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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苏长荣

在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际，《中共张店党史大事记》

(1921----1995)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在

此，谨向在张店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我区党史工作者表．

示诚挚的感谢。
”

、

张店是全省建立党的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中国

共产党创立伊始，中共山东直属支部就派员来张店开展五

农运动，播撒革命的火种。1924年，中国共产党张店车站支
‘

部的建立宛如星星之火，揭开了张店革命斗争史的新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张店地区党组织又发动和带领群众投身到’

抗日救亡的潮流中。1937年12月26日，按照省委的指示，

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领导举行了著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

起义，拉开了淄博人民武装抗El的序幕。在党的领导下，活

动在张店地区的胶济大队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与日伪军周旋，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效地

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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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解放战争期间，张店地区党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同国

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激烈的斗争。1946年6月8日，张店第

一次解放，成立了张店区人民政府。自此，张店作为一个独

立的县级行政区划出现在祖国大地上。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张店

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区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

时期，胜利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工作，成功地实现

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定

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锐意革新，全力加快发展，“两个文明’’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张店党组织的历史是前仆后继、英勇

奋斗的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共张店党史大事记》是张店基

层党组织的历史的骨架和经纬，全面反映了张店基层党组

织几十年来的奋斗历程，是我们学习革命先辈不怕牺牲、英

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

苦奋斗教育和热爱张店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做出

的正确选择。过去，我们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今天，我1'rlm

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

能取得胜利。

一部张店党史，就是张店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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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是党组织领导张店人民奋斗前进的历史。从张店地

方党组织的发展历程看，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且党的

领导坚强有力，我们的事业就突飞猛进，兴旺发达。我们坚

定地相信，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但只要

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胜利。

一部张店党史，是无数革命前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

勇往直前的历史，是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奋斗，不断开创伟

大事业的历史。学习张店党史，可以使我们更加缅怀革命前

辈建立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

精神，更加珍惜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

信念，为实现党的最终目的而奋斗l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增强

党性，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改革开放、

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贯

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争创新的业绩。
。

一部张店党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学

习张店党史，可以使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启迪，增长智

慧，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减少和避免

失误。

在《张店党史大事记》的编写过程中，原区党史委和区

档案局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



资料中披沙拣金，精心筛选，历经数载，编写出了这部《大事

记》，为我区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做出了贡献。在此，谨向他

们表示感谢。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

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在改革开放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坚定信念，加倍努力，

勤奋工作，努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凡 例

一、本书主要记述1921～1995年间，中国共产党各级

组织在张店所属区域内发生的较大活动和重要历史事件。

全书分为概述、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9部分。

二、本书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历史事件。所收条目，分年按月、日逐条记载，具体时间不清

的，以月、季记之。对持续时间较长的事件，尽量在一个条目

中记述始末。时间跨度较大，演变过程复杂的事件，依历史

进程分条记载。 ．

。

‘

三、由于张店地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属

于多县分治，在某些一般性事件的叙述中，为避免与兄弟区

县过多重复，故仅就现在张店区内的部分加以记述，张店区

境以外者省略。 ，

四、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

战争初期建立的党支部，都尽可能地详记。自抗日战争中

期，区级党组织建立后，各村党支部建立及一般性活动均未



2 凡例

记述。对建国后张店区委、区政府所属部门变动及军、群组

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更，一般不作记述。‘

五、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均按当时的历史情况记述，以

后发生变故而未在条目中予以说明的，及未查清或尚存争

议的，均以附注说明。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或习惯称谓。引用原文的条目，以

引号标明。

六、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张店历年工农业生产情况的

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区统计局的年报。在区委有关会议或文

件中出现的数字，由于提供的时间和统计口径的差异等原

因，往往与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不尽一致，本书仍保留了会

议或文件的原貌。

七、区级党政领导人．在换届的条目中都一一列述。对

于非换届调任、调离的，“文化大革命"前区委正副书记及区

长均记；其后，只记区委书记、区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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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张店是淄博市的一个行政区，中共淄博市委、市政府机

关驻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区辖9镇、6个办事

处、141个行政村和101个居民委员会，总面积272平方公

里，52．51万人。

张店一名源于辽金时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在

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其行政区域屡变，但始终分属长山、桓．。

台、淄川、临淄、益都(青州)五县之边缘乡区管辖。1946年6

月，张店第一次获得解放，其多县分治的历史宣告结束／’成

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
‘

，

· 自1924年张店地方党组织创立，到1995年区委七届

。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张店地方党组织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

正确领导下，带领全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前赴后继，励

精图治，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

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店人民用鲜血、智

慧和辛勤的汗水谱写了自己的文明史，1281名革命志士为

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60多名党的优秀儿

女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建

．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店在政治、经济、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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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衽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70多年来，张店

地方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10人左右的党

小组，发展成为拥有1万多名党员，能够带领全区人民振兴

张店经济，建设“四化"大业的核心。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张店是山东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

期，党在山东的早期领导人就对张店地区的工农运动非常

关注。1923年初，中共济南支部党员王复元在胶济铁路谋

。职来到张店，秘密开展工人运动。是年春，王复元组织了张

店第一个铁路工人工会，取名为张店路业工会。1924年春，

受青岛四方机厂工人组织“工业圣诞会"的影响，第二次组

建工人工会，取名为“工业圣诞会张店分会"。1 924年秋，中

共北方区工运负责人罗章龙，来山东沿胶济铁路巡视工作

期间，发展张店铁路工人李青山为中共党员，播下了张店地

区第一颗革命火种。是年冬，张店又有邹光中、武考三、王启

之等10几名铁路工人入党，为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4年底，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巡视张店，张店车站党小

组成立，王复元任组长，受中共淄博支部领导。1925年1

月，建立张店车站党支部，王复元任党支部书记。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举行大罢工，

张店党组织领导铁路工人参加这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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