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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篇 政党



在金溪县的历史上，中国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先后为执政党。

中国国民党金溪县临时党部成立于民国15年(1926)12月，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改组后的

中国国民党金溪县临时党部，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支援了北伐战争。民国16年4月，蒋

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国民党金溪县党部代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

镇压共产党扣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民国17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金溪县盘亭小组，10月，成立盘亭支部。民国19年底，随着中

国共产党金溪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卢春生的被捕牺牲，党的组织活动停止。1949年5月，中共金溪县

委员会成立，处于执政党地位。金溪县委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金溪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

时，也使自身经受各种考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中共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农工民主党金溪县支部自1975年建立以来，在中共金溪县委的领导下，遵循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努力为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大业贡献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分别建立了金溪县地方组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金溪县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自民国17年在县内成立地方组织后，组织活动在民国18～19年间达到高潮，党员人数

在高潮时期达到170余人。民国19年10月，随着党的创始人卢春生的牺牲，党的活动进入低潮，并逐

渐停止。民国38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金溪，组建中共金溪县委，确立了执政党的地位。

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担负起领导金溪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

的各级组织和机构，党的队伍不断壮大，至2004年，全县有党员9861名。

第一节早期组织及其活动

民国15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这时，在省立临川第七中学(是年底改为第八中学)读书的金溪

学生卢春生因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教育，从学校回到金溪，在县城邀集一些青年学生，倡

导组织了尚志娱乐会，会员有卢春生、詹谷存、王资生、张茂林等11人。他们白天以娱乐为由在一起

吹拉弹唱，夜晚聚在灯下传阅进步书刊，评论国家大事。

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攻占抚州，《向导》、《红灯》、《新青年》、《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报刊随之流入，广为传播，使该地的工人、农民、妇女、学生运动蓬勃兴起。

11月，中国共产党临川支部成立。金溪在临川读书的丁英、卢春生、王兰庆等人主动靠拢中共组

织，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2月，金溪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临时县党部。但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操纵了党

部大权，工农运动受到压抑。为此，卢春生、蔡菊圃先后到南昌和抚州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汇报情

况，请求援助。总政治部特派员陈奇涵(共产党员)即委派共产党员钟赤心以赣东特派员的身份来金

溪，改组了l临时县党部，使全县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2月底，卢春生、詹谷存等人在尚志娱

乐会的基础上，组织和领导各地求学回县的学生成立了金溪县学生联合会。与此同时，金溪县农民协

会、金溪县妇女解放协会也相继成立。所有这些，都为中共组织在金溪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民国16年1月，中共I临川县学生会支部成立。2月，在省立第八中学(校址在临川)读书的金溪

学生丁英、王兰庆、卢春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春生是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此后，在该校加入

党组织的还有周绍廉、张茂林、王资生等人。

民国17年8月，卢春生在省立第八中学初中毕业后，遵照中共临川县委指示回金溪筹建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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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春生首先在盘亭村发展卢福兴、蔡菊圃、米海鸿(又名翰如)、詹谷存等5人人党，建立了盘亭党小

组，卢福兴任组长。接着，又与王兰庆在黄狮渡发展党员7人，建立了黄狮渡党小组，王兰庆任组长；

与周绍廉在枫林发展党员6人，建立了枫林党小组，周绍廉任组长。10月，中共临川县委金溪支部在

盘亭成立，卢春生任书记。

民国18年5月，党支部决定采取“白皮红心”策略，派员打入国民党政府内任职。卢春生任县建

设局局员、县义务小学教员兼靖卫团师爷，詹谷存任县靖卫团主任，蔡菊圃任县财政局局员，米海鸿、

王兰庆任小学校长，王资生、张茂林任小学教员。都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党的组织得到

迅速发展，党员增加到100余人。

7月，中共临川中心县委决定将金溪支部扩建为金溪区委。派县委委员殷礼来金溪任区委书记，并

指定卢春生为组织委员，蔡菊圃为宣传委员，张茂林为统计调查委员，詹谷存为军事委员，王资生为

秘书，区委会设在左坊营私立浚智小学。

区委下设4个党支部：一是荣圩支部，由盘亭小组扩大而成，有党员30余人，卢福兴任书记。二

是枫林支部，由枫林小组扩大而成，有党员20余人，周绍廉任书记。三是黄狮渡支部，由黄狮渡小组

扩大而成，有党员10余人，王兰庆任书记。四是城区支部，有党员40余人，卢春生兼任书记。此外，

区委还先后建立了黄通、圩上、后车、横源、樟家源、里蔡源和军事7个党小组。

10月，国民革命军某师师长韦杵在临川组织赣东清乡剿匪委员会，并要在各县建立分会。中共金

溪区委决定派詹谷存、蔡菊圃打入赣东清乡剿匪委员会金溪分会为成员，以便掌握武装，监视敌人，

保护自己。

民国19年3月，殷礼离开金溪。4月，中共金溪区委改选，卢春生任书记兼组织委员。此时，全

县有党员170余人，区委会迁入县城王资生家。

10月9日，卢春生在盘亭被捕。区委成员蔡菊圃、王资生、张茂林等人避至农村，由王资生代理

区委书记，一面设法营救卢春生，一面鼓励党员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2月25日，卢春生在抚州牺牲，

形势急剧恶化，蔡菊圃、王资生两人前往上海，张茂林更名张茂森在浙江投考了国民党警官学校。至

此，金溪区委遭受破坏，革命活动停止。

民国20年1月，位于金(溪)资(溪)边界的枫林党支部，在李毓春的领导下与赣东北党组织取

得联系，接上了组织关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溪县委员会

县委及其工作机构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14军40师某部解放金溪。8日，中共赣东北区贵溪

地委在鹰潭镇(今鹰潭市)组建中共贵溪地委金溪县委，并任命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6大队房建平为

中共贵溪地委金溪县委书记。8月下旬，二野挺进西南，四野接管金溪。金溪划归抚州分区管辖。8月

31日，中共抚州分区地方委员会任命东北南下工作团干部、原辽宁省绥中县委副书记王炳田为中共抚

州分区金溪县委书记。

中共金溪县委成立后，在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新形

势下，由于主要领导经验不足，加之工作作风不够深入，致使全县工作出现被动局面。1951年12月，

金溪县委受到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的处分，17名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委书记王炳田、

县长杨建中被开除党籍(1983年5月，省委已予以纠正)。1952年10月，原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刘

农民接任中共金溪县委书记。

1956年4月以前，县委只设委员，未设常委。此后，始设常委。1958年11月，县委成立了书记

处，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等7名。1963年10月，根据中央精简整编的方针，县委撤消书记

处，复称县委书记、副书记。1965年6月以后，特别是在1967年2月以后，县委机关因受“文化大革

命”的冲击而瘫痪。1969年6月，成立中共金溪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971年1月，恢复中共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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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员会。

县委会机关．初设龚家巷女’。#’疑．后迂詹家湾．仰山书院、

再迁J口县衙院内．1 982年．迁入秀符大道新建的县委大院。

县委成_壶=初期．因工作人员少，没有没』：工作部门．只对县

委成员作了分丁：。1 9,t 9年9月，开始设立各职能机构。

2002年9月，《金溪县党政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县委

设置工作部门6个，归u管理机构2个：

办公室 l 949年9月没秘书室．1953年改名办公室。“文化

大革命”中被取消．1978年恢复。2002年．县委机要局、保密

委员会办公室(县囤家保密局)、督查搴并人县委办公室．为内

设机构．对外仍拄县委机要局、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县国家保密

局)、督查室牌子，政策研究室与县委办公室合署办公．县委信

访办公室(县政府信坊办公室)更名为县委信访局．增挂县政府

信访局牌子，归r】县委办公室管理，既是县委的工作机构，又是

县政府的工作机构。

组织部 】949年9月设立．“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1978

年3月恢复。1 985年4月，成立金溪县老于部局．属县委工作部

门。2002年，县委老r部局归rI县委组织部管理。】996年4月．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与县委组织部台署办公。

县委机关

宣传部 l 94 9年9，j设立．1 957年5月和文化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同年底复名寅传部．“文

化大革命”中被取消．1 978年3月恢复。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为内设机构．对外仍保留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统一战线工作部 l 952年10月设立．1 954年初被撒消，1956年7月恢复．1961年1月再次撤消．

1984年6月恢复。2002年．台湾工作办公室、侨务办公室、民族宗教事务局与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

公。

农村I作部1954年7月设立．“文化大革命”被取消．1984年6月恢复。l 990年改称农经委，

成为政府机构．后叉改名为农村工作办公室。1 992年成立县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无常设机构 2003年

4月重新成立农村工作部．增挂县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牌子。

政法委员会l 981年8月设立。1 989年1月撤消，成立中共金溪县委政法领导小组办公室，1 991

年6月重新恢复。社会治安综台治理委员会、610办公室与政法委员会台署办公。

县委直属事业单位

党校 1 959年4月成立，其前身名县委于校。】969年10月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978年3

月复名党校。

党史工作办公室 1985年3月成立．称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 991年9 J；_】改称党史工作办公宣。

与编史修志办公室(1991年9月改称地方志办公室)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员，

档案局 198]年12月成立，】984年j月撤消．1985年1 2月恢复．和档案馆合署办公。

县委曾设工作部门和直属单位

工业交通部 1956年7月设立．1962年7月撤消，l 981年12月恢复．名为J：交政冶部，1984年

5月再次撤消。

财政贸易工作部 1956年7月设立，I 963年9月撒消。l 964年6月恢复．名为财贸政治部。“文

化大革命”中被取消．机构不复存在。

《金溪报》社1956年6月成立，7月1日创办《金溪报一．系县委机关报 】959年8月31日停

刊。9月1日改为编发《金溪建没》．至l 96 J年6月停刊，报社也同时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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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下属组织

区委1949年6月，全县设一区(石门)、二区(陆坊)、三区(双塘)、四区(浒湾)区委。10

月，增设第五区(城厢)区委。1951年3月，增设第六区(琅琚)区委。1952年10月，增设第七区

(蒲塘)区委．．区委委员5～7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l～2人。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时，全

部撤消。

区工委1961年12月，全县设黄通、陆坊、双塘、琅琚、琉璃、石门、城关7个区工作委员会，

设书记1人，所辖公社党委书记为委员，1962年7月撤消。

公社(乡、镇、场)党委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时，全县设立陆坊、黄通、吻田、双塘、霞

澌、涂坊、浒湾、琅琚、厚山、左坊、石门、城关12个人民公社党委。委员7～9人，其中书记1人，

副书记1～2人。1967年2月，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机构瘫痪。1970年恢复人民公社党委。人民

公社、镇、场的规模几经调整，党委数亦随之变化。1984年5月，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镇体制，全县

设有：黄通、何源、对桥、陆坊、合市、琉璃、陈坊积、大仙岭、枫山、崇麓、琅琚、石门、左坊、

珊城、芦河15个乡党委，秀谷、浒湾、双塘3个镇党委，沟树垦殖场、华侨农场2个场党委。每个乡、

镇、场党委设委员7～11人不等，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3～4人。2001年9月撤并乡镇后，全县设

有黄通、对桥、陈坊积、琉璃、陆坊、石门6个乡党委，何源、双塘、合市、浒湾、琅琚、左坊、秀

谷7个镇党委和秀谷华侨农场党委。每个乡镇党委设委员7"-'9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2～3人。

县直属单位党委1990年7月以来，先后在公安局、经委、教育局、卫生局、供销社、林业局、

农业局、粮食局、商业局等9个单位建立党委。

县级政权、军队、政协党组织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于1984年10月设立。县人民委员会党组于

1962年11月设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1981年3月，金溪县人民政府恢复设立党组。县人民法

院党组、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均于1978年12月设立。县政协党组于1984年lo月设立。

198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溪县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溪县人民

武装委员会改为中共金溪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隶属中共金溪县委。1996年3月，县人武部收归军队，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溪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隶属中共抚州军分区委员会。

第三节县党代会

中共金溪县委白1954年10一--,2002年12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党员代表会议和11次党代表大会。

党员代表会议

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1954年10月18～24日在县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

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上，刘声钲作《关于金溪五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饶敬衡作《关于我

县1954年粮食征购工作计划的报告》，韩玉书作《关于支部领导建党提干工作的报告》，郑云龙作《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
’

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1955年9月1日至9日在县城召开。会议正式代表288人，列席代表102

人。会议讨论了县委《关于贯彻全省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精神，为完成1955年农业生产和粮食征、

购、销工作，以支援国家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的报告，审查通过《金溪

县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选举产生县监察委员会。会议向全县党员发出“要团结广大人民兢兢业

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迎接全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

建设计划的伟大任务而斗争”的号召。

会议选举刘声钲(兼)为县监委书记，刘富良为副书记。

党代表大会

中共金溪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27～5月1日在县城召开。大会正式代表130人(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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