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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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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郑历史大事记>，从1982年开始征集资料，到今天成

书，历经10多年，现在终于正式出版。

新郑市原为新郑县，199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新

郑县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出生和定都的地方，有着光辉灿

烂的历史文化。新郑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

一。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党就在这里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农民

协会，发展党员，建立党、团和穷人会组织。从这时起党领导新郑

人民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为推

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

传统。在新时期，新郑是河南省18个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进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奋

发图强，把一个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旧新郑，建设成繁荣昌盛、百

业兴旺、政通人和的新新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磅礴之势推动改革

和发展，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省十强。

新郑继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又一次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本书记述了新郑市(县)党组织自1925年6月至1997年12

月七十多年的重大政治活动和重要事件。正确总结了成功经验，

客观反映了历史教训。它既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历史

大事记，又是新郑人民翻身求解放，求发展，由贫穷到富裕，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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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奔向现代化的真实记录。这本书可作为对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考读物，也为各行各业建设新郑、振

兴新郑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党的六

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以编年体为主，按时间顺序和按事件相对集中叙述的编写方

法，力求科学地、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本书从征集资料到编写一直是在中共新郑市(县)委直接领导

下进行的。 ．

本书在编采过程中，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郑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曾在新郑战斗和工作过的许

多老同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对编写工作提出建设

性意见。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财政局等市属有关单位都为本书

的征集、编写给予了热情帮助，河南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我们虽然对编写本书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
’

足，加之年代久远，资料不齐全，错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熟悉

新郑党史的同志、党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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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5．6—1937．7)

1925年

6月 为声援五卅运动，新郑县学界于14日，在甲种蚕业学

校，开全县学生代表大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15、16

两日各校全体学生，复于蚕校集合游行示威。到者有甲种蚕业学

校等十余校，计有男女学生千余人。于上午8时出发，皆手执小

旗，上书“打倒帝国主义”、“与英日经济绝交”、“援助惨案同胞”、

“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字样，散传单宣言，沿途演讲，声泪俱下。大

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抵制英日劣货，实行经济绝交。市民观者为

之惨然。学生联合会已筹备开全县市民大会，讨论对于沪案一切

援助事宜，群情颇为激昂。 ，

1926年

12月 共青团员赵以文从“河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返回新

郑。离校前该校党组织向他布置任务：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北

伐”的革命意义。赵通过他的二弟赵志诚联系新郑中学学生张英

夫、耿振乾等在新郑县东街“敬信恒”商店后院开会两次。



2 中共新郑党史大事记

1927年

1月 武汉国民政府派李信符到新郑。李住在“敬信恒”商

店，向赵以文介绍了北伐军的北伐计划及武汉国民政府的情况。

春北伐军总政治部派董雅宇(商城县人，共产党员)、王培堂

(南阳人、国民党员)到新郑与赵以文联系组织地方武装，策应北伐

战争。赵以文到新郑花园村找到东区民团团长刘执中。刘执中认

为民团力量薄弱，不敢轻动。武装策应北伐战争的计划未能实现。

6月3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战区运动委员会派往河南做京汉

铁路沿线农运工作的存溪屏、胡廷干、董兆义、熊起逸、张方科到新

郑搞农民运动。
‘

’秋’共产党员李民勋(西平人)、詹文山(山东人)来新郑筹办

农民协会。他们组织人下乡宣传，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靳家宾(城

内西街人，开封二中回乡学生)、董永录(新郑中学学生)参加了农

运工作。同年冬，靳家宾、董永录到新郑东北乡的岗孙、寺西王等

村搞农会。当时．那一带正酝酿“庙道起反”，工作不好开展。十多

天后靳、董回到县城时，李民勋、詹文山因遭国民党逮捕已离开新

郑，农民协会工作停止。 。

1928年

胡兴礼(又名胡建华，新郑人)在中共禹县、许昌、密县、新郑、

登封五县地下党负责人宋聘三领导下，在新郑开展革命活动。同

年，中共新郑特别支部建立，隶属豫中特委。 一，



春胡兴礼、李柳堂(又名李烟甫)在县西人和寨组织读书会。

参加读书会的都是青年学生，有胡兴业(胡兴礼之弟)、赵景川、郭

留柱、王实虚(又名王保善)等。选读的书有(呐喊>、<彷徨>、<胜利

的微笑>等。胡兴礼联系人和寨地主剥削欺压百姓情况，揭露旧社

会的黑暗。同年胡兴礼、李柳堂又在辛店小学组织了读书会。

夏赵继曾考入新郑简师(中学与师范合校)上学。海萍多次

到这个学校指导工作，发展沈静轩(中学生，不久退党)、高景贤(师

范学生)入党。同年秋，建立“中共新郑独立支部”，支部书记吕戊

己。“中共新郑独立支部”直接归许昌中心县委领导。省委和许昌

中心县委先后派杨宗白、符元亮、宋延寿到新郑巡视，指导工作。 、

党支部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出版<火花>墙报，利用假期组织党员和

进步学生深入到煤场、菜市开展宣传工作。

9月 。九一八”事变后，新郑简师学生联合会发动青年学生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举行罢课，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日本

侵略、抵制日货，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学联主席伊青(原名

赵体端)把学生组成小分队打着“抗日募捐”的旗帜，在全县城乡宣

传抗日，动员募捐。学生们斗争了抵制募捐的屠宰税局长和牙税

局长，并让不交募捐款的商会会长段书灿戴高帽子游街，在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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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示威。县长亲自与学生代表谈判，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抗日

行动。

1932年

春新郑中学和师范分设。高景贤接任独立支部书记。同年

秋，发展新郑中学学生赵体仁(又名赵宜人)、马瑞琴入党，赵德昌

任支部书记。

春新郑高夏区乡村师范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教师到学校任

教。他们是王宗之、王国权、梁逸安(又名梁雷)、赵朝田、郭铎之

等。这些同志，刚进校时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中共河南省委派杨宗

白为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王宗之。党

在高夏师范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建立了反帝大同盟，传播马列

主义，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员。伊青加入共产党。

夏 中共新郑独立支部归高夏师范王宗之领导。

冬高夏师范校长易人，共产党员教师被解聘离校，高夏师范

党的活动停止。新郑独立支部改由在县城一小任教师的共产党员

史皋岭领导。
、

1933年

6月 海萍在许昌被捕。不久，中共新郑独立支部的吕戊己、

高景贤、赵继曾、赵德昌在新郑被捕，解往开封豫皖绥靖公署。海

萍被国民党杀害，其余的都被判刑。新郑独立支部被破坏。 ．n

7月 中共河南省工委派魏之琳与当时在开封师范上学的李

柳塘来到新郑人和寨做党的地下工作。经李柳塘介绍，魏之琳与

胡兴礼取得联系，发展土桥庄的赵川、赵景川入党。为积极发展党

的组织，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魏之琳、李柳塘、胡兴札、赵川、赵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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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五位党员在人和寨双泊河北沿的天心庙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

议，着重分析人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积极吸收有觉悟的农

民入党，壮大党的队伍问题。不久又在东土桥南边砖窑沟召开了

第二次会议，研究秘密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红军影响，继续发展

党、团组织和穷人会组织等问题。到年底党、团和穷人会组织扩大

到辛店、赵家寨、袁集、鲁楼以及和新郑交界的密县的部分村庄。
‘

10月20日至11月10日 中共河南省工委派巡视员到新

郑、密县巡视工作。巡视员在新郑调查了CY(共青团)组织状况，

建立了三个团支部、组建了二个共青团区委会(委员6人、常委3

．人)、召集了十次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巡视员号召群众：抗捐、

抗税、抗粮、分粮、抢粮、吃大户；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拥护红军、庆祝红军冲破第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组织游击

队，实行游击战争，杀豪绅。巡视员还领导了选举出席“二苏大会”

的代表和募捐活动。

11月 中共新郑县委和两个区委建立。县委成员有胡、李、

王、曹、赵5人，一区区委成员有赵、李、王3人，二区区委成员有

张、赵、高3人。全县12个党支部，54个党员。

20多个村庄建立了穷人会筹备委员会，发展会员500多人。

(县委、区委成员名字不清) ，

12月23日至1934年元月19日 中共河南省委派巡视员视

察新郑、密县。省委巡视员在新郑召开了三次县委会，一次共青团

(CY)区委会。会上讨论分析了新郑县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

争情绪，研究了怎样做好拥护红军，拥护苏区及反对日寇侵略、反

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等项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在此期间新郑

县委负责同志还亲自向省委报告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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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

1月25日 省委发出对新郑县委的指示信一怎样发动农
民群众的日常斗争>。省委批评新郑县委“一贯地执行了和平发展

的最有害路线，无论党、青年团和穷人会的群众组织，都是在和平

状态下形成”、。大多数群众加入这些团体只是等待红军的到来。完

全看不清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与豪绅地主进行任何形式的战斗”。

省委指出“形成这种和平发展观念的原因是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

义，对新郑县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认为新郑农村经济并没有破

产”、“统治阶级对群众没有什么压迫进攻Fit If,d群众没有斗争情绪”、

“用右倾空谈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的工作

方式，并不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具体的斗争纲领，而是用亲

戚、家门、朋友、同乡、邻居等关系来团结群众”。省委对新郑县今

后的工作作了八条指示：1．反对抽壮丁、调民兵到江西打红军；2．

反对苛捐杂税，可提出“过年不交捐、不交税”的口号来发动群众；

3．反对加粮，反对粮店对农民的任何敲诈；4．支援密县、登封灾民

的斗争，在灾民中揭露国民党政府赈灾会的欺骗，鼓动灾民要棉

衣、要救济、要赈款；5．反对清丈田亩，反对地价税；6．反对给军阀

派草；7．反对看寨守夜；8．发动群众开展年关抗债和抢粮斗争。

春县委派赵国旺去密县的岳村王岗一带，以做银货生意为

掩护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展组织，开展活动。

春郭留柱、王子睦、白玉振、白略如、白世兴等在土桥寨、辛

店街、赵家寨、鲁楼等村，成立青年读书会，指导青年学生读鲁迅、

郭沫若、宋庆龄及苏联进步作家的作品，宣传进步思想，引导青年

学生走革命道路。

春胡兴礼、李柳塘到新郑中学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发展王实

虚、郭砥若、张俊岭参加共青团(CY)，建立了共青团新郑中学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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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3月 根据省委培养农民干部的指示，新郑县委派四名党员

(_个佃农，两个小贩，一个雇农)到省委举办的干训班学习。学习

结束后，这四位党员都在本村建立了党的支部。
’

夏根据省委指示信的指示精神，县委领导城西一带农民开

展抗粮抗捐，反守夜反守寨斗争；发动募捐，支援江西、竹沟红军；

农民革命情绪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十分惶恐，在新郑

召开了新郑、密县、禹县“严防共党活动”联席会议；在各乡普遍办

理保甲；下令不准群众集会；派暗探侦察我党活动情况，收买走狗

企图打入我党内部。新郑县长(蓝衣社党徒)亲自到人和寨召开群

众大会，恐吓群众“不准参加共产党”、。要安分守己”。国民党省党

部也派人到新郑调查。在敌人进攻面前，组织发展停顿下来。

5月 李乾(密县白寨乡李寨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当地

农民运动领导人)从江西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

到密县，向党组织汇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所见情况和大会精神，新

郑县委派赵国旺去听了汇报。
’

一

6月 河南省委派巡视员到新郑巡视。巡视员考察了新郑县

(主要是人和寨地区)农民生活，群众斗争形势，党、团和穷人会组

织的情况。对党、团和穷人会工作着重指出了一些缺点，主要是组

织上和平发展，不注意保密，没有在工农中培养骨干等。因而在豪

绅进攻面前，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与

魏之琳的错误指导有关。省委把魏之琳调回审查。

10月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派赵国旺到开封集中，到江西苏

区学习考察。赵在开封停留一月多，因局势恶化返回新郑。

·．12月张××在开封被捕叛变，开封国民党特务机关到新郑

中学逮捕了王实虚，又到县西人和寨、赵家寨搜捕。党的骨干转

移，党的活动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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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

1937年、

7月 “七七”事变后，张若谷(又名张葆和，新郑县李垌村人，

北京大学学生、民先队员，从北京大学回新郑县，任县立中学教员)

发动中等学校师生和社会上爱国知识分子在我县城乡公演街头

剧、贴标语、画漫画、散传单、发表演说、唱救亡歌曲，用多种形式宣

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

在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军事失利、河南受到日军威胁的时候。

张若谷提出“保卫家乡”的口号，组织“抗战十人团”、“抗敌救国

会”，团结爱国人士，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

秋我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苑陵中学的师生在抗日

救亡活动中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县内一些反对抗日的人写信给

郑州专员公署，诬告苑中“扰乱社会治安”，是“共产党的大本营”

(当时苑中还没有建党)。专署秘书李×X带了100多名武装来到

苑陵中学，李X×指责苑中“不按省里规定的制度办学”、“把社会

秩序搞乱了”。苑中教师与之进行说理斗争，“苑中没有违反省里

规定”、“民族危亡时刻向学生进行爱国抗日教育、开展救亡宣传是

无罪的”。李×X给全体师生训话后离去。

9月李思孝(山东省夏津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溟水寨组织杨宗仁、杨福海等青年学生，成立读书小组，指导他们

。{I!

，■—1，，



读进步书籍，
； 12月 陈新(又名陈子三、陈锡恩，新郑枣陈人，民先队员)从

延安陕北公学回到新郑，任苑中教员，和张若谷一起在我县秘密发

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发展队员100多人，建立了新郑县

。民先”队部，陈新任队长。

新郑县民先队部建立后，陈新亲自编写、印发队员学习材料，

内容有：政治形势、队员组织纪律、召开小组会方法等；还翻印了毛

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通过南街书店订了<新华日报>(武汉版)

让队员学习。 ．

1938年

．1月。李思孝在溪水寨，发展杨福海、杨宗仁、刘亿三、刘德

录、郜金万、李国有、贾小俊、贾金河等20多人参加民先队，成立了

长葛县民先队溟水寨分队，李思孝任队长。

1月李思孝在溟水寨成立抗日农民协会，发展会员60多

人。掌握枪支20多枝。溟水寨抗日农民协会主席杨性葬，参谋李

思孝。委员有杨福海、杨宗仁、郜金万、刘汝骧、刘亿三。刘汝骧任

武装队长，杨宗仁兼秘书。 ．

1月 民先队部利用寒假组织“中学青年寒假训练班”，由苑

中发出倡议，张若谷通过县立中学校长李荫庵疏通，征得国民党县

政府同意，训练班办了起来。李荫庵为训练班主任。民先队员分

别发动苑中、县中、师范学生参加受训，学员有一百多名。国民党

县政府军训教官周特奇教军事；陈新、张若谷、刘韦鄂教政治；陈新

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的内容有：土地革命、五次

反围剿、长征、国共合作抗日等；张若谷讲抗日救亡运动，主要内容

有日寇侵华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刘韦鄂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训练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激发了学员的爱国抗日情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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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一批民先队员。

2月 张若谷、陈新向郑州地区我地下党负责人张维桢(公开j

职务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民运科科员)请示，以国民党

特种工作团新郑分团名义，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张同意并指示他

们积极发展和掌握武装，准备开展地方游击战争。民先队部派刘

韦鄂利用社会关系与国民党陇海路特别党部特派员宋之先联系。

商定建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五团(宋是该团

团长)第七分团，宋任命陈新为分团上校团长，丁介夫、马益山(在

总团任交运科长，国民党特务，不在新郑)为副团长，周振斋(苑中

校长，曾在外地任过国民党县政府县长，开明人士)为上校参议，刘

韦鄂为政治指导员。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计有一百多人参加分

团。七分团的牌子挂在苑中门口。分团下设三个中队。分团建立

后，在苑中集中了一个中队60多人进行训练，陈喜顺(民先队员，

后为我党党员)任中队长；集训一个月，学习政治、军事、日语，抗日

歌曲。

3月 新郑民先队部派陈敏之(从陕北公学来新郑，任苑中教

员)到武汉与民先总部取得了联系。陈敏之向总部汇报了新郑民

先队情况，购买了一批进步书刊，分送新郑、长葛、洧川民先队部。

3月27日晚上我民先队得到消息：县立中学辞退教员张若

谷，开除四名进步学生，将在次日晨周会上宣布。这是我县绅士中

顽固派制造的一个阴谋。我民先队树起抗日旗帜，抗日宣传轰轰

烈烈，且掌握了武装，县内绅士中顽固派十分惶恐，千方百计对进

步力量进行打击。这次辞退张若谷，他们估计学生会罢课、打校

长，县政府就出来镇压，第七分团一定会出来干涉，引起冲突。他

们妄图以七分团捣乱、武装搅乱县政府工作为由，一举摧毁我民先

组织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当夜他们勾结县长袁方之给专署打电

话，诬告我民先队闹事。民先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

连夜通知民先队县立中学分队长次日照常上课。当郑州专员公署



抗日战争时期1l

j专员罗振带保安队来新郑时，我县秩序正常，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罗振把袁方之训斥一顿离去。

张若谷被解聘以后，专职做民先队工作，接任新郑民先队队

长。这时我民先队特别重视武装力量，张曾到密县、登封、洧川等

县购买枪支，联络各县武装，准备联合抗日。 ，

。

4月 民先总部派丁发善来新郑指导工作，住在苑陵中学。

丁带来了民先总部指示：民先组织尽可能争取公开。

5月 县内三个中等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三校师生集会举

行学联成立大会，刘韦鄂任主席主持会议。当有人发言提到蒋介

石称“蒋委员长”时，全体立正，刘出面制止，县立中学教师卢相如

反对，说刘蔑视领袖，把会搞乱了，学联未能组成。

5月 国民党以有正规军，特种工作团无多大作用为理由，下

令取消特种工作团，第七分团解散。陈新到开封向省委青年部长

吴祖贻汇报情况，请示今后工作方向；刘韦鄂到郑州一战区政训处

找到处长李世章(爱国人士)、政训处民运科员张维桢，要求解决新

郑同志工作问题。刘韦鄂被派往洧川任民运指导员，张若谷到登

封任民运指导员，陈新仍留新郑工作。
， 5月刘韦鄂从洧川回来，在城东距县城约l里处的路上被

国民党特务马益山杀害。陈新等人闻讯后，到新郑车站、薛店、谢

庄等地追捕凶手，没有追到。刘韦鄂牺牲后，民先队召开了追悼

会，痛斥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罪恶，号召队员抗战到底。’

夏民先队部以苑中名义，促请国民党县政府在县中召开抗

日救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各中等学校选派师生分赴各联保处壮

丁集训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一

．

6月 开封失守后，郑州国民党军政机关南撤，社会局势动

‘荡。我民先组织促使国民党县党部干事高耀南召开县内绅士会

议，商讨抗战方针。县长袁方之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悲观情绪甚

浓，许多绅士认为：大军撤退，一县之力无济于事。陈新提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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