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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高唐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东靠津浦铁路与禹城、齐河县为邻，西

与临清市、夏津县接壤，南连茌平县境，北接平原县界，面积948．86平方

公里。境内地势平缓、土地肥沃，东部有徒骇河、西部有马颊河经向贯穿

县境，传统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尤以盛产棉花闻名全省， “货以木棉、

甲于齐鲁"，素有“金高唐"之称。’

高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高唐人

民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反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顽强

不屈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高唐又成为一座反清斗争的名城。1854

年，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北伐失利，退守高唐，在高唐人民的支援下，。与

清军激战经年，沉重打击了清军的气焰。此后，高唐又是义和团运动初期

的活动区域，高唐人民在朱红灯的率领下，烧教堂、逐洋人、灭洋教，开

展了轰轰烈烈地反帝爱国运动。这些斗争，集中反映了高唐人民的爱国

热情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之后，高唐作为山东境内建党较早的

县份之一，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谷官屯人金谷兰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

的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秋，共产党员、平原县职业小学

教师杨笙甫(其岳父杜友芬，系高唐南街人，教育界名流)借探亲之机，

来高唐开展党的工作，结识并介绍金谷兰入党，金谷兰成为高唐最早的共

产党员。 ，。

1927年，金谷兰受中共鲁北地委的指示，以家乡谷官屯为中心，从

事革命活动，他打入到活动在城北一带的封建迷信组织一“红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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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丰既 述

对农民进行教育，启发其阶级觉悟，将“红门”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一支

“红团"武装。与此同时，金谷兰还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发展教师杨厚

基、徐心斋和青年农民李玉红、田益三等人入党。

此时期，党的出现，红团武装的建立，使陷于水火之中的高唐人民

看到了希望，并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唐党组织的建立及武装斗争的兴起

奠定了基础。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党从反革命的屠刀下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

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确定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革命人民继续斗争。1927年

秋，中共高唐党支部建立，金谷兰任书记，田益三、李玉红任委员。党支

部建立后，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红团迅速发展到近1000人，区域扩展到城

北25个村庄。

中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高唐这支农民武装。为加强领导，1928年

初，派省委委员李春荣来高唐指导工作。同年2月，在谷官屯召开了中共

鲁北县委(由鲁北地委改组)第二次代表大会。李春荣传达了省委关于发

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并指出鲁北今后的工作方针是：进一步开展宣传

工作，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

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主张。此后，红团

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虎除霸"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李洪

楼和惯匪郭景芳、张麻来，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没收其部分住宅作为团

局驻地；。打击了高唐城北苦水李庄的大地主李干臣和高唐商会会长姚定

汉，枪挑了五个盘剥盐民的盐巡。这一系列斗争，震动了高唐全境，也影

响了山东各地，时济南、平津等地的报纸，都刊载了“鲁北共产党魁金谷

兰聚众杀人"的消息。高唐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到达泰安、长清一带，张宗昌在山东的反

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执委会后，鲁北县委决定利用

张宗昌撤离山东、蒋介石的北伐军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高唐红团举行

总暴动，建立谷官屯苏维埃。暴动前夕，省委派于赞之来高唐传达省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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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暴动的指示，并主持将鲁北县委改组为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李宗

鲁、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任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同时，红团

设立总局，辖两个团。高唐红团为第一团，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占甲、

靳光荣，将二十五个村的红团团员编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5个小队。

平原红团为第二团，团长郑春荣，副团长徐传孟。计划高唐七个大队的团

员到谷宫屯集结，先打大土匪李采题的老巢——打渔李庄，再去占领高唐

县城。暴动时，平原红团为予备队，配合行动。

正当红团准备暴动之时，．由于计划为敌侦知，5月4日拂晓，高唐奉

军政府纠集城西北豪绅武装，包围了暴动地点谷官屯。特委书记李春荣，

团长金谷兰率领红团团员分头应变，激战三小时，终因敌我悬殊，加之准

备不足，仓促应战，特委书记李春荣，红团副团长姜占甲等12人英勇牺

牲，特委、总局机关遭到破坏，暴动因失去指挥而失败。随后，国民党北

伐军占领了高唐，国民党政府勾结地主豪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农

民运动。9月28日，金谷兰在城西袁庄组织二次暴动时，为反动地主告

密，被捕入狱，是日，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郭庆江，到高唐传送文

件，被同时逮捕，其他党员也被迫离乡出走，此后，高唐党的活动转入低

潮。

谷官屯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壮举，唤醒了民众，点燃了高唐革

命斗争的烽火，为抗日战争播撒了火种。

1935年8月1日，金谷兰刑满出狱，先后在济南、金乡等地以修理自

行车、当小学教员为掩护，寻找接洽党的关系，开展救亡图存工作。自

此，高唐党恢复活动。1937年5月，申云浦受中共鲁西特委派遣，来鲁西

北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在高唐县城遇到聊城三师入党、已失掉关系的老

同学赵英斋明巴城人，时任高唐乡农学校教员)，为其恢复了党的关系，随

后建立了中共高(唐)、清f平)，博(，平)支部，申云浦任书记，赵英斋、黑

伯理任委员。高清博支部建立后，主要开展了组织发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爆发。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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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奉鲁西特委指示，赴阳谷活动，赵英斋也回家乡肥城抗日，高清博支部

解散。此时，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余心清、张友渔、黄松龄等人应韩复榘

所聘，在济南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金谷兰

闻讯赴济参加，学习结束后，奉地下党的指示，回高唐从事抗日发动工

作。组建了冀鲁边游击第四大队(后改第七大队)。10月中旬，日军进犯

高唐，国民党山东第四区(辖临清、高唐、夏津、馆陶、丘县、恩县、平

原、武城、清平、禹城县)督察专员赵仁泉及高唐县长谢锡文率部南逃，

金谷兰率领游击大队并联合吴子杰等地方民团，在城北崔庄一带英勇抗

敌，重挫了曰军的嚣张气焰。县城失陷后，游击大队转移到城西三十里铺

一带活动，遭到反动会道门“玄门会"暴徒的袭击，五名队员牺牲，部分

队员失散。游击大队重新集结后，编入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第一大

队(后改编为十支队)。金谷兰奉党的指示，离开部队，赴清平金郝庄一

带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冬，为开辟高唐的抗日局面，范筑先委任周子明为

高唐县长，派其率政府机关人员及抗日独立营到高唐活动，由于高唐日军

势力较强，抗日工作难以开展，至年底，周子明等政府人员撤出高唐，只

留独立营在高唐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2月5日，金谷兰在清平金郝庄被暴

徒暗杀。高唐党的活动受到挫折。

1938年6月，高唐党组织再度恢复活动。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的共

产党员韩宁夫回到高唐，以家乡韩庄为中心，发展党员，筹建党的组织。

同年秋，中共高唐县工委成立，韩宁夫任书记。工委成立后，领导高唐人

民坚持敌后抗战。同年冬，中共鲁西三地委(领导高唐、恩县、夏津、

武城、平原县)决定，撤销高唐县工委，建立高(唐)、平(原)、禹

(城)边委，高俊岳任书记，房子强任组织部长，韩哲一任宣传部长，以

开辟鲁西北一带的工作。1939年初，陈赓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及青纵三团

夜袭高唐，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同年6月，高、平、禹边委撤销，高唐

县委建立，庞钧任书记，李日坦任组织部长，邹荣臻任宣传部长。在县委

的领导下，抗日斗争日趋活跃。秋，中共鲁西三地委率武装三大队来到高

平边界～带活动，开辟了高平夏恩禹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促进了高

唐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迅速壮大。至1940年春，高唐一、二、

四、五、六、七区相继建立了区委，六、七区建立了抗日区政府。党员发

展到近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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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高唐国民党势力受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日

趋反动，由消极抗日走向“曲线救国"，．逐步把枪1：I对准了共产党。面对

这种严峻形势，+鲁西三地委在执行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团结争取进步力量

的统战政策上出现了失误，命令三大队不适当地打了与我联系尚好，又与

日军严重对立的杂团武装刘化溥，导致了鲁西北一带国民党顽军的联合，

同年5月，高唐、平原、夏津、禹城等县的顽军武装3000余人，向我抗日

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鲁西三地委率武装突围，撤离高、平、夏、恩、

禹边游击根据地。此后，日伪顽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摧残进步势力，捕

杀共产党员，对高唐实行白色恐怖。县委组织部长孙梅峰、宣传部长朱廷

栋、县委委员焦树元先后被敌杀害。高唐形势急剧恶化。在敌强我弱、环

境险恶的情况下，高唐县委积极贯彻上级关于敌占区“荫蔽精干，长期埋

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组织全县党员转入地下，广泛建

立统一战线，选派30余名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1941年2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高唐划归冀南区运东地委(领导

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清河、德县。1942年德县划属冀鲁边二

地委，1943年禹城划属冀鲁豫四地委)领导，同时，为便于开展地下活

动，根据上级指示，高唐分建唐南、唐北两个县委。同年秋，冀南区党委

武装部长李力率领冀南军区骑兵团、十九团一个营东渡运河开辟根据地。

部队进入高唐县境后，在高唐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

猖狂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了高唐人民的抗敌斗志。部队在

高唐一带转战月余后撤回运西。 ，

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时刻，我冀南区党委及军区为了贯

彻“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再

次组织武装，以武工队形式开辟运东根据地。武工队进入运东后，在地方

党组织的配合下，稳扎稳打，逐步扩展，很快在高恩夏平边境打开局面，

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在冀南武装的大力支援下，高唐党组织领导全县共

产党员、进步力量，积极进行隐蔽斗争，，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大力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进一步壮大。高唐一、二、四、五、六区都建立了

区委，党员也发展至U400余人。此时，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唐南、唐北县

委合并，重组高唐县委，统一领导高唐的工作，高唐党组织背靠根据

地，大力发展革命力量，并组织抗日武装，在六区一带，成立了以王光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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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队长、王一青为副队长的高唐六中队，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开展斗

争：在三区一带，也建立了由区长董之远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北靠茌北根

据地，在徒骇河东岸开辟了一块拥有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

争．抗日形势日趋好转。1944年5月，为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解金声等

县委干部赴晋冀鲁豫中央局(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

党校学习，因干部力量不足，高唐、平原县委合并，组建了高平县委。此

时，运东地委并入冀南六地委。高唐也随之易属。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进

一步壮大、统战工作的有力加强、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抗日形势的迅猛发

展，预示着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

1945年8月，全县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

胜利。

高唐党组织通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八年抗战，发展了党的力量，壮

大了革命武装，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赢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信赖。这一切都为抗战胜利后高唐的迅速解放准备了条件。

(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高唐的争夺，固民党山东第六

专区督察专员王金祥插手高唐，收编了四区伪军庞长申部，盘踞在高夏边

境的国民党军张栋臣乘隙进占了高唐县城。在县境东部，国民党高唐县长

邓协忱也加紧扩充实力，意欲控制高唐的局势。为了开辟高唐的工作，我

冀南部队奉命迅速东进，1945年9月7日，解放高唐县城。同时，经区划调

整，新成立的中共冀南二地委根据这一形势，迅即做出决定，撤销高平县

委，重组高唐县委。同时，组建了高唐县民主政府及县区抗联等群众组

织。1946年，冀南军区独立四旅，渤海军区特一、特二团，冀鲁豫一分区

二团等部队集结高唐，迅速围歼了盘踞在徐官屯、杨官屯、朱双槐庄据点

之敌，解放了高唐全境。在开展清匪反霸、恢复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

的同时，高唐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

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的生

产力，全县人民满怀翻身喜悦，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响应党提出的“一

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自卫战争胜利”的号召，担负了参军参战，踊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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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繁重任务。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全县3500余名青年农民踊跃参

军；出动支前民16200余人次；担架1100余付。此外，高唐人民还努力

生产、节衣缩食，从物力、财力上大力支前，全县共捐献现金500多万元

r冀钞)；做军鞋10000余双；织军布4000余尺；还捐献烟丝、烟袋、手

套、毛巾、慰问袋等大宗物资。1947年初，为了大力支援自卫战争，县大

队升编入十四纵队南下参战．同年秋，县长解金声带领40余名党政干部随

军赴桐柏山地区开辟工作。

1948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整顿党的作风，

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高唐县、区、村三级党组织相继进行了整党。通

过整党建党，加强了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并吸收了

一大批先进分子入党。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壮大，各级政权进一步巩

固，至建国前夕，全县已建立区委并区政权10个，村支部并村政权412

个，已发展党员4500余人。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

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县委书记卢青云等71名

党政干部随四野渡江南下，至湖南省桃源县接管新区，同时，县抗联主任

张光赤等lO余名干部随冀南区党委编队，北上平津工作。同年8月，平原

省建立，经过区划调整，高唐划属平原省聊城专署领导。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高唐党组织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反特、土改、

生产、支前的斗争中，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篇

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生活

的重任。在党的领导下，中共高唐县委带领全县人民阔步迈向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征途。

建国初期，高唐人民面临着复杂形势和严重困难。经济落后，工业基

础极其薄弱，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同时，反革命残余势力不甘心灭亡，伺

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因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巩固人民政权，成为中共高唐县委最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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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中共高唐县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和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一

届第一次会议相继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决议草案》，提

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区、村供销合作社，并结合建党建政，结束

土改遗留问题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

县委的领导下，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努力发展互助合作的同时，

迅速完成了土改工作，从而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50年5月，中共高唐县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确立了“安定社会秩序，

团结各界人民，全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工作方针。随后，按照这一方

针，县委、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取缔了反动组织“～贯道”。并按着中

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领导全县人民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号召，深入贯彻中共七

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结合高唐的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

运动和生产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

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高唐人民的

爱国热情，全县人民纷纷捐粮捐款，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有力地促进

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改革的开展。整风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

党的作风，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

设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 1年．高唐遭受暴雨袭击，灾情严重。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

极进行抗涝救灾，在号召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大力发放赈灾粮款，帮

助群众渡过难关，进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灾夺丰收的爱国丰产运动。

同年12月至1952年，高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了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

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在教育干部、挽救犯错

误的同志、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三大改

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铺平了道路。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高唐党组织更加坚强，人民政权进一步巩

固，全县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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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3年．全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期间，高唐县委立足本县实际，于是年

大力开展了农村整党工作，并结合整党，初步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总任务，开始实行粮油物资统购统销。与此同时，在全县干部中开展

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

1954年，高唐县委在深入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按照

“办好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团结单个农民’’的精神，认真执行“积极领导．

逐级试办．有控制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方针．加强了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组织建设．至年底．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均

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由此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健康发

展。

1955年是高唐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全面开展的一年。从2月份开

始，县委着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并且把企业改造与

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相应地进行了人事安排。是年5月，按照地委的指

示，全县642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两批先后进行了整顿，及时地解决

了社内在生产、财务、组织、领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刹住了部分社员闹

社、退社歪风。同年10月，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

示精神，全县掀起了空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合作社迅猛发展。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相继

形成高潮。至1956年上半年，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合并升级，

转建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6处，入社农户达至U78439户，占全县总农

户的99．6％；手工业者入社率己达80％以上；大部分私营商业则采取了

“敲锣打鼓一步登天"的方式，直接过渡到供销合作社。至此，高唐县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共高唐县委根

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先后在党内外干部中全面进行了审干运动：在党政机

关和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在全县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这几次运动，清除了一批反革

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积极性，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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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高唐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经过这一变革，高

唐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

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进行经济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党内干部中也滋长了

急于求成的思想，工作中造成了生产关系改变过快、经济形式过于简单划

一等问题。

(六)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高唐县委坚

持“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领导全县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但在后来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指导方针上出现

了失误，因而，高唐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1957年，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和问

题，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整顿合作社运动，使全县农业合作社得以巩

固和提高。期间，县委对全县农业建设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力表彰，选派宏

伟农业社社长魏振卿出席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全县人民以饱

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同年5月，高唐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组

织各级党员干部分期分批整风。这次整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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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文件，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意见，积极改进作风，加强了

党与群众的联系。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全国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

益和党的领导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

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

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遵照中共中央

的指示，县委于翌年2月集中力量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中，全

县有101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并受到组织处理。在当时国际国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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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坚决打击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完全必要和正确

的。但过分严重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

盾，致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错划为右派的干部、知识

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也给后来党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同年11月，县委召开了生产高潮促进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由此，揭

开了高唐县“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

1958年1月，县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工作方法六十

条》，把十五年赶超英国作为“技术革命”的目标，此后，在姜店相继召

开财务跃进誓师大会、畜牧生产跃进誓师大会，并向全省兄弟县(市)发

出开展社会主义友谊竞赛的《挑战书》，一次次提出不切实际的工农业生

产跃进计划、宣教体卫跃进计划等。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县委

召开各种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宣传贯彻，全县迅速掀起

全面大跃进高潮。“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和“插红旗"、“拔白

旗”运动不断升温，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

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受到

批判或处理。

同年8月，县委根据毛泽东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筹建

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宏伟人民公社。随后，在短短lO天之内，全县

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组合，先后建成8个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实现了

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改农业社的管理体制，实行人、财、物统一调配

和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体制。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

性，10月28日，经省、地委批准，全县所有人民公社合并建立为一个公社

——高唐人民公社，原先8处人民公社改称“战区"。同年12月，为了扩

大公社规模，根据上级指示，禹城大部划归高唐，高唐县委改称中共高唐

县联社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普遍推行了“生活集体化、组

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实行“大兵团"作战。

高唐县的“大跃进’’，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期间，中共

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到高唐视察了姜店乡宏伟人民

公社棉花“卫星田"；国家卫生部、轻工业部和山东省委、聊城地委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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