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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书记 赵平安

为庆祝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党史研

究室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椒江历史大事记(1919--1994)》。

本书是椒江党的历史的骨架和经纬，简要地记载了椒江党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和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它的出版是椒江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椒江、了解椒江具有重要意义。

椒江旧时称海门，是台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1924年，

台州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一省立水产学校小组在葭?止诞生，揭
开了浙东南革命斗争的序幕。嗣后，海门独立支部、浙南特委

机关、台州中心区委相继在海门建立和开展活动，发动声援五

卅罢工的游行，开展纪念广州起义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人、农

民、士兵起来斗争。 ．．．

：
．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门成为台州抗日救亡宣传和活动的中

心。组建海门特别支部、街道支部和东山中学支部，发展民族

解放先锋队组织；成立战地民众服务团，举办台属青年运动骨

干训练班，开办椒江书店，创办《力行》杂志，积极传播马克

思列宁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青年运动骨干；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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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领导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安和皖南新四军

根据地，在台州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7年，椒路(南)工委成立，筹募物资粮饷，支援浙东

游击队}创办《浙东通讯》，配合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策动国民

党县长起义，促使临海、黄岩两县和平解放。随后，海门解放，

建立海门区，直属台州行署。

解放初期，斗争形势仍相当严峻，国民党军残部盘踞着海

岛，山匪遍布农村，与海匪勾结，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1955

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一举解

放一江山岛，盘踞在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匪患消除了，

从此，椒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海门直属区降为普通区，紧接着伴随阶级斗争扩大

化，出现了经济上的急躁冒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继而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致使椒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组织系统地清理了“左”的错误，

拨乱反正，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

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椒江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椒江建市。建市13年来，椒江人

民在椒江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抓住机遇，狠抓基础建设，港

口、电力、通讯、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加强，大大

推动了城市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贯彻党的十四大和邓

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

内生产总值从1981年的2．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28．3亿元，

财政总收入从1981年的1 441万元增加到1996年的2．6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 805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科

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

步，城区、集镇和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综合服务功能
· I o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p

j

■

不断提高，为台州中心城市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台州撤地设市，椒江撤市

改区，成为台州市的中心区域，市政府的驻地。椒江人民正以

崭新的面貌加快向现代化迈进。1996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

62亿元，财政总收入达3．4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76亿

·元，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6 750元和4 250元。

． 综观椒江发展历史，有成就也有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重视研究党的历史，善于吸取历史

上的经验教训，做到温故而知新，知新而长进。编写‘中国共

。。产党椒江历史大事记》，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椒江的过

去，立足椒江的今天，开拓椒江的未来。

展望未来，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光荣而伟大、任重而道远。

中共台州市椒江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确定了椒江跨

世纪的发展目标，到20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超过

《目前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在实现跨世纪

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

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

法制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团结和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区

人民，弘扬。艰苦创业、务实进取、勇于开拓、敢争一流”的

椒江精神，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为加

快把椒江建设成为繁荣、优美的台州市中心区域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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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5—1949．10)

。1919年
。

5月4日 在北京读书的台州籍学生陈宏勋(荩民)、牟正

非、孙德忠、周炳麟、牟漠、项士襄、沈敦伍等参加北京13所

院校举行的集会、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残酷

镇压，陈宏勋等32名学生被捕。12日，临海图书馆负责人兼六

中、回浦中学教师项士元得到其弟项士襄从北京传回的消息后，

．。当即发动六中、回浦中学两校学生上街游行。消息传到海门，葭

浊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学生首先响应，上街宣传、演讲，声援北

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随之组织学生会，并联络清献，扶雅、授

智、商业学校，成立台州学生联合会。其后，又发动工商界，组

织罢课、罢工、罢市斗争。

7月14日海门信远商行老板黄楚卿贩卖日本。太阳”牌

棉布(计52匹)，被学生会牟漠等查出，激起群愤，临海县知

事庄纫秋邀台州救国协会会长项士元等前往排解。黄态度强硬，

不肯引咎i并欲转移其存沪货栈的大批日货，越发激起学生的

强烈愤慨。16日，黄岩商学各界近百人，临海、天台、仙居、温

岭等县数十人，齐集海门，与黄交涉。17日，黄被迫交出日货，

交商学联合会处理。⋯ ：! 二

。7月17日 海门商学联合会筹备会在升平(糖业)公所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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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参加者有学界商界代表各六人，议定于农历七月初，一借椒

江舞台召开成立大会。
。

8月14日 温岭县知事欧阳忠浩从杭州回温岭，随带一捆

日本洋伞，乘船至海门上岸时，被海门商学联合会检查发现，该

知事指使随从殴打商学联合会检查员，上岸扬长而去。海门商

学联合会为此急告台州救国协会。救国协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并发出书面通知，抗议欧阳忠浩的不法行为，声援海门商学联

合会。 ，

lo月19日 海门商学联合会查扣的大批日货，被货主周

天成等率众夺回。海门商学联合会电请台州救国协会派人援助。

台州救国协会遂派蒋径三等十余人至椒。21日，因奸商恃势逞

蛮，海门商学联合会再次复电催救国协会及各团体赴椒，共同

对付不法奸商。22日，省立六中、六师学生及救国协会会员400

多人乘船至椒。24日，六中、六师、水产、清献、扶雅、商业

各校学生600余人在大校场集会，然后整队至商会，进行抗议。

后由海门镇守使署出面调解，以周天成、陈天兴、新大昌、宜

新泰等商号交出日货白布50匹，众愤始平。

1920年 ．

1月1日继台州救国协会日前在临海召开。毋忘国耻、抵

制日货”大会之后，海门商学联合会在大校场召开烧日货赠寒

衣大会。会上，各界人士慷慨陈词，强烈要求提倡国货、抵制

洋货，并当场烧毁日货，向市民(主要是码头工人>赠寒衣。

7月下旬临海和海门的奸商王端友、黄楚卿等向浙江省

督办卢永祥、省长齐耀珊投寄控告信，诬陷台州救国协会和会

长项士元以及进步学生是“过激党”，项士元因此被省教育厅勒

令“停止教职，永不叙用”。至8月13日，台州救国协会在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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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势力压制下解散。
，

1924年‘
．

” 2月 中共党员、团杭州地委秘书、执委宣侠父回到葭浊立

水产学校活动，发展了金辅华、周梦莲、樊松华、章尚友等入
‘

党，建立了台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宣侠父，诸

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读书，曾任学生会主

‘． 席；1920年考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因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

，， 而被迫回国，1923年9月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 宣侠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在海门建党的情况之后，

组织上决定派他和周梦莲、樊松华、宣铁吾等去黄埔军校学习。

临行前，宣对海门党小组的工作做了安排，并确定由原籍温岭

的金辅华负责党小组工作。
。 ’

一 5月 金辅华为筹建温岭方城中学，经常奔走于海门、温岭

之间。在该校筹建结束、决定开学之后，金即离开海门回温岭，

以办教育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海门党小组则由在

慈幼院小学任教的党员蒋微笑负责。4

1925年
， -

3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全

体师生怀着沉痛心情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 ．

6月至7月 为纪念五卅运动，海门党组织发动各中小学
、

师生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蒋微笑老师编写了各种宣传资料、标

语口号、讲演文章、戏剧等，并组织学生分头走上大街，向群

众宣传五卅运动的经过。慈幼院小学和印山小学师生合排了一

台“文明戏”，蒋微笑亲自扮演剧中主角。其间，在宁波四中读

书的海门籍党员杨大才回到家乡，特借住西方寺，与慈幼院小
。 ·3’



学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杨、蒋相会西方寺，彼此互通了宁波、海

门开展纪念五卅运动的情况。党在海门发动的五卅运动纪念活

动，前后历经两月余，无论是活动规模或时间跨度均为临海县

各城镇之最，影响较大。

1926年

6月 根据国共合作精神，海门设立了三个国民党区属分

部，即慈幼院小学分部，负责人蒋微笑，印山小学分部，负责

人王萼交，东山中学分部，负责人孙一影。这些分部建立后，随

即成立了区党部，成员为常务委员王萼交，委员朱浴生、蒋微

笑、孙一影、徐嘉谟。此后宁波的张鹏程和汪益增(汪维恒)常

来海门联系、指导工作。

12月 宁波地方农民运动委员会指定张鹏程到台州(即海

门)做军队策反和土匪转化工作。 ，

是年设在葭浊的浙江省立高级(原甲种)水产学校迁往

定海。 ；

，

1927年

2月 经宁波地委批准，建立中共海门独立支部，负责人蒋

微笑。工作机关设在海门慈幼院小学内。 ．

6月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海门独立支部划归省委直接领

导。省委组织部确定将海门列入全省交通网内，即杭州的省交

通处一萧山一绍兴一宁波分处一海门(温州、，温岭)。

7月下旬海门的贫苦市民和农妇上千人成群结队，涌向

粮店，随之发生抢米风潮。 j

10月 在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工作计划大纲中，再次确定海

门独立支部直属省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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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台属各县党组织大部分被破

坏，唯海门独立支部得以保存。其后，宁波的吴雄、吴思维和

温岭的曹廷祥、王藻青等外地党员转移到海门，以教师身份隐

蔽在慈幼院小学。至11月，省党、团秘密机关七处被破坏，各

地联络处和党员名单被搜走，海门独立支部随之亦暴露。省防一

军驻海门保安队第五团包围独立支部所在地的慈幼院小学，除

吴思维一人被捕外，其他同志在群众掩护下安全撤出。

．

‘一 1928年
‘

2月 因临海县委书记张伯析被通缉，离开临海，改由卢经

武任书记，县委机关根据委员杨大才提议的迁到海门义士街何

金彪的“马带店”。后房东在为县委取经费时路遇意外。为防不

测，县委机关随即撤离海门。
。。

．

2月13日 驻海门省防军第五团机枪连发生哗变，全连士

兵以反对克扣薪饷为由，携械逃跑。此事引起了省委的重视。省

委在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中曾专门提及台州(海门)的兵运工作。
’

3月24日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台属六县工作决议案》指

出：鉴于海门在台州的特殊地理位置，船工人数较多，力量较

大，台属工作应。注意海门工人，特别是海员和码头工人运动，

尽可能地发动他们的斗争”。 ·

5月 省委对台属工作再次作出指示：‘。工农群众的加资、

反对加粮、打击土劣的斗争(如天台、仙居)及士兵的哗变

(如海门)日益发展⋯⋯临海、海门、温岭等处，需要加紧领导

工农斗争，鼓动士兵哗变。”。台州六县的工人运动在目前应特

别注意海门、临海、温岭、黄岩等处为工运中心区域。”

，‘月 党组织发动海门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开展粮食平粜斗

争。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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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省立第六中学由临海搬迁到葭浊(原省立

校址)。

9月 省委派龙大道主持在天台召开温台地区党

议。会议选举产生由管容德任书记的中共浙南特委，

四县和台属六县党的工作。会后，在葭浊六中附近一农民家设

立特委机关。 ： ．

，
‘

11月 浙南特委在椒江北岸道感堂李联芳家召开扩大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温属、台属各县代表约二十人。会议传达了

省委指示，研究并布置了今后的任务。因原书记管容德调到省

委工作，会议改选卢经训为特委书记。会后，将特委机关从葭

池迁到海门小衙门前椒江大戏院对面杨步周家。

12月15日 海门驻军浙保五团以共产党纪念。广暴”的传

单和标语为线索，经派密探侦查，对椒江大戏院对面杨步周家

产生怀疑，又兼特委机关人员在擦枪时不慎走火，导致杨家被

浙保五团包围搜捕。当场搜去特委文件60多份、组织名册和手

枪一支及印刷器具等，并抓捕了梅其彬、周尚文、叶信庄(叶

自然)等。后该团根据名册线索又包围了六中，并采取点名办

法，当场逮捕了周渭滨、刘尚、李先导、方德明等。次日，李

联芳在道感堂家中被捕，另有永嘉县的王藩(王屏周)也被捕。

至此，特委机关已被破坏，但除名册上的几个党员被捕外，其

他各县党组织均未遭破坏。

1929年

2月17日 浙保五团加强实力，团部设在海门，分驻台州

各县。 一 ·

5月 台州中心县委成立，曹珍(石瑞芳)任书记，下辖温

岭、黄岩、宁海三个县委及天台、仙居的部分党组织。

·6。



7月28日 台州中心县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特别提出海

门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做好海员、码头工人、邮电工人、店员、

轿夫及工、学、妇、贫民等十种对象的工作。 ．

+7月30日 台州中心县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确定海

门党组织暂由党团混合组织一个支部。还决定在海门建立工作

机关，派一人负责党团工作，并兼顾黄岩的工作。 j

7月 徐英受中央委派巡视台属工作。8月5日，他在给中

央的报告中称：“对于商业经济的组织，还是在海门比较城里好。

在海门的大轮船往来申、甬、台，长班的有十余只，小轮亦如

此数⋯⋯所以我们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到海门。” ：

8月24日 台州中心县委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派绍，青

两同志到海门进行联络，重整组织，恢复活动。 。

9月5日 台州中心县委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再次强调：

在海门尽快建立组织，加紧训练，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并

决定派人驻海门指导工作，同时加强东中、六中两校的学生运
， 动的领导。 ， ，．

．

，
-

9月 建立六中学生支部，并进行了三次斗争，均取得胜

利，海门工作的局面得以打开。
’

。1

11月 台州中心县委驻海门工作机关建立，负责海门及黄

岩党团的工作。
。

-

，

．

， j
．

I
，

’

1930年 ’j
●

’ “

1月2日 台州中心县委采用一切办法加强各县工作，但

由于海门、临海资方防范特别严密，党的中心工作难以开展。县

委为此提出五条对策：一、动员一些同志在这两处找小学教员

及其他职业作掩护；二、派得力同志到药业店员联合会及店员

总会中去经常负责；三、命海门总工会某同志继续负责；四、调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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