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大事记



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

中共银川市城区

党史大事记
(1 949·1 0—1 995·12)

银川市城区人民政府档案馆



‘

：， ?
；

萝
；’；．一j}’

雾 ．。!≮{一 一．
I

．
、，!、：·．．卜． ．t‘“，。

／
‘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大事记
编写领导小组

}， 领导小组盖纽蓑篓霎至冀主举!， 副组长高万金蔡致中

l 办公室主任朱根利

?； 审 稿 姚铁毛张星汉

{二． 编写组主编蔡致中
。

编 辑 张凤霞李艳茹
‘。

，。 牛红

责任编辑牛红 ’t r
i

·

j． 校 对牛红； 。、

}

●

朱根利．：

严郁j兰，

．
0

．k簪。心



宁新出管字[96]第69号

勘误表

： 一

’

。i
+ ：

t

、

页 行 误 正 页 行 误 正

版权 3 共中 中共 197 4 宁武警夏宁夏武整
15 15 市委 去掉委 205 倒lO 办育． 办事
22 1 (其中 (回族 241 8 据鉴 据签
25 倒4 建设 建社 244 2 规定 决定
3l 倒7 争论 辩论 262 倒1 叶永生 叶永胜
44 7 补足 补助 266 倒4 短语 短话
51 倒3 占( (占 271 8 规范划 规范化
99 倒5 检查 检察 297 倒9 100周 漏年字
129 9 (党委) (扩大) 326 9 民政部、 去、号

129 倒3 1982 1981 333 2 杨全鹿 簏
130 6 (82) (81) 335 l 建设的 的建设
130 10 1981 1980 338 12 干部。 干部，

153 3 原则 原理 371 标题 划区 区划

161 3 手。 续。 378 14 办邻 为邻
175 11 工作， 工作、 383 lO 阁 漏办字
190 倒7 4有 4月 383 倒1 管辖 管理

冈鄙贷科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大事记

(1949．1D一1995．12)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人班记编写组

．中夏统计局印删厂印制

，F术850×1168 1／32 印张13．5字数183 r

印数卜·400册

1997年5月第l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争
'．

r——；几Ⅳ：



宁新出管字[96]第69号

勘误表

： 一

’

。i
+ ：

t

、

页 行 误 正 页 行 误 正

版权 3 共中 中共 197 4 宁武警夏宁夏武整
15 15 市委 去掉委 205 倒lO 办育． 办事
22 1 (其中 (回族 241 8 据鉴 据签
25 倒4 建设 建社 244 2 规定 决定
3l 倒7 争论 辩论 262 倒1 叶永生 叶永胜
44 7 补足 补助 266 倒4 短语 短话
51 倒3 占( (占 271 8 规范划 规范化
99 倒5 检查 检察 297 倒9 100周 漏年字
129 9 (党委) (扩大) 326 9 民政部、 去、号

129 倒3 1982 1981 333 2 杨全鹿 簏
130 6 (82) (81) 335 l 建设的 的建设
130 10 1981 1980 338 12 干部。 干部，

153 3 原则 原理 371 标题 划区 区划

161 3 手。 续。 378 14 办邻 为邻
175 11 工作， 工作、 383 lO 阁 漏办字
190 倒7 4有 4月 383 倒1 管辖 管理

冈鄙贷科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大事记

(1949．1D一1995．12)

中共银川市城区党史人班记编写组

．中夏统计局印删厂印制

，F术850×1168 1／32 印张13．5字数183 r

印数卜·400册

1997年5月第l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争
'．

r——；几Ⅳ：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中共银JIl市城区党史大事记》是中
共银川市城区委员会决定编写的．其目的主要

是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中共银

川市城区地方党史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为总

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继承、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城区的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二、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大量的历史档

案和其他经过考证核实的资料为基础，力求准

确地记述银川市城区党组织在新民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领导城区各族人民进行革命
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反映出银川市城区党史的

一小大致轮廓．蹇完整，客观地反映历史原
貌，本书以记述事实为主，一般不加评论．

三，本书记述范围以现在银川市城区所辖

区为主；时限从1 949年9月银川解放，建立中

。乙．



国共产党的组织起，到l 995年1 2月止；内容以

银川市城区党组织的活动为主线，着重记述党

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在突

出反映党的重大活动，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

设的同时，又较全面的反映党领导下的各方
面，各条战线的工作；在重点反映政治，经济

方面史实的同时，又适当反映文化，教育，科

技、体育、卫生、军事等方面的史实。

四，本书以编年体为主，按照时间顺序，

以年，月，日编排；具体日期不详的，以月年
记述。记于年末的以“是年”表述．城区党代

表、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较为简略，详情

在《中共银川市城区组织史资料》书中记述。
五、本书分三部分，在每部分之前写有概

述，对该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内容作了

简要综述。同时，从1958年公社化后每一年

末，记述了该年度生产建设发展主要数据，在
书的正文后编有附录，收入了银川市城区人口，

经济、劳动，工资方面的数据，以及银川市城

区行政区划，以供有关方面查考和利用。



概 述

银川市城区位于银川平原东部，四周与郊

区接壤．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中共宁夏特支在1 926年9月
就在城区钟鼓楼建立．

城区是宁夏平原的一座古城，1741年设宁
夏府，1 91 3年(民国2#-)改为朔方道。1 947年

4月国民党正式成立银川市政府。当时没有设
行政基层政权，而集行政，治安，司法等权力

于宁夏警察局及4个警察分局。1949年9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l 9兵团解放宁夏进驻银川
城，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的压迫统治。

城区管辖面积由1 949年的3平方公里，扩

展到现在的1 4．94平方公里，人口由4．5E人，

至1 995年末增到23．03万人．1 958年1 o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机关单位逐年增加、，现

辖区内有区市机关，人民团体、科研机构、部

队390多个，区市级工厂6’0多家，有城区企业

35个，城区小学，幼儿园22所，8个街道办事

处．城区46年来，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文化大革

·‘l ‘



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行政

区划经过5次变更。
I 949年1 o月成立了中共银川市第一区，第

二区，第三区、第四区委员会及四个区人民政
府．i955年10月撤区并街成立街道办事处及中

共街道总支委员会。1958年12月成立城市人民
公社及公社党委。1 96 1年6月建立了党员代表

大会制度，成立中共银Jil市城区委员会。至1995
年12月，共召开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区委、街道
总支、公社及城区党委在中共银川市委的领导
下，逐步壮大了党的组织，贯彻了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完成了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在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时期，完成了建立地方政权，开展“镇

反”， “抗美援朝”， “三反一， “五反"运

动及合作化运动．进行了整党， “反右"，社

会主义教育、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一时期，党组织一度瘫痪．
1 968年9月成立了城区革命委员会，逐步恢复
党的组织和活动，开展了搿斗，批，改“．． 。清

理阶级队伍”， “整党”， “一打三反”，

。批林批孔”，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进入
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后，开展了对“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
查一运动。1978年12月以后，城区党委认真贯

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政
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多J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加强党的建设，贯彻了“十二大”， 。十三

大一， 。十四大一精神，制订了城区∥七
五”、 一八五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坚

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
进行了机构改革， 膏整党一，实现干部搿四

化”．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和重新
登记党员的活动，制定了城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规划及。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若干问题

的决定"．为城区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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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49．10——1966．5)

’1 949年9月26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成立，28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1 o月1 0日中共
银川市委成立。市委，市政府成立后建立了银

川市基层行政组织——第一区，第二区，第三

区，第四区区公署，作为银川市人民政府的派
出机关，四个区下设21个乡人民政府(后改为

街公所)。同时，建立了中共银川市委的直属

党组织一中共银川市第一区，第二区、第三
区，第四区委员会。区委建立后，四个区的各
级领导在党委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党

的政策和方针，组织群众稳定社会秩序，摧毁

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地方政权．召开了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群众中建立了青

代会，妇代会，居民组，由群众直接选出群众
代表参与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首先组织群众
生产自救，改善生活。同时，查禁赌博，对游

民，暗娼，吸毒烟民进行改造。1950年冬各区
委带领群众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至1951年



束，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通过召开群众诉苦大会，检举揭发

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
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

定了社会环境。1 950年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

美援朝运动。广泛发动各族人民订立爱国公
约，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捐款支援人民

志愿军购买武器，优待烈军属活动，表现出了
空前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促进了各项

工作的发展。1 95 1年末，在机关开展了“三

反力(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运动，区街党组织配合银川市开展“五反一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
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整顿

市场。运动中查处了一部分腐败分子和违法

户。1952年8月结束。同时，开展了肃清鸦

片烟毒的运动，查处烟犯，登记改造烟民，保
护人民身体健康，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净化．
“三反”、 “五反”运动的胜利，有力的抵制

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教育和挽救了
_二些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风尚。在总结

膏三反”，。’“五反”运动的基础上，区街党组

织进行了整党，～系统的对机关和居民中党员进



．、行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员标准的教育，对党员
进行了审查、登记，进一步提高了党员的思想

认识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增强了党的领导．1 9

53年3月，各区委，区人民政府开展了贯彻《婚

姻法》运动，废除了封建买卖，包办婚姻，使
广大妇女实现了自主，幸福的婚姻，提高了妇

女的社会地位。8月，开展了普选活动，由选

民直接选举了区人民代表，召开了四个区的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人民政府正副区
，‘’长，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j 1 954年4月，银川市四个区合并为两个区，

中共银川市第一区，第二区委会召开了党员大
．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银川市第一区，第二区委

．’ 员会。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组织和领导了手工业
7 生产合作社，发展了手工业生产，扩大了就

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1 955年1 o月，银川市撤销了区的建制，将

21个街公所合并为7个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下

设居民委员会)，直属银川市人民委员会领

导，同时，成立了中共银川市街道总支委员会
(下设7个党支部)直属中共银川市委领导．

总支委成立后至1956年，在街道办事处机关开
展了盯审干"， 膏肃反一工作，基本澄清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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