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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卷

II·1

概 述

辛亥革命前在中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政治风云中，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有人在苏州活动，

但在清政府封建专制的禁锢下，苏州还没有建立政党组织。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势力

不断分化，重新组合，纷纷成立政党或具有政党雏形的政治团体。苏州原为江苏省城，一

些较有影响的党派都在苏设立分支机构。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民国元年(1912)在

苏州设立支部，同年8月改为国民党苏州支部。章太炎以光复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旧巡抚、

新都督程德全在苏州成立中华民国统一会，后又联合一些立宪派人物改组成统一党，设

立苏州支部。此外，苏州还有立宪派梁启超等组织的民主党苏州支部，标榜“纯粹社会

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社会党苏州支部。苏州绅商学界还组织了为本地政治、经济利益奋

斗的政治团体。袁世凯窃据大总统位后，于民国2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随即又解散

国会。是时国民党苏州支部也遭查封。嗣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中，苏州其他党派

的组织也逐渐销声匿迹。

民国3年孙中山以部分国民党党员为主组成中华革命党，8年改为中国国民党。1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3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14年，中共上海地委在苏州发展组织，

建立中共苏州支部l 9月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中共帮助下，同年11月成立中国国

民党苏州市党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

民国16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苏州，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公开，并着手筹建吴

县县党部。是时市党部由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遭受清洗、镇压，市党部被改组，同年12月与吴县县

党部合并，为吴县县党部。中共组织领导广大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是年6月，中共

苏州独立支部改建为苏州(吴县)县委，19年秋改建为中心县委。中共苏州地方组织不

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至23年后几被破坏殆尽。其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对吴县县

党部多次进行清理改组，并设立特务机构，实行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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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6年11月，日军侵占苏州。国民党吴县县党部成员四散。中共江苏省委和八

路军驻沪办事处先后派党员至苏州城乡重建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建立的中

共组织有：上海外县工作委员会、江南特别委员会、吴县支部、苏州县(工作)委员会、

苏州工作委员会、苏州地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等，在城区进行隐蔽斗争，在农村建立人

民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

卫公开投降日本后，组织伪国民党，民国29年3月设伪国民党吴县县党部，5月伪江苏

省党部迁驻苏州。30年又在苏州设立清乡区党务办事处。汪伪国民党竭力推行卖国政策，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积极劾力。抗日战争胜利后，伪省党部、伪吴县县党部分别

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吴县县党部接收。

民国34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在苏南东路地区的人员北撤。

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华中分局和上海局等系统在苏州城区建立学委、县委、工委

等地下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为迎接苏州解放而斗争。

3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苏州建立支部，民盟支部为迎接苏州解放，积极开展秘密活

动，做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吴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于民国34年8月中旬重建后，积极整理和发展组织，

加强特务统治，竭力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36年10月，县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

吴县分部合并组成吴县党团统一委员会。与此同时，一些依附于国民党的中小党派在苏

州建立组织的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中和社会党。1949年5月，国民党

和其他反动党团在苏组织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州市军管会宣布取缔。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苏州市建立苏州市委员会及所属各级组织，中共苏州地委和

吴县县委也同驻苏州市。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中共苏州地委撤销，其机构

与市委合并。在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民主党派的苏州地方组织不断发展。除民盟已在

解放前建立支部外，50年代先后建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

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九三学社的苏州地方组织。1983年又筹建了中国致公党

苏州地方组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30多年间，中共苏州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解放初期，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

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1953年开始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至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展整风和

反右派斗争。1958年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由

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大跃进”的严重脱离实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挫折

和损害。60年代初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生产建设重又得到发展。

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使全市各条战线都遭受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后，中共苏州市委认真拨乱反正，落实

各项政策；努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市委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努力贯彻“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f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参政议政，献身各项建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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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共产党苏州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重视在苏州等地开辟工作，民国14年(1925)5月，已有建

立中共苏州支部的记载。是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建立，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帝

反封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进行残酷镇

压；但中共苏州地方组织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年6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改建为

苏州(吴县)县委。县委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坚持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并

发展农民斗争。19年夏秋，苏州县委改建为苏州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常熟、昆山、太仓

等县的党组织。21年3月，苏州中心县委及下属组织遭严重破坏，活动中止。但在基层

仍有少数党员进行革命活动。民国2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城区党的地方组织被破坏

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江苏省委、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领导和帮助下，苏州重建

党的组织。民国27年5月起，在苏南东路地区(今沪宁铁路东段常州以东至上海地区)

先后建立的中共组织有；京沪线工作委员会、江南特别委员会、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

委员会、京沪路东特别委员会，及所属各级组织，领导东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民国

30年9月，反击日伪大规模“清乡”后，东路地区公开的党政军组织和干部渡江北撤，留

下部分党员在苏州城乡进行秘密斗争。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州城区和郊县党的组织

又有新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共在苏南东路地区的人员北

撤。苏州城区建有中共华中分局和中共上海局等系统的地下组织，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

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为苏州的解放而斗争。

苏州解放后，建立中共苏州市委，领导苏州市的工作，中共苏州地委和吴县县委驻

苏州市，领导苏州地区和吴县。至1985年的37年间，苏州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l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l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领导全市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中共苏州支部

第一节早期组织

民国8年(1919)的五四运动，促进了苏州人民的觉醒，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

纷纷组织团体，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出版进步刊物，筹办平民学校，奋力唤起民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民国10年秋，陈独秀介绍东吴大学学生徐雉认识第一师范学生

华有文，徐委托华在潘儒小学开设工人夜校，徐经常到校讲演革命道理。国共第一次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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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些著名活动家，陆续来苏州开展工人运动和

国民运动，发展革命力量。1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定发展江浙地区地方党的组织，计划苏州在杭州、无锡等地之后建立党的组织。同年

下半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委员沈雁冰为建立党组织多次来苏州考察。是年冬，苏

州第二高级小学青年教师顾容川等通过倾向进步的牧师毛吟槎在濂溪坊白蚬桥附近设立

工人俱乐部，并在俱乐部内开办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中共党员恽代英也曾

到俱乐部和夜校讲演。俱乐部及夜校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13年上半年，中共党

员潘志春由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回苏州，在邮政局工作，经常深入丝织工人中进行革

命活动。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许金元由外地回苏州任教。7月，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中共党员叶天底应聘到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任教。他们三人以国

民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团结一批积极分子推进国民运动，配合孙中山北上，宣传孙中

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组织成立苏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帮

助筹建国民党党部；响应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在苏州发起成立非基督

教大同盟苏州支部，宣传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和教会方面的反动势力。在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苏州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都有了进一步发展。14年1月，苏

州学生联合会成立。4月，铁机丝织工会联合会成立。4月4日，叶天底、许金元等以苏

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名义，联合各进步团体，在苏州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通过悼念

活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4月底，中共党员刘重民来苏州，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

苏州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积极分子，在斗争中接受教育，得到锻炼，为苏州党组

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苏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始见于民国14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委的记载：“苏州支

部，陆秋心为候补党员。”时中共上海地委所属支部共26个，其中上海本埠支部15个，

外埠支部11个，党员77人。同年9月27日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报告称：据5月统计，

上海地委领导杨树浦等5个工业区的支联干事会15个支部和杭州、南京、无锡、苏州等

9个独立支部。中共苏州支部的建立，正是在反帝爱国斗争日益高涨之时。嗣后上海发生

五卅惨案，5月31日中共党员姜长林由沪抵苏，在学生代表中报告惨案经过，苏州的党、

团员通过工人、学生组织和各种进步团体积极发动群众声援上海工人，形成苏州五四以

来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

民国14年8月，中共党员侯绍裘、张闻天应聘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9月初，与原

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叶天底一起，组织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简称独支)，属中共江

浙区委(是年8月由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成立)领导。叶天底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张

闻天任宣传委员。10月，张闻天去苏联学习。

独支成立后，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不久，许金元等几名团员转为党员，又发展了

一些进步青年入党、入团。独支积极领导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帮助组建国民党党部，

11月，市党部成立，在9名执、监委中，有6名中共党员，许金元任常务委员。独支通

过党、团员加强了对各种进步团体的领导，指导苏州妇女联合会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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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5年1月，乐益女中校方迫于军阀政府的压力，藉口经费困难，解聘进步教师，

侯绍裘、叶天底等在寒假前离开苏州，独支领导机构撤离乐益女中，书记由博文中学教

师许金元接任。同时，共青团建立苏州特别支部，由周学熙(周演行)任书记。独支继

续通过各进步团体开展斗争，发展革命力量。4月，独支已有党员20人。是年8月，许

金元奉调去广东学习，由纯一小学教师汪伯乐接任独支书记，顾容川、周学熙为委员。时

有党员28人。9月，增张文斐为委员。10月，独支下设支部5个，党员共37人。初秋，

国民党市党部改选，9名执监委中，有8名中共党员，汪伯乐任常务委员。是年秋冬，根

据中共江浙区委部署，独支积极发动各界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发起成立商民协会，秘

密成立总工会，并建立武装策应组织。由于体专学生唐觉民在通信中泄密，12月14 El正

住医院治病的汪伯乐被苏州军警督察处逮捕，16日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于南京。

民国16年1月，顾容川任独支书记。2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成立无锡地委，苏州

独支属该地委领导。3月21日，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进驻苏州，摧垮了封建军阀在苏州

的统治。苏州总工会、国民党市党部相继公开，顾容川为市党部执监委常务委员。在二

十一师师长严重主持下，成立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7名委员多数是当地绅士，中共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占少数，中共党员沈味之(炳魁)为教育委员(教育局长)。在独支领导下，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不到10天，即建立30多个行业工会，会员

达数万人。苏州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进会相继成立，这

些组织都以党团员为领导骨干。各行各业都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打倒土豪劣

绅”为目标进行改革和斗争。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又得到了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独支从二十一师政治部获悉国民党右派阴谋反革命政变的

消息，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应变准备。12、13日，第十独立旅先后查抄国民党苏州市党

部，查封市总工会，总工会委员长舒正基被通缉。13日晚，独支召开党团骨干联席会议，

决定：凡身份已暴露的人员全部撤至武汉，一部分人去上海，进行接待联络工作I露面

不多和未暴露的留在苏州坚持斗争。20 El国民党苏州市党部改组，成立“清党委员会”，

顾容川、郑醒夫、沈炳魁等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分别以市党部、商民协会、教育协

会负责人名义打入“清党委员会”，进行隐蔽斗争，掩护革命同志转移，坚持到4月底撤

离苏州。

是年4月29日，中共江浙区委指定中共苏州独支委员、共青团苏州特支书记周学熙

任中共苏州独支书记，共青团特支书记由陈廉贞(陈铿)接任。6月前，独支辖有5个支

部：小学教师支部(St区)，书记冯志良；铁机丝织工人支部，书记王宝廉；木机丝织工

人支部，书记王宝森，另有2个农民支部(书记姓名不详)。党员100余人。

中共苏州县(吴县)委员会

民国16年6月，中共江浙区委根据中央决定，改组为浙江、江苏两个省委。根据党

的五大党章规定，中共苏州独支改建为县委，初称吴县县委，不久称苏州县委，隶中共

江苏省委领导。书记周学熙，委员姚绩安、潘志春。机关驻城内中张家巷26号。7月，由

上级党组织安排。苏州输送党员葛炳元、朱思浩(朱馥卿)等4名工人，1名学生去奠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至9月，县委辖有支部20余个，党员130人。10月，辖平江、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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阊西3个区委，有支部20余个，党员160人。省委在是年11月派赵霖(帅朝岭)到苏

州任县委书记。此时，县委委员有王香芹(王晓梅、李树植)、冯志良。①县委领导常熟、

吴县、吴江3县党的工作，但是时常熟无县委，吴江独支同苏州县委关系也不密切。因

此，此时苏州县委主要领导苏州城区平江、胥盘、阊西3个区委，共20余个支部，100

余名党员。至年底，支部减少到14个，党员增加到190余人。

四一二后，反动势力在苏州占统治地位。未暴露身份、未撤离苏州的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一部分人隐蔽在国民党党部、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中，同右派进行斗争，一

部分人深入工厂和农村开展斗争。是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各县党的负责

人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布置秋收暴动。苏州党、团负责人周学熙、陈廉贞出

席了这次会议，回苏州后即在党、团积极分子中商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和方

法。其时中共江苏省委和团省委也派人到苏州指导策划市郊暴动。由团省委史砚芬来苏

参加的党、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由党的代表4人、团的代表3人联合组成“行动委员

会”，策划和领导市郊暴动，并指定共青团负责人陈廉贞任行动委员会书记。随后，在上

方山召开大会，决定把丝织工人罢工发展为全市总罢工；同时积极组织农民暴动。会后，

派傅缉光、周倩伯、李小寰、程中青等人往浒墅关、唯亭发动组织农民，并在城内张贴

“告市民书”。由于计划本身的盲动性和缺乏农村工作经验，下乡人员暴露身份，被地主

告密，遭到镇压，傅、周、李被捕，暴动未成。

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铁机工人联合会发动苏州城区36家丝织厂3000余工人，

自10月7日开始举行规模空前的总罢工，反对资本家依靠反动势力，撕毁原订立的劳资

协议，采取关厂歇业、减低工资等手段压迫工人。罢工开始后，苏州各业工会纷纷在经

济上、舆论上给铁机工人罢工以有力支持。苏州反动当局出动公安局飞巡队逮捕工人代

表共产党员王靖、陈长和。由于各业工会的积极声援，铁机工人的团结斗争，当局迫于

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于11月21日在南京召集劳资双

方代表会谈，签订协定，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要求。28日，党领导的坚持了53天的苏州铁

机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复工后被捕工人代表获释。

发动农村暴动计划失败后，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和上方山会议精神，11月下旬，苏

州党、团组织继续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打算以丝织工人为主，在一个晚上全市统一

行动袭击和夺取反动机关。结果，也由于种种原因，暴动未遂。民国17年2月4日，共

青团市委机关被破坏，一批党、团员被捕。是月，中共苏州县委书记赵霖调离苏州，县

委由高祖文临时负责。数日后，省委派王觉新(陈文华)接任中共苏州县委书记，县委

委员有王香芹、高飞(高瑞岚)、冯志良。是年夏，全县有党支部30个，党员150人。不

久，王觉新调中共苏常(沪宁)特委工作，省委决定由高飞继任苏州县委书记。是时，苏

州城内设城东、城西、城南、城北4个区委，共16个支部，另外农村有6个支部。10月，

枫桥成立直属县委的特别支部，负责当地驻军中的士兵运动。

民国18年1月，苏州县委辖区委4个，共18个支部，71‘名党员。2月，高飞奉调

离开苏州，省委派原中共江阴县委委员朱杏南任苏州县委书记，县委有常委5名，4个区

①一说，赵霖来苏州任县委书记后，周学熙、高祖文也是县委委员。周学熙于1928年初离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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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各有委员3名。当时，昆山县的党务无人负责，由苏州县委代管。5月，省委派刚从苏

联学习回来的党员朱思浩任苏州县委书记。省委发现朱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进行非组

织活动。7月，省委巡视员视察苏州，对县委提出批评。8月25日，巡视员召集有9名

党员出席的会议，批驳朱思浩的观点，统一了思想。翌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5名县委委员，2名候补委员，朱杏南为书记。会议还决定给予朱思浩等人处分。此时，

全县有党支部16个，党员73人。

民国18年八一前，省委指示各地尽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进行斗争。7月下旬，

苏州成立“党团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八一组织集会。行委成员全由党、团县(市)委委

员组成。由于国民党当局戒备森严，集会未搞成，只散发了一些传单。为此，县委受到

省委批评。8月3日，行委撤销，恢复党、团县(市)委。12月，省委批准朱杏南的辞

职请求，任命吴寿卿为苏州县委书记。此时，县委下属支部已减少到10个，党员51人。

县委先后驻城区西海岛、装驾桥巷等地。

民国19年4月30日，在中共苏州地下组织领导下，全市30所小学教职员成立“索

欠委员会”，发表《教职员总辞职宣言》和《索欠通告》，向吴县县政府索讨积欠工资。5

月1日开始罢教，23日200余名教师至教育局进行静坐斗争。28日县政府被迫发还欠薪，

斗争取得胜利。斗争中，小教支部的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斗争，成立全市由教职

员推举，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吴县城区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筹备组织。

中共苏常特别委员会

民国17年8月，中共苏常特别委员会(简称苏常特委，又称沪宁特委)在常州正式

成立，领导沪宁铁路沿线的昆山、吴县、苏州、常熟、江阴、无锡、常州、宜兴、溧阳、

丹阳、金坛、镇江、扬中、句容等县的党组织。书记高士贤，原苏州县委书记王觉新调

特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10月18日，特委遭破坏，高士贤等6人被捕。此后，特委机关

转移到苏州潘儒巷，陈鸿代理书记，不久，省委派罗世藩继任特委书记。12月4日，特

委撤销，改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

江苏第三分监中共特别支部

自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苏州

各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到18年10月，仅司前街江苏第三分监就关押1200余人，其

中一半是共产党员}有从上海、无锡、苏北等地捕来的，有宜兴暴动失败后被捕的，仅

从江阴捕来的即有200多人。狱申秘密建立了党的特支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同苏州

县委也有关系。特支曾多次领导闹监斗争。18年10月17日，发动了反对监狱虐待囚犯，

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饭斗争。苏州县委在省委指示下，设法从物质上支援狱中斗争。同

年底，又由曹起缙等发动了要求改善医疗条件，增加放风时间和不准克扣囚粮等为中心

内容的绝食斗争，后又有徐家瑾等发动的闹监斗争。每次斗争开始，反动当局都对政治

犯加重迫害，加镣加刑，隔离监禁；但在全体人员英勇不屈的斗争下，每次都被迫作出

一些让步，接受一些改善囚犯生活待遇的要求。

民国19年，苏州各监狱关押人犯又有增加，司前街第三分监和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共关押2000余人，其中政治犯(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改组派)约800人，时特支负

责人为袁世钊，委员有徐家瑾、管文蔚、朱思伦、陈百坚，下有4个支部，十字监2个

支部，一所、二所各1个支部，党员总数约200人，看守中有3名共产党员。夏天，特

支又领导了几次闹监斗争。

中共苏州中心县委员会

民国19年夏秋间，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将中共苏州县委改为中共苏州中心县委，统一

领导常熟、昆山、太仓等县的党组织。由原苏州县委书记吴寿卿任中心县委书记。时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苏州中心县委除与常

熟县(行)委有不甚密切的联系外，对其他两县并未实施有效领导，精力集中于领导苏

州城区的斗争。是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改组江苏省委，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到

处布置暴动。苏州准备在19日举行攻城暴动，被当局获悉，共产党员徐元章、汤其义、

王光明、朱继成等17人被捕。26日，徐、汤被枪杀，其余均解沪。9月，原苏州县委书

记朱杏南等也遭逮捕。同月，省委又派人接替吴寿卿任中心县委书记。根据省委指示，苏

州亦成立行动委员会，决定在农历十一月九日(12月8日)，由纱厂工人和狱中政治犯配

合闾门外伤兵进行攻城暴动。不料反动当局事先得到情报，预先防范。当伤兵队伍来到

阊门口时，就被军警阻挡，开枪打死十几人，还抓了一些人。第三分监和高等法院看守

所暴动尚未行动，即被查获，特支负责人袁世钊和徐家瑾、管文蔚等30余人被押往镇江。

袁世钊、徐家瑾等于第二年被杀害于镇江，管文蔚等人也被判重刑。

暴动失败后，苏州中心县委遭到破坏，民国20年春，省委又派王伯奇任苏州中心县

委书记。王到任后，恢复和建立一些支部。21年2月，由张寄东接任书记。3月1日，省

委巡视员施其芦在苏州视察后去南京，被捕叛变，供出苏州党组织情况，王伯奇、张寄

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阿春、鸿生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梁传贵、共青团负责人吕和尚等

先后被捕。4月30日张、梁、吕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王伯奇、张寄东先后叛变，王还

多次到苏指认诱捕党团员，使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中共溧阳特支书记陈智方

奉调到苏州开展党的工作。23年3月中旬，中共无锡中心县委成立，此时，苏州中心县

委虽遭破坏，但基层党员仍有活动，归属无锡中心县委领导。12月，无锡中心县委报告

省委，苏州有党员24人。

民国2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白色恐怖笼罩苏州，城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殆尽。

中共上海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

民国26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相继爆发后，9月中旬，中共上海地下

组织派宿士平到苏州，会同宋振鼎(吴志明)、陈立平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宋任书记，

陈、宿为委员。外县工委的任务是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

亡活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宋赴无锡，陈去常州，宿留苏州，分头开展工作。11月中下

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相继被日军侵占，宋、陈、宿分别撤往武汉、南昌，外县

工委工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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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南特别委员会

民国26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年底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沪宁

杭被日军侵占地区的城乡党组织的重建和领导这一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27年初，外县

工委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沪郊和苏州周围农村开展工作。5月，为开

辟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省委成立京沪线工作委员会，由省委外县工委副书记

林枫兼任书记，属省委领导，辖常熟、无锡2个县委。10月，改建为中共江南特委(又

称苏常特委)，驻无锡梅村。28年5月，以新四军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澄锡

虞、苏常太地区抗战。7月，江南特委随。江抗”总指挥部进入苏常地区开辟工作，驻吴

县太平桥镇。至10月，江南特委辖常熟、无锡2个县委，苏州县(工)委和吴县支部。

同月，“江抗”渡江北上，特委机关转入苏州城内隐蔽，进行秘密工作。同时领导“江

抗”留下的少数干部、伤病员和苏州、常熟两县的地方干部，重建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

司令部(称“新江抗”)坚持斗争。29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

东路地区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4月下旬，谭震林等领导人到达常熟，

中共江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改称中共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简称东路特委)，归

东路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由苏州城内移驻常熟东唐市，张英任书记。

中共吴县支部

民国2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潘承岳(陈鹤)到苏州开辟工作。4月，在苏州城

内成立中共吴县支部，潘任书记，归省委领导．支部发动工人、店员、青年学生等成立

’“吴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读书会，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刊物《倔强》，宣传抗日。9

月，中共吴县支部归属江南特委领导。12月，吴县抗日救国会出了变节分子，潘承岳和

组织委员胡欣生(薛白薇)等人被捕，党组织虽未暴露，但终于因此而撤销。

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

中共京沪线工作委员会改建为江南特委后，民国28年9月，江南特委成立中共苏州

工委，与特委同驻太平桥镇，书记翁迪民。苏州工委以太平桥为中心，在南北桥、渭泾

塘、悬珠、涸泾、湘城一带开辟苏州县工作。11月，苏州工委改为县委。29年2月，吴

志诚接任苏州县委书记。4月，江南特委改称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归东路军政委员会

领导。苏州县委由谢瑞棠(又名谢安)任书记I 7月，由徐明(又名徐增祥)任书记。在

东路军政委员会和东路特委领导下，苏州县委迅速发动“红五月”群众运动，广泛宣传

“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整顿和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联抗会及商民协会等

群众团体，发动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活动I并成立抗日自卫会，暂行抗日民主政权权力。

30年1月，东路特委下设苏常太中心县委，任天石任书记，苏州县委与常熟、太仓县委

由苏常太中心县委领导。“皖南事变”发生后，东路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抗日军民同反共

逆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组织继续有较大发展。3月，东路特委经调整充实。改称中

共京沪路东特别委员会(简称路东特委)，吴仲超任书记。特委机关移至澄锡地区，下辖

苏常太工委和西路工委。苏州、常熟、太仓县委与洋澄县工委由苏常太工委领导。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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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江南区委员会，路东特委归江南区党委领导。是时，苏南

东路地区普遍正式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进一步扩大武装，加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

项建设，坚决抗击日伪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7月，日伪集中兵力，开始在苏常太地

区进行大规模清乡；8月中旬开始，在澄锡虞地区“清乡”。东路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党

政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后，根据新四军军部“以分区转移应付敌分区‘清

乡"的指示，东路地区区、县以上党政机构或撤销，或精简，成员大多撤往江北。苏州

县委随之结束。

苏西北地区的中共组织

中共江南特委成立后，苏西北渭塘地区于民国28年5月，成立党的支部。29年1～

6月，苏西北漕湖地区先后成立漕东、漕南、东桥、黄埭4个区(中心)委，均属东路特

委领导下的无锡县委领导。民国34年春，中共锡东县委于苏西北地区建立中共苏西北特

别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建平。7月，在苏西北地区成立苏州县政府，赵建平任县长，辖

漕湖(后称漕东)、东桥、黄桥、阳澄、黄埭等5个区。同时撤销特区工委，分设漕东、

东桥、黄桥、黄埭等4个区(市)委，属锡东县委领导(未设苏州县委)。

苏西地区的中共组织

民国30年，中共京沪路东特委成立后，派员开辟苏西地区(吴县西部京杭大运河以

西地区)的工作，于5月在无锡南三乡成立中共太湖县委，该地区即归属太湖县委领导，

设阳西、阳东2个区委。路东特委北撤后，原所属太湖县委归太涌特委领导。31年2月，

中共太?鬲特委根据日伪在该地区“清乡”的情况，决定撤销太湖县委，成立中共苏西县

委员会，领导原太湖县委所辖组织。4月，阳东、阳西2个区委撤销。5月，太涌特委改

称太涌地委，仍辖苏西县委。32年5月，苏西县委恢复苏西“清乡”区的工作，先后建

立阳山、彭山、邓尉3个区委。33年2月，苏南区党委决定改太涌地委为苏南二地委，仍

辖苏西县委。11月，苏西县委撤销，成立中共太湖县委，原苏西县委所辖阳山、彭山、邓

尉3个区委归其领导。

江苏第三监狱第三分监中共临时支部

在日伪大规模清乡中，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军民有不少人被敌捕俘，关押在苏州大小

监狱。民国30年10月，关押在苏州第三监狱第三分监的部分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临时

支部，由吴阿根(原名林更泉，被捕后化名吴阿根，原中共常熟县藕塘区区委书记)任

书记，孙学明，(原中共常熟县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为组织委员，叶初晓(原新四军十

八旅五十四团二营教导员)为宣传委员，郭曦晨(原太仓县县长)为保卫委员兼政治交

通，张越龙(原沙洲县警卫一团一连连长)为委员。临时支部领导狱中党员，团结难友

进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秘密出手抄本刊物《劳动战线》鼓舞难友的斗志。同年

12月，叶初晓等200余人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押解南京。临时支部增补陆致翔(原中共常

熟县唐市区区委书记)为宣传委员。31年3月，孙学明等76人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杀害。

5月，吴阿根、陆致翔200余人被押解南京。此后，狱中临时支部的其他成员也都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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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州县、苏昆段特派员

民国31年4月，华中局决定东路“清乡”区的坚持、恢复工作由苏中区党委领导。

之后，苏中四地委在江北通海(南通、海门)地区成立江南工作委员会，先后由任天石、，

薛惠民负责，隔江领导苏常太昆地区工作，并先后派遣仲国望为中共苏州县特派员

(1942．10一．-1943．12)、中共昆山县特派员(1944．1～1945年春)，周亦航(1943．12～

1944．5)、徐懋德(1944．5,-,-,1946．4)为中共苏昆段特派员，在苏州城内、郊区和昆山城

内外进行秘密工作。33年12月，苏昆段特派员归属苏中六地委重建的苏常太工作委员会

领导。为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传播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34年8月，在中共苏昆段特派

员徐懋德领导下，由县中学生、党员唐崇侃，进步教师吴石牧，进步学生夏锡生等发起

创办“文心图书馆”，于10月6日正式成立对外开放。文心图书馆通过出借进步文艺书

籍和社会科学著作，在《苏州日报》上开辟文艺副刊，刊载抨击时政的文学作品，经常

举行座谈会、联欢会等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35年4月，中共京

沪路中心县委组织成立苏州工委，苏昆段特派员工作并入苏州工委。

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

民国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王烈帆(王中一)至苏州城内与30年来苏隐蔽的

裘晋岳、孔令宗接上关系，成立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王为负责人。32年1月改属华中

局敌工部(翌年8月改称城工部)领导。33年9月，王调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简

称上海工委)，苏州工委由孔负责，与上海工委王烈帆直接联系。苏州工委领导隐蔽在苏

州城内和吴江等地的一批党员，开展秘密工作。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

员会所属苏州党组织(原称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此时未名)领导下，由党员叶佐群开

办大业书屋。是年冬又由党员金元孝、进步青年陈冠群等开办夜校吸收职业青年入学，并

在此基础上于35年4月创办职青图书馆，团结教育职业青年。36年7月，上海工人运动

委员会所属苏州党组织与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所属苏州工委合并，组成中共苏州县委。

中共苏州地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

民国33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决定成立由其领导的中共苏州地区敌占区

工作委员会，于苏州城区开展城市秘密工作，书记屠基远。34年9月，屠调沪工作，组

织活动遂中止。

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苏州工作委员会

经反“清乡”斗争，东路地区中共党政军人员北撤后，路东特委于民国31年4月撤

销，先后由苏中三地委、四地委、六地委隔江领导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抗日战

争胜利后，34年12月，苏中六地委奉命撤销，成立由中共苏皖一地委领导的苏常太、澄

锡虞两个中心县委，隔江领导江南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江南党组织实

行特派员制，委派了部分县、区级特派员分别领导有关各县、区的工作。35年1月，苏

皖一地委改称华中一地委。2月，华中一地委将苏常太、澄锡虞两个中，t．-县委合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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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统一领导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工作。县委机关驻如皋城内。3

月，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派陆天虹、何洛渡江南下，到苏州与苏昆段特派员徐懋德会合，4

月组成中共苏州工委，在城区开展秘密工作。陆为书记，徐、何为委员，分别负责文教、

职工工作。

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所属苏州工委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工委书记陆天虹通过吴

县总工会常务理事、丝织业工会负责人汪荣生在丝织业工人中开展活动，发动工人为增

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与吴县当局及资方多次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资方作了一定程度

让步，由此打开了工会中上层人士和工人群众工作的新局面。35年6月，工委布置地下

党员李明谷在虎丘与花农积极分子张曙材发动千余花农反对吴县当局加征茶花特税，取

得胜利。工委还布置汪荣生利用担任县农会理事的特殊身份在苏州近郊唯亭等地组织乡

农会，建立党的隐蔽活动点。至36年前后建立10多个乡农会，会员达四五万人。

民国35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机关在经历了苏中七战七

捷后，随军北移。9月，中共华中分局为恢复江南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华中第十地方委员

会，隶苏中区党委(是年8月重建)领导。同时撤销京沪路东中心县委，建苏常太、澄

锡虞等工委，隶十地委领导。36年1月，十地委机关在上海遭破坏。6月，苏中区党委

重建华中十地委，苏常太、澄锡虞两工委归区党委直接领导。11月，苏中区党委撤销，中

共华中工作委员会成立，苏常太、澄锡虞工委均归华中工委领导。同年1月，华中分局

城工部撤销，所领导的京沪和江南城市的党组织全部归上海分局(5月改为上海局)领导。

7月，上海局决定将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所属苏州党组织与原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所属的

苏州工委合并，组成中共苏州县委。

中共上海局组织部所属苏州学委、苏州工委

民国36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组织部长钱瑛派原南方局青委领导成员赖卫民等人到

苏州开展学生工作，并联系领导复员到无锡、吴江等地的原南方局系统的党员。5月，成

立中共苏州学委，陈邦幸任书记，范文贤、刘淑文为委员，赖卫民为学委的上级领导人。

是时，京沪平津等地大专院校正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苏州学委即通过国立社

会教育学院学生社团发动反饥饿斗争。斗争中，社教学院和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共派

出学生代表14人赴南京，参加20日京(宁)、沪、苏、杭4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

余学生举行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残酷镇压，造成了震

惊全国的五二。血案。两校代表回苏后，继续发动罢课等斗争。在当局蓄意迫害学运积

极分子时，学委及时设法将社教学院学运积极分子疏散转移。

是年9月钱瑛派高山到苏州接替赖卫民的工作。10月，成立苏州工委，负责领导苏

州学委、原南方局系统党员组成的无锡临时工委和吴江的党员。书记高山，委员陈邦幸、

范文贤、刘淑文。工委在开展学生运动中发展党员，在社教学院和苏女师建立支部。11

月，工委及其所属学委发动大中学生助学运动，帮助清寒学生克服经济困难。由社教学

院、东吴大学、苏州工专、美专等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苏州专科以上学校助学

金联合会”，开展劝募活动。历时3个月，募得法币4亿元，不仅帮助部分清寒学生解决

了困难，且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37年3月，高山调离



第三十五卷党派■·13

苏州，其他成员的组织关系全部移交给上海局，该工委遂告结束。

中共苏州县委员会

民国36年7月，由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所属苏州党组织与原京沪路东中心县委

所属苏州工委合并，组成中共苏州县委，隶中共上海局领导，10月后改由上海局外县工

作委员会领导。书记卜明，委员陆天虹、徐懋德，有党员二三十人。所属支部有是年初

建立的文心图书馆支部，书记唐崇佩I 5月建立的东吴大学支部，朱激(朱承烈)、路尔

铭先后任书记，10月，成立面粉业支部，陆逢治任书记f是年秋还建立了职青(职业青

年)支部，李明谷任书记。后又在丝织业工人和娄门地区店员工人中分别建立党小组。苏

州县委成立后继续深入开展职工和青年学生工作。11月开始，在中共上海局组织部所属

苏州工委发动大中学生开展助学运动的同时，苏州县委在中等学校深入发动。12月下旬，

成立“苏州中等学校助学金联合会”，组织小分队，上街劝募。历时3个月，劝募所得折

合大米约6万斤，帮助部分清寒学生解决了困难，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37年1月，苏

州县委大部分领导成员调离苏州。中共上海局派张云曾、陶戈辉到苏州组成苏州工委。

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苏州工作委员会

民国37年1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因所属苏州县委大部分领导成员调离苏州，派

张云曾、陶戈辉到苏州组成苏州工委，隶外县工委领导。书记张云曾，委员陶戈辉、孔

令宗，8月增马崇儒为委员。是年2月建立中学党支部，陈恩冠任书记。至秋冬，中共苏

州工委建立下属职工区委，孔令宗兼任书记，辖面粉业、职青两个支部，丝织业、娄门

地区两个小组和虎丘地区及单线联系的党员，共36人。1949年1月建立文教区委，沈若

兰任书记，辖伯乐中学、苏女师两个支部，小教小组及其他中学和医务界单线联系的党

员，共23人。工委还直接领导文心图书馆和工委机关两个直属支部及单线联系的党员。

民国37年4月，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淞沪杭嘉湖工委为统一领导吴江、嘉兴、桐乡、

吴兴、嘉善5县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决定在嘉兴、吴江交界地区建立吴嘉工委，书记金

佩扬，委员金亮、沈如淙。是年冬，吴嘉工委交由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苏州工委领导。

1949年2月，上海市委根据上海局指示，将上海学委领导的苏州学生工委的组织关

系移交给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的苏州工委。至此，苏州城区各系统的党组织全由苏州工

委统一领导。苏州工委接着成立下属青年区委，由马崇儒兼任书记，薛杰任副书记，下

辖社教学院、东吴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苏州中学以及中学支部等6个

支部。至1949年4月苏州解放前夕．苏州工委共有党员208人，在苏州境内的有175人。

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苏州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正面临国民党当局在内战战场节节失

败，国统区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群众奋起反饥饿，求生存斗争的局势。苏州工委采取灵

活的斗争策略，领导了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斗争，工人怠工、罢工

此起彼伏，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师也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索薪斗争。11月，由吴县总

工会地下党员惠志方(宋志方)、汪荣生等，争取总工会理事长汪文焕、常务理事吴鉴生，

发动了按苏州自编生活指数发放工资的斗争。自民国3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苏州工委遵

照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团结和组织群众，巩固扩大反蒋统一战线；用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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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层人士阐明形势，宣传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在工厂、学校组织

护厂、护校队；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为迎接苏州解放和配合接管，进行紧张的战斗。

中共上海学委苏州学生工作委员会

民国37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学委，派吴康到苏州与原南方局系统的苏州工委委员

陈邦幸接上关系，指导开展学生工作。9月，上海学委派浦作来苏接替吴康。10月，成

立中共苏州学生工委，属上海市委学委领导。书记张渝民，委员陈邦幸、薛杰、孙增闳、

杨源。11月，学生工委分别在河南大学、苏州工专建立党支部，并决定建立大学区委，薛

杰兼任书记。到1949年2月，学生工委系统的社教、东吴、河大、工专、苏中、苏女师、

景海、振华、有原、河南助产学校、民化小学等11所大中小学校共有党员97人。学生

工委建立后，为迎接解放，在各校进行形势宣传教育，发动进步师生组织护校，反对当

局的破坏和迁校阴谋。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苏州学生工委的组织关系

移交给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苏州工委，苏州学生工委至此结束。

第二节 中共苏州市委员会

沿革

1949年3月，中共华中工委先后调集两淮、盐阜和胶东的部分干部，在如皋白蒲镇，

组建中共苏州市委领导班子。4月27日苏州解放，市委领导成员随军渡江进入苏州。4月

30日，中共苏州市委员会正式成立。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惠浴宇、林修德分别任市委

书记、副书记。原在苏州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苏州工委系统的党组织和党员由市委统一

领导。市委机关驻人民路80号。

中共苏州市委初隶属中共苏州地委。1949年6月，苏州市委由苏南区党委直接领导。

同年9月，苏州市委重新划归苏州地委领导，并建立常委制。市委建立后，陆续建立和

健全各工作机构，整理基层组织。1950年1月开始，陆续建立政、军、群系统的党组、党

委。1951年2月在市郊设城东、城西2个区委。11月，城区又建立东、南、西、北、中

5个区委。1952年10月，城东、城西2个区委合并为郊区区委。

1953年1月，苏州市为江苏省辖市，中共苏州市委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1955年10

月，所辖东、南、医、北、中5个区委分别改称平江、沧浪、金阊、北塔、观前区委。1956

年5月28日至6月4日，中共苏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苏州市第一届

委员会(之前，市委正副书记、常委由上级党组织任免)。市委一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市

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1956年7月，撤销观前区委。

1958年7月，在省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苏州市交给苏州专署领导的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苏州市委隶属苏州地委。之后，市区由4个区委合并为平江、沧

浪、金阊3个区委，郊区因行政区域变动，撤销郊区区委。1959年2月和1961年12月，

苏州市又召开两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三届市委。在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高

潮中，市郊建立虎丘、娄葑、苏渔、胥江4个人民公社，分别建立公社党委；平江、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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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金闻3个区建立区人民公社，成立区人民公社党委，区委和区公社党委是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1960年7月，从平江、沧浪、金阊3个区分别划出部分地区，增设北塔、胥

江、桃坞3个区，分别成立区委和公社党委。同月，吴县浒关镇党委隶属苏州市委领导。

1962年6月，中共苏州市委重新属江苏省委直接领导。9月，市委书记处撤销，重

新任命市委正副书记。同年7月，建立郊区工委，撤销各区人民公社建制，各区人民公

社党委随之撤销。10月，浒关镇党委随行政建制划归吴县。1963年2月，城区的6个区

委重新合并为平江、沧浪、金阊3个区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下半年，市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各级组织瘫痪，年

底组织活动停顿。1967年1月，在上海“夺权风暴”煽动下，“苏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

指挥部”于1月26日宣布夺权，市委被迫停止行使职能。1968年7月，根据江苏省革命

委员会《关于整顿、恢复、建设党的组织的通知》，苏州市开始整党建党的试点，基层党

组织开始恢复组织生活，并陆续建立新的基层党支部和新的基层党委。1969年7月，苏

州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9月，3个区(1966年底，平江、沧浪、金阊3区分

别被改称东风、红旗、延安区)革命委员会、市革委会各局和直属单位、群众团体、人

民法院(1973年恢复)亦陆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个别单位建立党委、党组。1970年11

月，中共苏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在此前后东

风、红旗、延安3个区也先后召开区党代会，选举产生区委领导机构。1971年7月，市

革命委员会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建立，领导郊区的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市委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各级党的核心小

组陆续撤销，重新建立党组、党委。1977年4月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撤销，重建中共郊

区工作委员会。1979年6月，东风、红旗、延安3个区委分别复称平江、沧浪、金阊区

委。1980年2月，苏州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市委。

1983年1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政府关于改革地市体制调整行政区划的报告，决定

3月1日起，全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市委机关迁至五卅路94号。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合

并，中共苏州市委下辖常熟、沙洲、太仓、昆山、吴县、吴江6个县(市)委和平江、沧

浪、金阊3个区委及郊区工委。1984年1月撤销郊区工委，建立中共郊区区委。1984年

9月，苏州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苏州市第六届委员会。

中共苏州市委历届领导人名录

届次 职 务 姓 名 籍 贯 任职 时 间

惠浴宇 江苏灌南 1949．4～1949．8

周一峰(壮族) 广西鹿寨 1949．9～1950．6
书

李凌 江苏常熟 1950．6～1952．4

刘 中 四川成都 1952．6～1953．5
记

鲁琦 山东海阳 1953．5～1954．1

吴仲郦 江苏江都 1955．5～1956．6

副 林修德 海南文昌 1949．4～1949．8

书 张云曾 江苏句容 1949．6～1950．3
记

徐步 浙江宁波 1950．6～19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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