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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i：；ii|萌；；-书记范鹏飞(右二)接见回国观光的华侨。

县委副书记刘殿安(左日)和县委靠
境部垒体同志在一起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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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基督教三自教务两会成立大会留影



县委统觇部部长王忠平(右三)，巡视员陈修敬(左二)，县政

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刘戚川(右二)和党外知名^士县政协副主席

吴卓热(左二)、王菩霖(左一)在一起商谈工作。

县委统战部、县政协联告召开台属座谈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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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滩溪县统战志》的编写工作是从一九八五年春季开始的，经过

两年多的辛勤笔耕和各方面入士的大力支持，现已编纂成书和读者见

面了。在此谨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盛世修志，彰往昭来”。这部志书翔实地记述了一九二五年我

县建党起始迄成书时，这一漫长岁月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史实。

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以便读者在展读思索之余，
从中得到教益，总结成败之由，巩固和发展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

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再创业绩。

我县自建党以来的统战工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建国以后，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把

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一九五七午以后，

党的统战工作一度出现失误，特别是“十午动乱”期间，受到的破坏
和干扰尤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使党的统战
工作再度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得到进一步地贯彻和

落实，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台工作、民族宗教工作、工商业者

工作等，在较短的时间里均取得较大成绩，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

因素，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为振兴中华、建设濉溪作出
了重要贡献。

回顾历史，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取得顺利进展，反之，就要受到挫折。 “前事

不忘，后世之师。”为了让我们的后入永远牢记这个真理，也是我们
编纂这部志书的目的。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让我们同心协力，兴利除弊，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
斗。

。

编 者



凡 例

一、本志书以濉溪地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至一九八五年这一

时限内统战工作的实况为主要内容，宗教的沿革方面限略有突破。

二、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于县委统战部的档案资料；县志办公室

从外地辑录的有关资料；县档案馆现存的资料；参阅县党史办、县政

协文史办的有关资料；录用个别翔实的口碑资料。图表资料，以档案

资料为凭。

三、在编写体例上，采取横排竖写方式，只叙不议，寓褒贬于事

实。

四、本志书分十一章。章下设节，节下有目(部分内容，只有章

或节)。

五、本县少数民族人数不多。因而“民族”与“宗教”合为一

章，记述也较简略。

六、本志书内，图、表、记、传、录等形式兼而有之，不拘一格。

七、大事记一章，在志内详写的内容一般不再重记，不采取用贯

通始终逐午撮要的方式。

八、不为生入立传，古今修志通倒。一般在事件记述中均隐去领

导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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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我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始于一九二五年。当时进步青年朱务

平、徐凤笑、郑子瑜、王香圃、王建东、王右石等人接受马列主义，

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临涣党支部建立。不久，建立了潍溪党支部。

至一九二七年，党组织正确执行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并

团结了当时社会上具有爱国思想jj中、上层人士和进步学生，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 泛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使革命阵营不断壮

大。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建立伪

满魔儡政权。当时，举国上下群情激昂，对蒋氏政权丧权辱国的可耻

行径深恶痛绝。涟溪的爱国之士也和全国一样，敌忾同仇，团结在党

组织周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全面

侵华战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进行应战。当时宿县成立

了“抗敌救亡社”，同年秋天，中共党员李时庄在滩溪建立了抗敌救

亡分社和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接着，中共党员王香圃、徐爱民、赵

汇川在古饶、南坪、临涣等地成立了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分会，凭借

合法的社团身份，公开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把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推向

新高潮。接着，深入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狠狠打击

了日伪武装，一九三九年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宿西县行政办事处，二下

久，宿西要政府建立，实现了滩溪地区第二次国共合作，直到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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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得胜利。

建国前宗教在我县传播比较广泛，深入穷乡僻壤。佛教寺院为数

较多，僧、尼徒众有册可稽者，约在二千名以上。由于地域历史自然

条件的变更，天灾兵燹的频繁，至建国时寺院倾圯殆尽，僧尼大都散

去，各种佛事活动基本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安置的

僧众，总共不足十人。天主教、基督教建国前在我县曾经有较大的发

展，共有教堂近百处，教徒二千余入，以濉溪城关与临涣镇为主要活

动基地。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宗教活动受到不应有

的限制，特别是“文革”时期，曾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落实了宗教政策，临涣、滩溪等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又恢复了活

动，天主教集中在临涣，教徒五百多入，基督教遍布全县各地，教徒

约有万余人。

建国初期至一九五六午，党的统战工作重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从一九五五午起掀起了对私改

造高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将全县私营工商业全部组织起来，通过

不同形式，纳入了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营轨道。

一九五七年，我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

误，致使一千零五十五名干部与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家属受到株

连。一九六二年，对错划右派进行了改正和摘帽，但这项工作中途废

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错划右派进行了全面复查，一千零

五十五名错划右派全部得到改正，不留政治尾已并解决了株连家属

的户口等遗留问题，调动了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

的大好形势。

我县去台人员有五百人以上，多数是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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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家属留在大陆的也在五百户以上，多数是配偶或子女，少数是

父兄子侄。寄居、侨居香港及国外的华侨四十人以上。过去由于极“左”

思潮的影响，台属和侨属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歧视以至于冲击。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属、．侨属政策得到了落实，平反了三十八件

冤、假、错案，安排为市、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台属二十八人，

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半数以上的去台人员纷纷来信与家人联

系，返里探亲的达二十多人次，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起到了有力

的促进作用。

我县登记在册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共有一百五十余入。其中

国民党将级军rff_人，校级军官十人，其余多为士兵。建国后，他们

中间的大部分人按政策得到了妥善安置。但在极“左’’路线时期，不少人

蒙受了冤屈，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个别的甚至被处以极刑。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部分人落实了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平反了三十

六件冤假错案。对错杀错判的，除平反昭雪外，并对其家属给予抚恤

和在生活上适当照顾。对原安排不当的，作了合理的调整。重新登记

和颁发了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充分调动了起义投诚人员及其亲属参

加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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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一九二五年

二月八日，在宿城孔庙(现宿州市一小)召开宿县国民会议促成

会成立大会。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参加，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及猪仔

子国会。王建东、王右石等人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揭露

军阀罪行，鼓舞工农斗志。

七月，中共临涣、滩溪党小组建立，朱务平、梁宗尧分别任组

长。

一九二六年

三月，中共临涣独立支部建立，朱务平任书记。

八月，在宿城秘密成立了国民党宿县县党部，共产党员王右石、

朱务平、余亚仙、熊逸仙等当选为委员，王右石当选为常务委员。

一九二七年

七月，中共临涣区委成立，赵建五任书记。九月，中共百善、濉

溪、古饶区委相继成立，赵西凡、丁懋修、王香圃分别任书记。

一九三七年

八月，宿县抗敌救亡社正式成立，在宿县北门外平等小学召开成

立大会。

十月至十二月，李时庄在滩溪组织抗敌救亡社与民众动员委员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