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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凡’例．

一、《中共沛县历史大事记／(1949．10--1994．12)，是根据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市委党史部门的统一要求以及本县党史工

作的实际需要编写的。 。．

二、编写本书的日的，是为读者提供沛县建国后历届中共沛县

县委如何执政为民的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为党、政、群团、企事业单

位提供决策和行为的历史借鉴。本书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

则，力求保存史实原貌。‘ ．．1

三、按照党史分期，本书依“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

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抖、“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的顺序记叙。

四、本书的基本内容，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沛县党组织建国后

执政的决策及其决策实施情况，重点记录县委、县政府(人委)、县

人大、县政协的主要决策活动，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言论和活动。同

时也适当记述在县委领导下，各县直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对全局有影响的重大活动与贡献。记叙力求详略得当，反映史实的

主要内容和来龙去脉。以记叙党的活动为中心，同对记叙党领导下

本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活动的史实。

五、本书的编写，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

主的写法。大事一律接年、月、B顺序记述。凡连续多天的事，以开

始B期为准记叙；凡条目有月丽无确切甚期的，则记“上旬”、“中

· 、



中共沛县历史大事记(1949．10--1994．1Z)

旬”或。某月’’，放在甸末或月末；凡月不详者则按“春”、

”、“冬”记之；凡只有年而无确切月份的，则记“本年"，放

在年末。

六、本书如实记录党的自身建设和各方面的成就，同时又如实

反映各方面的曲折和失误。这样傲，旨在尽可能客观地为读者提供

分析、研究历史的资料。望检阅、使用时，将所记史实放在一定的历

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七、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和县统计部门

的有关统计资料，以及省、市(地)、县报刊，县直有关单位提供的历

史资料等。

八、本书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及财政收入等数字

均依据统计部门正式编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统计资料，束按统一

口径加以换算。在所收录涉及的数字中，1949年至1981年的工农

业总产值是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85年至1994年国民生

产总值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1985年至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是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91年至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是按

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

九、本书所录人事变动，一般只记县委主要负责人和县政府、

县人大、县政协正职的人事更迭，其他则以事系人，随条目内容出

现。另外，省级以上表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有影响的烈士适当予以

收录。 ；

’

十、本书所记大事，均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核

实，出处、依据不一一记述。对有争议或暂未查清者从略，必须记的

则在行文或注释中加以说明。，



序

“

李 荣 启

正当我县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把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

时刻，《中共沛县历史大事记》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县党史工作者数

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曾经战斗和生活在沛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

许多老同志热情关怀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奉献给全县

人民的一份厚重礼物，是全县共产党员和广大于部群众政治生活

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实事求是地撰写地方党的历史，是一项

庄重严谨、意义深远的事业。建国以后，我们党的历史，既有光辉灿

烂的篇章，也有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的惨痛教训。本书根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广泛征

集、认真调查、仔细核实、精心编纂，数年艰辛，得以面世。全书内容

丰富，史料翔实，纵横相连，脉络清晰，文字通俗，语言流畅。既记述

了沛县党组织建国以来领导全县人民创造的辉煌业绩和丰富经

验，也如实记载了在某个阶段、某些问题上的失误和教训。再现了

沛县党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乎理论的伟大旗帜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展示了沛

．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本书

是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



珍贵的精神财富。

又是发展着的现实。地方党

史是全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熟悉全党的历史，同时也要熟悉本地党的历

史。从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中，在新的实践和探索中，继承和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开拓和创造灿烂的未来。本书记述的是建国以来

沛县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丰功伟绩。

因此，本书是一本难得的资政育人的现实教材。建国以后的党的历

史有着和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同的时代特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

史在资政育人方面有着固有传统的历史价值，而社会主义时期的

党史在资政育人方面有着密切现实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时期党

的历史是全面执政的历史。沛县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在沛县大地

这一特定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多少风雨，多

少坎坷，才赢得今天的沧桑巨变。从本书中，人们既可以看到沛县

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胜利前进的深深的历史足迹，又能够体会到

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新的实践的启迪和力量，从而激发人们投身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热情。一

党的r十五大明确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和方向，历史赋予我

们光荣的使命和职责。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各级党政组织和

全县人民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全县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建设步伐，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将发挥重要

的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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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10一1956．9)
7。

l 9 4 9年
， 二

．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沛县各界人民集会热烈庆

祝新中国诞生。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杨桂材主持大会，县长郝守谟讲

+话，号召全县人民乘胜前进，继续肃清残余匪特和一切反革命分

子，努力战胜灾荒，争取早日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新中国成立时，中共沛县县委、沛县民主县政府隶属于中共山

． 东省鲁中南区台枣地委、山东省台枣专署领导。

lO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沛县工作委员会成立，胡德高

任县团工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

11月4日 中共沛县县委在安排11月至12月份工作时指

出，中央指示实行土改应具备三个条件：环境稳定、群众要求、干部

具备。我县最缺乏的是干部，因此，沛县尚不具备进行全面土改的

．条件。认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发动组织群众广泛地大力地进行

冬耕，开展群众性冬季副业生产，为明年大生产打下有利的基础， ·

并结合新收复区彻底处理地权和农作物的方针”，应是沛县今后两

个月工作的总方针，并创造条件逐步转入土改。

同日 中共沛县县委要求加强对全县党员的生产观点教育，．

号召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在生产运动中改造自己的作风。强调生

产观点的强弱和生产工作的好坏是衡量党支部工作和各级干部表



2 中共沛县历史大事记(1949．10—1994．12)

现的重要标准。

11月15日 中共山东省台枣地委决定成立丰(县)、沛(县)、

华山(县)、铜北(县)四县剿匪治安委员会。由阎超(台枣军分区司

令员)、李忠(地委委员)、阎天一(军区警备团副团长)、朱本正(铜

北县委书记)，张士彬(中共沛县县委社会部长)，常瑞麟(中共丰县

县委社会部长)、刘华民(华山县人民武装部长)等7人组成。阎超、

李忠任正副主任。决定丰、沛、华山、铜北四县设一剿匪指挥所，统

一指挥剿匪事宜，由阎超任指挥，阎天一任副指挥。

11月20日 中共山东省台枣地委发出《地委对丰、沛、华山、

铜北四县工作方针与有关政策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匪

特活动猖獗，专门打击杀害我干部，进行抢劫，应引起我们足够的

重视。要求各县结合处理地权、农作物、剿匪治安、秋征秋购、召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项任务，注意发动群众，整顿村组织，做好建

党工作。在新解放区必须以生产救灾为中心，恢复发展生产，抓紧

剿匪反特，安定社会秩序，准备实行土改。

11月25日 中共沛县县委发出《对秋征生救工作给各区的

指示》。要求通过召开党支部、烈军属、农民等各种类型的会议，讲

明政策，增强国家观念，完成秋征任务，同时要搞好秋征中减免工

作。强调生产救灾工作要面向灾民，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灾民疾苦，

搞好生产自救。建立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专门领导此项工作。

12月4日 县长郝守谟发布《沛县民主县政府通告》。奉台枣

专署训令，将沛县各区由地名区改为数字区：郝寨区为一区，胡寨

区为二区，孟寨区为三区，王店区为四区，朱寨区为五区，安国区为

六区，龙固区为七区，大屯区为八区。，

12月19日 中共沛县县委11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指出，全县

今年受淹面积238050亩，受灾群众147642人，死亡11人，伤3

人，衣食无着者104710人。沿微山湖一带连续4年失收，到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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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仅八区就有500余户逃荒。县委积极领导群众进行生产救灾工

作，组成了10余人的工作组，由县委直接掌握。一边对灾情和灾民

进行全面调查登记，一边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款。由于及时

总结推广群众生产救灾的经验，很快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基本控制

了灾情的发展。 ，

．本年风雨、冰雹、病虫等自然灾害连续发生，庄稼失收，粮食

短缺，加上连年战乱，地主匪特盘剥，造成灾民大饥，大量外流山

西、西安、开封等地谋生。中共沛县县委积极采取措施，组织民众，

开展生产tl救。
’

本年全县共有8个区，961个编村。总人口47．94万人，耕地

141．23万亩。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年工农业总产值3517．18万元，其

中工业总产值11．44万元，农业总产值3505．74万元。粮食总产量

18257．6万斤。财政总收入153万元，支出37．3万元。全县共有8个

基层党委，61个党支部，919名党员。 ．

1 9 5 0年

1月 全县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党的“教育

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总方针。 ，

同月 中共沛县县委向台枣地委作出《关于召开沛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认为政权初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是政府联系广大群众最好的组织形式，是贯彻党的政策、实施政府

法令最好的方法，是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争取多

数，孤立少数，战胜敌人的最好法宝之一。为开好这次大会，县委专

门成立了以杨桂材、郝守谟为首的由各界人士组成的19人筹备委

员会。

2月3日 中共沛县县委召开区分委书记会议，总结前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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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署整顿干部思想和生产救灾工作。

2月12日 中共沛县县委发出《抢救灾胞稳定灾情的紧急指

示》。指出，连日雪雨，春节迫近，部分地区灾民断粮户呈上升趋势。

为确保不饿死一口人，保证战胜灾荒，抢救灾民，强调：(一)要立即

深入灾民，检查灾情及时回报。不设法抢救、不及时回报而饿死灾

民者，追究责任，执行纪律；(二)大批发放急赈粮、优救粮、救济棉

衣等，各区应将其迅速准确地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三)正确开展

群众性的社会互助运动；(四)着手清理登记斗争果实尾巴，特别要

封存地、富的财物、粮食，以备急救；(五)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要切

，实负责，严格办公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坚守岗位，和灾民生活在

一起，过年一律不准请假，要设身处地地为灾民着想。

2月13日．杨桂材致信郝守谟，对二区大闸村冻死烈属沈洪

仁事件，要追究责任者，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以教育全县党员。

2月14日 县长郝守谟签发《沛县民主县政府通知》。要求各

区春节前将省拨之急救棉衣与优救粮发放完毕，并向县政府写出

书面报告。． ．

+2月15日 中共沛县县委生产救灾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针

对年关已到，干部可能产生松懈麻痹思想，特别指出：(一)加强干

部思想教育，克服松懈麻痹自满思想，发扬高度阶级同情心与对人

民负责的精神，艰苦奋斗，克服官僚主义；(二)年关期间干部要慰

问烈军属和灾民，教育灾民克服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和悲观失望

情绪，树立生产自救信心；(三)教育群众年关要节俭，严禁赌博，开

展生产打谱和文化娱乐活动；(四)结合总结赈济工作，掌握灾情，

建立旬报制度。
。

2月19日 中共山东台枣地委发出《关于公开党的支部的意

见(草案)》。指出，我党已成为公开执政的大党，公开党支部是为了

使党更密切地联系群众j贯彻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发扬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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