革

命和建设事业胜利与前途、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千秋大

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总结、研究

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以有利于深入

地了解国情、县情，正确地把握现实，成功地开创未来，胜利地实现

振兴中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

级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这是造就大批合格的

跨世纪领导干部的前提。“从史入手”，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

性，有着更加重要的深远意义。在全国是这样，长治县亦如此。

“做官一任，造福一方”。县委、县政府希望领导干部都要阅读

《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这本书，通过分析、研究长治县的历史

可以更好地开拓长治县美好的明天。

学习《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可以系统地理解党领导中

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如何把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贯彻到基层得以开花结果的。读后，

可以深刻领会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

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学>--j《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地评价历史事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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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读完此书，可以更正确地了解县情，增强自信，使决策

更加准确、科学。

学习《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结合历史实际，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决议和毛泽东著作、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

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决策能

力，把“两个文明”建设抓好，当好跨世纪干部，当好输送“四有”人

才的领班人。

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马列著作，要教育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高举“艰苦奋斗、改革开放”两面旗帜，为

将长治县建成经济强县，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

编者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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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中共长治县历史大事纪事》-一书，遵循唯物史观，坚持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对历史资料进行反复筛选、核实的基础上，

参照了当事人和部分老干部的意见，尽量摄取各个历史时期的大

事、要事编辑成条目，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给读者以启迪、反思。

二、本书的纪事上限从1949年lo月记起，下限止于1996年

12月。按照客观实际情况，将1959年9月至1961年8月这段时

间的历史史实删去(此间长治县并入长治市版图)。

三、编辑内容按本地区党组织发展的实际征集、编纂。参照中

共党史的分期标准，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四、编纂体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各历史时期的本末纪事编排

条目。分时期、分年、按月日先后立条，对持续时间较长或内容相

同(或相似)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适当集中，一次详记其始末。

五、每个时期的文字叙述采用提要式的记述方式；主要揭示本

阶段党组织所处的背景及其工作重心，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六、行文规范。年度居中；年度以内的重要事件，以小标题冠

之，月日纳入条目内容开头。

七、称谓。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对个人及对集团的称谓一

律不加褒贬。

八、简称、俗称、历史名称使用。对文字过长的机构、会议、文

件名称等，首次出现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前后用法统一。

历史上的地名、机构名称、职业名称等一律以当时名称为准。

九、数字用法。行文中，除习惯用语的数字外，一律使用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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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数字。

十、注释。行文中专用名词、术语、事件不在行文中加释，统一

附注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最后页码。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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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1伊一1956．12)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历史和党

的历史都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转变的历史时期。

建国初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长治县委、县政府遵照党

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全县人民有步骤地开展各项社会改革

运动：首先进行了清匪反特镇压反革命运动，安定了社会秩序，巩

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安居乐业，生产运动蓬勃发展。1951年

初春，长治县南天河村试办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社，1952年发展为8

个初级社，基本上医治了战争创伤，同年底，全县国民经济总收入
达630万元。在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县人民勒紧裤带支

援了抗美援朝，为保卫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做出了贡献。在“三

年整党”运动中，长治县也同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

整党建党与“三反”、“五反”运动的双胜利。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长治县委、县政府努力贯彻实施。

1953年上半年及时纠正了发展初级农业社急躁冒进的倾向；经过

整顿，合作社由105个缩减到91个。1954年7月，根据山西省委、

省政府区划重新设置规定，长治、潞城两县合并，成立潞安县。

1955年lO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决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长治县同全国一样，一年

多的时间里，合作化运动跨出了三大步：一是入社农户由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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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6．9％猛增到99．7％；二是初级社的农户于1956年3月全部加

入高级农业合作社；三是小社并为大社。到年底基本完成了对个

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长治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两步走的形式：第一

步采取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订货加工等；第二步实行公私合

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过渡形式。到年底，全县113家私营手

工业企业、406家私营商业全部完成了改造。至此，全县“一化三

改”运动完成。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总体上是成功

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

优势，这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有计划地、全面地开展社

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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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全县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lO月I fj，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28年的流血牺

牲，英勇奋斗，推翻r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日，中共长治县

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满怀激情，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游行，热

烈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据统计，全县179个行政村，有177个村

举行了庆祝仪式。其中：集会游行的103个村；自编自演搞街头故

事会和舞台宣传的有93个村；还有8个村镇唱了三天坐班戏；县

委、县政府和各区委书写标语1800份，散发宣传品1．5万张。这

一天，全县人民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

长治县召开党员干部代表会议

贯彻党领导生产建设的意见

jo月19日至23日，中共长治县委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党员干

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481名(女25名)，列席代表36名(女9

名)，参加会议代表共517名。会议主要贯彻了山西省委的工作方

针与“三大任务”¨’；传达了地委党代会精神。县委根据县情实际，

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作出“六项决议”，要求通过全体代表贯彻执

行。通过会议，全体代表明确了抓好生产建设是三大任务的关键，

树立了党领导生产建设就是革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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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三级干部会议

讨论解决干部作风问题

lo月25日至30日，为加快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帮助干部树

立长期领导生产的观念，县委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

会议针对部分领导干部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小清楚建国后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着重研究讨论了“干部为什么和为何确

立长期领导生产”的基本方法问题，批判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命令

主义作风、形式主义作风和j【作上的盲目性。通过研讨，与会同志

们基本上明确了如何走群众路线和=【：作方法问题。

长治县民主政府改称人民政府

lO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长治县民主政府改称人民政

府。鲍德山被任命为县长。之后，全县六个区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10名区级干部志愿奔赴太原

开辟新区工作

11月8日，县委组织部接地委通知后，立即组织干部谈话，要

求干部们打消“老婆孩子热炕头”和“革命到尽头”等糊涂观念，积

极报名到太原方面开辟新区工作。除6名同志思想稍有顾虑但能

服从组织调动和两名不想干的干部外，所有谈话者都要求批准外

调。经过挑选，11月8日，长治县lO名区级干部按时到地委报到，

顺利开赴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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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组织部开设农村党员干部轮训班

11月27 El，中共长治县委组织部决定从即日开始至1950年

元月20日止，分三批轮训农村党员于部。教材以党章和各级党委

有关文件为主要内容；理论结合实际，边学习边对照。受训党员干

部的收获是：第一，普遍认识了中网革命才刚刚开始，虽然“三座大

山”已推倒，但拿枪的敌人还存在，还需要继续革他们的命；由新民

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还任重道远；第二，懂得了革命还须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

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穷，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社

会主义道路；第三，认识到目前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生产，提

高生产水平，发展生产力；第四，初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

器。参加轮训的党员干部共660名(女103名)。其中：支委63

名，主要干部213名，一般干部264名，普通党员120名。

县委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

深入发动“冬产”运动

12月初，中共长治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区长参加的联席会

议。检查总结“冬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冬季生产的特点。着重

解决单纯赚钱的任务观点和经验主义的领导方法。通过检查讨

论，同志们初步认识到生产运动搞好搞不好是关系着新生的人民

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大事的大问题。

会后，经区、村干部的全面发动，长治县的冬季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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