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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弥渡县委书记刘绍平

在举国上下刚刚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县人民还沉

浸在申奥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由中共弥渡县委决定征集、整

理、编纂和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弥渡县地方党史大事记(1950

～2000))，经过全体征编人员几年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与广大读

者见面了。这部党史资料书的出版发行．是我县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它将进一步丰富中共弥渡地方党史体系，为广大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弥渡地方党史提供全面、翔实的教材，对全县两

个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这部党史资料书的出版，首

先表示热烈的祝贺!

从1950年弥渡全境解放到上世纪末的半个世纪的弥渡历史

是一部在中共弥渡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弥渡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实际，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推动弥渡

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弥渡县委在带领

全县各族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弥渡建设成为欣

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弥渡。这期间有许多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

但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带有全局性挫折和失败的惨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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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是一部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解放前，弥渡在三座

大山压迫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沿街乞讨、逃租躲债、背井离乡的

人每年数以千计。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典田卖地、卖儿卖女的贫

苦农民比比皆是。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的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仅为853万元，人均63．7元；工业总产值120．6万元，人均

8．63元；财政收入133万元，人均9．58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全县人民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了剿匪建政、土改、对私改造，消灭了封建剥

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生产力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

极性空前高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当中，虽然也遭受了挫

折和曲折，甚至出现全局性的灾难，但是，弥渡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

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全面改

革开放的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弥渡经济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

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00

年末，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67228万元，分别是1952年和1978年

的69倍和17倍；粮食总产12638万公斤，分别是1952年和1978

年的27倍和1．9倍；人均占有粮食456公斤，分别比1952年和

1978年增273公斤和190公斤；财政收入5649万元，分别是1952

年和1978年的43倍和27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46万元，分

别是1952年和1978年的110倍和25倍；农村经济总收入126900

万元，是1978年的5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552元，是1978年的19

倍。全县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民已步入小康

生活。全县呈现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欣欣向荣

的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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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弥

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弥渡。把半个世纪以来党领导人民进

行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整理出来教育党员，教育干部和人民，对于

激励全县人民继续在中共弥渡县委的领导下，开创弥渡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作

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

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

不能胜任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在党的十五届二中

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又指出：“近年来走上领导岗位上的中青年干

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

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

需要自觉地运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自己和丰富自己”。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江总书记又指出：“可以这

样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

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

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它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

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入2l世纪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新

形势下加强了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互联网使世界变小，也使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短兵相接。国内外

形势把党史工作推上了与敌对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风头浪尖。

清人龚自珍说过：“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前苏联和东欧剧变，

教训之一就是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把广大党员和人民群

众的思想搞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国

际性的思潮中站住了脚，中国之所以稳步发展，就是在纠正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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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充分肯定自己的光荣历史。进入2I世纪后，大多数参加过

打江山的革命前辈离我们而去，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些真真

假假，虚虚实实的东西很容易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国内外敌对势力

趁机否定、歪曲、丑化我们党的历史，斗争将是激烈的和长期的。

我希望全县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以<中国共产党弥渡

县地方党史大事记>出版发行为契机，掀起一个学习党的历史，宣

传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光辉形象的热潮。运用党的成功经验，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家乡建设成更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

义新弥渡而努力奋斗。



编辑说明

l、<中国共产党弥渡县地方党史大事记(1950--2000年)>(以

下简称<大事记>)，是根据中央和省州关于征集、整理、编纂社会主

义时期地方党史大事记的要求而编写的。大事记时间上限为

1950年1月1日，下限到2000年12月31日上世纪末，历时51年。

2、<大事记)以弥渡县在本书下限时的行政区划为范围，以中

共弥渡县委的活动为主线，主要记述弥渡地方党史中的重大历史

事件和弥渡县辖区范围内发生的有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

3、<大事记>的征编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尊重历史．注重史实，实事求是地记

述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弥渡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民主建政、

民主改革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

客观公正地反映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由于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认识不足而造成的失误，以求达到以

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目的。

4、<大事记>编写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编纂体例。以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相对重要的事件

集中记述的方法，力求反映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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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事记)的资料，绝大多数来源于县档案馆有关文书档案。

其余资料来源于已经出版发行的弥渡地方党史书刊等，其版权属

中共弥渡县委党史征研室所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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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1日 弥渡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滇西人民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管辖。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8支队1949年

12月24日命令，盛铎任弥渡县人民政府县长。当日，弥渡县属9

乡镇11154名各族各界群众，在弥渡中学广场隆重集会，欢呼革命

胜利，欢庆翻身解放，欢庆弥渡县人民政府诞生。弥渡县人民政府

建立后，在中共弥渡县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

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对川、滇、黔、康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忠

告“凡听候接收拥护我军政策，无论高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

概宽大，分别录用和选录安置”的精神，迅速接管弥渡县政府及下

属行政工作机构，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弥

渡县人民政府及下属行政机构实行供给制。

1月1日至3月8日 在中共弥渡县委的领导下。摧毁了封建

保甲制度。弥渡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了天寅镇(1月1日)、龙华

乡(1月16日)、弥城镇、云华乡、密祉乡、万佛乡(2月8日)、马街

镇、毗源乡(2月2日)、铁柱乡(3月8日)等9个乡镇，建立了9个

区镇人民政府。在分散地区增设了东壁、天目、白云、佐新、多德、

兔街6个分区人民政府，9个区镇下辖99个村联政府。。

1月20日 中共弥渡县委机关报<弥渡县人民报>创刊。该

报由弥渡县永兴祥石印店代印。每逢星期五出版，属石印对开二

版小报。

}【‘-IlI■■I■■■I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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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弥渡县人民政府发出训令。根据中共滇西地委的

通知，史国泰任中共弥渡县委书记。今后弥渡县政权必须接受其

领导，除协同成立县委会既分会外，全县一切工作都要接受县委的

领导。

3月1日 中共滇西地方委员会向中共弥渡县委、弥渡县人

民政府发出通知。1、省委决议把样、弥、蒙、顺、云五县划人大理

区；2、自接此通知时起，上述五县直接与大理地委联系，受其领导；

3、大理地委委托通知，于3月10日在大理举行全区党政军负责同

志会议传达省委指示；4、大军先头部队抵楚雄，将迅速西上，大理

地委要求各县迅速准备粮禾柴草，每站半月内需米15万斤，柴3

万斤，草5万斤。3月5日，中共弥渡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大理地

委报告，称已收到省委和滇西地委的指示。

3月上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4军42师118团进驻弥

渡县，中共弥渡县委、弥渡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开展盛大的迎军活

动。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到洗布桥热烈欢迎子弟兵。部队驻弥

城镇竹子巷。

4月初贯彻省委关于地方干部配备以外来干部为主的方

针。中共大理地委对中共弥渡县委班子进行调整。118团3营教

导员李生润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史国泰改任县委副书记。县

委委员朱浴、韩秀吉(118团3营营长)。

4月5日至8日 弥渡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弥城举行，出

席大会的代表共166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补征1949年公

粮、禁绝烟毒、禁用银元，推行人民币下乡，搞好春耕生产等。大会

选举产生弥渡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盛铎。副主席舒飞。

4月9日 弥渡县遵照上级指示。补征1949年度公粮。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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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49年的田赋征册所列土地所有者的税银为依据，实行累进征

收，拥有土地越多，税银越多，税赋数额越大，无土地或土地较少的

贫雇农则无负担或负担很轻。全县共征收公粮折合大米6548737

市斤。个别地主顽抗滞交，被农协会抓来戴上纸扎的高帽游乡，使

地主阶级威风扫地。保证了征粮任务的顺利完成。

4月24日 为适应日益繁重的税收任务，中共弥渡县委决

定，成立弥渡县税务局。

5月13日 弥渡县召开公安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弥渡县剿

匪委员会。县委委员朱式彬任主任。驻军118团3营营长韩秀吉、

各界代表杨德、公安科长吴开基、民政科长李熙等四人为委员。

5月20日 多德分区政府主席石焕中、民兵队长禹良和南华

县叛匪勾结，袭击分区政府，抢走武器。万佛区人民政府主席李沛

潜往南华县大马街参加叛匪会议，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剿时，又通

风报信，解放军牺牲3人，叛匪终被剪除。后石焕中、禹良、李沛均

被处以死刑。

6月1日 弥渡县向大理专署上报了现实人口数。经调查统

计，弥渡县实有人口150434人。其中男性73528人。女性76239

人；汉族27825户，140550人；彝族1545户，8743人；回族48户．268

人。 ，

6月 弥渡县人民政府印发<人民自卫公约>，共10条：l、要

团结起来，剿匪自卫，保卫人民生命财产；2、要向人民解放军、人民

政府报告匪情，给人民解放军带路送信，协力进剿股匪；3、要报告

土匪所隐藏的枪支和赃物；4、要保护工厂、仓库、铁路、公路、桥梁、

电杆、电线及其它一切人民的财产；5、要保护一切革命工作人员及

人民解放军的伤病员；6、不听信土匪造谣；7、不附合土匪危害人

民；8、不窝藏土匪，不包庇土匪；9、不窝藏匪枪匪赃；10、不给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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