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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县地方志丛书之三十

双流县统战志

中共双流县委统战部



《双流县统战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陈治明

副组长：吕长兴

成 员：陈廷根、彭福文、韩秀明(女)

主 编：陈廷根

审 定：陈治明

资料收集：陈廷根、彭福文、王建平、李守一



中共双流县委统战部、县台办、《双流县

统战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写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潘夕潮、陈廷根、王建平、李守一、周义泉、王茹兰、

陈治明、韩秀明、吕长兴、周忠艳

后排左起：郭建中、冯光禄、魏 东、江继跃、彭福文



序

修撰《双流县统战志》，正确记载近六十年双浇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历程，为统一

祖国，振兴中华，建设双流服务，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匿界和平作贡献。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靠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取得

了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

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

时期，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统一战线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

法宝。要实现三大任务，实现党的总目标，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都离不开统一战

线。我县统战工作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们的党

就兴旺发达，国家就繁荣昌盛，人民就团结幸福。否则，就遭受很大的困难，甚至严重

的挫折和失败。

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在白色恐怖下，党在双流宣传教育人民，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与党外朋友携手共事，迎得解放。

解放后，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统一战线，采取和平改造的方

法，进行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党关心党外人士的进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

义的精神、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的

统一战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统战范围扩大，统战对象增多。党外人士心情舒畅，正活跃在全县各条战线，为统一祖

国，振兴中华，建设双流献智出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社会主义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要巩固，发

展，组成一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同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一切拥护祖国统

一的爱国者(包括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政治联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绝不

是权宜之计，而是党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当前，很需要加强统战理论研究和对党的统战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教育，提高

认识，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

性。

退休干部陈廷根同志退而不休，为撰写本志书作出了重要贡献，精神可贵，值得敬

佩!

陈治明

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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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1927年，下限1985年。编纂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厚今薄古，详近

略远，力求准确反映双流县统战工作的特点。

二、志书结构采用编、章、节、目四个层次，横排纵写，系记叙体，语体文。

三，历史纪年采用公元。地名及各个时期的官职，按当时称谓记叙，不加褒贬，如

实记载，有的用括号注明。解放前后的时限，以本县解放之日划分，此前称解放前，此

后称解放后。

四、名词、术语，一般采用全文，其中特别长而又多次出现的，第一次出现使用全

文，在括号内注明简称。不常用的和统战方面的专用名词、术语则采取夹注的办法，在

括号内加以说明。

五、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简介了三十位与统战工作有关的人物，排列以卒年

为序。

六、史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记述。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七、解放后至1976年籍田地区及“文化大革命"中统战机构瘫痪，资料难于收集，

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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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录

1 928年

在成都入党的党员王云程和在武汉军校入党的党员傅卓夫、温化南先后到古佛洞黑

木林(现红花乡辖)傅氏族学和嘉禾庄天齐公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和农

民运动。

l 929年

春，在成都入党的党员邓渊儒回到家乡任教，同温化南、傅卓夫在嘉禾庄建立起党

小组．邓任组长。

夏、秋，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追捕的中共党员王干青、李筱亭在党外人士周列三

(1938年入党)的掩护下．先后到红石乡下设馆教学，创办私立建平小学，以教师为职
业从事党的活动。

1 930年

春，中共嘉禾庄党支部成立，书记邓渊儒。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成立宣传

队，在嘉禾庄、黄龙溪、古佛洞、窑子坝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土地革命。

1931年

10月，嘉禾庄天齐公学师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迫使团总向春廷赔礼道歉。

1932年

中共彭(彭山)、仁(仁寿)、华(华阳)特区委在府河两岸分别组织河西(今红

花乡中坝村)、河东(嘉禾庄)儿童团各一个，共70余人，开展宣传活动。并组织团员
割断电线，使敌通讯中断。

中共中和特支(又谓中共成都东郊特支)设中兴场王家牌坊。组建工会和妇女组

织，办识字班，开展读报活动，散发革命传单。1934年上年，遭敌特破坏停止活动。

中共四川省委把夏正寅在苏码头的公馆作为党的秘密据点，夏资助革命，掩护共产

党人。

夏育群同兄夏正寅将被敌特追捕的中共党员李剑青、林刽龙掩护在苏码头自己家

中，并同他们在乡间办起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土地革命，进行军训。

1933年

冬，夏育群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往三台县农村建立地下兵站，配合红军工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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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7年

秋，党外人士李镜周接任苏秦乡联立小学校长职务后，整顿教师队伍，通过夏正寅

同党的统战关系，请中共四川工委派党员到校任教。他们以开“恳亲会"等形式宣传抗

日，为抗战募捐，学生由8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

5月，苏码头成立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业余剧团，演出抗日剧目。

籍田地区“青年会”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除恶抗丁，挟正压邪，负责人邹玉琳被当

局通缉。

1938年

舂，张万禄应聘任双流县城关女校教导主任，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

“晨呼队”开展抗日宣传。

7月7日，苏码头联立小学召开有各阶层人士两三千人参加的“七·七’’事变一周

年纪念大会，报告抗日战争意义及胜利消息，演剧唱歌，举行火炬游行。次日晚，。演出

抗日剧目，表演逼真感人，时虽下雨观众却不愿离去。

11月，杨述全家五名中共党员被安排在夏正寅公馆生活、工作前后达数年之久。中

共四川工委负责人来苏码头视察工作，亦住夏家。

中共仁(仁寿)、华(华阳)特支机关先设苏码头，后设傅家坝，团结各阶层人士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苏码头被称为抗日的“红色乡村"。

苏码头乡间双埝子冯巨源、冯纪全弟兄的家一一冯家院子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

密招待所，来往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此食宿、工作和学习。

1939年

9月，中共仁华特支改为仁华彭特区委后，派员打入敌乡保政权，以煎茶小学为中

心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中共党组织将傅家坝贺焕文茶馆作为展阅《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报刊书籍

的抗日宣传场所。

1 940年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的原则，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停止。

8月，夏正寅被敌特列入逮捕黑名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程子健亲自到苏码头通知

夏转移。

1941年

舂，整顿后的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继续发展“青年会扯会员，开展抗丁、‘抗捐斗

争。
‘

元月，由于叛徒出卖，苏码头党组织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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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43年

夏育群在苏码头蔡家坝集股兴办“锦江纺织合作社，，，后更名为“仁寿县纺织公

司黟，中共党员马成玉以技师身份在这里从事党的活动。

1944年

3月15日，煎茶溪成立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友保同盟”，开展抗丁斗争。

1945年

民盟在双流县中上层人士和中小学教师申开展工作，发展盟员。

8月，中共党员余英士和“民协"成员李艳芳、殷淑清等来到傅家坝设医疗站，办

农民夜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送医送药，为农民服务。

下年，华阳县职业学校Io个班同学和部份教师游行示威，提出“反贪污l反饥饿l

要民主!要自由!"要求，到县政府、省教育厅请愿。

1946年

2月，中共仁华彭边区党组织改称为中共仁华彭特别支部后，以“老庚会"、 “农

会刀等组织形式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斗争。

中共党员邹玉琳举家迁居二峨山期间，把迷信组织“土地会”改组为“青年自治

会"，对农民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开展抗丁斗争。

1947年

舂，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派邹玉琳打入袍哥组织“仁安社”当上“三排大爷"，后

又被委为刘公乡分社副舵把子。 “青年会"会员也陆续参加进去“操袍哥砂。

6月，党组织决定，邹玉琳以“仁安社"名义组织农民三千人左右在籍田地区“吃

大户"，分吃粮食上千石。当局指责此事是“土共"操纵“仁安社”千的，要总舵把子

樊绍刚交出邹玉琳等人，遭樊拒绝。 “仁安社"被取缔。

9月5日，籍田地区三百多名农民武装举行“秋收起义"，攻占区公署，缴获枪支

弹药，割断电话线⋯⋯。事后，樊绍刚受牵连。

9月，双流县城关“中心镇小学校’’开展反霸斗争，举行罢课并游行示威，赢得社

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48年

2月， “仁安社"改组为“正气会"，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控制。

红石、岐阳、擦耳、彭镇、九江民盟小组先后建立。

秋，籍田区成立“佃农会”，各乡和多数保成立了分会，实行“二五减租”，地方

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带头减租，全区1墨个乡都减了租。次年又继续减租。

国民党仁寿县政府宣布“正气会”为“异党”，令该会大、中组长到县“自新”。

罩。



樊绍刚受牵连被捕入狱。经营救，樊于1949年4月被释放回家“从农兼习园艺”．

冬， “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在擦耳岩徐茂森茶馆建立地下联络站。在徐氏

夫妇掩护下，联络站迅速开展工作，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办

《火炬报》。

12月，民革华阳分会在华阳县石羊乡成立，下设组织、宣传、秘书三股。

1949年

5月，中共党员和“青年会”会员打入正在组建中的仁寿县警察第四中队。lo月，

中队长廖倬云将全部人、枪带到煎茶溪李家祠改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仁简支队’’

的一个大队。廖任大队长。

9月，隶属于中共新滓支部领导的双流牧山党小组成立。lo月，建立了在党小组领

导下的新津地区武工队第四中队，党代表先后为吴也鲁、李守一，队长赵定龙，副队长

刘介和，开展武装斗争。

10月，中共地下党擦耳联络站遭破坏，徐茂森，徐海东叔侄被捕，12月7日被杀害

于成都十二桥。

仁简支队1400余人，各种武器近千支，活跃于仁寿、华阳和简阳县毗邻地带，下旬

在煎茶乡郭家祠召开有一百余名领导骨干参加的矗成立暨誓师大会，，，配合川西的解放

斗争。

11月24日，国民党华阳县政府从成都市正府街迁中兴场五显庙。

11月，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罗髫渔、田一平、韩伯诚住苏码头夏正寅的

公馆，郭勋祺、易野源多次来此聚会，在这里组建“西川人民保卫军总部矽，郭勋祺任

总司令，胡春浦任政委，下设参谋、总务、联络处，总部设胜利乡董家山。在国民党上

层人士中开展了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

12月17日，川康民革执委徐则林同国民党华阳县政府县长彭述信率领县属武装在白

沙坡(今白沙乡)同人民解放军二野战军ll军33师会见，接受该师部署，堵截国民党军

和维持地方治安秩序，在倒石桥(今万安乡)集会宣布华阳县政府起义。

24日，双流县参议会参议长彭光烈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县长缪向辰、警察局长秦育

中、岛卫总队蟊Il总队长彭笑山和部分参议员参加，决定起义，于26日发出双漉县起义电

文。

28日，解放军进驻华阳县中兴场。

29日，解放军进驻双流县城。

中旬， “仁简支队”随解放军一道解放籍田接管籍田区公署。

l 950年

元月3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高鸿光，常胄民、马维政一行29人到中兴场

接管华阳县旧政权。4日，华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常青民。县委书记高鸿光兼管统

战工作。 。

4日，以解放军军代表侯国材为首15人到双流接管旧政权。19日，双流县人民政府成

童



立，县长侯国材。

2月，盟员周洛京、王定阳、周龙威、刘建文、蔡美庠、袁长碑在征粮和平息匪乱

中牺牲。

5月，华阳县、双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会议分别于9日、18日召

开。

6月，双流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工商联筹会)成立。

7月，中共双流县委统战部建立，县委书记李天民兼任部长。8月，根据中共川西

区党委指示，统战部协助民盟对盟员进行清理登记工作。、

9月，双流、华阳两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分别于25日、29日召开。

12月，华阳县工商联筹会成立。

1951，年

5月3日，双流、华阳两县分别召开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6月，双流县工商联筹会改组，主任委员韩仁轩。

9月24日，双流、华阳县分别召开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2年

2月，双流县在城关镇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

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反)运动，查出违法金额4．0887亿元。

4月，华阳县在中兴镇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查出违法金额7．3868

亿元。

12月，华阳县委统战部由县委副书记马维改兼任部长。

1953年

2月2日，华阳县召开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4月28日，双流县召开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4年

8月，张步能任双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10月16日，华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11月“日，双流县工商联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年底，双流县在彭镇、华阳县在中和镇进行对私改造工作的试点。

1955年

12月14日，华阳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成立。

1 956年

毒月，双流县学委会成立。双流、华阳两县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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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张步能任双流县委统战部部长。赵振国任华阳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双流。华阳两县县委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双流县学委会政治业余学校开学。

1957年

2月16日、23日，双流、华阳两县工商联先后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5月，双流县组织各界人士到黄水乡四村二社劳动交心。

11月，华阳县第二届学委会召开。

双流，华阳两县动员工商业者开展献技术、献才能的劳动竞赛。

1958年

6月，华阳县第三届学委会召开。组织各界人士向党交心。

8月，双流、华阳两县召开工商业者自我改造跃进大会，上山下乡，大办钢铁。

民盟双流小组停止活动。

1959年

2月，双流县工商联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学委会换届，双流县第二届学委会

召开。

3月，华阳县学委会政治业余学校开学。

4月，双流县合并到华阳县。7月，双流县从华阳县分出，合并到温江县。

8月，华阳县委成立右派分子摘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1960年

4月，华阳县第四届学委会召开。华阳县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0月，宣传部长张圭田代理华阳县委统战部部长。

华阳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对工商业者采取“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

造"的政策，要求工商业者“顾一头，一边倒"。

1962年

11月．复置双流县制。

华阳县委贯彻中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工商业人员归队，恢复商业体制，调整网

点．

’

1 963年

3月，张子英任双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4月，双流县第三届学委会召开。

6月，华阳县第五届学委会召开。

下年，双流、华阳两县分别成立县委“对台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均设武装部e

龟



双流县先后两次组织学委会中的人民代表到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家访

问。

双流、华阳两县学委会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精神，强调以

阶级斗争为纲，加紧改造。

12月，双流、华阳两县县委强调各界人士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确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

5月23日，双流县人民委员会设立宗教事务科。

7月，李伯瑜(女)任华阳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袁孝钦任双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j

1965年

7月，华阳县、双流县两县合并，两县工商联随之合并称为双流县工商业联合会第

三届委员会。

12月，政协双流县委员会首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l 966年一一1 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统战机构瘫痪，干部调离，办公用房被挤占。

1969年，双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内设群工组管统战工作。

1973年

12月，双流县委统战部恢复，陈玉信任部长。

1974年

县委统战部组织各界入士参加“批林批孔’’学习．

1975年

县委对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宽释人员作了安排．

1978年

9月，县委调整充实县委对台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1r2月，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1979年

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县委对错划右派进行了复查、改正、安置工作．

1980年

1月，李鸣庆任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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