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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i私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75周年之际，省委党史研究室组

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1949—1993)》一．

．． 书出版了。本书简要地勾划出当代浙江党史的骨架和轮

!’： 廓，约略地记录了解放后浙江历届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在 、

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历程。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阅读，以更好地了解历史，总结经验，开拓未来。

浙江解放时，农村凋敝，工厂歇业，市场混乱，物价飞

、， 涨，经济社会濒临崩溃。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党中 ．’

一 央的直接领导下，处在执政党地位的中共浙江省委和各

级党组织，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使命，正确
。

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

列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积极性，

迅速医治好创伤，取得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和社会主
． 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拉开了浙江工业建设的序幕，呈现出
i

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持续上升期。
一 “一五"计划完成后，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失时

』， 机地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抓住时机，大力

q＼夕



发展基础工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轻纺工业，浙江工业经

济初具规模，交通运输网骨架初现雏形，奠定了浙江工业

的基础；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加大投入，兴建兴修了十几

项大型防洪灌溉工程和8大水库，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使

得浙江率先在全国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粮棉指

标，为农业的综合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党的指导

思想发生“左”的失误，伴随着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经济上的急躁冒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出现严重困难局面。随后，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全省上

下的艰苦努力，经济社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浙江是一个“重灾区”。“四

人帮”直接插手破坏，极“左”思潮泛滥，经济社会秩序一

片混乱。“鱼米之乡”竟出现解放后罕见的粮荒，国民经济

陷入极为严重的困境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省人民

群众的抵制和斗争没有停止，尤其是1972年的批林整风

和1975年下半年的整顿，纠正了一些错误，经济社会的

某些方面仍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重点工程和项目的兴

建，滨海工业的起步，社队企业的萌发，为今后的建设和

发展埋下了伏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系统清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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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领导全省人民进

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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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彻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南巡主要谈话精神，迸一步

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17年，浙江经济社会

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经济运行机制发

生了深刻变革，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事业

全面进步，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明显提高，成为全国经

济增长最快，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1995年全省国内
． 生产总值345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5倍，提前8年实

现翻两番的目标；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718元和2966元，比1978年实际

增长3．74倍和4．09倍，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财政收入达

到248．5亿元，比1978年增长9．19倍。这一时期是浙江

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社会协调发展

的时期，浙江正以崭新面貌加快向现代化迈进。

纵观当代浙江历史，全省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前进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经过艰苦努力战胜

了各种困难和曲折，逐步走向成熟，经受住了执政的考

验。历史表明，我们党不但能够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同样能够领导人民

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一个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

主义新中国，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的更大的胜利。 ．

迈向2l世纪的浙江，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更充满

着发展的机遇。省委九届五次全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
·

·‘ ·3。



五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浙江跨世纪发展目标，到2010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多数地区初步实现现代化，为提前实现邓小平同志提

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我们肩

负的历史使命，光荣而伟大，任重而道远。在实现跨世纪

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

根本任务。要坚持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浙江的实际紧

密地结合起来，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发挥政治优势，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证。要坚持从严治党，把全省各级党

组织建设成为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

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同心同德，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为加快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

努力奋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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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说明

一、遵照省委的指示，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

大事记(1949--1993)》，它简要地勾划出当代浙江党史的轮廓，约

略地记录了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以史为鉴。继往开

来，这就是本书的编写目的。

二、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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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针．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如实反映历史。

三、本书的时限为：上限始于杭州解放即1949年5月3日，下

限至于中共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一1993年12月。采用编年体，

按时期分阶段的记述方式，有些事件的记述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记述范围为党领导下的重大活动和时限内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

四、本书所录之事。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及部分报刊资料，结合

实际情况表述。并以叙事为主，--4{不作评论。注释置于页末，为

脚注。 。

五、本书从1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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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党史委员会多次讨论，反

复修改．历时十载，最后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审定。

六、本书主要撰稿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金延

锋、董莲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王祖强、王晓先、华洪珍；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王革新、张滨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为杨晓彤、金延锋、李林达、马招法、潘海生、曹利娟。主编、副主

编始终参加了征编工作，并负责全书的统稿。罗平参加了前期征编

工作，赵雄、徐世钦、薛惠莉曾一度参与了征编工作。其实，本书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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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编写过程中，许

多老同志、老领导和有关单位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

七、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谬、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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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5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5月——1956年12月)

1949年

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解放杭州。
。

5月4日 浙江军区建立。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司令，第

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七兵团政委谭震林、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任

政委，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吉洛(姬鹏飞)任副政委。军区建

立后，即着手建立全省统一的地方武装。自5月起，以部分南下主

力和原在当地坚持敌后斗争的游击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

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苏浙皖游击支队)为基础，逐

步将全省部队整编为10个军分区、一个警备旅、10个警备团、66

个县大队。

．5月6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根据党

中央指示，1949年2月，南下途中，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了中共浙江

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5月6日，中共浙

江省委员会宣布建立，委员有谭震林、谭启龙、王建安、吉洛、杨思

一、张登(沙文汉)、林枫、龙跃。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谭震

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会议，确定了解放初期的主要工作任务：

迅速分配干部，实行战略展开，集中干部接管城市，保证不乱，完成

会师，了解情况。 ．

。

5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建立(简称杭州市军管会)，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为副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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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5

任。浙江军区派出4000余名干部参加全省城市军管工作。

同日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进入绍兴，绍兴解放。

同日 浙南游击纵队在通过和平谈判争取国民党温州守军起

义后，进驻温州市，温州解放。5月25日，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抵

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会师。6月2日温州市军管会成立，二十一

军政委康志强任主任。

5月8日 杭州市军管会开始全面接管在杭州的官僚资本企

业及国民党党政机构。随后，其它各地军管会也先后接管国民党在

当地的党政军及财政、文教等机构。按照省委决定，对金融、贸易、

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等部门和企业，均按系统由上而下进

行接管，并派遣军事代表，监督与保证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到

6月底，全省各地、市大都完成接管和分配干部、实行战略展开两

项任务。总计接管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494个，留用各

类职员5万余人。不使其流离失所，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为

人民服务。

5月9日 杭州市军管会宣布国民党金圆券为非法货币．规

定自即日起，所有一切公私财务结算和物价计算均须以人民币为

记帐及清算本位。人民银行收兑金圆券的第一次比价为1元人民

币等于13，500元金圆券。

同日 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创刊．陈冰任报

社社长。6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成立党报委员会的决定》和《省

委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及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

5月lO日 省委在杭州召开会师大会，庆祝南下的同志与坚

持浙东游击战争和杭州地下斗争的同志胜利会师。谭震林到会讲

话，要求来自各方面的干部紧密团结，为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

而斗争。6月18日，省委又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欢迎坚持浙南

敌后10余年艰苦斗争的前浙南地委的同志。为了搞好会师团结，

省委先后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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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5

决定》、《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

的决定》、《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白争指

示》。在这些文件中．省委高度评价了浙江地方党组织坚持敌后斗

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要求各地、市的党组织不仅从组织上会师，

而且要做到从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保证全党团结一致，努力建设

人民的新浙江。
‘

．一
，

5月11日 省委决定成立新的中共杭州市委，谭震林任书记

(兼)。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市长(兼)。6月，中共

中央决定增补江华为省委委员。8月，江华任杭州市委书记、市长。

5月17日 省委听取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职工部关于工业

工作和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要求通过调查研究，确定工业复兴计

划，以最大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并准备建立市总工会筹备会。’

5月22日 杭州市军管会召开工商界座谈会，阐述了党中央

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等各项政策，号召工商界共同努力，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在此

前后，还召开了工人、科技界、教育界等各种座谈会，分别阐明了党

的有关政策，动员工人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城市建设。

5月23日 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命令国民党、三青团、青

年党、民社党以及所有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即

日解散。市警备司令部于6月初设立收容所，收容登记国民党官兵

及其他应予收容的人员。到年底收容与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

94，126名，登记国民党军官17，944名。
’

． 5月25日 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解放宁波。5月28日，宁波

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于5月19日在绍兴组成的宁波市

军管会正式成立，二十二军政委丁秋生为主任。

同日 浙江新华广播电台(后改名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正

式播音。 ， ：一
．

5月27日 省委决定成立由谭震林任校长的浙江干部学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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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以培养大批青年知识分

子，解决新解放区急需补充干部的问题。

5月28日 省委发出《关于野战军在浙各部队参加开展新区

工作指示》，指出浙江党和军队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彻底消灭国民

党在全省城乡的残余反动力量．迅速肃清土匪散兵游勇，发动群众

开展剿匪、反霸、合理负担斗争，建立城乡革命秩序，巩固已得胜

利。要求驻浙各军党委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帮助各地区党委开展新

区工作。6月14日，省委和第七兵团党委联合发出《关于各军党委

参加新区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各军分管区域及组织领导关

系。

6月1日 为解决国民党遗留的极度困难的财政经济问题，

尽快恢复公营工矿业和农业生产，并帮助私营工业克服困难，维持

生产，加强全省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财政经

济办事处，谭震林兼主任。

同日 全省最大的煤矿——长兴煤矿开始复工。月初，沪杭铁

路恢复通车。

6月6日 杭州市军管会派林乎加、刘亦夫接管浙江大学，并

指派陈立、孟宪承、张君川等9人组成接管小组，具体负责接管工

作。

6月12日 杭州市军管会公布了华东军区6月10日颁布的

《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针对自5月下旬开始发生的金银和

大米价格猛涨两倍，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相应上涨的情况，严禁银元

买卖流通，明令取缔银元交易所。下旬，杭州市公安部门就开展打

击金融投机倒把活动，取缔金银外币交易所，市场物价迅速回落，

与5月下旬比较，下降30％左右。

6月15日 谭震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

议根据广大农村为匪特盘踞，城乡社会秩序一时混乱的严重情况，

确定了七√＼、九3个月的工作任务，决定把党的主要力量由接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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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转入农村，开展农村工作。各级党委除以必要力量掌握城市工

作外，党的大部力量应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

救灾和征粮斗争。6月25日，省委进一步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移入

农村的方针。 ’， 。

6月21日 浙江军区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部署剿匪任

务。浙江是旧中国4大家族中蒋、陈两大家族的老家，蒋介石在其

主力部队逃离浙江大陆的前夕，亲手布置下大批潜伏特务和股匪，

加上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共约5才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
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

西南与闽赣交界处。解放之初，全省农村匪患严重。为利于统一指

挥，协同配合，7月29日，军区再次下达剿匪计划，把全省划分为

四个清剿区：街州、建德、金华地区为第一清剿区；嘉兴、临安地区

为第二清剿区，宁波、绍兴地区为第三清剿区，温州、台州、丽水地

区为第四清剿区。

7月1日 省委召开纪念建党28周年大会，谭震林发表重要

讲话，动员干部、党员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停止前进，要认真学习

毛泽东提出的“干部必读”12本书和党的政策，努力克服由帝国主

义、封建势力，土匪特务和投机商人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舍得

抛掉城市生活，下乡去，以两年时间，完成省委提出的农村工作任

务。 !．
．

同日 省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纪念“七一”座谈会，到

会的有马寅初、吕公望等50人。谭震林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

士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建设新浙江的任务。

同日 省委公布了《关于七√L、九三个月的工作决定》。向全

省人民明确提出把全省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工作方针。-

7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命令第二十二军、二

十一军六十一师和浙江第二、六军分区(后改称宁波、台州军分区)

发动宁象战役，向象山半岛进军。7月5日，宁海县城解放。7月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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