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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7中共单县县委书记 宋绍先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之际，

《中共单县党史大事记》(1949～1999)出版了。这是我县

政治生活中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中共单县党史大事记》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单县党组织

50年来的光辉历程，展示了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它不仅是一部单县地方党组织发展史，也是一部单县

人民的创业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书中不但讴歌了

社会主义革命扣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历史失误，蕴涵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研读此书，必

将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提高执行

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激励全面推进单县社会主义现代 ．

化建设的斗志，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重要意

义。

1949年10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单县第

一次党代会的召开，单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向了新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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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50年

来的艰苦奋斗，单县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

济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单县

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改变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生

产萎缩、民生凋敝、千疮百孔的局面，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

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由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大

规模的商品经济，人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并逐步走向富裕，

全县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可喜景象。50

年来的巨变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障，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o

50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新中国建立

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建设，经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努力，国民

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受“左”倾

错误的影响，单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了“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地

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从此单县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

建设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就辉煌。我们走过的50年

的道路，既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误的痛苦；既有宝贵的

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积50年之经验，我们深刻地认

识到，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并取得成功，必须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两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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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一起抓，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单县各级党组织经过50年来的艰

苦磨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更加成熟。只要我

们正确汲取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子将会迈得更稳、更大、更好。

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

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掌握理论、研

究历史、了解现实，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和蓬勃发

展的三个必备条件。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

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中共单县党史大事记》

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党史教材，从中可以汲

取很多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很值得一读。



凡 例

一、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辩证唯物主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单县党史大事。旨在总结历

史，汲取经验教训。给全县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提供一部地

方党史教材。

二、本书主要记述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期

间，中共单县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种机构、组织所进

行的重大活动及在单县发生的有较大影响的事件。首设概

述统览全貌，次分时期记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三、本书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编

写。以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分别记述，日期不详者记到

月；月份不详者记到季；季度不详者记到年。对延续时间

较长的事件，尽量集中记述始末；但对时间跨度大、演变

过程复杂的事件，则以历史进程分条记述。

四、鉴于《中共单县组织史资料》已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对县党政军群组织沿革和人事变动未作详细记述。对

县级领导的变动一般只记党政正职领导人的调整和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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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团组织只记其各届代表大

模人物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记述，

出贡献的人物。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中的统计数

90年以前的数字，以1980年不

1990年)以后的数字，以1990

容，主要来源于县委办公室、县

室、县档案局、县电视台等单位

的回忆以及各乡镇、县直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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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单县地处鲁西南边陲，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

全县总面积1662平方公里，耕地147万亩，辖13个镇、

24个乡、502个行政村。总人口113万。

单县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舜师单卷及其部落

就在此劳作生息，故称“单父”。明代改称单县。‘历史上

曾封国置县为州。宓子贱、巫马施治单传为历史佳话，李

纲、韩世忠曾任单州团练使，李白、杜甫、高适联袂游

单，写下许多著名诗篇。

单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开展了革命

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单县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单县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浴血奋战，

努力支前，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立了不可磨

灭的功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

国历史上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肩负

起建设新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中共单县县委

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县人民为巩固新政

权，发展工农业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

J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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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历经了艰难曲折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之后，

又带领全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党领导各族人民有

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称为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其中前三年，为恢复经济时

期。中共单县县委组织全县党员，带领全县人民，积极医

治战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1949年10月25日，中共单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

会议确定了“充分发动群众，以大力发展生产为中心，结

合搞好结束土地改革、整党建党”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

后，县委组织力量，贯彻《土地法大纲》，丈量土地，抽

多补少，确定地权，颁发证书，至1951年底，圆满结束

了土改工作，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0年，

为巩固人民政权，进行了清剿残匪、登记敌伪人员、镇压

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和抗美援朝宣传、捐献等运动。

并调粮入单，解救饥荒；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为贯彻中

央颁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引导

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大办互助组。1951年11月，四

区毛楼在全专区率先将互助组转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迎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1952年，开展了整党建党运动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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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时，在县城工商界进

行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产、反

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通过整党建党和“三反”、“五反”运动，各级领导检查了

存在的官僚主义，打击了不法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提

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年，全县工农业生 ．

产超过战前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达8478万元，比1949年

增长了88％，其中工业总产值233万元，比1949年增长

73296；农业总产值8245万元，比1949年增长78％。粮

食单产195斤，总产31855万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

51％和79％。 。

。

1953年，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

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为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县委于1954年

7月增设了生产合作部。1955年4月，全县发展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796处，入社农户20795户，占全县农户的

17％。同年12月5～9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

议，发动全县再掀合作化高潮。1956年9月，根据毛泽 ．

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全县迅速掀起农

业合作化高潮。到年底，全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675处，入社农户122663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37

处，入社农户13016户。两者合计1012处，入社农户达

135679户，占总农户的92．5％，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采取互助合作和公私合营等方式，

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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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县委遵照

上级指示，从1953年11月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

年，灾情严重，粮食减产，收购困难，上级分配的任务

重，致使基层干部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犯了违法乱纪的错

误，造成了不良后果。1954年7月，单县一届人大一次

会议召开，讨论了《新宪法(草案)》。1955年2月9日，

县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了“以互助合作生产为中心，以

征兵工作为重点，善始善终做好粮食工作，结合搞好其他

工作”的总方针。12月27日，县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单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956年5月，中共单县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单县1956～

1967远景规划》。

在逐步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单

县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文教卫生等单位，先后进行了

内部肃反运动和审干工作。纯洁了革命队伍，给有历史问

题的干部作出明确的结论，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积

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

11551万元，比1952年增长36％。其中工业总产值551

万元，比1952年增长136％；农业总产值11000万元，

比1952年增长33％。粮食单产和总产也有所增长。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

变革。这一变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单县大地确立下来。

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由于步伐过快和工作上的简单

化，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而也

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因素。然而就整体来说，实现如此复杂

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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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创举。

中共八大之后，中共单县县委按照八大的指导思想，

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由于后来

“左”的思想影响，单县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

的过程。 。． ，

1957年，县委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集中力量发展工农

业生产，经济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但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某些环节尚不完

善，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问题的影响，社会上出

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县委遵照上级

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回忆

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一

次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年底

至下年7月，又在县直机关、人民团体、文教卫生等单

位，陆续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本来是以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为主要内容，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征求党内

外意见，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在整风

运动后期，鉴于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整风之机向党发

难，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且严重扩大化，致使单县344名

干部、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另有63名干部受到

不应有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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