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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大事记>> (1949-1994) 的出版面世，是本市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件夫事，是史吉、工作者的一项重大成果，我表示

衷心的祝贺。

夫事记的编写在我国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成书的《春

款))， u系臼丹以为次，到岁时以梧续，. (:XrJ知元《史逼·二

体)) ) ，是史书编年记事体的开出。西晋时攘的《竹书纪年)) , 

是我国最早以"纪年"命名的编年体史书。西汉司马迁继承传

挠，能造按时间顺序记载全国大事的纪传体一一《史记·本

主卧。以后，正史皆沿ffl此体。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 ，高

在i乎占用寨之《到录)) (即《蝶县志>> ) ，为书十卷，首到县纪

年，举地方史事大端为全书之经，开地方志记载大事之先河。

至近现代，大事记的体裁被各种史志、年鉴书藉扉广泛采用，

中华民族的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大事记在史志书籍中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自寸

为经，以事为纬，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要事贯而串之，提纲军'

领地勾黯出历史发展的概要，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一个

行业〉的简史，可供从政者咨考，生产者借鉴，为文〈科研〉

者索取资料，教育者为乡土敦材。奇为一部著作组成部分的大

事记，既减少了是书的门类，补充了缺项，更可提民线索，为

读者查捡、离读全书提供方便。

中国共产党十一窟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我国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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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出发，制订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全国各地的地

理、经济、资漂等条件不同，历史与现状各异，在一个市、

县，如何从本地的实际需提出发，正确执行中央的指示，确非

易事。这些年，我们在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纤、政策时，

总是首先分析建德的实际情况，深入海查研究，扬长避短，努

力寻觅符合建德实际的最佳方案，因此得益非浅。实践使我体

会到，要做好领导工作步不仅要认真学习研究中央的方针政

策，而旦要深刻了解国情、地情:不仅要认识现状，部旦耍弄

清历史肆络。继新编《建德县志》茵世后，又有一部较为全面

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建德地情的大事记著作出段，为

本市新编史志又增一异苗。这对于我们坚定信念，深刻认识地

'情，探求规律，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租借鉴，将

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窍。

《建德大事记>> (1949-1994) 的编写，本着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事先~订"规章..广征资料，然

军分年撰写， iC寨绕摄，反三复四，完成初稿:进市印发各方

广求意克，复经编辑增册，主笔审读修订，补缺纠谬，遂成或

书送审稿。它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领i得当，体

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尤其是根据本市史、志机持合一的

实际，把党史和地方志的缩锋体倒有机结合起来， 既考虑了

"史"的专业特征，又兼顾了"志"载百科前特点，增强了史

志著作的致用性，是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史志编f妻是一项综合工程，史志著作的出版是各方面逗力

合作的结果。感谢有关部门、单位为大事记的编写所提供的支

持:感谢编写人员的辛勤耕恙，精心著述:感谢上e级史志部

门、出版单位的支持、帮功与指导。

"不识庐山真E挠，只绿身在此山中"。这往往是一种常见

二的现象。我们身在建德定要研究建德，认识建德: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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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建蓓，提兴建德。这是时代股予我们的责

枉，也是史志编修的目的。

中共建德市委副书记程浙山
建费市史志委员会主任

1995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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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书编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力求使之成为科学、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为存史、资治.

教生、交流和研究提供服务。

〈二〉所ìè内容为 1949年至1994年发生在建德境内的耳匮

计民生和人们的忌翠产生重大影哨的大事、要事和新事，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记、宣传、教育、科技等各个领

←域，重大的地理环撞异变和自然灾害也段记在内.

〈三〉重实际发生情况和实践结果的记载:为反映历史进

程中各个黯段的特点程事物的发展演变规律，某盖重要会议、

计划、领导决策等也作适当记载。

〈四〉条吕撰写编年和纪事本末窝体并用，以编年体为

主:寓观点于史实之中。

〈五〉上层建筑领域中诸如机枪设置等，一般f5<.记第一次

建立或首次放复建立的情况:党代会、人代会等，一般只记换

军时的会议。

〈六) 1955年 3 月 1 目前的 18人民市已换算成新人民币

〈元〉。

〈七〉未并县前，分别称建德县、寿昌县:并丢后，撤县

设市前称"本县"撤县设市后称"本市"。

〈八〉资料来源于市档案馆、市机关部门资料室的趋案、

文献，县志及部门志、专业志等z 适当采用部分经过考证的西

'T.乙资料。



1949年 1 
←一二十

1949年

5 月 5 日 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

二军三十五照直属侦寨连从淳安进抵梅墟。下午，三十五野那

长李德生率后续部队到达梅域，建德解放。三十五踞在梅城没

立城防司令部• g哥政治部主任郝培苗兼任城防司令。同 S. 三

十四师由g市长尤太忠率领从淳安出发，傍晚到这万松镇，寿昌

宣告解放。

同日 解放军三十三踞在李家龟ÚJ与国民党军队残部遭

逞，激战 2 小时许，毙敌10多人，俘敌百余人。

5 月 6 曰 为加强新区建设和帮崩解放军筹集军穗，严衙

办事处在建德、寿昌两县境内分摆设立建萄区署和更楼这署，

同月中旬，又在大同建立寿西区署。

同 E 国民党建德团营区副司令何定费!自解放军三十五9币

投诚。 11 S. 何定摇下属 105名国民党宫兵在梅坡郊外投诚，

交出三八式步枪107支、汤姆栓 3 支。

5 月 88 陈梧海、王佳达带领金萧支队五大队一中队100 ，

余人抵达榕城，金萧支弘接管建德办事处成立，主任陈相海.

办事处与三十五师域防司令部共同负责接管梅拔工作。

5 月 98 严衙办事处接管寿昌城市工作队成立，祝成位

任队长。次日，祝成泣率域工队进挺寿昌县城万松镇，与同日

至2达此地的解放军三十六那一连会合，共同维持寿昌秩序。

5 月 148 寿昌县人民政府成立。解放军三十六师政治部

民运科长张丙辰任寿昌县县长。县府设公安局、民政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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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工作机构。

5 月 168 (<金萧报》报道 z 十余天来，严州中学已有四

五十名学生参加解放军，投身大西南曲解放事业。

5 月 24 日 崔健率高下干部七大队从榻庐提达梅域，中共

浙江省第吕地方委员会、浙江省第四专员公署成立。书记崔

撞，专员李荣村。辖建德、寿昌、淳安、桐庐、分水、遂安 6

县。 10月，第四地委改称中共建德地方委员会，第四专员公署

改称建德专员公署。翌年 4 月，建疆地委、建德专员公署撤

销，建德、寿昌划属金华地区。

同目 中共建德县委员会、丢人民政府在梅域成立，书记

孙汉杰，县长陈相海。工作机梅=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民

运部、秘书处:县府设在书室、公安局、民政科、财政科、文

教科、实业科。

5 月 258 张英田、南长文率高下干部从每城提达寿昌县

城万松镇，中共寿昌县委员会成立，书记李铁峰。县委没组织

部啕宣传部、社会部、民运部、军总书处。

5 月278 寿昌县人民政府举行 a南北干部会师大会"。

有70余人参加。会议由县长张丙辰主持。会上，三十六师政委

刘昌、严衙办事处主任钱方、南下干部需长文分别代表各方讲

话。会议宣布，张丙辰田部队工作，障长文任寿昌县县长。

5 月下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寿昌县大队在原金萧支队严街

大队第五中队的基础上成立o 6 月，原金萧支队第五大队的两个

中队改编为中昌人民解放军建德县大队。两县县大队的大队长

和政委分躬自各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兼任。县大趴下设各区中

队，乡没民兵班和自卫队，担负剿罩、保卫新政权、维护社会

治安的任务。是年底，建德县大队有226人，寿昌县大队有240

人。 1950年 12月，建德县有民兵839人，自卫队员2441 人z 寿

星县有民兵1114人，自卫队员3767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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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勇 解鼓军三十五;可二一九臣进驻建德辜tlggo 二一九昆

在群众的配合下，分裂于 15 日在三台乡〈今拐村桥镇境内〉百

箩版、 18 日在马目 ÚJ歼灭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游击支队〈支

队长王之辉〉的 3 个大队 22B在马目山、 29B在严东关击溃

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突击支队〈支队长丁谷〉的 6 个大队z

同月下旬，在麻车马怜ÚJ剿灭珩江省巡防支队〈支队长孟觉:

发〉的 2 个大队，孟光发逃往拉到。 6 A 7 B. 王之辉率残部

30余人在礼和乡〈今乾潭镇〉上徐桥投降 11 曰，丁谷率残部

22人在乾潭乡盆拍投降。

同月 建德、寿吕两县按照分口接营的办法接管国民党旧

政权就构。建德县公安局接收原居民党县党部交出的国民党、

三言-西人员名菇、登记表等:秘书室接收文书告案、房屋、用

具等:实业科接管芸表业推广所、乡村电话月汗，民时液遣军事

代表进驻县邮局、电信局。寿昌县公安局接攻原县警察局的部

分人员、抢支弹药和文件资料等。建德丢人民政府还接收了省

属建德林场和省立严州中学。至 6 月，两县接管工作基本结

束。

同R 建德、寿昌两县着手建立区、乡党政组纭。是月，

建德县建立东、南、西、北和域关 5 个区分委、区人民政府z

寿昌县建立一、二、三、由和城区 5 个rz:分委、区人民政府，

原乡保组织仍予保留。 7 月中旬，两县派遣武装工作队进驻各

乡，岳武工队长兼任乡长或副乡长。 10月，浙江省第四地委在

建德县出鹤乡〈今杨村桥镇〉进行民主建政试点。由乡村农搀h

会召开会员大会，宣布废除保甲剖，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乡

人民政府设行政和谓解两个委员会，配乡长 1 人，副乡长 1 至

3 人。村设行政委员会，其中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1 至

2 人。至翌年 2 月，建德、寿昌爵县分到建立了28个和 16个乡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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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 建德县人民政府制定《预借模柴实施办法)) # 

规定以户为单位，按土地占有量多少，累进.fft担。农户人均占

吕 7 分以下者不嚣。至同年 9 月底，共征借韬谷18907担。

6 月 238 Èffi吉丁谷、王之辉分别从建德、丢东关、乾潭营

训班出选。两E苔召集残余匪徒，取出埋藏栓支，造谣惑众，

强奸妇女，抢劫杀人，并多次偷袭区、乡人民政府。 26日，王

之辉辜噩徒30余人分别在钦堂、国包、罗村栓杀建北区这长罗

宗敬等干部群众 9 人。 7 月 9 日，丁谷匿部在铜宫铁山坞口杀

害淳安县茶园区武装中g人干部战士 7 人。此时，孟先发匪部也

十分嚣张，至 9 月，建德县有近百名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被杀

害。

6 J! 寿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0年 1 月正式

成立寿昌县农民势会)。建德、县于 1949年 10足成立县农民协会

筹备委员会。 1954年，搓着在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两县农

民捺会组织消失。

7 窍 6 日 建德县供销合作总社成立。址注梅域王大奋甫

周j苗。 8 丹 16日，寿昌县供销合作总桂成立，址设万松镇上直

街。合作社经营柴炭出货，供应米盐百货，平抑物份，保障人

民生活等。 10月，两县组织群众参加供销社。至1951年底，建

德县共有18个农材基罩供销社、 l 个城市消费社，社员42661

人，占全县总人口 32.2%，鼓金41368元z 寿昌县有11个农村

基层供销社，社员25976人，占全甚总人口的24.9% ，段金25367

.7C o 

7 窍上旬寿昌县委做好军粮共应工作。至 7 月 20日，先

后为调离和经过县境的三十六师、二十二师征集军粮469923

斤。

7 蜀中旬 解放军二十王军-0三野三O七团进抵建德、

卢寿昌县境黯霞。在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μ 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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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请剿，辅以政治瓦解，并发动群众武装自卫。至年底，两

县境内的武装股E被基本肃清。建德县停虏和在障的土匪达

1200余人，寿昌县自首技棒的土匪94人。噩首丁谷子11月 9 日

第二次投降，次年11月 6 日在拉州被处决。王之辉、孟光发潜

逃台湾。

7 月 25 日 建德县实行临时逗行证制度。规定全县党政军

民机关人员每人一张，随身携带使用z 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外出

时申领，返回缴错。 1952年 2 月 1 B. 取消道行证制度。

7 月 建德、寿昌商县开震生产救灾工作。 6 月 30日建德

大雨，受灾农田 5 万余亩。 7 月，寿昌连日大雨，山洪暴发，

受灾农吕4000余亩，倒塌房屋72阁。为此，建德县人民政府动

员群众揭粮13610斤，救济2100余人，同时在接区、南区发放

种子、肥料贷款108元，救济346户，寿昌县发放贷款450元，

购买麦种18050斤。

8 月 1 8 建德芸委发出指示信，号召各区开展反霸清算

斗争。至年j窟，全县斗争清算恶霸地主46户63人。没收费才物 z

EEl 581.5言、地59.8富、山123亩、稽谷154008厅、王米2800余

斤、木柴88000厅、精子5400厅、房子483闰等。除房子由各级

政府保管使用外，其余财物分配给1129户贫困户。

8 月 128 建德县人民政府在梅域召开公审睦特叶竹青、

何瓮荣大会。到会群众2000余人。叶系了谷匿部大队畴，何系

国民党军官，两人在建东这一带多次杀害干部群众，抢劫财

物，民愤极大，经省军区批准予以枪决。

8~ 建德县、寿昌县寝食局建立。

需月 严~'Ng市建学校从淳安迁回梅壤，并入严州中学-

1951年 2 月，恢复严外l师范学校。

9 ~30 日 ""'10~6 目 建德县召开干部大会，与会 250余

人。会议主要传达贯彻斯江省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精神，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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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县委提出的今后 4 个月工作意见。

9 月 建德县开展土地、人口登记扣反"黑田"斗争。道

过发动群众调查被隐瞒土地和混报人口，全县查出被隐瞒的土

地计E8 6126.22亩，地878.19亩，山2997.75亩，塘32亩E 谎报

户口 384户(上述数字中缺洋溪、大洋两这〉。并从482户中调

出自2512.49富、地595.3亩，分E给1016户贫雇农。

同月 寿昌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3年 3

月正式建立寿昌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0 1950年 6 月，建德县民

主如女联合会建立。

10月 7 日 建德县故据社会稳定状况将全县划分为三类地

区.基本区〈一类区) 10乡 77保〈行政车门，情况较稳定，群

众已有初步组织并开展工作z 游击区〈二类区) 8 乡 83保，情

况有些动荡，能进行工作但群众还没组织t1E区〈三类区) 8 

乡 65保，为土匪特务经常活动的注区.至年底，全县重新却定

三类地区 z 一类区16乡 100保，二类区7.5乡 72 保，三类区 4.5

乡 53保.

10月 118"""'138 寿昌县第一居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万栓镇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7人。会议总结了解放后几个月

的工作，传达学习了华东农业十大政策，研究做好减租、在粮一

等工作。

10月 298 建德县委抽调力量加强基层工作.县委、县府

机关合署办公，除留少数财粮干部外，其余主导到各这乡工作。

县委、县府领导兼任区分委书记或区长，原书记、区长 f王崎爵

职。一、二类地区，每乡提拔半脱产或全且是产干部 3 至 5 人。

10月 建德、寿昌南县开展减程在粮工作。是丹初，建德

县委、县府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部署在粮工作。 22日，又下达

《关于减程问题的意见)) .要求结合征粮开展减租工作。至、

1950年 2 月，全县征收稳食1412.47万斤，完成任务的 94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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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村实行减租，共减程5574户，减租粮331万余斤。寿昌

县的威租汪核工作至1949年 12月 20日结束，共完成征粮736.29

万斤，占任务的76%. 绝大多数村实行了减租。

再用 寿昌县立拐级中学成立。出累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和

私立富出韧级中学合并市成。 1958年该校增设高中部，并改名

为寿吕中学。

11月 228 建德、县委下达《关于缴获武器物资处理决定讥

凡在剿匪、集安I!俘虏中收缴的各种武器弹药一律交县委统一分

配，其他物资交县府财政科处罢。

l1JJ 寿昌掀起冬季积肥、开荒及兴修水利高器。全县各

地广堆震肥、拾粪、挖塘泥、挠草木灰等，冬种肥幸斗比往年普

增50%。至翌年春，全县开荒5100多亩，兴修水利668处， 受

益农ffi47239言。政府贷给农员的水利款500元。

同R 建德丢东、南、西、北 4 个区分别更名为三部、飞大

洋、洋溪、乾潭 4 个远。

同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自建德县工律委员会成立。

1950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臣寿吕县工作委员会建立。

12男 建德县最旱的互助组一一王福禄开出班成立。出东

关乡〈今梅拔镇〉碧溪坞村王福禄等 13户农民组成。成立主辛茹只

进行调工开出， 1951年3月提高为"等价换工"的常年互助缉。

下半草 寿昌县首家公营企业一一县民生E!J黠厂成立。/

下半年 建德、寿昌窝县开展冬学工作。冬学设识字班、

读报组等，学习时间安排在晚上，青年民兵、团员、妇女等黯

跃参加。至1950年冬，建德县有学员 15430人，寿昌县有学员

9420人。

是年 建德、寿昌两县积极慎重发展党组织。至年底，建

德县有党支部 12个，党员74名;寿昌县有党支部19今，党员 15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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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8 建德、县委逗讯站建立。各区设违讯分站，各乡

农协主任兼通讯员，负麦新题报道工作。

1 月 根据政务院旗发的《全国我收实施要页。，建德、

寿昌两县施行新税制。

国月 建德县人民政府旗发《暂定处理难民办法》。规J

定: (1) 凡因水、旱灾及其她天灾人祸，在原籍无法生活安

置币流落者，谓之难民 (2) 县人民政府以负责态度予以处

理，帮助其解决困难 (3) 大人、小孩平均每天发给大米12'

商至 1 斤，并前予柴草，锥最多只能救济 5 天 5 天内务须妥

善安置 (4) 难民在老解放区对革命事业有贡献者，可多照

额2 新解放区无贡献者，可少照顾。

同月 建德县第一家公在合营企业一一建华就器加工摄米

磨粉厂成立。 4 月，该厂改为公营建德县供销合作总社加工

厂.至1951年11月，全县恢复和开办工厂 8 家，其中公营厂 3

家，公私合营厂 2 家、私营厂 3 家。

同月 建德县新华书店成立。同年春成立寿昌县民生书

店， 1951年改名寿昌县新华书店。

同月 建德县粮食市场价格猛涨。部分私商围棋居奇，哄

抬物拾。至 5 月，接份由每捏 6 元猛涨到19元。县政府组织县

供销合作总社向县粮库借出稽谷10万斤，如工成大米，平份投

放市场，稳价很快下落并趋于平稳。

2 勇 68 建德专区、县公安患磁获"国防部东南反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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