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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林东晗

保定市发展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在

1922年冬．适逢纪念保定建党70周年前夕，第一部《中国

共产党保定市组织志》即将出版问世．这无疑是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无论作为现

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还是作为编纂这部专志的负责

人，或是仅仅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都由衷地为此而感到高

兴．

圣世修志，自古皆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

中央领导下，我国迅速步入一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久有。京畿重

地”之称的保定，也同全国一样，以其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协调发展的事实，揭开了历史名城崭新的一页．与经济

建设的大好形势相适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自身

建设亦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加强，使执政党的地位更为稳

固．党组织的作用更为明显，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更为得

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为高大．《中国共产党保定市

组织志》正是借此圣世之利应运而生。编纂成书．

志有。三责”．谓。识、明、公”．编志人员牢记此训，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严肃认真的态度，客观地、公正地、

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工作．为查阅资料、核对事实而四处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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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为补史之缺、详史之略而探索追求，为布局谋篇、遣词

用句而呕心沥血．如是历经三载披阅，几次增删，方始定

稿，交付印刷．但因保定建党较早，有些资料已难查证，加

之编志人员缺乏经验，致使这部志书尚有不少不尽人意之

处，．层管如此，它毕竟是我市第一部党的组织志，也毕竟不

失为一部求训致用的教育之作，彰往照来的存史之章．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这部中共保定市组织志，根据

。详今略古．详独略同，横排纵写，事以类从”的修志原则，

记载了自1922年冬至1988年底保定市党的组织机构沿革情

况，叙述了几十年间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情况，特别

注重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在稳定保定、发展

保定方面所做贡献的情况．一章一节，既有失误的教训，更

有成功的的经验；字里行间，既反映出对历史的客观性记

述，更表现出对事件的实质性探究，力求使读者易于从中较

为准确地把握我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规律，以资在如何进一

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如何更好地经受执政、改革开放和商

品经济的考验等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鉴古明今，获

得教益，坚定信念，不断进取．

志书出版之后，面临着怎样使用的问题．我真切地希

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当前大改革、大

开放、大发展的潮流中，抽时间对《中国共产党保定市组织

志》做些必要的阅读和研究．一方面对这部专志的不足之处

提出宝贵意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注意

从中汲取营养，以期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在组织和带领群众发展保定中取得新的成绩．唯有如此，才

能伊编修中共保定市组织志的主要目的得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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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组织机构沿革

第一节 中共保定市组织设置沿革
·(1922．12～1988．12)

一、建国前中共保定市领导机构沿革
(1 922．1 2～1 949．9)

保定是我国北方建党较早的城市之一．

保定党组织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21年夏，邓中夏在直隶高师任教期间，发展张毅先等4

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在育德中学发展了王锡疆、

安志成等人加入团组织．

1922年12月，中共北京区委根据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织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需要。批准育德中学王锡疆、安志

成、杨其刚、彭桂生等四人由团转党，并建立了中共保定小

组，组长王锡疆．中共保定小组隶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1923年7月。王锡疆离开保定，保定小组由张廷瑞负

责．

1925年春．随着保定城乡党员人数的增加．根据四大

党章关于。凡党员三人以上均可得成一支部”的规定，经中共

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保定支部，委员有：史文彬，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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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瑞、李培之；候补委员有：张福堂、戴培源．职责分工

是：史文彬任书记，张廷瑞负责党务工作，史文彬不在时

(史当时主要从事铁路工运)代理支部书记。李培之负责妇

女工作，张福堂负责青年团工作，戴培源负责工运．

1926年初，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经中共北方区

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大学学生彭

秀纶任书记，王志远、张秉钧、王佩珊(女)为委员．王志

远负责组织，张秉钧负责宣传，王佩珊负责妇女工作。

1926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将彭秀纶调回北京，派贾

纡清任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贾纡清任书记后未开展工

作，中共北方区委将其调回北京。5月，又派高风任中共保

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高风到任后，健全了中共保定地方

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由王志远任组织部长。谢光沛任宣

传部长，武述文负责统战工作，王秀峰(女)负责妇女工

作，丁春元负责青年工作，刘秀峰任机关支部书记．同时建

立了领导工运、学运、农运、妇运等专门委员会。

1926年9月19日凌晨，由于叛徒告密，中共保定地方

执行委员会遭到直系军阀的严重破坏，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全

体成员及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人被捕，书记高风、委员武述

文壮烈牺牲。保定的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市内无统一领导机

构。

192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j由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派

王廷弼(王正)到保定复建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保定特支，

负责领导市内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韩温冬，办公地址在直

隶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特支隶属中共顺直省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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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定市组织设置沿革表
’

·

(1 922．12一l 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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