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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共章丘党史大事记》(简称《大

事记》)，主要记录中共章丘党组织在一九二

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和中共章历党组织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一时期的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在记述中；努力反映每

一个时期章丘(章历)党组织的发展特点·‘’

地，市以上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负责人在

章丘(章历)的活动予以收录；对章丘(章

历)有直接影响的全国、全省所发生的重大事

件，也作了简明收录。

二，《大事记》记录范围以章丘县现行区

划为主，并注意历史沿革，力求实事求是地反

映历史的本来面日·原曾隶属章丘(章历)县7

而现已划出地区的主要大亭也一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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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事记》收录的条目，按时间顺序

排列；有的事件持续时间较长，则按事件开始

的时间编排；有些条目按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

叙述；己知季度而月份不清者，只记季度；已

知月份而日期不清者，只记月份。

四，部队番号、机构、会议等名称，首次

出现采用全称，重复出现一般采用简称或习惯

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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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章丘党的历史概遵+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章丘县位于山东省中部，东与淄博交界，’j

西与历城相连，南与莱芜，泰安接壤，北与邹

平相邻。全县面积l 6 9 9平方公里，从南到

北依次是山区、丘陵，平原。胶济铁路横贯中

间，历史上曾有省城济南东大门之称，在战略

上具有重要位置。
’

‘章丘’是山东建党较早的县份之一。一九二

四年夕在青岛四方机车厂从事工人运动的郭恒

祥，经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入邓恩铭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为章丘县第一名党员。一九二立

年“青岛惨案，，酿成，郭恒祥遭敌通缉，被迫

离开青岛转移到济南等地，进行党的秘密活



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郭恒祥受中共山东省

委的派遣，回到家乡——章丘埠村。他先以货

郎为掩护，向附近煤矿工人和农民宣传革命真

理，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靴筒地煤矿成立“章

丘炭矿工会，，，领导工人同资本家进行一系列

斗争。后发动埠村一带农民成立贫民会，有力

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气焰。同时，

在工人，农民中间秘密发展党员。于一九二八

年八月，秘密建立中共章丘支部。郭恒祥任书

记，隶属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二八年年底，

章丘党组织发展为两个支部，在中共山东省委

的指导下，建立中共章丘特别支部，简称“章

丘特支，，，党员十名，郭恒祥任书记。一九Z-

九年一月，郭恒祥被埠村恶霸地主李延煜骗至

私宅三清观内枪杀。至此，章丘的工人和农民

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章丘党组织与省委失掉了

关系，党的活动被迫中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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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力后，日军铁蹄

踏选山东，-t-=月章丘沦陷。章丘县的区划，

仍沿袭国民党统治时期十个区的划分：一区

(马彭)，二区(旧军)，三区(临济)，

四区(刁镇)，五区(相公庄)、六区(胡

山)．七区(明水)．八区(寨子)、九区

(垛庄)、十区(虎门，已划归历城县)．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章丘人民广泛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建立起三

支抗日武装。以万山村进步教师李曼村，祖营

坞村进步教师宋怡翔为首，秘密联络进步青年

农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三山峪村石峪寺建

立章丘第一支抗日武装——章丘人民抗日救国

军，后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六支

队二十一中队，李曼村任中队长，宋怡翔任指

导员。Jg--支抗日武装，是以梭庄村中共地下

党员韩昭杰(后脱党)和爱国青年刘鸣岐，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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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辰为首，于一九三八年春在梭庄村建立章丘

抗日民众义勇军，后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五军六支队二十三中队，刘鸣岐任中队

长，羁昭杰任指导员。第三支抗日武装是以

中共地下党员王心崇为首，在章丘西部李官、

苏官村，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秘密建立一支抗日

队伍，后被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十

一支队三十七中队，苏子元任中队长，王心崇

任指导员·三支抗日武装的建立，大大鼓舞了

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斗志。

一九三九年春，为建立章丘敌后抗日根据

地，中共泰山特委派张游、孙志超组成章历工

作团，分赴箪丘、历城南部开展抗日工作·九

月，建立中共章丘县工作委员会，张游任书

记。十一月，中共章丘县委在莱芜县南王庄秘

密建立，亓仲文任书记，同时建立幸丘县抗日

民主政府，吴建章任县长。在中共泰山特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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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纵队四支队的指导帮助下，章丘的抗日工

作在胡山．垛庄，虎门一带普遍展开。中共章

丘县委，以章莱边境山区为依托，先后建立六

区、九区、十区区委、区公所和部分乡村抗日

政权，初步形成章丘抗日根据地。有的村还建

立妇教会、农救会、儿童团。县委多次举办积

极分子训练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支
’

部，’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领导群众参加

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一年春，吕子仪任中共章丘县委书

记。下半年始，日伪军“扫荡”章丘抗日根据

地，先后在垛庄，南曹范、文祖，大寨子、

彩石、孙村等村镇安设据点。对章丘抗日根据

地实行分割和经济封锁，形势恶化。为适应斗

争形势，章丘县委将九区划为官营，双峰、陔

山、南明、锦屏五个小区，并建立区委、区公

所。把县区干部、战士划分成游击小组进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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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采取各种形式与日伪军周旋。坚持反“扫

荡”、反“蚕食，，、反“自首”的斗争。一九

四二年冬，章丘县委，县府开辟的抗日村庄

只剩佛峪．道沟、白炭窑、拔槊泉村，其余村

均被日伪军抢占或控制，敌我斗争形势更加残

酷．县委敌工部副部长褚方堂，财粮科副科长

郭传文、区长赵庭秀、徐传恒，陈丹峰等在斗

争中先后壮烈牺牲．个别党员意志薄弱叛变投

敌，党组织遭较大破坏，全县党支部由二十四

个减少到十四个，党员总数由八百零七人减少

到五百七十四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鲁中军区十二团政委胡

寅虱章丘任县委书记，十月，一赵--)11任章丘县

长．章丘县委紧紧抓住武装斗争这一中心环

节，扩大县区武装力量，在主力部队的协助

下，带领县区武装攻克日伪军垛庄据点。充分

发挥县委敌工部的作用，对章丘境内伪军，根

譬§一。



据其态度分别制定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

的斗争对策。组织县区干部进行整风学>--j，调

机关得力干部充实边沿区的领导，逐步扭转了

被动局面。

一九四四年，在泰山军分区主力部队的支

援下，连续摧毁日伪军据点，逐步恢复和扩大

了抗日根据地，县大队、区中队发展到近千

人。县机关干部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积极

协助群众生产，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困难．党的

组织得到加强。六月底，全县已建区委八个，

党支部四十七个，党员发展蓟七百五十七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

件投降，章丘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县区武装

配合山东野战军第四师向敌占区进军，一举收

复章丘北部的枣园，章丘城、张家林、相公庄

等重要村镇，县机关由南部山区移驻埠村．县

委书记萌寅，县长赵--)il调离．刘众前任章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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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吾8书记，主持县委工作，不久即任书记，

贾东明任章丘县县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开辟新解放区，鲁中

区党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决定，将章丘县北部

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二、三、四区(马

彭，旧军、临济、刁镇)和历城县的四、五区

(白云、龙山)翊为章历县(一九五三年合并

于章丘县)。建立中共章历县委，县政府，苏

克强任书记，赵--j,l任县长。章历县委，。县政

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先后进驻章丘城，并迅速建

立县区领导机构． ．

章丘o’章历县委，组织干部在新解放区广

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反奸诉

苦”运动，：+打击敌特，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

建立人民的村政权，成立村农会，妇救会、民

兵等群众组织。还举办伪公职人员训练班，对

千过伪军的人进行政策教育，使其悔过自新·

·8·



章历县委注意发展党员，在个别村庄建立了党

的支部，为开展对敌斗争莫定了基础。 ，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

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章丘的

枣园、明水等四百四十三个新解放村庄．章历昀

章丘城，龙山，旧军等重要村镇先后被敌抢占。j

敌军所到之处，大肆捕杀党员，村于，逃亡地主

也趁机向贫雇农积极分子反攻倒算，进行残酷

阶级报复，恢复反动基层政权．章丘、章历县委

坚决执行要“针锋相对”的指示，配合主力部从

不失时机的歼灭敌人，建立县区精干武工队深

入敌占区，打击镇压“还乡团”分子。破坏胶济铁

路，开展地雷战，炸毁铁路大桥．章丘县公安局

长尚克东和黉山区委书记刘仁轩带领武工队，

在黉山区打垮敌乡从两个，摧垮了六个敌乡政

权。章历县委成员分工率领县区武工队，分片依

据山区，湖泊芦苇袭击敌人。大大鼓舞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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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始，章丘县委贯彻中央

《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

“五·四”指示)广大翻身农民得蓟了土地。在

“反蒋保田，，口号鼓舞下，掀起动参热潮，章

丘全县动员青年参军五百入。一九四七年土改

复查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运动中出

现了偏差，地主被“扫地出门’’，有的被杀，

违犯了政策，并提出了些“左"的口号，挫伤

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 “左’’的错误倾向逐

步得到纠正。 ．

． 国民党反动军队不甘心失败，于一九四七

年春，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八月，章

丘，章历县大部分村庄再次被敌入抢占．敌乡

从又纷纷组织起来，部分逃亡恶霸地主乘机返

回，疯狂进行反革命倒算．章丘、章历县委根

据地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斗

-l 0-



争"的指示，将机关老弱干部转移黄河北，把

精干人员留下组成武工队，在县辖区域内坚持

对敌斗争，保护和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为孤立济南之敌，一九四八年六月，华野

山东兵团新编第七师，第十一师，向驻章历县

龙山，章丘城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取

得了胜利，章丘：章历县获得解放。济南战役

打响，章丘、章历县军民全力以赴支前，妇女

碾米、做饭、做军鞋，男人运粮草、修公路j

修工事、运伤员，出色地完成各项支前任务。

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章丘、章历县入民

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呈

现了母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面．一九四九

年，章丘、章历县委提出“多上一车粪，多打

一成粮”的口号，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还

组织了一百五十余名于部随军南下，支援全国

解放。群众团体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党组织有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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