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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新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_ 一 ．，．

■ ’．’：。 闵文强‘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
’

V

．。

一j 。成员陈维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_
’

。‘·

’

．： 孙国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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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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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嗣烈市党史、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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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二朱幼林。市党史、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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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员

编 审陈嗣烈胡安主，

，主，编彭为群朱幼林 ．

副主编孙立山何祖志程少平

主要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叶宏树 刘文明 孙立山

朱幼林 张学武 陈大军

陈其福 陈嗣烈 胡安主

‘． 曹永阳 黄远丽 梅廷堂

·． 彭为群 韩京平 、舒德胜

编务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小玲 李东明 李国庆

黎莉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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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广水历史大事记>是一部编年体的简明史书，它 一

。

。

以；-,192i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蓟1998年12月中共广水市委第
’

’： 四次党代会召开为时间界限，以今广水市辖区为地域范围追溯厉 !

． 史，以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分立条目，一事一条，概述中共应山县
‘·’’

善 委、广水市委领导广水(应山)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

‘～。 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它实际上是一部中共广水她方简史．

， 本书收录的主要内容是t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孝感 ‘_

(地委)市委重大活动在广水地区的反映l早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

中 ．子在广水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发展党组织的情况，地方党组

翌． 织领导广水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取得的重 ，

。4

大胜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广水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和革命
?j

斗争的情况I广水各个历史时期党、政、军组织和领导人的变动情

况，地方党组织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和作出的各种重大决定、决．

j 议、重要指示以及印发的重要文件，开展的各种重大政治活动和进
4

i， 行的组织建设以及思想建设I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战胜重大自然

-．? 灾害的情况和经验I政权、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项

重‘ 建设的情况、成就和经验，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人来广 ：

‘∥ 水视察工作和所作的重要指示，重要外事活动I市(县)委的工作部

薹 rJ及T-、青、妇等群团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开展的重要活动I革

毒 ‘，．命和建设时期出现的新生事物和涌现出来的著名英烈，省、部级先

叠’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I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和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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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经验，关键年份的经济数据和特殊事件处理的数据等。

本书涉及的史料，建国前部分，主要采用了党史文献资料和广

泛采访的口碑资料；建国后部分，主要是来自档案资料，除我们进

行过反复核实外，还专门报送曾在广水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干部审

阅，力图史实准确，从而帮助读者观察历史的真实面目，了解历史

的发展过程，全面而又准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以史鉴今，以

史育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

中共广水市委党史办公室

1 9 9 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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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广水市解放50周年，正值此时，市委党史办公塞编辑
’

；。一 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广水历史大事记'一书，这既是向广水解放50、、
·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札，更重要的是为广水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 “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各级领导干部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 ．

．!．
’

鉴，提供了-部详实、生动的教材，值得称贺．t ．⋯‘。‘。，|、一 ．?

，．‘
?： 编写【中国共产党广水历史大事记)是我市党史工作的一项主

”

‘r 、’体工程．总的来看，这部书系统地记述了建国前后广水人民80年

．：’ 来走过的历程，资料翔实，突出了户水革命斗争发起早、连续性疆、

、

’、 重大事件多、成就显著、内容丰富、地位重要等特点．。 。．r．
：‘

i
。

广水位于鄂北边陲，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革
4

命战争年代，广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推翻帝国主 一

‘i ’：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

争．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广水传播，一批在外地读．．“

． j‘书的广水籍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先后回到家乡，1925年7月就正

：． 武创建了党的组织，随之，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毛、7

．． j 泽东、邓演达曾到广水，指导农运工作，从而使广水的农民运动成

。 、、- 为湖北的最好县份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广水共产党人毫不退缩，．

．：．先后举行了县城、冷索湾，西肖店等武装暴动，随之，又配合徐向前

：1 率领的红一师两次攻打广水，沉重打击了盘踞在广水的反动势．打．．

，’，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水是鄂豫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根据地，境内先后
‘

+

建立了应山、应南、应北、安应、应随、信应、罗礼应：礼南、信应随9 ：．

警· 个抗日民主政府，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等率领新四军第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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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在广水共产党人和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经常出没无常地

对日军和伪、顽、匪展开血与火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广水人民

配合我正规部队，先是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30万大军的围剿，使

中原军区胜利突围，后来，为开辟江汉、橱柏解放区，迎接大军南

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近30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广

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 新中国成立后，广水人民肩负起建设广水、发展广水的历史使

命，在战争遗留下的废墟上，辛勤劳作，医治创伤，为广水各项事业

的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后来的20多年问，由于受“左”的影

响，广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讲，还是在缓慢发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水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效卓著，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88年12月，撤县建市后，历届市委、市政

府抢抓机遇，奋力拼搏，从而使广水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功

能日趋完善，软、硬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精神文明建没和物质

文明建设捷报频传，可以说，广水巴成为鄂北一颗耀眼的明殊。

了解历史，可以鉴往喻今。回顾党的近8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t那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一个新

中国，没有历届市(县)委、市(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一个崭

新的广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广水历史大事记>一书是

广水的一部《资治通鉴>，我建议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干部，都要认

真读一读这本书，真正了解广水的昨天和今天，同心协力，振兴广

水的明天． ·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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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一!⋯⋯⋯·”，“““”⋯⋯”““⋯”：”‘”·3
’

1923年”⋯“⋯⋯“⋯一“““””””⋯“⋯⋯””””⋯⋯⋯⋯⋯3
1924年⋯”⋯”⋯⋯””“⋯“”一““⋯””“．．”·n””⋯一⋯””“·．5．

1925年⋯”-···”·”··⋯·⋯⋯⋯“⋯··⋯⋯⋯””⋯“⋯⋯“⋯”·5 ，‘

1926年一⋯·⋯⋯⋯⋯”·^⋯·”⋯·”⋯”⋯”“·一·”·”⋯⋯”一”·7
． 1927年(1月一7月)⋯⋯⋯⋯⋯·‘O·OQ·0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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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7月)⋯⋯⋯⋯⋯⋯⋯⋯⋯⋯⋯⋯⋯“⋯⋯⋯·84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7月"-'12月)⋯⋯⋯⋯⋯⋯⋯⋯⋯⋯⋯⋯⋯⋯⋯⋯⋯89

1938年⋯⋯⋯⋯⋯⋯⋯⋯⋯⋯⋯⋯⋯··⋯··；·”⋯⋯·“··0 O 91
‘

1939 1年“⋯⋯⋯⋯⋯⋯⋯⋯⋯“””·⋯⋯“·“·⋯·“⋯oooo,o·0·100 97

1940年··⋯⋯⋯⋯⋯⋯⋯·””·⋯⋯·”⋯⋯·一⋯⋯⋯⋯⋯“··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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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7●1927．7) ，‘．‘，1
，’

“
一

‘ ‘
． j

“

．’

： ’一 。·

’。’’
，．_

⋯‘

．。 ．。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马列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

播．在外地求学的一批应山籍学生受其影响，先后参加了反帝爱国
。

运动j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丁聘儒等直接参加了北京的游行

，． 示威活动．在武昌读书的何子述、庄子道、卢玉成、高少珊、程冠群 ．

二‘。 等参加了武汉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安陆汉东中．’

! 学读书的刘特生、黄维舟等参加了安陆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爱国
一．

． 学潮．。五四”运动亦波及到应山，县城和广水的学生罢课、商人罢．‘，

?； ’市，并举行游行集会，开展宣传和声援活动．。五四”运动后，以何子√

“， 述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学生接受了马列主义，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并 ．

≥ 利用寒暑假回乡之际，带回‘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在进步
’。

学生和教员中传阅，宣传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他

’。j‘ 们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革命热忱。·· ’． ‘，～．
-

，，

0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一在上海召开后，董必武：陈潭秋即着

一’⋯4手在武汉建立党的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在武汉读书的何子述、庄

，√’ 。子道、卢玉成、高少珊、柴凌阁、袁子述、柳乐生及在信阳从事工人

二‘7
j

。运动的叶耀癸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为党组织在应山的建
”

．二 。-j、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25年7月，卢玉成、高少珊、柴凌阁等在，

+： 东肖店发展樊仁轩、陈杰臣、马其松、徐伯豪、柴集生等加入中国共 ．．_

々 产党，并建立了东肖店党小组，隶属中共武昌地委领导。应山县第 一

_- 一个党小组的诞生，标志着应山的党组织活动由此开始。从此，应
’

#·。 山人民在应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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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顽强、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直至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

1926年9月，北伐军光复应山后，东肖店党小组的党员大多

集中到县城活动。10月，成立中共应山县支部，后改为中共应山县

特别支部。1927年5月，根据中共。五大”的决议，中共应山县特别

支部改名为中共应山县委．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和北伐军的帮

助下，应山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基层农民协会在全县普遍建立，消

灭土匪武装，惩治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改良教育，废除封建陋

习，革命风暴席卷应山大地。高潮时期，全县建立区农协9个，乡农

协142个，拥有会员67000人，为全省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县份之

一。其他群众团体，如工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劳动童子团等也

相继成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区乡党部亦纷纷建立。7月上旬，国

民党应山县党部和应山县农民协会的正式建立，标志着大革命在

应山进入了极盛时期。
‘

．

’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至r

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县党部被停止活动，县农民

协会被查封，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国民

党反动派掀起的腥风血雨中失败了。应山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活动，为开展土地革命重新聚集力量。 一

1921年

7月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董必

武、陈潭秋参加。一大丹返回武汉后，即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

织，并以组建“利群书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社会组织，培养

积极分子。时在武昌高师读书的何子述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

被吸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j

， lO月lO日 何子述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应山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一

11月 在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庄子遭参加了董必武、陈

潭秋、恽代英、李汉俊创办的。武汉妇女读书会一，并成为妇女解放

运动的积极分子．
‘

1922年

春在武汉工团联合会和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帮助下，广

水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朱佐清任俱乐部干事。不久，由工人

集资修建了工友大楼，为工人俱乐部活动场所。

5月13日 庄子道经陈潭秋、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
。

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整顿京汉铁路劳工组织，召集

全路各主要站段代表，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

议，决定超过百人的站段都要组织分工会。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在

广水铁路工人俱乐部内秘密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广水

分会，下辖武胜关以南、黄陂横店以北10多个铁路工会小组，工会

委员长朱佐清．

是年在武汉外语专科学校读书的卢玉成参加了武汉党团的

外围组织——非基督教同盟。
。

．。

一
‘

j， ·．．‘1923年 ．·一

．
j

1月31日 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武汉工

团代表，搭乘北上专列，到达广水火车站，受到广水铁路工人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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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欢迎，陈潭秋、李汉俊、恽代英、张国焘、施洋等出席欢迎仪式，施

洋在月台上发表演说。仪式结束后，广水分会代表朱佐清、周伊三

作为会议代表登上专列，随工团代表北上，于当晚到达郑州。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

立大会，因直系军阀吴佩孚禁止开会，并派军警包围会场，代表们

冲破封锁，进入会场，会议主席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

立．由于总工会会址被军警占领，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总工

会哲移到汉口江岸办公，并决定4日起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

2月2日 广水铁路工人代表朱佐清、周伊三回到广水，向工

人们报告了总工会成立大会受阻的真相，宣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决

定，要求全体员工作好罢工准备．

2月4日 京汉铁路举行总同盟大罢工．广水铁路工人俱乐

部派出100余名工人，汇同广水至驻马店各站铁路工人及鸡公山

搬运工人4000余人，在信阳火车站集会。上午9时大罢工开始，所

有过往车辆停驰，南北铁路交通断绝。是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广水

分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京汉铁路广水车站罢工委员会，并组织工

人纠察队维护铁路秩序，曾家山养路工吴方银任纠察队长。罢工期

间，广水沿线各棚工人都涌到车站工友大楼集会，打死了企图阻止

罢工的由军阀政府派到广水铁路的书记官陈羽山，抓了反动巡长，

查封了巡察队部。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从江岸赶到广水

车站参加了集会，并发表演说。

2月7日 吴佩孚下令镇压罢工，湖北督军肖耀南调动大批

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在江岸被杀的工人达32人，受伤200余

人，被撩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后，宁死不屈，拒绝
复工，英勇就义．广水铁路青年工人丁道启被枪杀于江岸分会门

首．是日下午6时，北洋军阀广水驻军奉令进驻广水火车站，逼迫

工人复工，许多工人遭到毒打，但段有一个复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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