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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孔利民

《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22年至1949年)在上级

业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革命前辈和全县人民的关怀

支持下，经党史工作者辛勤劳动，正式出版发行了。这

是肥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全

县党建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桩喜事。

中国共产党在肥城的历史是一部光荣史。本《大事

， 记》翔实记述了1922年至1949年间，肥城地方党组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曲折的光辉战斗历程；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肥城人民，为驱逐侵略者，为

推翻旧制度，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风

貌；反映了革命前辈的共产主义情操；包涵着许多用生

命和鲜血凝成的经验。她对于了解肥城党的历史，以往

鉴来；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拓前进，大有裨益。值

得大家认真地阅读和学习。
．

，j’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

一”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肥城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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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

一1行大小战斗21眄紊欢f有2000余名革命先驱牺牲，数
以万计的仁人志士流血。肥城的每一座山头都镌刻着英

雄光辉的业绩，桃乡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勇士殷红的

鲜血。通篇《大事记》都在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肥城

的今天来之不易，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之不易。我们要不

忘苦难的昨天，珍惜美好的今天，献身腾飞的明天。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党的优秀儿女们，用满腔的热

血谱写了一篇篇无私奉献的壮丽史诗。陆房战斗，许多

老红军、老八路长眠于凤凰山下。他们的身躯和鲜血滋

润了桃乡的肥壤沃土，却没有一人把姓名留给肥城。他

们是民族的光荣，肥城的骄傲。他们的奉献精神和高尚

品德将千古流芳。 ·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肥城地方党组织在几十年

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有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产阶级

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

的统一战线，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这是革命前辈用

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是被中国革命史印证了的真理。肩

负着继往开来重任的新一代，一定要以历史为借鉴，以

先辈为榜样，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地

干社会主义事业，谱写无愧于前人，对得起后代的肥城

历史新篇章。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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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共肥城党史大事记》(1922年至1949年)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和实事求是原则，记录了中共肥城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以及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文教、

经济和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主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

二、记述时限：上自1922年，下限1949年10月1

． 日。鉴于本县在党的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

时期党的活动较少，将这三个时期合录为抗日战争前时

期，简称“战前时期’’。

三、记述范围：主要以现行区划追溯历史。对于当

时隶属本县，现已划出地区之大事，除对全县有较大影

响者外，一般不记；对于发生在当时不属本县以后划入

本县的地区之大事，其内容主要涉及原建置县以上单位

的，一般亦不记。
‘

四、编写体例：主要采取编年记事为主，记事本末

为辅的方法。年代不详的不列入条目记述。对于持续时

间较长，又不便分开记述的事，采取以因及果或以终溯

．o；kl医I■l■rkr



2 凡 例

始或加脚注的方法。为便于简要了解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及各历史分期和年度基本情况；全书附有概述，各历史

分期附有小序和跋，条目较多的年份附有概况。

五、书中涉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党、政、

军、群、各级干部和人物，除县级党政正职外，均以事

涉人，与记事无关的不作专门记述。人物注释，主要限

于原籍肥城、在当地或事件中有较大影响者，任职情况

只注明在当地的主要职务及其最后职务。

六、发生在当地同时影响到市、省和全国的大事，本

书在记述时，既注意参照其他书刊的记述，又力求以当

地新近考证的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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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1)

战前时期
。

．

’(1922年——1937年6月)

1922年

尹鹏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

李鹤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

1924年

朱霄加入中国共产党⋯⋯⋯⋯⋯⋯⋯⋯(19)

。1925年

秋 李鹤年在东向村开展革命活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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