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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志·中共青川县委统战志 序

序

青川建置，史籍记载于秦末汉初，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因战乱频繁、

分合迁徙等历史原因，前辈没有给我们留下志书，而成为有史无志的空白。“治

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实现“小康’’乃千秋大业，振兴青川，

需稽历史经验。《(青川县志·中共青川县委统战志》在中共青川县委的领导和青

川县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作为地方基层统战

组织建设的一部志书，即将和大家见面，这是我县统战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饱经帝国主义列强践

踏之苦。青川人民在反封建帝制、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中作过贡献。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青川又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阔步前进。青川的

今天、昨天和前天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从许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具体活

动中，了解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掌握其发展规律，认识客观世界，明憎爱，

辩是非，了解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勤劳朴实的青川人民，满腔热情地为发

展党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广交朋友，团结同志，争取人心，凝聚力

量，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树造丰碑。

县统一战线工作部建立以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

劫，七十年代后期恢复的统战部，十分重视《青川县志·统战志》的编修工作。

1 986年春，统战部作出了编修统战志的决定，并抽专门人员修志，由于诸多原

因未付印，但仍做了大量工作，为今天的修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志成书之际，我仅代表中共青川县委统战部并以个人名义向为争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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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民自己的权力而英勇牺牲的有志之士、革命先烈、革命老前辈表示崇高致

意，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为本志编写而不懈努力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又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的事业正义光荣，人民的历史亘古辉煌。我国人民的一

切权力永远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政权和为人类解放

事业建树的功勋与宇宙共存，与日月同辉。

中共青川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柳树君

2004年秋于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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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方针．

二、本志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单位档案室和少数口碑。

三、本志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后记。

四、本志采取志、记、传、表、录记述，以志为主。结构分章、节、目，用简

明的语言记述，各章之前设短言扼述其要。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分别纳入大事记和有

关章、节。

五、断限年代，因青川无旧志，上限未限，有资料即记，下限至2002年。

六、称谓、人名、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各朝代政权、党派、群团

按历史名称书写，不加褒贬。地名用历史地名、夹注今名。

七、本志使用“解放前竹和“解放后"一语，特指1 949年1 2月19日青川解

放为时限。

八、中华民国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后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出现

时写全称，后简称人民共和国。各界人士代表委员会简称“各代会"。九三学社与

广元合作简称“九广合作"。(1984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川县委员会成

立，各界人士学习会即隶属政协组织机构。)

九、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选择对推动青川历史有较大贡献的和少数阻碍

历史前进的各界人物入志。对有贡献的生人，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十、重要决议、决定未库入文存。

十一、1968年至1973年因统战机构瘫痪，未列“大事记"。

十二、2003年至2005年，列“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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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川位于四川省北部边缘，北连甘肃之

文县、武都，东北界陕西之宁强，东南接广

元市中区，西南邻平武、江油。总面积3269

平方公里。2002年底，辖9镇28乡271村

15个居民委员会，1952个村民小组，总人

口25万人，是红军战斗过的具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地方。

1935年4月，红军长征在青川期间，向

工农兵各界人士宣传统战政策，除打土豪外

一律秋毫无犯，尤重少数民族工作。在青溪、

桥楼分别建立了回族乡、村苏维埃。其他乡

凡回汉杂居者，苏维埃政权组织中均选有回

族干部。严肃军纪，尊重回民风俗。红军指

挥部设蒿溪“拱北”时，红军首长亲自送礼

品给阿訇，征得同意后始进驻。悬马关战斗

得到了回民马登文等人冒死送粮秣弹药支

援。至今尚保存于县文化馆内的红军宣传文

告中，有五条是尊重和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

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后，所建政权、武装组织

随之消失。赤水县苏维埃主席肖洪泽被国民

党反动派杀害。9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转战南北。其中代表人物有：参加抗美援朝

任军长的侯文洲，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文

忠，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徐

浩，有身经百战号称常胜军的唐国金等。

1939年3月至1946年lO月，党组织

先后从阆中地委、阆中驻军潘文华部(特支)

派中共党员彭剑秋(女)、秦润奎、李代斌

等人来青川搞匪运、工运、群运工作。青川

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号召，发起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

亡”的爱国抗日运动。八年抗日战争，共捐

献现金1614．2万元(旧币)，动员回汉青年

1767人参加抗日军队，开赴前线，杀敌建

功。1946年5月11日，又先后从延安派中

共党员史册、谈长青来青川开展地下活动，

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成功地截运国民党

政府大米5000余斤支援解放军过境部队，

粉碎了国民党青川县县长曾汉强、国大代表

罗经纶、省参议员魏甲先等反共联盟的反革

命活动，迎接青川解放。

解放后，分化瓦解，争取上层，稳定中

层，发动基层。1950年元旦，各界代表齐

聚县城，庆祝成立青川县人民政府。根据川

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必须建立强大的统一

战线，共同建设新川北’’的指示精神，在县

人民政府内安排了一批党外人士任领导职

务。3月，首届县各界人士代表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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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名代表中，非党人士占80％。征粮、

剿匪、减租退押工作中将各界上层人士26

人分别安排在六个委员会，起稳定和带动一

批人的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界

知名人士4000多人参加和平签名、捐献和

游行示威。在土地改革中．组织各界人士

44人分赴全县各地参观土改，起到了争取

绝大多数的作用。土改后在各界常委会设学

委会，组织党外人士学习。同时列出受保护

的党外人士42人名单。安排山露生、王绍

槐、冯上达等三位老秀才为常委会住会委

员。成立工商工作委员会，贯彻党对工商业

的政策。12月，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

位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学习，春节举行联欢

活动，以九五折优惠供应日用、副食品给回

民。1954年，安排名老中医李锡章为县人

民代表，按程序申报被专署评为高级知识分

子。1955年，根据“通通摆平，皆大欢喜，

不漏一人”的原则，安排11名民主人士为

县人民代表，其中有6名为县人民委员会委

员。并对起义军官、国民党政府官吏和知识

分子中的代表人物9人作了安排。1956年，

成立工商工作领导小组，对私营商业和小手

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组成了各种形式

的合作组织。1957年，发展两名知识分子

入党，选送24人到省、地政治学校学习。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

被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在政界、工商界号

召向党交心，在各界人士中开展了“插红

旗"、“拔白旗”运动，要求改变立场观点。

1959年，解决工商、医药卫生界工资下降

和下放人员收回安置问题。1960年，贯彻

“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方针，

“坚持和风细雨的正面教育’’。后又贯彻“大

有进步、还要改造"的精神，96人修订了

自我改造计划。1962年，在机关贯彻“关

于党和非党合作共事关系”。1963年，组织

党外人士87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决定将小商贩部分收回商店。1966

年初，组织各界人士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

(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

移山》)和《实践论》，“活学活用”。同时贯

彻对党外人士要“松一松"，对右派分子“政

治上从严，生活上给出路”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人士被诬为

“牛鬼蛇神”遭揪斗，被下放“五七’’农场

(1968年农场改为“五七”干校)，集中强

制改造。县委统战部机构被砸，人员被调走

或离开，被迫停止了工作。回民“清真寺"

被破坏和撤毁。1975年，才落实了党外人

士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统战工作纳

入了党委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规定，1979年，开始对“文革”中及以前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统战对象中被错戴

帽、错判、错开除公职的276起案件进行了

复查，都实事求是的作了纠正，恢复了这些

同志的政治名誉，消除了不良影响。对全县

92名起义投诚人员颁发了《证书》。

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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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79年，恢

复了各界人士学蒜委员会0 1984年，青川

县政协委员会成立，经过五次换届逐步健全

了政协机构．加强了组织建设：县委、政府

非常重视夫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先后以青委[1988]42号、[1989138号、

c1990]47号文件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挥人

民政协职能作用的决定》之《关于贯彻中共中

央[1989]14号文件韵意见》和批转了县政

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实施细则》。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一系列指示。1987年以来，县

委、政府制定和不断完善了对知识分子的优

惠措施和奖励规定，在1986年全面普查知

识分子的基础上进行了科技职称的考评工

作，先后授予高级职称38人．中级职称648

人，初级职称1956人。并颁发证书。对有

突出贡献和被广元市授予科技拔尖人才的

9名党外知识分子给予了物质奖励。

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党外干部有突破

性进展。安排作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非

党人士比铹都符合上级规定。在县人大常委

会(1980年12月建立)中有三分之一的党

外人士，政协常委中党外人士占到63％一

65％。每届人大有非党专职副主任一名，每

届政协有非党副主席2至3名。政府选配了

一名非党副县长。先后在国土、财政、统计

等23个局级单位和37个乡镇(1992年10

月为正科级单位)任命非党副科级以上干部

180多人。

开展以台湾工作为中心的海外统战工

作。争取团结广大港、澳、台词缒和海外侨

胞为促进和平统一祖国建畜献策◇1982年

开始，先后至次普查海外关系。经过十多年

来的不断扩大交往，二全县登诸建卡台胞77

户346人，·一县内亲属。160户654人，侨胞

46户99人，侨属37户l 13人。自i987年

n月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以来，

我县去台人员先后已有Z0多人返乡探亲善

井有一人回乡定居。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

指引下，对外宣传青川的优势，邀请和接待

了来自日本、美国、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专家、学者、客商共150多人来青川

观光、考察、交流学术、洽谈贸易、拍摄电

影，打开了青川外事活动的新局面。

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少数民族

和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县

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82]19号文

件精神和加强民族宗教工作的有关精神，于

1984年建立了民族宗教事务科，把民族宗

教工作纳入了党委、政府工作日程。先后在

回民聚居的蒿溪、大院成立了两个回族乡政

府，拨款8万多元维修和新建了六个清真

寺。积极争取政策，纳入扶贫规划，十多年

来给回民地区拨款800多万元，发展民族地

区经济。同时，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员，安排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界人

士进入人大、政协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增强

了民族团结，促进了社会稳定。

筹备恢复“青川县工商业联合会’’。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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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县委作出了恢复县工商联的决定，并批

准成立了筹备小组。在县委领导和各方面支

25年后又重新开展工作。

开展统战理论研究。1987年，成立了

持下，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于1990年ll～ “青川县统战理论研究会"，发展会员52

月23日，召开了青川县工商业族合会第七誊一人，撰≤建论文章80多篇，评选出有价值
届会员代表大会。县委、政府为工商联开展

工作，解决筹备和开办经费1．2万元，并落

实宁原工商联的房屋产权，解决了办公用

房，1 j配备7专职午部。；j县工商联停止活动：

的统战理论文章25篇。充分体现了“双百"

方针，发挥了学术民主，在解决统战理论服

务和指孪统战卖暖芳荷迈开亍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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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 935)

4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30、3l军一部

北上抗日，途经青川，相继解放全境。

4月10日，红军首长徐向前、李先念、

陈昌浩于县内蒿溪“拱北”设立指挥部，指

挥摩天岭、悬马关、平台山诸战斗，并同时

组建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97个(其

中青溪回族乡苏维埃、桥楼乡河西回族村苏

维埃各一个)，领导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

地，筹建了赤水县苏维埃政府。

4月30日，红军撤离青川，组织动员

9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长征。

5月6日，赤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洪

泽不幸被还乡团抓捕，杀害于青溪西门外纸

厂沟河坝。

8月1日，四川省第十四行政监察专员

公署训令：撤青川分县地入平武县置第三

区，并委任廖钧吾为首任区长。

民国二十六年(1 937)

7月7日，侵华日军开始了全国性的侵

华战争。首先在青川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成都及外地读书的大中学生利用寒暑假
，

回家乡向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县域一批爱国人士组织“抗战剧

团"，先后在青溪、桥楼、三锅等地巡回演

出抗战话剧，演唱抗战歌曲。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川军123师师长王铭章奉命出川抗日，

路过青川受到地方豪绅款待，123师亦送步

枪50支给国民党青川县政府维护社会治

安。

民国二十八年(1939)

2月，昭化县城区小学负责人李嘉喜派

教师彭剑秋(女)，李传芝到白水小学教书，

3月被阆中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杨建华发展

为中共党员，她组织学校师生上街宣传抗日

救国真理，还与白水知名人士杜金锐、董正

治等人组织“白水乡农商联合救国会"抗日

团体。后因身份暴露，同年8月被上级党组

织疏送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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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1 940)

春，县人马康氏在青溪创办了第一个石

印社(可印制“布告"之类)，为青川工业

之首例，1951年被青川县人民政府接管。

民国三十一年(1 942)

2月，国民党潘文华部队军支(中共

特别支部)党员秦润奎、支部书记李代斌

等奉上级命令到川北山区的广元、青川、

平武、南坪等县建立革命根据地，从事地

下“匪运”、“群运"等工作。在青川与地

方封建势力头目韩仁品、杨发庚、马亮、

王得一、曾国良、黄天良、尹庆成等广泛

接触，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暗地策划武器

投放，组织地下武装，广交朋友，结伙种

烟，筹集资金，策划购买枪支运往延安。

不幸于1948年1月24日在关庄上场口被

国民党青川县政府逮捕，同年2月27日被

国民党杀害于十四行政监察专员公署保安

司令部驻地剑阁小东门外。

6月17日，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

21 174号训令饬郑国梁，以平武县第三区与

昭化县所属天隍、凉葛两乡筹建青川县，属

四川省第十四行政区。

8月1日，郑国梁到职任县长，青川县

政府组成，县城仍定青溪。此时，国民党势

力进入青川，建立县党部、发展党员。

民国三十二年(1 943)一

冬，成立青川县临时参议会。改青川邮

政所为邮政局。并先后成立青川县农会，青

川县商业同业公会，推选魏兆卿为会长。

会。

民国三十三年(1 944)

夏，成立青川县救济院。

民国三十四年(1 945)

春，成立青川县教育会，青川县医师工

民国三十五年(1946)

2月，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训练学习结

业的学员谈长清、史册先后奉派潜回四川开

展地下工作。因分头返川的负责人阮自强遭

敌遇难，未接上组织关系。同年6月，谈给

人下苦力来到青溪，与史册突然相遇，他俩

经过商量决定：史在县城(青溪)开展活动，

谈到农村工作。

民国三十／k年(1949)

9月4日早饭后，县城驻军头目和伪警

察中队长以县长曾汉强找史册谈话为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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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将史逮捕，关押在县政府内。并多次进行

审讯，要史承认是共产党员，要史在审讯记

录上签字，史要求他们在记录上删去史册是

共产党员才签字。

12月初，曲河乡乡长王旭阳委派杜国

家带曲河民众40余人去平武南坝运大米，

杜动身前向地下工作者谈长青汇报了这一

情况，即商定改变运粮路线，将5000多斤

大米截运到曲河黑旋山囤藏，待解放军进入

青川急用时，谈就组织群众把大米运到青

溪，支援解放军。

12月17日，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情

况下，国民党青川县县长曾汉强、国大代表

罗经纶、省参议员魏甲先率党、政、军、警、

特100余人、枪、电台、大洋、大烟等仓惶

逃往曲河三纂山盘踞，并挟持地下党员史册

妄图杀害。

12月19日凌晨，曲河地下党负责人谈

长青组织的群众武装将曾汉强等人包围，迫

使其缴械投降，史册得营救，从而瓦解了青

川反共组织的政治、军事指挥部。同时，也

为顺利解放青川，人民生命财产、历史档案

资料免遭损失立下了功劳。

12月19日，县城青溪解放。当晚，由

62军某团宣传股长卢建贤主持召开有王耀

庭、王喜元、米文诗、曹锡荣、周基贤等人

参加的会议，传达上级对青川在军管期间要

做好社会稳定和支前工作的指示精神。并成

立了军管会，卢建贤为主任、米文诗、史册

为副主任。

．1n．

12月22日，《约法八章》公告全县各

主要场镇。

12月26日，卢建贤离开县城到曲河、

占城(前进)、关庄、乐安等地与王得一、

韩仁品、曾国梁等面对面交待政策，解除顾

虑，并作为特邀代表请全县封建头子参加青

川解放和成立“青川县人民政府"庆祝大会。

1 950年

1月1日，青川县人民政府在青溪宣告

成立，开创了青川历史的新纪元。全县各地

各界代表云集，万众欢腾。会后及时对各界

人士宣传政策，分别做争取、团结、分化、

稳定工作。

3月20日至28日，召开首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200名代表中，安排党外人士占

80％以上，将地方上层人士、开明人士安排

为各代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青川境内有400

多条枪支的17股地方武装势力未敢轻举妄

动。

6月下旬，恶霸、匪首贾应坤派爪牙在

鱼洞坝潜伏，枪杀从新顺征粮归来的大石乡

副乡长赵应成等5人，并带领匪徒和部分群

众围攻大石坝，进行叛乱活动。我人民解放

军三位副营长率三个连对贾进行围剿，叛匪

遂溃逃。这次实为全县剿匪之先声。

8月9日，县委决定将魏甲先、王得一等

26人分别安排在征粮、剿匪、农协、各界常

委、妇女等六个委员会中。起到了带头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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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批人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的作用。

9月15日至20日，召开第一届第二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259人，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韩子英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并通过了《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宣

传减租退押》、《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协助

政府搞好救灾工作》的决议。

10月27日，川北行署派出以少数民族

事务委员会主任马腾九为团长的少数民族

访问团，携带药品、礼物、慰问信，代表行

署主任胡耀邦前往平武、青川等九县，对回

族群众进行了访问，回民深受感动。

12月15日至20日，召开第一届第三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党外人士中增加代

表50名。同时成立了“青川县抗美援朝工

作委员会”，通过了《发动群众，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决议。各区、乡分别成立了支

会。这些机构中均安排了党外爱国人士。

12月20日，青川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

委员会在县城青溪成立。

1 951年

1月6日，在县城青溪举行了有4000

多人参加的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活动，发表了

《抗美援朝宣言》，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

了致敬电。

1月25日，青川县工商业联合会正式

成立，选举曾昌五为主任委员、黄光华、肖

正兴为副主任委员。同时接收了旧商会。

2月，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抗美援

朝誓师游行大会，掀起了“和平签名运动”

新高潮，开展了捐献活动。至4月6日止统

计，全县有62200人签名，至6月底共捐献

人民币15850元。

5月25日至30日，在新县城乔庄召开

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

代表220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赵大兴

所作的《五个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

报告》，通过了《政府施政方针》决议。会

议决定各代会常委会下设文教、生产建设、

剿匪、禁烟、农业税评、保卫世界和平反对

美国侵略、财经和乡、村划分等八个委员会。

会议还通过了组建人民法院的决议。

6月，成立青川县清理稽查工作委员会。

安排教育界、工商界、卫生界开明人士为委员。

改组了县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变动大。

10月，根据川北区党委组织、统战两

部指示，建立了中共青川县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由组织部长、干事兼理工作。

10月27日至11月18日，在平武县龙

安镇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会议由广元行政专员公署主持，平武、

青川两县代表参加，青川出席会议代表191

人，会议主要学习了《土地改革法》。同时，

传达了川北区党委召开的第二次统战工作

会议精神。

11月17日，中共青川县委发出了《统

一战线工作初步计划》(草案)，《计划》要

求做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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