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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 中国共产党分宜地方组织

第一章 中共分宜县地下组织

第一节 中共分宜县党组织早期活动

外地来县党员

钟亮畴，原名王子钰，又名王炼百，安福县金田乡人，省立吉安师范毕业。1926年(民国

十五年)11月，受吉安特别支部派遣来分宜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第一批党员。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分宜，到南昌、修水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6月7日在修

水县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本县入党党员

1926年11月，钟亮畴在分宜发展第一批党员3名。

赵挺秀字雁州，号兰谷，1894年生于新祉乡。1916年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毕业回到分宜，在县城创办模范小学，建立进步组织——卫学社。1926年7月积极

领导分宜各地筹建农民协会，10月在北伐军协助下，国民党分宜县党部成立，赵挺秀任秘书

长。是年冬分宜县农民协会成立，赵挺秀当选主席，经钟亮畴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挺秀遭通缉被迫离开分宜到江西龙南县，做该县县长张维(分

宜大岗山乡人，赵少年好友)的秘书。不久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关押在南昌“惩共”监狱，县

内进步人士组织营救无果。分宜当局派人到南昌买通狱卒，在食物中投毒，赵于1929年7

月19 Et被害死狱中，时年35岁。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彭挺生又名彭张权，1896年生于钤阳西岗村。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19年在县

模范小学教书，和赵挺秀一起建立进步组织“卫学社”，经钟亮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农村从事医务工作。1960年病故。

胡发云 1899年生于新祉乡金鸡铺村。1926年在县农民协会任交通员，12月经钟亮

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同年11月7日，以湘赣省苏维埃

工农兵代表身份，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毛泽东同志。共和国成

立后曾任政协分宜县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病故。

分宜籍在外入党党员

1926年冬，在吉安教书的分宜人彭树德、刘辉煌，经李景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分宜籍早期党员。

彭树德化名甘西林，1899年8月生于松山乡船形上村。吉安师范毕业，1926年11

月，在吉安经李景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党的指示在分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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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边界组织游击队。1927年任吉分边界游击队参谋，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九纵队一中

队参谋，1928年任赣西游击一大队参谋长，配合和领导袁水以南农民暴动。1929年2月7

日，彭率赣西游击一大队首次攻克分宜城。1929年6月，在九龙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

牺牲。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刘辉煌又名刘心湛，1894年生于苑坑乡上施村。临江师范毕业，曾在吉安油田教书。

1926年冬由李景云介绍入党。1928年6月，在筹划袁水南岸农民暴动中，被捕入狱，1929

年2月7日游击队攻克分宜城后获救出狱。1930年初，刘辉煌负责筹建县委和县苏维埃，

任临时县委书记。4月县委正式成立，上级派来书记，刘辉煌任县委秘书长。1931年由于肃

反扩大化，被指控为“AB团”分子，错杀于苑坑田心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中共模范小学党小组

1926年(民国十五年)11月，中共吉安特别支部派共产党员钟亮畴来分宜发展党组织，

12月在县城模范小学建立党小组。赵挺秀任组长。

中共田心党支部

1927年秋，共产党员刘辉煌、彭树德从吉安回到分宜，介绍刘文臣、刘绍昆、刘仁生、刘

日华、谢增云、郭绪光入党，在苑坑乡田心村建立分宜第一个党支部，隶属吉安县延福区党委

领导。刘辉煌任书记。

中共安分边界区委员会

1928年冬，在分宜、安福两县交界处苍坑村，成立中共安分边界区委员会。隶属中共赣

西特委领导。黄春才任书记。

第二节 中共分宜县行委

1930(民国十九年)年初，中共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派人到分宜筹建中共分宜县委。2

月，在苑坑乡道岭上村成立中共分宜临时县委，刘辉煌任书记。

1930年4月，在松山村召开全县党、团员代表大会，宣布中共分宜县委员会成立，机关

驻道岭上村，隶属中共北路行委领导。10月，红军主力(红三军)攻克分宜城，县委、县苏维

埃从农村迁驻县城，根据省行委通知，县委改称县行委。11月8日，红军主力(红三军)撤离

分宜，9日国民党军77师罗霖部乘机袭击县城，使县行委遭受重大伤亡，随后迁入苑坑乡礼

家陇村。年底，接上级通知县行委又复称县委。

县行委及部门领导

1930—1932年，先后担任县行委书记6人，副书记2人，秘书长、组织部长、妇运会书记

5人。

书 记

罗石坡

罗日光

胡竹青

副书记．

汪云从

秘书长

(1930．4—1930．5)

(1930．8—1930．10)

(1930．11—1931．5)

罗传轩(1930．5—1930．8)

赵浩卞(1930．10—1930．11)

曾凯然(1931．5—1932．2)

(1930。10—1930．11) 宋有茂(1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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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煌(1930．4—1930．12)

组织部长

傅发良(1930．4—1930．12)

妇运会书记

胡瑞英(1930．4～1930．12) 周桂英(1930．11～1931．5)

李春香(1931．5—1932．2)

下辖组织机构

1930年县行委和县苏维埃成立后，着手划区分乡，设上南、中南、下南3个区，建立中共

区委会。

中共上南区委员会——中共东南区委员会1930年4月成立，驻大岗山坊上村，1931

年底改称中共东南区委员会，驻地未变。书记：吴合德、李汪平、李斐章、熊元亨。

中共中南区委员会一中共一区委员会1930年4月成立，驻松山村。1931年改称中
共一区委员会，驻地未变。书记：李友厚、周和昌、欧阳国庆、张金星、卢云炳。

中共下南区委员会一中共-'-I夏委员会1930年4月成立，驻苑坑北坑村，1931年改
称中共二区委员会，驻地未变。书记：袁化清、李集珍、李人厚、李集裕、李笋。

中共洋田边界区委员会1930年lO月，红军主力(红三军)进驻分宜，帮助建立苏维埃

政权，扩大了苏区地域。随着苏区的扩大，分宜县行委决定在分宜与新余两县交界处设立洋

田边界区委，驻洋田村。

中共冶元边界区委员会1930年10月，分宜县行委决定在分宜苏区与县城白区交界

处设立冶元边界区委，驻冶元村。潘安泰任书记。

第三节 中共分宜中心县委

中共分宜中心县委前身为中共赣西特委北路行委(曾称北路特委)。北路行委以在湘

赣苏区以北而命名，包括分宜、新余、峡江、吉安、吉水、安福、宜春7县相接边区，是湘赣革命

根据地重要组成部份。

1932年(国民二十一年)2月，中共湘赣省委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决定撤消中共北路

行委和分宜县委，成立中共分宜中心县委。1932年3月26日至4月1日，在分宜县松山村

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道蕴等5人为中共分宜中心县委常委。历任书记如下：

李道蕴1932年3～5月

王豪1932年5～6月

郭安仁1932年6—10月

．何健略1932年lO月至1933年4月(后叛变)

陈为1933年4～5月

尹人贵1933年5月

曾竹山 1933年5月至1934年4月

1933年6月，原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受“左”倾路线打击，被撤消职务，来分宜苏区

协助中心县委工作，时约半年。

1934年4月，因根据地缩小，中共分宜中心县委改为分、新、峡县委，曾竹山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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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罗海华继任。

第四节 中共新分县委和新分上县委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冬，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随红十六师转战万载、宜春、

分宜，然后沿袁水东进，在新余、分宜、上高三县交界处的蒙山地区成立新分县委，管辖分宜

县有高岚、洞村、杨桥三个区委。伍春莲任书记。

1934年3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撤销新分县委，成立中共新(余)分(宜)上(高)中心

县委(又称上分新中心县委)，划分上高田心、新崇，分宜高岚、洞村、双林、杨桥，新余白梅、

棣村8个区委，共25个支部，140多名党员。中心县委机关曾一度设于分宜杨桥，隶属中共

湘鄂赣省委。黄唏任书记，欧阳修任副书记。

第二章 中共分宜县委

第一节 县委及所属机构

县委沿革及领导更迭

1弘9年7月1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分宜。受中共江西省委指派，由韩慰农、赵立达、程

时辐、许教敏、曹锡甫、潘永志、路清元、毕仁轩、邹国选、刘涛、胡殿仁、吕凡、曲祥惠、曲淑珍

(女)、谢殿升、邵庆海、傅恩风、江淳洋、王立南、张黎、梁树林、王学增、革封、石捷夫、郑华

堂、刘玉芬(女)、辛万春、李谟良、刘德成、王增学等30人(中共党员29人)组成的南下干部

大队由韩慰农和赵立达同志带领于16日下午到达县城。该干部大队在南昌待命期间，已组

建中共分宜县委员会，韩慰农任书记，赵立达、程时辐为委员。17日，中共分宜县委员会在

县城原裕民银行正式办公。

1956年5月，召开中共分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分宦县第一届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

1959年1月5日，县委成立书记处，设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

1964年2月，省委决定取消各地、市、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称书记，第二书记、书记改

称副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1月30日，县委被“造反派”夺权，停止正常

工作。

1968年2月，成立分宜县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

1969年8月16--日，成立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6人。‘1971年2月，撤

销核心小组，恢复中共分宜县委。

县委成立以来，隶属关系几经变更：1949年7月至1952年9月归袁州地委领导；1952

年9月因袁州地委与南昌地委合并，归南昌地委领导。1958年10月至1983年7月归宜春

地委领导。1983年7月起归新余市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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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 分宜县1949年7月至1956年5月县委正、副书记及委员名单

表20一2 分宜县1956年5月至2005年县委正、副书记、常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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