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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为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共武安市(县)

历史，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上级的要求和规划，将陆续编辑出版

党史大事记、专题资料、党史人物、建设成就、综合资料等图书。

这些书将为研究、宣传、编纂中共武安地方史，服务武安的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提供全面、系统、翔实的史料，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

历史借鉴，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以史资政的作用。

《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以武安市

1998年的行政辖区为范围追溯历史，历史上曾辖于武安的区

域，辖期内的事兼记。上限为1926年4月，下限为1998年2月

中共武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纲要式地记录党绢织创建!

发展及其所领导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内

容。上级党政军在武安有影响的相关事件也收录其中。领导干

部任免职专条，只收到市(县)正职。荣誉称号和各种奖励只收

省部级以上授予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以编年体为主的编写体例。根据中共党史的分期，按事件发

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一事一记。持续时间较长的事件按时序分

段记述，连续性较强又便于集中记录的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叙

述，以保持事件的完整性。不同地点，相同性质的事件适当合

并。同一时间发生的几件大事，从第二件起用同月同日表示时

间。时间不确切的大事，日不详置于甸末，旬不详置于月末，月

不详置于季末，春、夏、秋、冬分别记于3、6,9、12月之后，季不详

置于年末，年不详不记。每个历史时期前均有概述，统～采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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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纪年法。

编写《大事记》所依据的资料，建国前主要源于历史文献、报

刊资料和老同志回忆；建国后主要源于档案馆和市委办、人大

办、政府办、政协办档案室及市直各单位、各乡镇提供的有关资

料。

《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

合的原则及存真求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做到大事突

出．要事不漏，内容恰当，事实准确，文字简明。

《大事记》面世，虽几易其稿，但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

资料不全，编者水平有限，缺点甚至错误难免仍存，恳请批评指

正。

编者

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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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的付梓出版，是我市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征编人员积两年之功广征精编，

埋头苦干，深入系统研究中共武安地方史的成果，是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共产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特致祝贺。

武安市西据巍巍太行，东瞰广袤的华北平原，现辖区面积

1806平方公里，人口68万。在20世纪前半叶，与整个中华民族

的命运一样，武安外遭强敌入侵，内有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人民

苦不堪言。1930年，当时的武安和村镇建起了共产党的支部。

抗战初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

根据地。1938年3月，中共武安县工作委员会在管陶川成立。

从此翻开了武安历史新的一页。武安大部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安人民支援反顽战役，反维持、反封锁、反

扫荡，抵抗日本侵略，开展减租减息，根据地得到日益巩固和发

展。武安的土改实验，消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央

决策提供了实践依据。大批干部南下北上，人民踊跃捐粮捐物，

参军支前。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两度驻扎武安，董必武、刘伯

承、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生活战斗在这

里，并召开了著名的边区土地会议(也称冶陶会议)和华北财经

会议。3000余名武安儿女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瞿坚白(瞿秋白

胞弟)、贺进、杨成文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在武安献出生命，

有的至今仍长眠于此。武安作为革命老区，地方党组织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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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诞生，使武安历史又翻开更新的一页。现在，综合

经济实力逐步增强，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3．65亿元，财政总

收入4．1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66．7

亿元，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费收入5115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3118元。工业由解放前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以钢铁、冶金、煤炭、

建材为主，化工、机械、铸造、电力等门类比较齐全的体系；农业

经过几十年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推广良种、科学技术，不

仅早已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正向产业化经营和提高综合效益

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99％，人口素质

大幅度提高；公路通车里程960．5公里；形成了村有卫生室、乡

镇有卫生院、市有5家较大医院、总计1360张病床的完整医疗

保健体系，人均寿命是建国初期的两倍多；城区居民用上管道煤

气和暖气，广播电视实现了“村村通”。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与旧

武安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武安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并与人民

一道为武安繁荣富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且取得有目共睹的成

功。昨天的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新武安，今天

的现实又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新武安的振兴。昨天

与今天的辉煌足以使每一位武安人和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人。

更使今日有幸仍工作在这块热土上的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

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只有学习历史知

识，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才可能把握历史规律。一个

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执政党，不能不重视研究和反思自身的历史，

同样，一个地方的党组织，要正确驾驭“今天”和准确预见“明

天”，就必须很好了解和熟悉本地的“前天”和“昨天”。借前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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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实服务，这就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党史的意义所在。

这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在武安的活动为主线。以编年体的体

将70余年间发生的大事要事连缀成篇。各历史时期虽各为

断，却能使人从中窥视历史发展的脉络，咀嚼历史的苦涩甘

，领悟历史发展的真谛。从中可以感受到党和人民血浓于水

的情谊，听到党领导人民前进的脚步声，看到党为人民呕心沥血

的画面。读一读她，能使我们品味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

硬道理；党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人民便会自觉紧跟党

走；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和事业繁荣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对

经济全球化的适应等道理。她教我们永远记住武安的过去，正

确对待武安的现在，大胆创造武安的未来。 ．

愿昨日的辉煌成为新起点!愿武安的明天更美更好!愿党

史研究多出精品!

中共武安市委书记彭学增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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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6．4—1937．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安，兵祸匪乱甚多，县官频繁更迭，

局势动荡不安，军阀、官僚、地主、商业资本家相互勾结，对人民

实行黑暗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1926年4月，林县天

门会以“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平息土

匪、保卫家园”为口号，树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因其顺应时代

潮流，势力迅即在武安发展并攻占了县城。中共顺直省委看到

其先进性，决定派人打入该组织而把其改造为红军，后因其首领

遭民团诱杀而未果，但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武安早期活动的

踪迹，是武安人民长期以来郁积的对旧制度的愤怒和仇恨的集

中爆发。1930年，建党较早的磁县党组织先后派人到与其紧邻

的武安县和村镇(1950年划归峰峰矿区)发展党员，建立党支

部；到武安师范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党团组织在农民和学生

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后来磁

县党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武安师范共青团支部就此失掉

了与上级的联系。武安党组织的活动也暂时隐蔽起来，开始了

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在和村党支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

大劳苦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多次起而反

抗，在武安龙泉、午汲等地组织短工进行罢市增资斗争。除党团

组织的活动外，武安伯延籍进步青年翟墨新，利用回乡机会，组

■|．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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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会”同封建势力斗争。任奉军营长的武伦佩因不满蒋介

的消极抗日政策，辞职回到故乡龙泉，组织地方武装，整顿义

。兴办学校，禁止鸦片，以图捍卫乡里，报效家乡和祖国。

中国共产党在武安的早期活动，使武安人民对党有了初步

解，这就为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军武安开辟抗El根据地，发展党

织．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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