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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重大运动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足，党的领导

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

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1976年，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

大转折。之后，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

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从此，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

线，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

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新的形

势。

第一章． 土地改革
，1945年8月，张家口市第一次解放，人民政府调集力量，在郊区农村进行清匪反霸和

减租退押，从斗争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培养农民积极分子，为全面开展土地改

革运动准备条件。

张家口市郊区农村和宣化县土地改革运动，前后搞过两次，第一次是1946年7月，第

二次是1949年。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第一节 减租减息和第一次土改

1946年7月，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

“五四”指示)，中共张家口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农村开展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

一、市郊第一次土改 t’

第三区(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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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1949年行政区划、’人口统计表

区 别 街 数 村 数 户 数 总人数 备 注

一区 19 4 10212 37006

二区 22 9565 34840 无农村

三区 2l 7 13457 51038

四区 19 4122 17320 郊区农村

合计 62 27 37356 140204

一、郊区农村(第四区)土改

(一)张家口市第四区(今茶坊区)，属纯农业郊区。土改一开始，区委利用4天时间组

织区、村干部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五·四指示等中央文件，统一全体干部的思想认识，

介绍四区各村的基本情况，对准备参加土改的工作人员进行编组。1949年2月5日，四区

召开19个农村近60人参加的为时3天的农民代表会议，区委领导传达有关土地改革政策，

部署划分阶级成份工作的方法步骤，提出搞好全区土改工作的16条意见。区农代会结束后，

以区干部为主，组成土改工作组进驻各村，依靠参加农代会的代表深入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中

访贫问苦，组织群众控诉地主、富农剥削之苦和伪保甲长欺压之仇，从而提高阶级觉悟，调

动大多数贫雇农的积极性。在扩大阶级队伍的基础上组织起贫农团，负责向广大农民宣传党

的政策，领导土改斗争。同时，严格掌握“土改中坚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组织中农

参加诉苦会，促使大多数中农靠拢贫农团，从根本上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成立以贫下中

农为骨干的农民组织——农会，形成贫农、中农一条心，斗争地主分田地的局面。土改中，

宁远堡村和老鸦庄村的恶霸地主南、杨二人分别被人民政府判处10年、5年有期徒刑。

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做法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由贫农团划分出阶级成份，交农会

讨论通过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划分顺序是先定地主、富农户，再定其他成份。全区共划

定地主107户、富农93户、中农1714户、贫农1450户、雇农609户。

土改前，第四区地主、富农户数只占全区农户总数的4．8％。人口占全区农业总人口的

7．6％，但却占有全区土地总和的33．8％。土改中，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平

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3月3日前，8300个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分得土地23205亩，1000

户下中农分得土地4665亩。贫雇农人均土地由土改前的2．76亩增加到3．46亩，地主、富

农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前的12．15亩下降到3．7亩。3月3日开始，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开始给赤贫农、烈军属、贫下中农分配从地、富户没收、征收的2429．7石粮食、21头

牲畜、27辆大车及部分农具、财物等，基本解决了贫雇农和下中农短缺的生产资料。3月中

旬，时近春耕，第四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前后历时35天。
’

(二)解决土改遗留问题

1949年秋收以后，从12月中旬～1950年2月，全市集中力量，处理春季土地改革工作

中的遗留问题，善始善终地结束土改运动。

1、纠正错划的阶级成份，补偿被侵犯的中农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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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有农民184户770人，有耕地2323．1亩。土改中将6户富农的443．5亩土地和富裕中农

献出的91．5亩土地，分给91户贫雇农，并确定土地所有权。

四、宣化县的土改

1948年12月。宣化县第二次解放。未完成土改的农村于1949年和1950年分两批进行

第二次土改。

第一批于1949年1月进行。1月26日，中共宣化县委在深井召开扩大干部会议，部署

在13个区321个村全面开展土改工作。2月1～12日，各区普遍召开区干部会议。12～25

日，以区为单位，召开农民代表会和骨干培训会，县、区共抽调土改干部154人，培训农民

代表1267人。同时，县、区成立土改运动领导委员会，各村成立贫农团或农会。土改运动

展开后，各村大都经历了调查阶级状况，组织和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划分阶级成份，

确定斗争对象，开展清算斗争，分配胜利果实。3月中旬，首批土改结束，前后历时40多

天。原定321个进行土改的村庄，有97个经过算帐确定没有地主、富农户，所以未进行土

改。

第二批土改于1949年冬～1950年春进行，有55个村。方法、步骤与第一批大致相同。

据其中41个村统计，共划定地主、富农户133户，没收、征收土地26914．4亩、房屋681

间、粮食239．8石、耕畜10头、农具190件，共分给无地少地农民901户3963人。这批土

改有23个村经确定没有地主、富农户。

1950年3月，县委又组织力量，将土地、房屋全部填证颁发到农民手中。到此，宣化

县的土改运动全部结束。据1954年4月宣化县公安局统计，全县共划定地主815户，富农

1689户，地、富合计户数占全县农户总数的5．2％，地、富合计户籍人口数占全县农业人口

总数的4．15％。据沙岭子、陈家房、杨家营、样田庄4个村统计，土改前，地主、富农户

占有土地总数的55．8％。

第二章 镇压反革命
1948年12月张家口市再次获得解放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及时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社会调查清理敌伪档案和审讯被俘人员，基本掌握敌伪在张家口

市的反动组织状况，计有国民党区分部60多个，国民党员约2000余人(包括张垣铁路局)；

从事特务活动的有120个单位(不含军队系统的谍报组织)，人员约500～600人。同时，张

家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设立“敌伪机关人员和蒋匪军官登记处”。在人民政

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敌伪人员纷纷前往登记，自1948年12月28日～1949年1月5日9

天时间内，登记的有国民党敌伪机关人员482人、伪军官105人。1948年12月25目～

1949年4月10日，收容处理敌伪散兵500人。同时，解散国民党统治压迫人民的基层伪保

甲机构，发动群众揭露伪保甲制度的反动性，对罪大恶极的伪保甲人员进行处理，计送法院

审判的4人，经区暂时扣押或退出贪污财物的39人。，到1949年2月底，全市62条街、27

个村新委任166个街长、村长。建立以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的新的街、村政府。

解放初的两年间，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大处理。但并未使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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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悔，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继续疯狂的进行破坏和捣乱。一部分被判轻刑的在监狱

一组织越狱逃跑，两年间共逃跑犯人41名。有的反革命分子暗地勾结串连，建立各种名目的

反革命组织，“华北反共抗俄联军”的总司令及下辖13路司令，全部是过去的汉奸、土匪头

子、敌伪军官；反革命武装组织“东进总队互14人全部是敌伪刑警特务。1950年美帝国主

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

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制造和传播“割蛋”、“挖心”、“割乳房”等谣

言，并装神弄鬼，抛砖打人，使全市的生产、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遵照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同年10月

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张家口市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

称“镇反”)。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1950年10月～1951年9月，主要开展取缔一贯

道、登记处理敌伪人员和集中处理积案三项工作；1951年9月～1952年10月，发动爱国教

徒取缔天主教内的反动组织“圣母军”。1952年10月～1953年5月，复查镇反不彻底地区，

进行判定备案工作。

第一节 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下的反动组织。张家口市的一贯道组织可分为

4大系统14派，有道首750人，道徒2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17％。其中3派在

抗日战争期间即有组织活动，1派是1946年传人的，其余10派都是在1948年后半年及解

放后传来的。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一贯道后，市政府于5月份进行正式登记取缔工作，

除逃跑隐匿者外，逮捕与登记131人，缴获白洋100余元及部分物品。7月，集中主要道首

52人，训练一个月后全部释放。取缔后的一贯道组织在取缔过程中并未停止其反革命活动，

政府明令取缔，它就改换名称，分散隐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建立联络指挥据点。相互间

单线联系。他们普遍新建“护道愿”及进行“八魔考道”、“过关”等活动来制止道首、道众

向政府坦白登记；建立“忏悔班”来恢复已登记坦白者的反动活动；多处开设商号以掩护其

反动活动。到1950年，其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他们针对人民政府的工作开展破坏活动，

以“三次世界大战要起”、“原子弹不炸原子人(指一贯道)”破坏抗美援朝；以“不爱不舍”

破坏土改；以书写反动标语、散布谣言攻击、污蔑领袖、党旗和解放军；以“求丹治病、

‘‘超拔亡魂”、“渡大仙”、“登云鞋”蒙蔽群众，敲诈勒索钱财。尤其是在夏季大造“割蛋”

谣言，指使道首打砖扔石，学鸡叫狼嚎，扮“白毛鬼”恐吓群众，破坏革命与生产，严重影

响社会安定。对此，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于9月、10月问破获代、忻、崞3派一贯道组织。

市军管会发布军管字第9号公告，通告一贯道道首登记悔过，道徒声明退道。11月4～19

日，先后有道首136人履行登记悔过自首手续，道徒1606人表示悔过声明退道。11月11

日，公安局依法逮捕一贯道道首康犯等13人。11月13日．枪毙反动道首张、柳2人。截

止12月初，共逮捕和登记自首的道首226人，声明退道的道徒2253人。1951年初，察哈

尔省政府指示要彻底消灭反革命组织一贯道，1月26日，以挖组织、挖罪恶、挖经济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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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未登记、假登记的道首进行大搜捕，连同在押者，共集中202名。为启发群众的政治

觉悟，使群众彻底认清一贯道反革命组织的本来面目，全市通过开代表会、群众大会、‘道徒

座谈会，通过漫画、黑板报、广播等宣传形式，发动广大道徒进行控诉。二区(桥西区)共

有948名道徒签名控诉，四区(茶坊区)有重点地发动道徒向道首要求进行清还道费，共偿

还道费2000余万元(旧币)。1951年2月19日，市公安局于桥东解放街广场举办一贯道反

革命罪行展览，参观群众达17万人次。截止3月20日，共逮捕和登记道首750人，道徒声

明退道的有5475人，没收为一贯道做掩护的商号、店铺13处，房屋67间，布匹、银元、

金戒指、现款等折合人民币69000余万元(旧币)。5月14日，人民政府枪毙反动道首姜、

孟等人。至此，张家口市对反革命组织一贯道的取缔暂告一段。

附：张家口市一贯道道首职别及处理情况表

张家口市一贯道道首职别及处理情况表
(单位：人)

≥≮ 前人 点传师 坛主 三才 合计 备注

项}迥
死刑 4 45 4 53 1、坛主内有2

徒刑 66 9 75
个职业坛主。

2、点传师内有
释放 209 280 16 505

27个职业点传
送原籍 17 7 3 27 师。

未处理 13 4 17

逃跑 42 19 61
●

未登记 4 8 12

总计 4 396 33l 19 750

第二节进行敌伪人员登记

1951年1月5日，市军管会通知所有顽伪还乡流散逃亡人员进行登记。10天时间里，

登记伪军官677人，在军队系统482人中，将级1人，校级46人，尉级435人；警察系统

“人；宪兵系统7人；其他124人。登记后宣布管制144人，扣捕61人。3月12～22日，

进行第二次登记，共登记516人，其中土匪1人，伪军官44人，伪行政人员72人，地主

228人，特务51人，反动党团骨干20人，其他100人。对拒不登记的逮捕106人。5月，

人民政府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镇压29名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负有血债的宪兵、匪徒、反攻倒算的恶霸地主，对一部分罪行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关、

管、放宽大处理，其中管制70人，判刑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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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集中处理积案

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高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立即实行收缩的方针，1951年3月，人

民政府集中力量处理积案。

处理积案先后搞了硒次。第一次是1951年3～4月初，主要是对过去重罪轻判的特别是

在定性上有错误的重新审判，对一批长押未决、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判决。共镇压

62人。1951年6月4日～7月23日，对截止1951年5月底289件未结的反革命案件进行第

二次集中处理。6月4日，成立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市清理积案委员会。6月10日～7月23

日，召开5次委员会会议，共讨论处理229名反革命分子，其中议定判处死刑的18人，死

缓2人，无期徒刑2人，15年以上徒刑11人，10年以上徒刑12人，5年以上徒刑55人，4

年以下徒刑117人，释放管制5人，转原籍处理7人。

第四节 取缔“圣母军"

“圣母军”又叫“圣母御侍团”，是天主教内部一个反共反人民的秘密国际组织。张家口

“圣母军”是这个反动组织的分支。。

张家口“圣母军”头目石德懋是比利时籍人，1905年来中国，曾是天主教西湾子教区

主教。他用从国民党那里领得的100多支枪和弹药，网罗逃亡地主、反动敌伪军官、特务分

子等，组成“教民自卫队”，勾结土匪石玉山部，惨杀崇礼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长刘勋和群众

80余人。并策划组织“圣母军”破坏天主教内爱国教徒的“三自”革新运动。

“圣母军”另一个头目兰宁，比利时籍人，1947年到中国，是石德懋的主要帮凶。

根据“圣母军”的罪恶事实，1951年9月20日，张家口市军管会、市公安局发布通

知，宣布“圣母军”各级组织必须立刻解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

惩办首恶分子，石德懋、兰宁逮捕后被驱逐出境，支会“职员”以上的反动分子必须到公安

机关登记，拒不登记者予以严惩。“圣母军”里的一般“团员”只要声明退出组织，停止活

动，断绝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联系，人民政府将不再深究。

第三章 “三反"、“五反”
张家口市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的，分别于1951

年底、1952年初开始，到1952年7月正式结束，历时半年。“三反”运动是在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反

对贪污)；“五反”则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

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两个运动交叉进行，相互促进。通

过运动，揭露党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加强了廉政建设，

有力地反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整顿了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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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象来看，其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贪污的数目。全市3年中仅揭发出来的浪费就近15

819885万元。三、处理5月底，“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市有12580

人参加运动。机关、工厂、企业、中等学校以上干部共3917人，参加“三反”运动的3

815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352人，占全体干部的34．52％，贪污总款数为102584

9万元。其中不以贪污分子论处者830人，占有贪污行为的61．39％。贪污1毳毳万元以下者762

人，贪污款数19390万元；贪污1毳毳万元以上的418人，款数147568万元；贪污10毳毳元

万以上者156人，款数447887万元。贪污分子中，中共党员414人，占贪污总人数的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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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全市工商户总数的1．6％。对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市委批准市人民法院、检察

署、总工会、工商联等单位组成人民法庭进行专门处理。到5月底。张家口市“五反”运动

基本结束。

全市私营工商界参加“五反”运动的共51个行业、3333个工商户，本着检查从严、处

理从宽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进一步核查落实，核定为守法户993户，基本守法户1882户，

半守法半违法405户，严重违法户40户，完全违法户13户。核定私营工商业者“五毒”违

法金额为：偷漏税698280万元，偷工减料230207万元，盗窃2187040万元，行贿182552

万元，合计3298079万元。补退户数由815户减为478户，补退金额由5647366万元减为

1779997万元。

1952年7月4日，张家口市政治协商委员会、政府委员会、节约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

通过《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全力投人生产建设的决议》。至此，张家口市的

“三反”、“五反”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第四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明隆庆四年(1507)，张家口辟为蒙汉“互市之所”。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辟“恰

克图”为两国边境商品交易市场后，张家口又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商品集散中心，张

家口的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初期，张家口已有大小商号、店铺、作坊7000余

家，旅蒙商贾1600余户，内外贸易额年达3亿两白银。其后，因受国内战乱、饥荒及蒙古

独立的影响，加之日本侵略者的垄断和国民党的腐败，使张家口的工商贸易一蹶不振，逐渐

衰败下来。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给予积极的扶植和帮助，使其有较快发展。同时，针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具有的两面性，为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

民生的消极作用，中共张家口市委员会(简称市委)、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根

据党的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按照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过程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8年12月～1953年5月。这一阶段，市委、市政府着重贯彻党的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积极扶植和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生

产，发展经营。

第二阶段，从1953年6月～1955年10月。这一阶段，党中央发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明确提出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按照总路线精神，市

委、市政府在巩固发展“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改造形式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开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工作。

第三阶段，从1955年11月～1956年底。全市掀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高

潮，绝大多数私营厂商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全市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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