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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中国共产党沧州地方组织创建于1926年，是河北省开始有党

的活动和建立党的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 ，

，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沧州市现辖各县(市)、区是河北

(直隶)省津南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津南地区，泛指天津以南、黄

河以北，以沧州为中心，西达河间、献县，东至渤海湾，包括今沧州

市17个县(市)、区，衡水地区和山东省德州、滨州地区的部分县。
。

从1926年秋中共直隶省立第二中学(今沧州市一中)支部的

建立，至1995年·5月中共沧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已有69

年的光辉历史。69年来，中共沧州地方党组织经历了11年地下斗

争，8年抗击日本侵略斗争，4年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全国解放

的斗争，46年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创建了

可歌可泣的历史业绩，在思想漕l织、作风建设方面，在组织路线为

政治路线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建党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1919年，北平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影响

很快波及到沧州一带，首先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当时

拥有200余名学生的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爆发了学潮斗争，配

合天津学生分赴津南各县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22年8月，在天

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沧县大堤东村回族青年刘格平，9

月回乡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2．月，首先在大堤东村创建了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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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接着又在大堤东附近一些村庄发展

团员，建立了团的组织。

1924年初，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合作。李大钊同时负责北方

地区共产党、国民党的领导工作。这时，利用国民党的半合法地位，

由共产党员于方舟在天津筹建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共天津

地方委员会也建立起来。1926年，盐山县邸玉森、吴桥县莫子镇、

献县刘清廉、故城县周浩然在天津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天津地

委的派遣回原籍进行革命活动。8月，刘格平在天津转入中国共产

党。9月，受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派遣，以共产党

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来津南发展国共两党组织。首先在沧县

省立二中和泊镇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以及沧县大堤东村一带建

立了一批中共党支部。在与邸玉森等共产党员接上关系后，到

1927年2月，津南地区已建有23个党的支部和一个区委。根据党

组织的发展和北伐革命战争形势的需要，刘格平等人于1927年2

月在大堤东村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别委员会，隶属中共顺直省委。同

时，该特委还建立了3个县委和1个工委。
。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进驻沧县城(今沧州市)。7

月，刘格平被国民党沧县驻军逮捕入狱，津南特委及各地党组织遭

受严重挫折，到1931年8月，津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基本处

于停滞状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

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怒潮，津南的革命斗争随着国内政治

形势的变化出现高潮，津南地下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1933年4

月，建立中共津南中心县委；5月，改建为中共河北省津南特别区

委员会，下属10个县委。正当津南地区革命形势趋于好转的时候，

津南各地国民党当局在国民党北平宪兵三团派人策划下，对中共

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加紧搜捕和镇压。继4月20日国民党庆云县

2



当局镇压了由中共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领导的马颊河农民暴动，

刘格平等人被捕，津南特委及庆云、献县、盐山、宁津、交河等县委

相继遭到破坏。1934年9月，河北省委派人来津南建立中共津南

特别区工作委员会，翌年8月改建为津南特别区委员会。1935年

“华北事变”后，为加强津南地区党的领导，河北省委派干部于

1937年2月建立津南特别区工作委员会，先后领导沧县(东南)、

盐山、乐陵、宁津、庆云、景县、杨马连等县(工)委和无棣活动分子

委员会。’
’ “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侵，沧县、泊镇、德

州相继沦陷，津南地区以津浦铁路为界，被分割为东西两部。为适

应抗日斗争形势需要，是年秋，津浦铁路东各县由山东省委领导，

先后属冀鲁边区、渤海区，津浦铁路西分属冀中区、冀南区。
。

一．’ 在冀鲁边区、冀中区、冀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原津南地区各县

的地方党组织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奋起抗日，组织

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扫

荡”、分割封锁和“蚕食”，各级党组织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

调整区划、建立机构、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精减机构等一些措施，并

对敌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进行了一系列有名的战斗，

例如盐山县韩集伏击战、东光县灯明寺战斗、粉碎日军三次战役围

攻、曹家庄和大曹村战斗、齐会歼灭战和冬季反“扫荡”等，狠狠地

打击了敌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各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民

主政权日益巩固，地方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按沧州市现辖区统计，

从1937年到1945年，区委由13个增加到103个，共产党员由

2000人左右增加到25000余名’。 。。‘ ，

。

：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抢夺人民抗

战胜利果实，收编各地伪军，作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先遣

军”，伪军头目、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东光、南皮、黄骅、

3



泊镇、沧县、兴济、青县等地的伪军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军队，并不

断向解放区骚扰、进攻。当时津浦路东在渤海一地委、津浦路西在

冀中八地委的领导下，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6年初，

除东光、泊镇、沧县、兴济镇、青县尚被国民党统治外，其余各县

(市)已全部解放。1946年2月，渤海一分区部队解放东光县城；5

月5日，渤海一分区十七、十八团和冀中八分区六十三团发起冯

(家口)泊(镇)战役，歼敌1000余人；6月，渤海一分区十七、十八、

十九团和沧县、黄骅两县独立营配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青(县)、沧

(县)战役，先舌解放沧县、兴济、青县，歼敌近万人。至此，渤海冀中

两个解放区连戍一片。

在这个时规，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结合

土改整党和大生产运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7万多名青年农民参军，有不少英雄儿女为全国解放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抽调了4500名干部随军南下，开辟薪区，建设新区，为争

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南方诸省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各级党组

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区、乡、村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

到1949年，中共区委组织由1945年的103个，增加到168个；共

产党员由1945年的25000余名增加到近60000名。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冀中、冀东、冀南等解放区连

成一片。中共中央于同年7月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同时建立中共

河北省委员会。8月，冀中八专区改称河北省沧县专区，设中共河

北省沧县地方委员会、河北省沧县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国人

民解放军河北省沧县军分区及专区各群众团体组织。沧县专区辖

任丘、河问、献县、献交、建国、交河、黄骅、沧县、青沧交、青县、大

城、静海、天津、文新等14县和沧镇。同时，渤海一专区改称渤海沧

南专区，设中共渤海区沧南地方委员会，渤海区沧南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渤海区沧南军分区及专区群众团体组织。

1950年5月，沧南专区随渤海区一起撤销，所辖吴桥、东光、南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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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乐陵、庆云、盐山7县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1952年10月，

除乐陵县外，其余6县划归沧县专区。．’ 一， i

一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社会由新民主

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由秘密逐

步转向公开，已经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各

级党组织把组织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各个领域建立健全各

级党组织、发展党员，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了组

织保证。
‘

．

：
．

。

从1949年10月玎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

在这期间，沧县地委和沧县专署领导全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

国民经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节、“五反”、整党整风。这些

运动的开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团结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

力和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7年到1966年，全区党政军民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转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此期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中央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开展了反右派斗

争，全区包括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2000

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000多人被错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或“中右分子”。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全区各级党的组织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是年6月，撤销沧县专区，所辖19个县(镇)划归天津专区。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出现并县高潮。11月，原沧县专区所属

的20个县(镇)合并为8个大县。12月，天津专区并人天津市。

】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斗争，全区又有近2000名

党员干部受到处理。由于“大跃进”以来工作的失误，加上自然灾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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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经济上出现了严重困难。1960年冬，全区各级党组织开始纠正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失误，贯彻执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其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经济开

始恢复。1961年6月，津、沧专置，恢复沧州专区。同时，撤销沧县

城关人民公社，复设沧州市，成立中共沧州市委员会，隶属中共沧

州地委领导。是年3月7日，召开了中共沧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众，

选举产生了中共沧州市第一届委员会。1962年给错划为“右派分

子”的大多数摘掉右派帽子，为在“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

予以甄别平反。1964年，全区又抽调了近万名干部组成“四清工作

团”，先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

这一运动虽然艇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

定作用，但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在～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问题

的认识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又受到了不应

有的打击。 ·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全区人

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运动一开始，各种“造反派”组织蜂涌而起，在“踢开

党委闹革命”的极“左”思潮煽动下，猛烈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到年

底，除军分区和各县(市)人民武装部外，全区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

和半瘫痪状态。1967年1月，地委、专署及各县(市)党政机构相继

被“造反派”非法夺权，大批领导干部遭批斗、关押，广大党员被迫

停止组织生活，全区陷于动乱之中。 ．
，．

196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

起了积极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组织逐渐分裂成势不两立

的两大派组织，动乱局面进一步加剧。12月，地区及各县(市)、人

民公社、生产大队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委会

包揽党、政、财、文一切权力。1969年1月。地、县(市)革委会均先

后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级革委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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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理论指导下，相继开展了大批判、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

放干部、整党建党、批林批孔等运动，全区有1600余人被定为“叛

徒”、“特务”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拘、捕、管、戴(戴各

种阶级敌人帽子)的17000余人，开除公职1800多人，开除党籍的

41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74年后，曾出现了“突击入党”、

“突击提干”现象，使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受到一定

影响。 ．

、

1971年6月，召开了中共沧州市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中共沧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和市委领导机构。8月，召开中共沧州

‘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沧州地区第一届委员会，改

变了地委是省委派出机构的性质。与此前后，各县及人民公社都先

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公社党的委员会。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

命”，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沧州各

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真

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

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拨乱反正，实行工作重

点转移，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整各

级领导班子，逐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到1983年全区平反“文

革”中的冤假错案30250件，纠正“文革”前的错案12909件。是年

9月、，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为了健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和加强

纪检队伍的建设，地、县(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地、县(市)

纪律检查委员会，1993年又与地、市、县(市)监察局合署办公，一

套人马，两块牌子。根据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的要求，各级都调

整了领导班子，基本上达到了各级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从1984年5月到1987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

决定》，沧州市现辖各县(市)普遍开展了整党，认真清理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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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彻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 ．

’

1983年以来，沧州的行政区划有较大变动。沧州市升格为省

辖市，沧县、青县先后划归沧州市管辖。泊头镇改建泊头市，撤销交

河县，原交河县行政区划归泊头市；任丘县改建为任丘市；黄骅县

改建为黄骅市；河间县改建为河间市。1993年6月撤销沧州地区，

实行地市合并，到1995年5月召开中共沧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沧州市委辖10个县委、4个县级市委和3个区委。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总结了新时期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经验，制定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

线，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各方面的改

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1981

年少数县(市)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全面推开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1984年对土地承包又进行了完善，延长承包期15

年，并对土地零散问题进行了调整，普遍签定土地承包合同。1989

年围绕着建立健全双层经营体制，对土地承包体制进行了全面完

善，收取土地承包费；调整零散地块，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引导农

民进行农业生产股份制试点，加强±地合同管理，加强社会化服

务。其次，抓了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技物结合全程

科技服务体系，科技领导管理体系和科技培训体系。第三，增加农

业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农业发展基

金制度，开辟了资金来源渠道，并严格管理制度。第四，加快乡镇企

业发展，“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合体、个体四部分)一齐转，使

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占据半壁江山，并引导乡镇企业走上

股份合作制的道路。第五，改革农村流通体制，形成以国合商业为

主渠道、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成份的农产品流通新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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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规定，进行了第一、第二步改革。从

1987年开始，按照国家规定，对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规定包死基

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款自补，使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经营管理制度。对效益低下，长期亏损的则引导其走联合、兼

并、嫁接、拍卖的方式，对效益好的大中企业引导其走现代企业制

度改革，走企业集团之路，并按《公司法》的要求，积极推行股份制

和股份合作制。?’
’

，
、

在抓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实

行了党政职能分开。地方党组织在执行中央路线和保证全国政令

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职责是贯彻

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

地区本部门实施，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向各级地方政权

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调整了党的组织

形式和工作机构，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

工作的副书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集中

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二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对招

工、转干、调干工作实行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

家公务员制度，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三是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若干制度。恢复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了法律监

督；恢复了政协机构，并逐步使国家、地方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

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四是加强了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 ，

在抓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各级地方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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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还注意抓好本身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开展了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学习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反腐倡廉教育等。

1990年沧州市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抓

住有利时机，大力宣传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并采取积极措施，加

大开放力度，招商引资。各级都先后制定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并加强自身的“软件”和硬件建设。几年来，除参加省组织的贸易洽

谈会外，市里每年还要组织一二次洽谈会。同时，还注意利用沧州

地处京津和渤海湾的有利位置，积极做好环绕京津和渤海湾的内

引外联工作。除此之外，各地还利用本地的优势，象泊头市的鸭梨

节、吴桥县的杂技节、献县的小枣节、沧州的武术节，召开经贸洽谈

会，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有力地促进了沧州经济的发展。

1995年5月，中共沧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地市合

并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沧

州市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新的市委决心带领全市人民，在中共十

四大路线指引下，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和领导，为把沧州市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文明

发达的沿海城市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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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创建与发展

沧州，地处黑龙港流域下梢，滨渤海，土地盐碱荒凉，历史上称

为“远恶郡州”，是犯人发配的地方，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污吏横

征暴敛，地主恶霸剥削压榨，人民更是不堪忍受。沧州人民为反抗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写下

了光辉的篇章。参加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响应义和团运动，公推首

颂，设坛举事f辛亥革命燃遍沧州大地，1911年lO月，任丘成立革

命总指挥部，举行武装起义，占领县城。这些斗争给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以有力地打击。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新的阶级力量，

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都没有取得革命的成功，沧州人民做出了新

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使

革命的烈火燃遍沧州大地，揭开了沧州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第一节，秘密的和半公开的组织

‘

一、沧州早期的革命活动t
一

． ，7．
．，

‘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

克思主义。时隔两年，于1919年北平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

爱国运动。沧州北靠平津，津浦铁路纵贯南北，“五四”运动的影响

很快波及到这里。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中传播开



来，一批进步青年在苦闷彷徨中看到了希望，迅速觉醒。在拥有

200余人的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爆发了学

潮斗争，沧县城里各学校迅速响应。进步师生纷纷涌向街头，罢课

游行，含泪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封建军阀祸

国映民的罪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与平津学生一起深入

津南各地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唤起民众觉醒。学潮斗争虽被地方当

局镇压，但马克思主义在沧州的传播，为津南地区党组织建立奠定

了思想基础。

南皮县唐家务村张隐韬，1918年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无力

再供他继续求学，在天津谋到一个见习警察的差事。在津张隐韬积

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锐研究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春，张隐韬经罗章龙和安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与罗章龙、王尽美等一起参加领导了1922年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

工、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工人大

罢工。1924年3月，经北平区委推荐，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军

校第一期学员。1925年夏毕业后，受党的派遣到驻河南的国民二

军搞兵运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年，张隐韬从国民二

军带出部分人枪，向家乡进发，一路收编地方武装，到达泊头时已

发展到四五百人，遂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自任司令，举行

武装起义，并向全国发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后由于军阀

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下令“剿灭”，农民自卫军寡不敌

众，张隐韬被俘。1926年2月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被杀，年仅24

岁。

刘格平，出生于沧县大堤东村(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个回

族地主家庭。早年曾在南京北洋军阀办的军事学校和天津工商补

习学校学习，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

1922年9月，在天津经张隐韬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

10月，刘格平受天津团组织派遣，返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介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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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堤东村

建立了津南第一个团支部。到1925年底，堤东团支部改为团工委，

领导这一带团的工作。这些团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为建立党的组织

准备了条件。 ·

二、津南特委、中心县委、特区委与工委。’ ，

1924年中共天津地委建立。1926年盐山县邸玉森、吴桥县莫

子镇、献县刘清廉、故城县周浩然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天

津地委派遣回原籍进行革命活动。是年8月，刘格平在天津由社会

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逢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两党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9月，刘格平受

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派遣，作为共产党和国

民党的津南特派员到天津以南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在沧县直

隶省立第二中学秘密发展进步学生郝树模、曲作民、王佩琪加入中

国共产党，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后又在泊镇直隶省

立第九师范(现泊头师范)秘密发展郝兰汀(字，学名郝树芬)、傅丙

瑞、姜春田、息英俊、刘宪圣、王建文等6名进步学生入党，建立了

津南地区第二个共产党支部。为了便予开展工作，刘格平同时把沧

县．二中、泊九师两个中共支部成员发展为国民党员，并明确两个学

校的支部既是共产党支部，亦是国民党支部。不久，刘格平又在堤

东村建立了中共堤东村党支部，并于先期到达津南的刘清廉、莫子

镇、邸玉森等共产党员接上关系，到1927年2月，津南地区已建有

23个党支部和一个区委。根据党组织的发展和北伐战争形势．的需

要，刘格平等创建了津南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一中共津南特别区
委员会(简称特委)。刘格平任书记。隶属顺直省委领导。特委当

时的任务是，在津南发展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工农革命，促进

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加强宣传，特委创办了油印小报

《红线》作为机关报。同时还建立了中共河间献县县委、庆云盐山县

委、沧县县委。特委建立后，又建立了中共盐山杨马连工委、宁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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