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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组织建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邢台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

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思潮开始在

邢台知识界广泛传播。

1921年5月，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张仲毅(又名张毅先，今邢台市西郭庄人)

等深入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在直隶邢台第十二中学、第四师范、第三女子师范成立“读书

社”和“文学会”等进步组织，散发《向导》、《觉悟》、《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1922年邢台

铁路工人在全国罢工高潮影响下，开展斗争，建立顺德车站工人俱乐部，不久改名“京汉铁

路工会顺德第八分会”。

1924年3月，第十二中学教师张旭卿和进步学生在共产党员杨介的帮助下，组织了

“人生改进社”和恽代英、肖楚女等保持通信联系。

1925年4月，中共北京区委派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于方舟和保定社会主义

青年团负责人张仲毅来邢台创建党的组织，吸收了第十二中学学生史天和、薛金吾、吕良

弼、高鸣鹿4个为第一批党员。

第二节机构沿革

一、中共顺德特别支部

1925年8月，进驻邢台的冯玉祥革命第二军骑兵旅宣传队长王怀新和杨子江、李长

太等共产党员，受北京区委之托，与邢台第十二中学的党员取得联系，并发展沈国华、蔺笑

秦(蔺朝杰)等人人党，并建立了邢台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邢台直隶第十二中学党支部，

支部书记蔺笑秦，支部委员沈国华、高鸣鹿。直接受北京区委领导。10月，改属北方区委

领导。该支部活动持续到1937年10月。

1925年11月，支部宣传委员沈国华到直隶邢台第四师范发展组织，介绍黄伯梁、王

邦彦、刁梦申、王福堂(王亦民)、史联甲(刘宁一)、冯温等人党，并建立中共邢台直隶第四

师范学校党支部，王福堂任支部书记。该支部活动延续到1937年10月。

1925年底，邢台已有党支部2个，党员近20人。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第十二中学党

支部的基础上建立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即中共顺德特别支部，负责邢台、南和、巨鹿、柏乡、

隆平、尧山、任县、平乡等8县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员发展到29名，大部分在教育

界。书记鲍济生，委员沈国华、高鸣鹿。支部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1927年2月，中共顺德特支在西郭庄村张信卿家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中共北方区委

指示，决定将中共邢台特支改为中共顺德临时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邢台临时地委，隶属

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办公地点设在西郭庄。

是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中共北方区委机关遭破坏，迫使中共邢

台党组织的工作重点由学校转入农村。5月份在邢台直隶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成立冀南武

装农民运动办事处。6月16日领导数县的“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武装攻克邢台城，

22日被晋军卢丰年师镇压，中共邢台临时地委遭破坏，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秘密坚持革

命斗争。

三、中共邢台中心县委

1928年12月，直隶中共党组织分为5大区，每区设一中心县委。1929年1月，中共

省委的朱林森来邢台筹建中共直南中心县委，各县党组织与省委正式接上关系。

1929年4月，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和省委农民部长郝清玉来邢，在西郭庄张信卿家召

开中共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育，

恢复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清丰、南乐、濮阳、肥乡、任

县、隆平、南和、大名、磁县、永年等县党组织。冯温任书记。会后调喻屏任中心县委秘书，

刘大风任组织部长，冯温兼任宣传部长。中共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南瓦窑。

1929年10月冯温调省，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由刘大风接任。

1930年1月，刘大风调省，王近瑞接任中共邢台县委书记。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

书记王近瑞被捕叛变，张信卿、刘万善、何辉、王卓如、赵子云等十几名党员被捕，中共中心

县委遭破坏。6月，中共直南特委在磁县成立，派刘大风来邢巡视，并调任县，中共县委书

记陈存仁负责邢台一带的党的工作。省委根据斗争需要，在南和建立邢台中心县委，亦称

中共南和中心县委，书记高焕廷。9月，直南特委交通员杨三渐被捕告密，10月高焕廷被

捕，中心县委又遭破坏。

1934年11月，邢台党组织属直南特委领导。

四、中共邢台县委

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一二九师周桓、高杨等人进驻邢台西山区，建立抗日救国

临时政府，成立抗战工作委员会，即抗日县委的前身。

1938年1月，中共邢台县委在浆水成立，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属冀豫边特委领导。

高杨任县委书记。8月，高杨调地委工作，刘毅(刘承栋)接任县委书记。

1939年7月，中共邢台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浆水安庄寺召开，选举县委委员7名，

刘毅任书记，刘华任副书记。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委会、妇委会、秘书室。

1940年1月，为了加强对游击区、敌占区的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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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县委在马河区于家沟设立邢东办事处，筹备建立邢东县。8月邢东县正式建立，刘华任

县委书记，机关驻于家沟。不久召开中共邢东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刘华、胡震、陈

忠和等为县委委员。刘华任书记。12月李振宇接任县委书记。

1942年4月，邢东、邢西县合并为邢台县，并恢复邢东办事处，朱惠(程世兰，女)任县

委书记，王大川任办事处工委书记。

五、邢台城市工作委员会

1944年7月，中共太行六地委指示袁镜身等人组成邢台市城市工作委员会，在邢台

城西乡羊范和崔路一带开辟2个立脚点，通过各种渠道，在邢台城召集工人建立组织，在

伪军中，开展统战工作，为攻城打下基础。工作委员会持续到邢台城解放，为邢台市委代

替。

六、中共邢台市委(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24日邢台城解放。9月25日，中共邢台市委成立，属中共冀南区委领

导。下设南关区和城关区，分别建立区委。任夷(任仲夷)任市委书记。10月6日，任夷

奉调离邢。10月17日，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邢台市为县级市，划归太行区一地委

一专署领导。崔耀先任市委书记。市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党校等工作部门。2个区改

为一、二、三、四区，并设区委。

1948年12月31日，中共市委决定撤销邢台市4个区的行政建制，4个区委改为中共

南关党总支、城里区党总支和职工党总支、市直党总支。

1949年8月中共邢台地委建立，邢台市委划归邢台地委领导，张华任中共地委书记。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邢台市党、政、军、群等系统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市委下

设16个工作部门。发展了市民党员，建立了街道党支部。到1949年，市委辖52个基层

组织。

七、中共邢台镇委

1949年11月，邢台市改为邢台镇，市委改为镇委，属中共邢台地委领导。张华任镇

委书记。

1950年3月11日至13日。召开中共邢台镇首届党员代表大会。12月邢台镇并入邢

台县，原镇区成为邢台县城关区。建区委，冯志泰任区委书记。

1951年11月，县镇分设，镇委恢复，汪明远任镇委书记。

八、中共邢台市委

1953年12月邢台镇改为邢台市，直属省辖，中共邢台镇委改为邢台市委，由中共邢

台地委监督。市委下设办公室、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

1955年10月13日--21日，中共邢台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邢

台市第一届委员会，是第一次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市委领导机构。

1958年11月邢台市并入邢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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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邢台市恢复建制。成立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处，宋书亭任市委第一书记。

原城关人民公社调整为西门里、西大街、南长街、北大街4个城市人民公社和大梁庄、前炉

子、南小汪、西北留4个农村人民公社，均建党委。

1962年底，全市各部门共有党委22个、党组5个、党总支11个、党支部277个。

市委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业交通工

作部(后改为工业交通政治部)、财贸工作部(后改为财贸政治部)、市直机关党委会。

1963年9月，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处撤销，改书记、副书记。

1965年底，全市有部门党委24个、总支20个、党支部342个。

1967年以后，市委及各级党组织因“造反派”夺权而瘫痪，党的组织生活停止。

1968年3月邢台市成立“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各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的“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在市革委和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军代表曹

文、孙树和先后担任“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1年11月12日～14日，中共邢台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委员

会，委员41人，候补委员5人。在二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常务委员12人，孙树和为书

记，陈文等为副书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常委中的解放军现役军人先后回部队，

常委仅剩6人，接着市委领导机构进行了拨乱反正后的第一次调整。

1980年3月，桥东区、桥西区、郊区党委成立，属市委领导。各公社(乡)街道办事处

党委归各区委领导。

这一年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一批老干部落实政策后，返回领导岗位。

1983年11月邢台市升为省辖市，中共邢台市委直接受河北省委领导。市委班子进

行了调整，平均年龄由67．7岁降为49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57％。各级领导班子

也进行了调整。市委进行了机构改革，常委由20人减为9人。这是市委在拨乱反正后的

第三次调整。常设工作部门及其职能也进行了调整。

1984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对全市党组分三批进行整顿。

1986年2月2日至4日，中共邢台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成

员，市委常委9人，市委书记王金成。

1986年4月。邢台县划归邢台市。至此，中共邢台市委下设3区1县4个党委，125

个基层党委，其它党委18个，党总支111个，党支部2629个。1988年11月，邢台市郊区

撤销，中共邢台市委辖两区一县3个党委。

1993年7月1日，邢台市与邢台地区合并，称“邢台市”，中共邢台市委辖两区、两县

级市、15个县19个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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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邢台市委员会书记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中共冀南区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任夷(任仲夷) 1945．9～1945．10

1945．9～1945．10

中共太行区一专区
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崔耀先 1945．10～1946．4

1945．10～1946．4

中共太行区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赵时真 1946．4～1947．6

1946．4～1947．8

中共太行一专区
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崔耀先 1947．8～1948．9

1947．8～1948．9

中共太行区
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陈光 1948．9～1949．1

1948．9--1949．1

中共邢台地区
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张华 1949．1—1949．10

1949．1～1949．10

中共邢台镇
委员会 书记

张华 1949．11—1950．3

王维奇 1950．3～1950．12
1949．11～1950．12

中共邢台镇
委员会 书记 汪明远 1951．12～1953．12

1951．12～1953．12

’

中共邢台市
委员会 书记

汪明远 1953．12～1955．6

张乘舟 1955．7～1955．10
1953．12～1955．10

中共邢台市第
一届委员会 书记 张乘舟 1955．10～1958．11

1955．10～1958．11

中共邢台市
委员会 书记 宋书亭 1961．5～1963．9

1961．5～1963．9

中共邢台市 书记 宋书亭 1963．9～1964．12

委员会

1963．9～1966．5
代理书记 宋叔华 1964．12—1966．5

中共邢台市第一届委员会
代理书记 宋叔华． 1966．5～1967．1

1966．5～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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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中共邢台市第 孙树和 1971．i1～1973．3

二届委员会 书记 翟耀 1973．3-1975．2

1971．11～1976．10 王克东 1975．2～1976．10

中共邢台市第 王克东 1976．10～1977．2

二届委员会 第一书记 王魁之 1977．2～1978．9

1976．10～1983．11 王周南 1978．9～1983．11

中共邢台市委员会
书记

王周南 1983．11～1985．11

1983．11～1986．2 王金成 1985．11～1986．2

中共邢台市第
王金成 1986．2～1987．1

三届委员会 书记
毛柏森 1987．1～1987．10

1986．2—1987．10

中共邢台市第
毛柏森 1987．11—1990．10

三届委员会 书记
王同林 1990．10～1990．11

1987．11～1990．11

中共邢台市
王同林 1990．11～1992．7

第四届委员会 书记
靳庆和 1992．7～1993．6

1990．11～1993．6

第二章党员发展与活动

第一节 党员发展

1922年春，西郭庄人张仲毅(张毅先)，在保定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是邢台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5年4月张仲毅受北京区委派遣与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到邢台发展党的组织，介

绍直隶省立第十二中学的史天和、薛金吾、吕良弼、高鸣鹿4人人党。这是第一批在邢台

入党的共产党员。

1925年8月，十二中学学生会主席沈国华(超人)、学生蔺朝杰(笑秦)等人党。

1925年11月，省立四师学生黄伯粱等人人党。

1926年9月邢台县第六高级小学教师张信卿等人加入共产党，后又在省四师附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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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村小学)，邢台县师范、宏道中学发展党员。

1926年底，邢台有共产党员26名。至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邢台的共产党员

已有40多名。现已征集到名录41人。

1927年6月，中共邢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党员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国民党邢台

党部进行党员登记，一些双跨身份的党员参加登记。中共顺德临时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

何子箴、工会委员赵百山叛变，参加了国民党登记。地委书记沈国华被国民党清洗，落泊

失志，脱离革命。 ，

1929年6月，党组织举行反对军阀的示威游行，在斗争中发展了9名工人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30年4月，中共中心县委书记王近瑞被捕叛变，致使党员张信卿、刘万善、何耀星、

王早如、赵子云等10多人被捕，中心县委被破坏，从此，直南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磁县。

是年6月，顺直省委巡视员冯温与喻屏在磁县建立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领导邢台、邯

郸等地区20多个县的党组织工作。

1935年冬，直南农民武装斗争遍及任县、巨鹿、平乡、南宫、广宗、隆平、尧山、永年、鸡

泽、冀县等20余县，参加斗争的农民达10余万人，形成纵横百余里的游击区。

1936年3月，特委委员李同庵等人，在巨鹿县建立巨(鹿)广(宗)整复工作委员会。

1937年春，特委委员冯化宣在南宫建立南(宫)清(河)工作委员会，经过整顿，恢复工作，

至1937年夏天，全区党员由600人发展到1000多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冀南中心区的邢台地区很快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8

月，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张霖之调往山东工作，平汉线省委将特委改组，成立直南临时特委，

由马国瑞任特委书记。8月中旬，临时特委成立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并在巨

鹿、南宫、广宗、清河、威县等地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组建抗日武装。10月，邢台地区

大部分城镇先后被日军攻占。11月，组建“冀南抗日联军”后改为“八路军别动队”在冀南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共邢台县委在浆水成立，根据地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党员2000多

名。

1945年12月，市委在市民中发展第一批党员，全市共有党员290名。

1945年市委辖4个区委。1946年第一区委党员72人，第二区委有81人，第三区委

有79人，第四区委有58人。

1949年10月，市委共辖54个基层党组织的713名党员，比解放初期增加1倍多，占

全市人口的1．5％。

1950年3月中共邢台镇首届代表大会后，全部699名党员向社会公开。

1949年底至1965年前，党员数量增加，党员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部分基层党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组织逐渐瘫痪，党员的组织生活先后停止，不少党组

织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党员卷入“造反”和派性斗争。

1968年4月“邢台市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成立，大刮“十二级台风”不少党员受到非

法批斗、毒打、关押和刑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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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根据中央“九大”精神，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为标准开展整风运动，对党

员实施“吐故纳新”，致使不少党员受到错误处理或被长时间挂起来，不给工作，不做结论，

不准参加组织生活。同时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和“造反派”头头混进了党内。

到1972年底全市党员达10854名，比1965年底多出1倍多。许多“突击入党”的还被突

击提拔为各级领导干部。

截止1976年底，全市党员17322名，是1965年的4倍。是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的

组织生活逐步走向正规，党员的政治思想和路线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大革命”中犯

了重大错误的党员受到了妥善处理。

1979年，全市23923名党员参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轮训班。受训人

员占党员总数的86．6％。

1982年中央“十二大”之后，市委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从1983年10月，全市

有2077名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7．8％，并有688名优秀中青年知识分

子被选拔到科级以上领导岗位。

1984年10月，市委决定对全市共产党员分三批进行整顿，以进一步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素质。全市有50363名党

员参加了党员登记。

1992年12月底，全市党员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在邢台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节党员主要活动

一、民主革命时期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邢台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生较

大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列主义开始在邢台传播。是年5月，邢台张

仲毅等人在一些学校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组织“读书社”、“文学会”等形式的进步组织，

采取公开或秘密访问式向学生介绍《向导》、《觉悟》、《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和革命书籍。

在郊区农村宣传“男女平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新思

想。组织工人参加平汉铁路罢工斗争。

1925年邢台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中共党组织在“五卅惨案”以后，组织各中学学生

冒雨进行游行示威，在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募捐、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抗议英、日

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

此间，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阐述马列主义革命真理，大讲军阀混战

对中国和人民的危害，揭穿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从而启发群众觉悟，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组织的活动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注意抓农民

武装，组织武装暴动，迎接北阀军到来，派出武装干部到农村整顿农民武装组织，发动“大

刀会”、“红枪会”进行反军阀的革命斗争。5月份曾先后占领了南和、任县、平乡等县城。

6月13日赶走奉系军阀，占领了邢台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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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晋军占领邢台城，党员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6月暂停活动。

1929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等来邢传达中共中央“六大”精神，全部恢复了

党的活动。

6月23日，为纪念冀南农民运动惨遭镇压两周年。邢台党组织领导了反对军阀的示

威游行。

1930年2月中共中央邢台县召开部分委员会议，确定当前以反对军阀统治为中心任

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并利用土匪和会道门的力量进行暴动。在斗争中发展党组

织。会后建立了2个农村(祝村、西郭庄)党支部，派党员打入国民党驻邢部队当兵，鼓动

兵变。并到西部山区策动会道门暴动。

是年10月邢台中心县委(驻南和)组织领导南和县20余村500余名群众包围国民党

县政府，清算八厘公债和永定河供款，遭到镇压。

1937年10月15日邢台沦陷。邢台党组织开始了以抗日为中心的斗争。邢台城及

其周围地区，以及西部山区部分地方，被侵华日军占领。西部山区还有溃兵土匪14股，到

处抢劫骚扰。为了生存，为了不当亡国奴，邢台人民在党组织工作影响下，曾自动组织起

来抗日。先于村在胡震领导下成立城东抗日游击队，拉到西部山区西黄村进行抗日活动。

几个浆水知识分子召开23个村代表会议，共同商讨抗日大计，酝酿成立抗日政府，并派出

代表赴山西和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取得联系。

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织十八集团东北抗日第一游击队到达浆水，帮助邢台建立

抗日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施政方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成立“抗日工作委员会”(县委的前身)。第一游击队纵队还对游散在邢台县的溃兵和

土匪进行改编，歼灭不接受改编，祸害群众的土匪。冀西游击战区司令部民训处的地方工

作团同期到达邢西宋家庄一带开辟抗日工作，将胡震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一·二九师先遣

支队第五大队。1937年12月第五大队改建了邢台县独立营，成为地方武装力量。1938

年春，县独立营改为太和支队，属一二九师领导，形成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是年1月中共

邢台县委在浆水成立，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这段时间党的中心工作是巩固根据地，开拓

敌占工作，不断扩大党组织，为抗日工作根据地建设和敌占区工作培养干部，不断壮大抗

日武装力量，发展抗日群众组织。翌年7月中共邢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提出

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加强统一战线，保护抗日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会后采取相应的措

施。

1940年1月，为了加强对游击区和敌战区工作的领导，中共邢台县委决定在南于家

沟设中共邢台县委邢东办事处，筹备建立邢东县。翌年8月，中共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

开，作出4项决议：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加强对民主建设工作领导，普遍开展民

主选举运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转变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

息运动。

同时，邢东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加强对敌斗争，加强民主建设两大任务。

1942年春，日军占领区向西扩大，邢东县地区被日军不断蚕食，变成了游击区。为形

势所迫，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指示精神，邢台县抗日政府和邢东县抗日政府合并为邢

台县抗日政府，设抗日政府前方办事处，领导邢东游击区，敌占区抗日工作。



·678· 第二章党员发展与活动

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中共太行区六地委为了重点开展邢台城的城

市工作，成立中共邢台城市工作委员会。其中心工作是：在城里和近郊秘密组织群众，宣

传共产党的政策，建立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地下工作关系，搜集日伪军事、经济

等各种情报；在日伪军人员中进行争取、瓦解等工作配合八路军收复邢台城。

1945年3月邢台县分为邢西县和邢台(东)县。6月，邢台(东)县抗日斗争形势大为

好转，根据地发展到95个行政村，游击区发展到38个行政村。县委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战

争的胜利。是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山东苟且偷安的国民党邢台督导员

任晓民急忙赶回邢台。收编了各县龟缩在邢台的伪军，组成了邢台城防司令部。9月上

旬，八路军太行军区一、六军分区和冀南二、四军分区奉命攻打邢台。邢台游击区党组织

在战前组织2000多民兵，1．5万人参加的担架队予以支援。24日全城解放，守敌全歼。

25日邢台市委成立。

在邢台解放初几个月中，市委根据中央指示领导全市军民开展争取和平建国，民主建

设和群众性清奸反霸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并建立了人民当家的街区

组织。

为了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邢台在这些年内，掀起了

参军热潮，并发动妇女做鞋做衣，支援解放大军。

1946年4月，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召开首届参议会，6月建立邢台市地方法院，以加强

法制建设。7月，中共邢台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领导了全市的土地改革

运动，使贫苦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9月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

进一步深入土改运动。是年冬，土改任务基本完成。1948年1月在土改基础上，又进行

了填平补齐的工作，同时对农民的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

．Y--、社会主义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邢台市委开始了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完善，城乡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对邢台进行了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0年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领导

全市人民有步聚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3年时间的中心工作是：巩固政权，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

伤，逐步稳定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接着用4年时间，根据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问还领导

全市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

1955年中共邢台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邢台市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

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向

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工作核心的转移。在此期间，不断完善各级党组织，培养壮大和提高党

的干部队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作用，提高党在

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1956年市委领导了党内的肃反斗争。翌年3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解决党内几

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内开始整风。6月份由于

极少数右派分子和一些有右倾思想的人干扰了整风运动，市委领导了反右运动。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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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思想指导，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打击的同时，斗争扩大化，使一部分党员、干

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受到挫伤。

1958年邢台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深化社会主义改造和加快经济建设。掀起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热潮。这时以“五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泛滥，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阻碍了

生产力的发展。

1959年10月，市委传达了中央庐山会议精神，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

各级基层组织开展了“拔白旗”运动，部分党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党内民主生活遭到损

害。

1960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市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积极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做法，大力开展整风整社运

动，以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为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对党组织、党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清理。这次整风运动，对端正指导思

想，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市委认真贯彻八字方针，解散了农村大食堂。农村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降为生产队，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村所有制。

1964年开始了“四清”运动。1965年市委领导“四清”运动在全市铺开，由粗线条转为

细线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经济、思想、作风等方面进行了细微深入的清理和整顿，对社

会发展和党的作风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视为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又造成了一些“右”的偏差，使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

和不恰当的打击。

1966年邢台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初期，各部门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

会，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开展运动。此时“四清”仍在进行，是年底，运动失控由“破四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由学校的“红卫

兵”组织，扩大到社会的“选择派”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成高潮。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之后，市委及各级组织被非法“夺权”。生产停顿，社会处

于动乱之中。

1968年3月，集党、政、财、文等大权于一身的一元化领导机构“邢台市革命委员会”

建立。同年4月，“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成立，在全市大刮“十二级台风”，相继开展“清理

阶级队伍”、“斗、批、改”，致使不少干部群众遭受迫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是年10

月市革委建立“五·七”干校，大批领导、干部、群众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

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之后，市革委建立领导小组，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觉

悟标准，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吐故纳新”。

1970年邢台委员会的核心小组成立，下属系统也相继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或党委

会。翌年11月中共邢台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二届市委会，党的各级组织和组织生活

逐渐恢复。市委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开始落实干部政策，一批老干部得到了“解放”，安

排了工作，工农业生产有了回升，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但不久又开展了“批邓右倾回

潮”、“批邓唯生产力论”，并把批林的极左改为“批右”，“左”倾错误又得以发展。特别是中

央“十大”之后，“批林批孔”、“评水浒”、“评法批懦”、“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接连不断，

在各个运动中以人为派划分对照批判，并千方百计寻找各级代理人，致使形势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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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75年市委根据中央指标，在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使工业、农业、财

贸、文教。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不久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运动，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一些领导干部又一次遭到冲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发展国民经济，整顿社会秩序。1977年8月

中旬十一大召开之后，中共邢台市委领导全市人民深入批判“四人帮”，从思想上和实际工

作中清除“左”的影响。

1978年12月以后，邢台市党组织结束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全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市委根据中央一系列批示，领导全市人民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拨乱反正，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展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广泛而深入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清除“左”倾思

想影响，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在此期间，各级党组织认真审理纠正和解决“文

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进行了清查、核实和处理。

此期间，根据“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农村和城市的改

革，使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城市面貌也发生明显的变化。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邢台市委进行积极而稳定的机构改

革，选拔一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废除干部终身制，实现干部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4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市委决定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整顿，按照“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通过进一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纠正

党内不正之风，提高广大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素质，提高党的战斗力，迎接历史新

时期的新任务。

第三章代表大会

中共邢东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邢东县成立于1940年8月，辖邢台县石槽——营

头一线以东的区域，大部分为游击区，并负责以邢台城为中的敌占区工作。县委驻南家

沟，共分6区，受中共晋冀鲁豫区一地委领导。1941年8月改属中共太行区六地委领导。

代表大会于1941年8月在邢台县马区于家沟举行，讨论了加强对敌斗争、民主建政

工作，选举产生了中共邢台县委员会。

中共邢台镇首届党员大会1950年3月11日--13日召开。会议听取了镇委工作报

告，传达和讨论了民主建政和党的工作、党员逐步公开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中共邢台市首届代表大会1955年10月18日--24日召开。会议代表121名，列席

一代表9名。大会设主席团，成员12人。秘书长王文彩、副秘书长赵志旺。还设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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