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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明时修志，以往鉴今，资政育人。 中华文明，千年不绝，史志繁

盛，功莫大焉。

诸暨乃统战热土 。 早在大革命时期，以张秋人、俞秀松、宣侠父等为代表的

一批暨阳儿女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开展统战工作 。 抗日战争时

期，诸暨籍国民党将领达 130 位之多 。 他们投身抗日，驰骋疆场，为民族解放事

业浴血奋战 。 在此期间，曾任北大校长的民主人士何鳖侯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

者之一的李士豪等诸暨籍知名人士，都为诸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

贡献。 周恩来同志的著名演讲《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正是在视察抗日前线途径

诸暨时所作。

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

《诸暨统战志》广搜博采，客观地记述了诸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

期统一战线的工作历程，充分展示了诸暨统一战线工作的丰硕成果，生动揭示和

验证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 。 ~诸暨统战志》的编篡， "披故实于已往 ， 肇新绪

于将来"，可喜可贺 。 我相信，在中共诸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 "同心"为基，史

志为鉴，诸暨统战工作定能继往开来 ， 大有可为 。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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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统战志

凡例

一、《诸暨统战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记述诸暨统战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 、横排纵述，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以志为主，述而不议 。 卷首

设概述、大事记;主体分篇、章 、节、目、子目 5 个层次排列门类，全志设 9 篇 26 章 77

节 ; 志尾设附录 。

= 、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限 2010 年底，特殊的顺延至 2011 年底 。 记事力求明

古详今，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物 。

四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朝代 、年号和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公元纪年。

五、名称，人名一概直书，必要时名前冠以职务;地名、职务均依当时称谓 。

六、文中所用"诸暨县"指 1989 年 9 月前的称谓，"诸暨市"指 1989 年 9 月撤县

设市后的称谓 。 文中出现的"县"、"市"均表示"诸暨县"、"诸暨市" 。 中国共产党诸暨

市(县)委员会简称"市(县)委" 。 诸暨市(县)人民政府简称"市(县)政府" 。 中国共产

党简称"中共" 。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简称"三胞" 。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

"农工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 必要时使

用全称。

七、所用资料取材于市档案馆、统战系统各单位档案及有关史志、年鉴等，行文

中不再注明出处。 引用原文概加引号 。

八 、行文采用规范语体文，力求简朴、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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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诸暨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浙江省中北部，东接绍兴、蝶州，南界东阳、义乌，

西毗浦江、桐庐、富阳，北邻萧山 。 总面积 2318 平方千米，人口 107 万 。

诸暨一一越国古都，西施故里 。 历史悠久，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置

县，历代未废，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县(市)之一，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枫桥经验"

的发源地，"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已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 1989 年 9 月撤

县设市 。 2010 年末，辖暨阳、陶朱、洗东 3 个街道，店口、大唐、枫桥等 24 个镇(乡) 。

诸暨原为农业大县，素有"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之美誉 。 改革开放以来，坚

持"工业立市，开放兴市"的发展战略 。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块状特色产业与大企业

大集团交相辉映，已形成了袜业、五金、珍珠、服装、贡缎等全国知名的区域特色产

业群 。 2010 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621.50 亿元财政收入 65.50 亿元 。 县域经济

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第 13 位，经济总量进入"浙江省十强县(市)"行列 。 经济建设和

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获得"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和"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 。 诸暨正朝着大城市建设目标迈进 。

诸暨是浙江省最早设立统战机构的县(市)之一 。 统战机构有:中共诸暨市委员

会统一战线工作部;诸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诸暨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诸暨

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诸暨市政府侨务办公室;诸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诸暨市

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

诸暨统战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重要工作由市(县)委决策部署，重

大活动、重要会议由市(县)委主持召开 。 统战部当好市(县)委的助于和参谋，对贯

彻落实各项统战方针、政策进行协调、指导和督促 。 组织统战系统干部的政策理论

思想政治学习，提高统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 统战系

统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基层组织配合支持，形成统战工作的合力 。 1956 年起，诸暨在

全县政府部门、政法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区委配备统战委员 。 20 世纪 90 年代起，市

级各大系统党组织配备分管领导或兼职统战干部，并建立统战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机制，进一步拓宽统战工作层面 。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和探索中，诸暨逐步建立起党统一领导、部门职责明确、统

战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配合及基层网络健全的统战工作机制 。 推进统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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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诸暨的统战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初期 。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诸暨籍早

期中共党员俞秀松、张秋人、何赤华、寿松涛等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与国民

党浙江省、诸暨县党部的组织工作 。 民国 15 年 (1926 年 )3 月，国民党诸暨城区区分

部成立，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直辖的 14 个区分部之一诸暨国民党区党部(分部)最

多时达 57 个，有国民党员 4360 余人 。 中共诸暨地方组织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利用国共合作中的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组织农会、妇女会、工会、学生联合会等

团体，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工人农民运动 。 发动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活

动，支援北伐战争 。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转入地下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诸暨地方组织按照党的

统战方针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协助县政府建立诸暨县各界人民抗日自卫

委员会，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诸暨的形成。 团结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李

士豪、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何鳖侯和抗日志士钱之弈等，发挥其独特作用，壮大了

统一战线力量。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舆论成为激发民众抗日热情的先导，~诸暨国民

新闻》刊载大量宣传文章，揭露日寇侵华罪行 。 民国 28 年(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亲临诸暨视

察，宣传党统战政策，推动诸暨抗日救亡运动 。 中共诸暨地方组织协助县国民政府

组建抗日自卫武装，其中土枪队规模大，队员达 2 万余人。 同时，组建泌湖抗日向卫

队等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 。 在"抗日救亡"、"枪口一致对外"的形势下，

中共地方武装联合友军先后 2 次攻打汪伪独立四旅蔡廉部。 在敌伪军中安插内线，

利用内线情报重创盘驻在诸暨的日伪军。 中共诸暨地方组织在组建抗日民主政府

中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民国 33-34 年 (1944-1945 年)间，诸暨成立镇乡抗日民主

政府达到个，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担任乡、保长 。

解放战争期间，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大任务，中共

诸暨地方组织利用各种关系，通过策反促使一批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起义投诚，

民国 34-38 年( 1945-1949 年) ，成功起义投诚 14 起 。 其中寿乃康部、张慕搓部和祝

更生部的起义投诚载入《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 诸暨第一个乡级民主政权于民国

36 年( 1947 年)在长河乡成立，此后诸暨成立乡级民主政府 38 个，秘密委派一批乡

镇长 。 民国 38 年( 1949 年 )5 月 6 日，诸暨县人民政府成立，由此诸暨的民主政权建

设形成了新的格局 。

诸暨有多位从事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革命先辈，如:为浙江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宣中华;长期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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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统战t作的宣侠父;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

作的钱之光;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民主党

派是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诸暨的政治协商主要是通过诸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和诸暨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展开 。 政协诸暨县委员会成立后成为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平台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向前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在诸暨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

政治协商的方式主要是市(县)委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协商和人民政协

的协商。 政治协商的内容涉及诸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市(县)级领导班

子的人事安排及地方性重大法规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等。 为拓宽市委与

党外人士的政治协商渠道， 1990 年起建立市委、市政府的党员领导干部分工联系党

外人士的制度，当年 9 名常委、3 名副市长与 12 名党外人士结对联系 。 至 2010 年，

共结对联系 93 人次 。 从五十年代开始保证党外人士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中占

适当比例，在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的人数并积极发挥他们参政

议政作用 。 1998 年起，民主党派负责人邀请列席市党代会、市委全委(扩大)会形成

了制度 。 从 2005 年起，建立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结对联系制度，当年民主党派诸暨

的 3 个组织与市政府 24 个部门结对联系 。 2010 年 10 月起，建立市工商联与政府部

门结对联系制度 。 鼓励党外人士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提交议案、提案 。 不完全统

计，至 2010 年，党外人士提交议案、提案 1100 余件 。 其中提交绍兴市政协提案 54 余

件、省政协提案 5 件 。 提交绍兴市人大议案 6 件、省人大议案 12 件、全国人大议案 6

件，农工党诸暨组织提交的 3 件议案列为全国人大会议议案，并以文件形式给予回

复 。 从 1990 年起，市聘请党外人士担任行风监督员和特约人员，参与政府部门的行

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经济运行状况等方面的考核评议工作，加强了民主监督 。 至

201O年，先后聘为市行风监督员、特约人员的党外人士达 234 人次 。

党外人士的培养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是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础，市

(县)委、政府高度重党外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一支高素质的党外干部队伍逐步建

立 。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9 年，先后有 6 位党外人士担任市(县)人大副主任 ;9 位党

外人士担任人民政府副市(县)长; 16 位党外人士担任市(县)政协副主席 ;25 位党

外人士担任政府机关、部门镇乡(副职及以上)干部 。 市(县)委支持民主党派按参政

党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 现诸暨民主党派思想上我党同心，组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比较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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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诸暨水陆交通方便，具有宜农宜商的区域优势，工商业历来比较发达 。 解放初，

全县有工商户 1844 户，资金达 120 余万元 。 1953 年，全县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 。 在改造过程中，结合诸暨实际，分步实施，平稳推进 。 通过扶持私营工商

业、商业代销改经销、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资产清理评估和债务债权清理及定

股定息等步骤，组织合作社 13 个，社员达 1800 人 。 全县私营工商业直接过渡为国

营或合作社有 12 户，从业人员 108 人;参加公私合营的 229 户，从业人员 1329 人;

参加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 1273 户，从业人员 167] 人，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社 12

个，有社员 2077 人，建立手工业生产小组 59 个，有组员 777 人 。 诸暨的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到 1956 年 6 月底基本结束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私企业开始在诸暨出现并很快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

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诸暨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 21 世纪后，诸暨经济

已经形成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块状特色产业与大企业集团互为依托的产业结构 。

2010 年，全市拥有 10 万余家经济实体， 200 余家规模企业， 9 家上市公司， 100 多只

国家级品牌(名牌)， 7 家民营企业人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居全国 13 位 。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工作成为新时期统战工作一项重要内

容 。 市委贯彻中央关于"团结、带动、教育、引导"的方针，在扶持民营企业的同时，做

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 。 1998 年，市委组织部选派 60 名机关干部到

企业担任驻企指导员帮助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2000 年成立负责全市企事业党建工

作的诸暨市委企业工作委员会。 至 2010 年，全市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962 个，从

业 50 人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员覆盖率 100%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非公有

制企业的党组织覆盖率 100% 。 诸暨的企业党建工作得到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

领导的充分肯定 。 诸暨出台相应政策和措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 先后有

1896 位非公有制企业技术人员通过职务评审 。 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数据库，

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考察、政治安排以及非公有制企业的信用资质

评定工作的重要依据，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转型升级 。 组织非公有制企业人士多批

次赴国外、港澳台地区和外省市(县)考察交流 。

工商界人士素有爱国奉献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传统。 1950 年，原工商业者就

捐献"诸暨工商号"飞机 1 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 1954-1957 年超额完成发行建设

公债 250.72 万元，支持国家建设。 2007 年，全市非公有制企业用于新农村建设资助

资金达 5000 万元。 2008 年，工商界捐赠汶川地震灾区 518 万余元、助学资金 160 万

元、新农村建设资金 595 万元、计划生育基金 145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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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诸暨是民族杂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以嫁娶形式迁入 。 改革开放后，少

数民族落户和来诸经商人员增多。 据统计: 1964 年，全县有少数民族人口 61 人;至

2010 年，全市有 34 个少数民族，人口 2750 人，其中 100 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6 个 。

市(县)委、政府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对少数民族人员的就业、经

商、计划生育、子女人学和民族成分变更实行倾斜政策，对少数民族困难户实行救

济或帮扶 。 市(县)政协委员设置少数民族界别，有 13 人先后担任第六至十二届政

协委员 。

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 。 从佛教传人诸暨算起，

诸暨已有 1800 余年宗教历史 。 2009 年统计，全市有诸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员会、诸暨市基督教协会和诸暨市佛教协会 3 个宗教团体， 121 个宗教活动场所，

151 名宗教教职人员 。 解放初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大部分寺

院、教堂关闭 。 改革开放伊始，县(市)委、县(市)政府出台政策，逐步恢复宗教组织

活动，落实宗教房产，规范宗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管理 。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

1986 年 3 月，五澳寺、龙王殿作为宗教活动场所首批向公众开放。 1987 年，城关基督

教堂复堂，随之全县恢复基督教堂 38 处宗教活动渐趋正常 。 制止和取缔非法宗教

活动(场所)是依法管理宗教的重要举措， 1951 年，公安部门对全县 12 个反动会道

门分批依法清理和取缔。 1981 年取缔"呼喊派"在诸暨的组织， 2001 年取缔法轮功邪

教组织在诸暨的活动。 2004 年对全市 642 处违建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专项整治，其中

拆除 61 处，改作他用 404 处，封存 110 处，拟登记 66 处 。 组织民族宗教界人士进行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 。 安排宗教代表人士担

任政协委员 。 引导宗教界人士参加和谐社会建设，不完全统计至 2010 年，宗教界为

公益事业捐款 128 万余元。

-'/'\ 

诸暨地近沿海，国际商贸与旅居相对方便，且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较多(诸

暨籍国民党将级军官 130 多名大批去台) 。 诸暨在解放初被列为港澳台及海外统战

工作的重点县 。 2010 年统计，诸暨有旅港澳同胞 2900 余人;旅台同胞 1564 户 4692

人，其中第二、三代台胞 3128 人，涉台婚姻 75 对;海外侨胞 13000 余人，出国留学生

667 人 。

深圳是诸暨对港澳同胞交流的重要平台，香港回归前，基本上每年在此举办规

模不一的联络联谊和经贸洽谈活动，促进了两地交流 。 至 2010 年，诸暨组团赴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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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型联谊活动 5 次，接待港澳同胞来诸考察团队 14 批次 。 1990 年后，与台胞交往

逐年增多，一是互派考察团队，开展考察访问 、文化交流和经贸洽谈等活动，密切两

岸关系 。 二是赴台探亲和接待回乡同胞，增进亲情友情 。 至 2010 年，接待台胞考察

访问团队 31 批次，诸暨组团赴台考察参访 26 批次 。 接待回乡探亲台胞 4900 余人

次 。赴台探亲 547 人次，其中 1988 年 12 月暨阳街道洗纱村孙贵兔赴台探亲，为浙江

省台属直接赴台探亲第一人。赴台旅游观光也成为两地交流的又一平台， 2008-2010

年三年间，全市赴台旅游观光达 5300 余人。

1979 年，旅日华侨何伟忠率团来诸考察，成为华侨访诸首个团队 。 至 2010 年，

华侨组团先后来诸考察参访 68 批次 。 诸暨组团到海外考察 23 批次。 回乡探亲访友

的华侨华人更多，其中有知名华侨冯绥安、冯奎安、斯子林、刘友煌、俞君英等 。 诸暨

是黄埔军校同学较多的县市之一，在册同学 270 人，其中第一至六期就有上百人 。

通过接待同学来访、召开纪念会、同学通信联系和同学聚会等多种形式的联谊活

动，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

诸暨的"三胞"投资企业和侨、台属企业发展较快 。 1986 年，全县侨属企业有 25

家，年总产值达 2190 余万元。 至 2010 年，全市有侨资企业 473 家 。 台资企业规模较

大， 2010 年全市有台资企业 85 家，其中投资超 1000 万美元的有 3 家，总投资达 16

亿元人民币 。 陈魏珍女士出资 3.5 亿元人民币创办的荣怀教育集团，为诸暨民办教

育的发展倾注了活力 。 "三胞"及眷属企业投资项目涉及化纤、纺织服装、五金机械、

生物科技、休闲农业和三产服务业，企业集中分布在城西经济开发区、暨阳街道、店

口等 12 个镇乡(街道) 。

"三胞"关注家乡发展，热心公益事业，或技资办学(设立奖学金) ，或修路赈灾 。

1984-1995 年，共捐赠美元 39.50 万元、人民币 591.98 万元，港币 20 万元; 1996-2010 

年，共捐赠美元 2 万余元、人民币 1235.76 万元，及卢布、加元若干 。 维护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及眷属正当权益，"三胞"(眷、属)先后担任诸暨市(县)人大代表的 32

人，担任绍兴市人大代表 10 人;担任诸暨市(县)政协委员 89 人，担任绍兴市政协

委员 9 人 。 至 2010 年，有 219 位"三胞"眷属在市(县)级机关部门、镇(乡)事业单

位、村担任领导职务，有 45 位"三胞"眷属加入中国共产党，有 35 位"三侨生"享受

升学优惠政策 。 有 34 位"三胞"办理了定居手续 。

七

拨乱反正、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任

务 。 至 1978 年，全县 513 名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并按照政策给予适当安置 。 至 1987

年，因整风"反右"运动造成的错案全部得到纠正 。 据 1987 年统计，全县先后认定原

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253 人 。 至年底，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因历次政治运动造成

. 6 . 



概述

的错案得到纠正，并对符合政策的人员给予安置或生活救济(补助)。

1980 年 3 月，对全县 340 家T.商户、557 位从业人员、62.29 万元资金进行"三

小"到别 。 1978-1987 年，全县纠正因错案造成下放处理的台属 6 户，改正因台湾关

系而被错误处理的 34 人 。 纠正侨眷错案 46 宗，并对相关人员作了安置或补偿 。 至

1992 年底，"三胞"及眷属被抄物资得到清退或经济补偿，退还代管、占挤、没收的

‘ 气胞"及眷属私房 4 万余平方米 。 至 1982 年，全县共安置 70 名特赦宽释人员、261

位黄埔军校同学，并按政策给予生活补助。

八

据不完全统计， 2006 年在外地工作、生活和创业的诸暨人有 30 万人 。 为构建联

谊和交流平台，有效整合诸暨籍在外人士的资源，凝聚和发挥在外人士为美好诸

暨、幸福诸暨的积极作用 。 2007 年 4 月，市成立诸暨人联谊总会，至 2010 年，诸暨人

联谊组织有:省级诸暨人联谊会 16 个、地市级诸暨人联谊会 5 个、异地诸暨商会 11

个和台湾、香港地区、国外同乡会组织 5 个 。 联谊总会通过年会、团拜会、新春晚会、

中秋系列活动等形式，加强与在外诸暨人的联谊和交流，鼓励在外诸暨人回乡创

业，至 2010 年，落实回归创业项目的个，回归资金达 127 亿元。 在外诸暨人热心公

益事业，或捐款或赈灾， 2007-2010 年，共捐款 3270 余万元。

统一战线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工程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社会主义建设新

时期的近百年历史中诸暨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今后，诸暨的统战工作将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诸暨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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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统战志

大事记

民国 14 年( 1925 年)

1 月 中共党员钟子逸以国民党员身份回到诸暨，利用诸暨县立中学教员的身

份发展国民党员，在学校中建立国民党组织 。

5 月 诸暨上海惨案后援会成立，开展社会募捐活动 。

是年 诸暨县妇女会在城关节孝祠成立，开展反帝反封建教育和妇女解放运

动 。

民国 15 年( 1926 年)

3 月 国民党诸暨城区区分部建立，为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14 个直辖区分

部之一 。 不久，国民党诸暨临时县党部成立 。

10 月 国民党诸暨县党部在城内钟家祠堂成立，执行委员由钟子逸、寿松涛、

祝志学、胡颂翰、王友三 、张韶九、方城等 7 人组成，其中中共党员寿松涛任宣传部

长、钟子逸任执委会常务委员 。 国民党诸暨县党部的建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

诸暨的实现。

11 月 中共党员郭焕青担任国民党诸暨县党部农民部部长，将诸暨县农会改

名为诸暨县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 。

民国 16 年( 1927 年)

2 月 中共党员陈作人受中共杭州地委指派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农民运动专

员身份来到诸暨，在斗门、下北区等地组织农民协会 。

2 月 国民党诸暨县党部设立"收回国土委员会"，驱逐外国传教士，收回教堂

教产 。

2 月 北伐军驻防诸暨，农民武装配合北伐军击杀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 。

民国 19 年( 1930 年)

4 月 25 日 诸暨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为中共领导的诸暨首个民主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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