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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遵照区委的指示，我们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宁波江北历史

大事记(1949--1995)》。它简要地勾划出解放后江北地区(含宁波

市郊区)地方党史的轮廓，约略地记录了江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史为鉴，资政、育入是本书编写的目的。

二、本书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存真求

实”的原则，力求反映历史的事实。
‘ 。

三、本书编写时限，上限于1949年5月25日宁波(江北)解

放，下限于1995年12月，历时46年。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

中前进的两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记述中共宁波市

江北区委以及区人大、区政府的重大活动，同时全面记录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军事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大事要

事，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执政成就，也反映工作中的失

误以及纠正失误的简要情况。
’

四、本书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

例。

五、本书所录之事，主要依据文献、档案、部分报刊资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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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整理而成，以叙事为主，一般不作评论。

六、本书从1997年下半年着手征集资料编写初稿，本着“尊重

历史，精益求精”的精神，多方征求意见，几经反复修改，历时三年，

经市委党史研究室审定，最后经区委同意出版。

七、本书由汪志鹏、程丽珍、邹华巨征集、编写，汪志鹏负责全

书统稿。其实，本书是许多人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

体现。

八、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区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区委副

书记张忠根为本书作序，区委办公室正、副主任徐培荣、费伟华、黄

朝贵十分关心编写工作，多次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市委党史研究

室领导亲临指导，许多老领导、老干部和有关单位给予大力帮助和

支持，市、区档案馆同志热情周到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文献、档案

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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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区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宁波江北历史大事记(1949—1995)》一书出版了。本

书尊重历史原貌，简略记录了历届区委争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是

一部反映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团结进取、艰苦创业的重要史册。

宁波解放初，江北地区(舍宁波市郊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

民生困苦，百业待举。几经变迁的中共宁波市江北区委在党中央和

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

顺利完成了接管城市、清匪反霸、支援解放舟山群岛等任务，开展

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有力地巩固了新生

的人民政权，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并取得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1957年以后，江北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和探索。工业方面，大力发展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中、

4、型企业，奠定了民办工业的基础；农业方面，兴修、兴建了一批防

洪、灌溉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创造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此后，全区人民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脚步，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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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雨，在上级党委和区委的领导下，先后消除了。左”倾思潮的危害

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

形式的斗争，坚持生产，坚持工作，全区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方面仍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区委更是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针，积极

探索，大胆实践，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产业结构，粮食和多种生产

经营得到持续稳定地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和邓4、平南巡

讲话精神鼓舞下，区委及全区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

住机遇，加快了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巨变。1995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41804万元(当年价)，

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分别达到5927元和3960元，提

前跨入了小康行列，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的历史篇

章。

回溯建国后46年江北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

践，再次告诉我们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对刚刚跨入的21

世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要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

导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加快江北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

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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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一1956年12月)

l 9 4 9年(5月至12月)

5月25日 宁波解放。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

五师和六十四师，沿杭甬公路向东疾进，是日9时，解放慈城，15

时、22时先后分别进抵宁波江北岸和西郊，25日拂晓，在市中心会

师，宁波全城解放。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宅，露营于马路两旁的人

行道上。 。．

5月28日 解放军驻慈溪县部队在剿匪时，途经慈东与慈西

交界处小灵峰地方(当时属慈溪县)，发现散匪(国民党溃军)7人，

当即缴获美式步枪3枝，加拿大冲锋机枪1挺。

6月1日 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刘玉山负责接管江北

镇。2日，刘玉山带领军管会工作队进驻江北镇公所，接管工作全

面开始。为维护现状，保证不乱，对原江北镇公所的国民党公务人

员及保甲长，采取“逐步教育改造”的方针，经过短期集训，使其认

清形势，初步了解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以解除其顾虑，稳定情绪，

明令取缔银元投机活动。解放初，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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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在海上实行封锁，致使

货源流通受阻，少数匪特和奸商以银元投机捣乱市场，造成物价猛

涨，严重危害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的正常生活。为此，市军管会颁发

华东军区司令部命令，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缔银元市场，随即在

市区和江北岸轮船码头等处设立检查站和兑换所，实行强制兑换。

全区广大工人和居民群众积极开展反对银元投机的宣传活动，揭

发检举匪特、奸商的罪恶行径。

6月19日 慈溪县公安队在庄桥镇(当时属慈溪县)原国民

党镇长朱锡赓家里捕获潜入大陆的匪特1名。又从朱家搜获步枪

4枝、木壳枪2枝、子弹50发。

6月下旬 庄桥区人民预借出粮食30余万斤，支援解放军解

放全中国。

6月 中共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建立。区委由王学正、刘玉

山、谭永刚、刘金杰4人组成，王学正任书记。区委是5月19日，二

十二军进军宁波途中，在绍兴组成宁波市军管会时决定的。

同月 宁波市郊区(1984年3月并入江北区)沿用原乡镇区

域陆续建立28个乡镇人民政府，同时任命正副乡、镇长。11月废

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委员会，城镇设居民委员会。

7月8日 区委组织数千名工人、学生、居民群众参加宁波市

军管会召开的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和庆祝京、沪、杭、甬解放大

会。市军管会主任丁秋生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浙东人民团结起来，

以百倍的努力，克服当前困难，坚决完成省委下达的各项任务，支

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定海，解放西南。会后举行3万余人参加的盛大

游行。

7月 全区普遍开始建立各种群众团体组织。至11月，工会、

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民兵JL童团等基层群众团体组织陆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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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
’

，，8月12日 为了掌握典型指导全面，中共宁波地委、慈溪县

委组织工作队进驻庄桥区马径村搞反霸、减租、反黑田、征粮等试

点工作。为了统一领导，工作队成立工作委员会，地委组织部长马

子成任主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布衣和慈溪县委代书记杨展大

任副主任。

8月 市委决定，武爱武任中共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免去王

学正江北区委书记职务。
‘

同月 宁波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建立，市人民政府任命朱洪全

为局长。1951年1月24日，改称为江北区公安分局。
‘

8月 庄桥区李禊渡坝闸损坏，咸水倒灌，因水流湍急，难以

堵塞。灌区10万余亩晚稻顷遭咸水淹浸。当地农民心急似焚，反

映强烈。庄桥区农民协会见状，立即发动群众，组织工匠进行抢修。

8月14日动工，15 El上午10时完成全部抢修任务。灌区4个乡

12万亩晚稻，免遭咸潮危害。
“

9月1日 慈城观庄桥群众自动抢修被炸坏公路。下午2时

许，国民党飞机两架在观庄桥公路上投弹5枚，炸坏公路，不能通

车。观庄桥群众20余人就于当日下午6时出动，前去抢修被炸坏

的地段，经过4个多钟头的紧张抢修，恢复通车。宁波市军管会交

通处致函表扬。 ‘

9月13日 国民党残部妄图阻止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出动

美制蒋机多次滥炸宁波市区和平居民，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

损失，激起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切齿痛恨。江北岸外马路、

中马路、桃渡路、青年会、正大火柴厂等被炸地区瓦砾纷飞，弹痕累

累，至11月，被炸毁房屋155问，炸死29人，炸伤19人。新江桥中

弹起火燃烧，被毁桥面4排、浮船8只。江北区委在宁波市委、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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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领导下，全力组织动员全区人民开展反轰炸斗争，积极进行防空

救护、抢修和善后救济工作。

9月27日至lO月2日 为贯彻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

决议，中共浙江二地委(即宁波地委)在慈城镇举行第一次党代表

会议。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与任务是：以发动与组织群众为中

心，贯彻省党代表会议提出的肃清匪特、民主反霸、实行减租、合理

负担、生产救灾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六大任务；做好征粮、税收工作，

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lO月1日 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国

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中国人民和

世界和平人民的伟大历史节日。连日来，江北区人民以各种形式热

烈欢庆这一伟大的节日。7日晚，全区群众参加全市各界人民举行

的盛大庆祝游行活动。，

10月14日 中共宁波地、市委发出《关于解放定海战役支前

工作的紧急指示》。区委根据地、市委的指示精神，成立支前机构，

紧急行动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切实完成动员船舶、民工和粮食调

运、慰问伤病员等支前任务，以保证解放定海战役的彻底胜利。至

1950年5月定海解放止，全区先后动员支前民工约计1200余人

(其中木工210人)、大小船舶25艘以及铁丝网、大米、麻袋等物

资。
。

10月30日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杨思一在庄桥听取马径

村前段反霸斗争工作的情况汇报后，又参加了该村的减租会议，并

对马径村的减租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

lO月 因奸商操纵市场，宁波市区米价连日上涨，粮食供应

紧张，市政府及时从江西调入大米2000万斤，由国营贸易公司敞

开销售，平抑粮价，打击了投机奸商。



一11月3日 江北区公所建立(后改称区人民政府，是市政府

的派出机构)，刘玉山任区长。 一，

11月 市郊区开展征粮运动，并确定庄桥区为重点，至1950

年1月初，仅庄桥一个区完成征粮任务1480万余斤，占全郊区总

任务96％。 。

12月21日 区郊槐树路、泗洲路农民，分别在崇信小学、码

头小学成立农民协会，各选盛卓荣、郑嘉友为农协会主任。农协会

成立后，在征粮、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生产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12月 区公所召开会议，贯彻市政府第二次行政会议精神，

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部署拥军优属，加强群众性的治安、肃清匪

特等项工作。

同月 庄桥区扩大基层群众团体组织。村政权、农民协会都全

部建立起来，并发展了农协会员857人、自卫队员486人、民兵

320人、妇女会员949人、姐妹团员723人JL童团员918人，共计

发展4253人，加上原有总数10389人，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数激增

到14642人。 ，+

’

同月 江北区公所联合地方人士，组成义务教育委员会，举办

三所儿童、成人学校(益三中学、崇信小学、引先小学)，计划动员

300名贫苦儿童与成年人人学，由地方热心人士捐献人民币255

万元(旧币)。10日举行开学典礼，入学人数达407名，超过原计划

100余名。’

1 9 5 O年

1月16日 区公所贯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精神，动员全区

人民推销胜利折实公债，按照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分配的认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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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落实工作。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成立公债推销委员会

(支会)，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积极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掀起争购公债

的热潮，至3月底结束，共认购8834分(“分”为折实单位，每分含

大米6斤、面粉1．5斤、自细布4尺、煤炭16斤的价值)。

1月24日 庄桥区公所破获洪阿道、叶阿生等人为首的盗匪

集团，逮捕洪阿道、叶阿生等19人，缴获枪2枝，赃物一大批。

1月27日 由群众自愿人股，集体性质的江北区第一消费合

作社成立，袁景训任主任。入社总数达158股，社员134名，薄利经

营粮、油及日用品等。

2月4日 贪污国家钱、粮264万余元(旧币)的贪污犯俞凯

(系慈溪县粮食局助征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宁波专员公署

指令在孝中镇(今慈城镇)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极刑，当场枪决。

2月 区公所遵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春节拥军优属的

指示》精神，在全区普遍开展热烈的拥军优属活动，以庆祝1949年

人民解放军伟大历史性的胜利和宁波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8日，

成立春节拥军优属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拥军

优属的意义。18、19日，分成两批，配合腰鼓、秧歌、锣鼓等，携带慰

问品，分头慰问当地驻军和烈军属，并为烈军属挂光荣匾、光荣牌

和光荣灯，晚上举行盛大的春节文娱晚会，招待解放军和烈军属。

同月 宁波市郊区成立土地改革指挥部，经市委讨论决定指

挥部由管振华、李村明、刘玉山、王焕义(土改工作队1人)等5人

组成。

3月4日 区委、区公所按照地委、市委的统一部署，召开区

级机关干部大会，号召克服当前财政困难，提出要坚决响应党中央

号召，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减少国家开支，并且要把各项工作做得

更好。此后，在区级机关全面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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