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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领导成立同盟会。在外地的漳州人士纷纷加入．先

后回漳进行推翻封建政权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民主活动。民国8年(1919年)5月17

日。漳州学生界得知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消息后，纷起响应。漳州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

一中)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龙溪师范)的爱国学生，在闽南护法区援闽粤军支持下举行

示威游行。22日，漳州各界人士万余人在公园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决议，支持“五四”反

帝爱国运动。会后，组织2万余人上街游行。漳州商会召开紧急会议，抵制日货，组织储金

救国团。捐款2000多银元购买武器，准备为保卫国家而战。12月1 El，援闽粤军在漳州创

办报刊<闽星>半周刊，除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外，还介绍马克思、列宁学

说，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连载10期<现代俄罗斯研究>，全文刊登<俄罗斯苏维

埃共和国宪法>。护法区开设新闽学书局，以贩报售书、启发文明为任务，到上海采办进步

书刊<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建设>、(星期评论>等多种杂志，和李大钊、陈独

秀、鲁迅等人的政论、小说回漳发售。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自治会创办<自治>半月刊，

讴歌十月革命，揭露阶级矛盾，谴责官僚、军阀、豪绅，引导青年寻求革命道路。

民国9年4月下旬，护法区成立纪念“五一”劳动节筹备处，印发“通启”介绍劳动节

来历，编写劳动节纪念歌，募捐购买面包发给全城工人。5月1日，机关、学校放假一天，

工人、学生、士兵、农民手举小红旗上街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福建省唯一参

加全国首次纪念劳动节的城市。为漳州建立中共组织奠定思想基础。

民国15年(1926年)12月，从上海来的共产党员翁振华(翁泽生)、谢志坚(叶绿云)

和武汉来的共产党员季康(季永绥)在漳州振成巷16号成立中国共产党漳州支部。民国16

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漳州临时县委，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3个时期23年的艰苦奋战，于民国38年9月19日。终于迎来漳州解放。
c 1951年6月1日，成立中国共产党漳州市委员会。领导全市人民进行恢复经济、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1956年5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漳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漳州市十二

年工作规划，确定党的建设任务。1966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市陷入动乱之中。

1967年1月，全市各级党政机构基本瘫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漳州市委在指导思想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把工作着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全市安

定团结局面的形成。

1985年7月，中共漳州市委改称中国共产党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区委牢牢把握“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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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迸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提出各个时期的发展目标，

发扬“团结、求实、奉献、创业”的芗城精神，取得全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993年。确

定全区“翻三番，奔小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1996年，基本实现“小康”区标准。

第一章组织沿革

第一节 中共漳州支部

民国14年(1925年)2月，中共党员季康受党组织指派，从武汉到漳州省立第二师范

学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5年6月，在该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发展许土淼、王占春、曾宗乾、郑静庵、陈进德、邱启明、黄炽光、林义民、李兆炳等9名

团员。同年12月，中共党员翁振华、谢志坚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到漳州秘密建党，在振成

巷16号建立中国共产党漳州支部，隶属中共厦门特别支部，书记翁振华、组织委员季康、

宣传委员谢志坚。党员有李联星、农光、罗轩恺、罗庆忠、唐学溥。翌年2、3月间，9名

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民国16年8月，漳州支部改称城区支部，共有党员17名。隶属漳

州县委。

第二节中共漳州县委

民国16年(1927年)8月，建立中共漳州县临时委员会，隶属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一

下辖城区、石码、程溪、浒茂等4个支部，并负责指导海澄、南靖党组织活动。12月，县

委指派一批党员到南乡组织农民协会，组建农军150人，在南坑村建立党支部。民国17年

1月。程溪党团混合支部发展党、团员20余人。邻近12个乡均建立农民协会。同月，根据

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决定，漳州县委改称临时县委，3月，复改县委，7月，改称中共龙

溪县委，8月，复称漳州县委。隶属福建省委。

民国17年8月，中共漳州县委在北乡建立农民支部和知识分子支部；城内建立印务、

缝纫、学生、打铁和人力车支部。年底，党组织遭破坏，县委书记陈辰同被捕牺牲。民国

18年3月29日，召开县委会，补选县委委员。8月15日，召开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

新县委领导班子。而后，在南乡、北乡、石码及城区建立3个区委，25个支部，发展党员

216人。城区有工人支部7个，教员支部2个，有码头工人党员8人，小贩、店员党员6

人。牛车搬运工党员1人，中学党员2人。罐头工人党员2人，团员4人，丝纱工人党团员

20人．印务工人团员3人。9月，县委改称漳州市委。 、

民国19年1月，党组织再次受破坏。为便于隐蔽指导，市委机关由城内迁到南乡(今

龙海市颜厝镇)。5月30日，市委书记何水平被捕牺牲。8月，市委失散。根据省委决定，

漳州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漳州特别行动委员会，12月，撤销特别行动委员会，重新建立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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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下辖石码、海澄、石角东等3个区委，1个工农红军游击队特别支部和漳州城内5个

支部。在南乡成立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由县委直接领导。王占春任支队长，县委

书记李金发任政委。民国20年3月。省委机关遭敌破坏，7月，漳州县委改隶中共厦门中

心市委。

民国20年8月，漳州县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由漳州南乡、北乡(今石亭镇)扩展到

以)I王仔石山为中心的南靖、平和、漳浦3县边界地区(简称靖和浦边区)，发动农民组织农

会，建立赤卫队，发展党团组织。漳州县委下辖党组织也由漳州城内、南北乡、石码、海澄

扩展到靖和浦边区。

民国21年2月，中共石码区委书记苏文波被捕叛变，22日，县委书记李金发被捕(3

月5日营救越狱)，漳州县委机关和城内、石码、南乡部分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形

势险恶，县委转入领导游击队在靖和浦边区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

剿”。

民国21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中共漳州县委组建新的领导机

构，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游击队

第一支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5月底，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中共漳州县委

领导机关由南乡搬迁小山城(漳浦县境内)，漳州城内成立中共区委，下辖5个支部。6月，

县委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失去联系，9月，党内出现叛徒，县委领导成员有4人被捕牺牲，

漳州城内的中共区委被破坏。另组建中共漳州城工作委员会坚持斗争。

第三节中共漳州工委

民国24年(1935年)1月，组建中共漳州城工作委员会(简称漳州工委)，隶属中共闽

粤边区特委。下辖6个支部，其中学生支部3个，教员、工人、芗潮剧社支部各1个，党员

30余人。

民国25年6月，工委宣传部长曾松元叛变，工委机关被破坏，书记杨瑞被捕，党组织

停止活动。党团员大部分转移到靖和浦革命根据地，少数转去香港。

民国26年7月，重建漳州工委，下辖同安、石码、山城(漳浦小山城)和职工、妇女、

芗潮剧社等6个支部以及部分单线联系的党员共40余人。民国27年春，红三团改编为新四

军北上抗日。漳州大批中共党员、干部、知识青年随军一起踏上抗日征途，党组织在漳州力

量相对削弱。

民国27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岛，中共厦门工委撤到漳州，与漳州工委合并成立漳厦

工委。6月，漳厦工委分开，仍称漳州工委。8月，改建漳州市委，隶属漳州中心县委，辖

漳州市郊上南乡、下南乡、海澄、同安、石码等地党组织。

民国28年下半年。环境恶化，市委停止活动。年底，漳州中心县委通知漳州市委“不

能再工作”，撤退隐蔽，转入地下保存革命力量。民国29年春，在紧连漳州城区的南靖狮头

山组建中共漳南(漳州、南靖)工作委员会(简称漳南工委)。工委机关设狮头村(今龙海

市属)，下辖狮头、南乡、草坂等3个工作团，辖漳州与南靖县边界地区21个自然村16个

支部(包括九龙江水上船民)，党员62人，开展隐蔽斗争。民国29年10月，漳州城内仅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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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支部，管理疏散隐蔽于漳州市区、海澄、石码等地与支部保持单线联系的党员。

民国32年春，中共闽南特委交通站站长吴酒精被捕叛变，漳州市区地下交通站遭破坏。

漳州支部书记陈伯敏亦被捕叛变，供出31名党员，除个别幸免外，全部遇难，支部消失。

此后，党的活动划归中共漳南工委兼管。

民国37年4月至38年6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特派员陈列(林金妙)以龙溪中学为基

点组建支部2个。发展党员9人，成立中共漳州工作委员会，隶属泉州中心县委。漳州工委

在龙溪、南靖、平和、漳浦、云霄、海澄等县开辟32处活动基点，建立外围组织。在漳州

南乡、西北乡及漳浦、平和、云霄等地建立415人的7个武装抗征队。开展反征兵、反征

粮、反征税斗争，并积极为闽南地委机关和部队提供军需物资，支援山区根据地的武装斗

争。

表20—1 民国15年--37年中共漳州地下组织情况表 单位：个、人

下属组织数 党员
统计时间 领导机关 组织名称

区委 特别支部 支部 人数

民国15年12月 漳州支部 1 8

民国16年3月 漳州支部 1 17 8月．改城区支部

民国16年8月 漳州县委 4 40 城区、石码、浒茂、程溪支部

民国18年8月 漳州县委 3 25 216 区委：南乡、北乡、石码共3个

支部：南、北乡共12个、石码3个、士兵

支部1个、教员支部2个、工人支部7个

民国20年12月 漳州县委 3 1(分支 5 区委：海澄、石码、石角东共3个。红军

部3个) (城内) 游击队特别支部1个、城内直属支部5个

民国24年1月 漳州工委 6 30 学生支部3个，教员支部、工人支部、芗

潮剧社支部各1个

民国26年7月 漳州工委 6 40 职工、芗潮剧社、妇女、山城、石码、同

安支部

民国29年10月 漳州工委 1 31 漳州支部

民国32年春 漳州工委 16 62 漳州与南靖边界地区

民国37年4月 漳州工委 2 9

第四节 中共漳州市委和基层党委

一、领导机构

1949年10月22日。建立中国共产党龙溪县委员会，因漳州尚未建市，中共福建省第

六地方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漳州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地委书记卢叨直接领导漳州城区

各项工作。龙溪县委主要工作放在农村。11月，漳州城区建立城关一区、城关--IX，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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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共区委组织。

1951年6月1日，建立中国共产党漳州市委员会，市委机关驻青年路何衙内25号。

1956年5月9日一13日。召开中共漳州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市委会。

中共漳州市首届委员会委员21名：

于东元、王复河、田悦庄、孙国正、李本永、李永平、李春才、李海澄、严加木、吴裕

坪、杨瑞瑜、张希良、陈振乾、赵和仕、赵年槐、姜敏、姚文明、徐永明、高玉卿(女)、

郭官妞、郭振生。

5月14日，首届市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张希良为市委书记，王复河、高玉卿

(女)为市委副书记，姜敏、赵和仕、李春才、孙国正为市委常委。

1963年2月4日一8日，召开中共漳州市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市委

会。

中共漳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4名：

丁向前、丁维一、王观生、申文成、冯文学、卢永济、孙国正、许其兰、李春才、武起

忠、林爱国、岳立朝、张亚磊、张亚盛、张希良、张克瑶、赵克良、康仲吉、唐添海、姚文

明、崔树槐、郭振生、常小吉、藉文彦。

候补委员4名：江枫、张锦全、陈子敬、陈达明。

2月9日，第二届市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藉文彦为市委书记。张希良、张克瑶为

市委副书记，赵克良、康仲吉、申文成、张亚磊、崔树槐为市委常委。

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市委机关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5月15日。成立漳州

市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总揽全市党政财文大权。1970年9月17日，经龙溪地区革

委会党(中共)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市革委会党(中共)的核心小组。

1971年9月6日_8日，召开中共漳州市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重建市委，选举产生第

三届市委会，与市革委会合署办公，实行“一元化”领导。

中共漳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1名：

马光生、王家安、王佩清(女)、孙桂昌、刘芝江、江汉、江枫、李春才、李锦树、李

亚扁、吴新敏、杜庆荣、杨成贤、杨宪义、杨亚兴、陈达明、陈宝钻、陈梅英(女)、邱文

辉、赵年槐、胡有本、郑打铁、郑百恭、洪耀来、郝清华、崔焕庭、韩天峰、韩荣寿、靳国

富、戴金珠(女)、魏进发。

9月9日，第三届市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吴新敏为市委书记，杨成贤、杜庆荣为

市委副书记．刘芝江、孙桂昌、靳国富、韩天峰为市委常委。

．1978年3月9日一12日，召开中共漳州市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市委

会。

中共漳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8名：

丁向前、卜英俊、毛兰英(女)、方华荣、卢永济、冯文学、江枫、孙启佩、孙希禄、

李汪涛、杨九江、杨保成、张贤、陈铁、陈开荣、陈达明、林旺根、林镇乾、赵年槐、赵和

仕、姚文明、侯吉玲、洪阿炉(女)、郭用兴、黄定远、黄清黎、康仲吉、蔡亚九。

3月12日，第四届市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杨保成为市委书记，康仲吉、张贤、

方华荣为市委副书记，孙启佩、李汪涛、陈达明、郭用兴、林旺根、郝清华为市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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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8 El--19日，召开中共漳州市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市

委会。

中共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0名：

叶宽英(女)、吴照、吴清课、李朝汉、林奕峰、林镇乾、陈达明、陈维学、张贤、张

亚盛、郑国文、郑枫林、梁才美、梁绮萍(女)、曹盛文、曾绍宗、黄仲渊、黄定远、黄清

黎、魏郑池。

候补委员4名：冯爱珍(女)、朱景蜊(女)、邱建祥、雷乌鸽(女)。

12月19日。第五届市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梁才美为市委书记，李朝汉、梁绮萍

(女)、黄仲渊为市委副书记，林镇乾、曹盛文、魏郑池为市委常委。

二、办事机构

1951年6月，市委设立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等3个办事机构。1952年2月，增设

统一战线工作部、财贸委员会(1955年8月改称财贸工作部)。1953年，增设市委办公室。

10月，增设农业生产合作部(1958年改称农村工作部)。1954年11月，增设工业交通工作

部。1956年5月，增设文教部。1958年6月，文教部并人宣传部。1960年6月，建立党

校。10月．秘书室并人办公室。1962年5月，增设中共漳州市直属机关委员会。

1967年1月。市委办事机构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1968年5月15日成立市革命委员

会。下设政工、生产、办事、保卫四个大组。其中政工组履行市委办事机构职能，下设组织

组、宣传组。1974年7月，设立对台工作办公室(1984年12月改对台工作部)，8月，增

设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1月，恢复党校(1985年市改区时划归市管)。1975年

10月，撤销革委会政工组，恢复市委办公室。1977年12月，撤消组织组、宣传组，恢复组

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1981年6月，增设政法委员会。1982年11月，增设党史

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3月，增设“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办公室(1985

年2月。改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表20—2 1951年--1985年中共漳州市委办事机构历任领导名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秘书 徐仙洲 1951—06—1952—12

市委秘书室 高玉卿(女) 1952—12—1954—04

武起忠 1956—06—1960—02

主任 江枫 1959一02—1961—10

副主任 林广兆 1959—07—1960—02

郑郁智 1960—05—1968—05

市委办公室 李文元 1962—01一1964—09

主任 江枫 1962一02—1968—05

副主任 郑百恭 1963～03—1968—05

林奕峰 1964—11—19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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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副主任 陆炎根 1972—05—1979一05

李文元 1972—05—1978—03

林镇乾 1975一08—1977—01

主任 林镇乾 1977—11—198l一09

副主任 林长木 1977—11—1981—09

王浩(女) 1977—11—1984—01
市委办公室

郑郁智 1979一04一1981—01

曹盛文 1980—12—1983—12

梁章浦 1982—12—1984—02

主任 曾绍宗 1984—0l一1985—07

副主任 魏郑池 1984—01—1984—11

林萱 1984—01一1985—07

部长 张军(女) 1951一06—1952—06

袁玉西 1952一06—1952一12

凌岫云(女) 1952—12—1954一01

副部长 孙玉范 1953一05—

部长 郭官妞 1954—05—1958—02

副部长 孙凤竹 1956—03—

部长 王修(女) 1958—02—1962—10

副部长 陈仰棠 1960—02—1961—03

部长 丁向前 1962—10一1968—05

副部长 陈仰棠 1963—01—1965—05

沈和盛 1965—1968—05

毛兰英(女) 1965—11—1968一05

组长 杨寿仙 1975—10一1977—1l
市委组织部(组)

副组长 甘森林 1975一10—1977—03

邱镜才 1975—10—1976一05

黄清黎 1975—10—1977—12

蒋港溪 1975—10—1977—12

林长 1975—12—1977一12

组长 钟炳坤 1976—1l一1977—1l

副组长 李福成 1976—11—1978—02

部长 毛兰英(女) 1978—03—1981—09

副部长 郑兴涉 1980一09—1984一01

王任俊 1980一12—1983一03

部长 林镇乾 1981—09．一1985—07

副部长 郑国良 1984一01—1985—07

朱景硎(女) 1985—01一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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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副部长 刘秉仁 1951—06—1952—09
，

部长 刘秉仁 1952一09—1953—02

刘彦景 1953—02—1955一09

副部长 高玉卿(女) 1954一04—1955—12

部长 高玉卿(女) 1955一12—1957—01

副部长 李开国 1956—12—1958—01

部长 申文成 1957一08—1960—06

副部长 周庆芝(女) 1958——04--1961

陈仰棠 1961—03—1963—0l

部长 申文成 1962—1964—04

．市委宣传部(组) 副部长 张亚盛 1963—0l一1968—05

部长 方宁斯(女) 1964——03--1964——04

洪跃来 1964—04--1968—05

副部长 朱明文 1964～07—1968—05

组长 刘世臣 1975—10—1977—11

部长 黄清黎 1977—12—1984—01

副部长 林奕峰 1978—02—1984—08

谢忠国 1981一12—1984—0l

阮位东 1982—11—1984—01

廖淑琴(女) 1984一01—1985—07

部长 林奕峰 1984一08—1985—07

副部长 黄河 1984一08—1985—07

部长 张仁良 1952—1953一01

副部长 陈迪 1953—01—1955—12

部长 刘景和 1954—11—1955—12

陈迪 1955—12—1956—08

副部长 郭振生 1955—12—1956一08

部长 郭振生 1956—08—1958—12

副部长 张亚盛 1956—08—1958—02

部长 王学智 1958—02—1961—03

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 陈迪 1958—02—1960一08

部长 张亚盛 1961—03—1963—01

郭振生 1963—01一1963—08

副部长 方云 1963—09—1968—05

副部长 方云 1977—1l—1984一Ol

赵年槐 1978一03—1980—07

部长 钱正民 1978—12—1980—07

张亚盛 1980一07—1985—07

副部长 洪跃来 1985—05—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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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部长 姜敏 1955一08—1956—09

副部长 田悦庄 1956一01—1956—12

部长 田悦庄 1956—12—1958—02

副部长 李志新(女) 1957——04--1958——04

部长 郝崇卿 1958—02—1959

市委财贸部 副部长 田悦庄 1958—02—1959—08

部长 田悦庄 1959一08—1960—02

副部长 谢长盛 1960一1962—05

部长 周以振 1960—02一1962—10

卢永济 1962一lO一1968一05

副部长 薛向明 ‘1964—07—1968—05

部长 王复河 1955—11—1956一Ol

副部长 朱万刚 1955—1}一1957—12

部长 赵和仕 1956一08一1960—02

市委工交部 副部长 武起忠 1959一07—1960一02

部长 武起忠 1960—02一1968—05

副部长 郑帮金 1964—10一1968—05

张天顺 1965一04—1968—05

副部长 赵年槐 1954—10—1955—10

部长 赵年槐 1955一ll一1958—09

张亚磊 1956—1}一1957一06

1959一04—1959—09
市委农工部

1962—01—1963—09

1964·—01--1964——09
l

副部长 江汉 1964—12—1966一05

部长 郎壮保 1965—01一1968—05

副部长 彭镇蓬 1956—05一1958—06

市委文教部 周庆芝(女) 1956一07—1958一06

江枫 1956—12一1958—06

副主任 沈徐财 1975—08--1984—0l

市委对台部(办)
许昌新 1982—12—1984一Ol

副部长 粱章浦 1984—02．一1985—07

陈维学 1984一05—1985—07

主任 郑国文 1981一06—1983—12

副主任 丁向前 1981·—06--1984—·01
市委政法委员会

高荣川 1984—01—1985—07

魏福荣 1984一06—198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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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校长 申文成 1960一06—1964—04

副校长 黄本正 1960—06—1968—05

江枫 1961一11—1962—01

校长 郝清华 1975一05—1975—10

副校长 f 郑郁智 1975一05一1979—05

市委党校 吴荣琏 1975—12--1984—01

校长 尹杰民 1977—11一1979—03

副校长 黄本正 1977—12—1985—07

李开国 1982—11—1984—01

校长 黄清黎 1984—01—1985—07

副校长 陈明德 1985—01一1985—07

书记 庄清松 1962—05—1963—05

黄亚英 1963—02—1964—07

江英 1964—07—1968—05

书记 张月荣 1977—02—1978一02

市直机关党委会 副书记 孙希禄 1977一02—1977一11

孙毓英 1978一02—1984一01

书记 谢忠国 1984—01—1985—07

副书记 郑国良 1984—02一1985—06

林萱 1984—02—1985—07

主任 郑郁智 1983—03—1985—07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 阮位东 1983—03—1985—07

柯连海 1983—03—1985—07

副主任 许飚 1982一11一1985—01
党史征集编纂办公室

主任 许飚 1985～Ol一1985—07

三、基层党委会

党的基层委员会，随着行政机构的设置而建立。1951年6月至1954年2月，建立城关

一区、城关二区2个区党委会。1959年4月至1962年5月，先后建立城郊、浦南、天宝、

石亭、上墩、浦林、北斗、过塘等8个人民公社党委会和市直机关党委会。1967年一1970

年，基层党委会全部瘫痪。1971年一1972年，8个人民公社党委会先后恢复。并成立东铺

头、西桥、新桥、巷口等4个城市公社党委会(1980年7月，改称街道党委会)，1982年

12月。增设南坑街道党委会。1980年8月。随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保留城郊、石亭、

浦南、天宝等4个公社党委会。1984年8月一11月。先后改称芝山乡、石亭乡、浦南镇、

天宝镇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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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共芗城区委和基层党委

一、领导机构

1985年7月20日，建立中共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由上级党

委任命。1987年12月5日一8日，召开中共芗城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

区委会。

中共芗城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7名：

许鼎力、苏德泉、李惜真(女)、李朝汉、吴溪容、何自治、张贤、张亚力、张亚盛、

陈亚艇、陈维学、林阿芳、翁妙有、郭大昌、曹盛文、曾绍宗、谢金玉。

候补委员3名：朱景王fi(女)、陈力水、雷乌鸽(女)

12月9日，首届区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朝汉为区委书记，曹盛文、吴溪容为

区委副书记，张亚力、李惜真(女)、苏德泉、郭大昌为区委常委。

1990年12月10日一13日，召开中共芗城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区

委会。

中共芗城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0名：

叶永栋、许荣勇、苏德泉、李惜真(女)、吴敏、张贤、张亚力、张亚盛、张顺火、陈

庆元、陈维学、林阿芳、郭大昌、黄子陆、黄和东、黄春曙、韩源亮、曾绍宗、谢金玉、蔡

亚莲(女)。

候补委员3名：于建生、许鼎力、雷乌鸽(女)

12月14日，第二届区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黄和东为区委书记，陈庆元、张贤为

区委副书记，张亚力、许荣勇、苏德泉、李惜真(女)、郭大昌为区委常委。

1993年12月15日一18日，召开中共芗城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区

委会。

中共芗城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2名：

于建生、石港木、叶永栋、许荣勇、李海、邱晓晖、张庆宗、陈庆元、陈明堂、范和

平、林丽滨(女)、林阿芳、林爱国、周肖峰、郭大昌、郭清港、黄和东、黄宝山、黄春曙、

曾文邦、游婉玲(女)、蔡月莲(女)。

候补委员4名：吴敏、林海峨、沈溪洲、雷乌鸽(女)

12月19日。第三届区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黄和东为区委书记，陈庆元、游婉玲

(女)、许荣勇为区委副书记。张庆宗、于建生、郭大昌为区委常委。

二、办事机构

1985年7月，区委办事机构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对台工作

部(1991年11月5日更名台湾工作部，对外称台湾事务办公室)、政法委员会、直属机关

党委会、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10月改称党史研究室。列事业编制)，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1987年3月，增设政策研究室。1989年4月。老干部局由原政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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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转党委管理。1990年3月，设立党校。1991年6月，增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11月，设立农村工作部。1993年3月，增设党建工作办公

室。

三、基层党委会

1985年7月市改区时，4个乡镇、5个街道和直属机关共10个基层党委会体制不变。

1989年8月。撤销原政府系列中的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等3个党组和教

育系统、卫生系统2个总支，分别建立5个党委会。

表20一3 1985年一1996年中共芗城区委办事机构历任领导名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主任 曾绍宗 1985—07一1990—03

副主任 林萱 1985—07一1986—05

林阿芳 1986—01—1986—12

叶永栋 1986一06—1990—10

杨建平 1986—07一1996一10

区委办公室 主任 林阿芳 1990一02一1996—05

副主任 颜斐隽 1991—12一1996—07

李美法 1993—09--1996—05

主任 高国跃 1996—05一1996—12

副主任 汪照元 1996—10—1996—12

王金狮 1996—10—1996—12

部长 吴溪容 1985—07—1991—03

副部长 朱景玉fI(女) 1985—07—1996—11

部长 许荣勇 ‘1991—03一1995—04

副部苌 李海 1993一03—1993—1l
区委组织部

部长 游婉玲(女) 1995一04—1996一ll

副部长 李海 1996一09—1996—12

部长 沈建平 1996一11—1996—12

副部长 魏方旭 1996—11—1996—12

部长 李惜真(女) 1985—07—1993—1l

副部长 廖淑琴(女) 1985一07—1986一11

黄河 1985—07—1988—04

区委宣传部 柯连海 1986一11一1996—11

李鹰鹰(女) 1988—06一1996一ll

部长 于建生 1993—11—1996—12

副部长 陈力水 1996—11一1996—1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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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部长 张亚盛 1985一07一1993—11

副部长 洪跃来 1985—07—1988—04

区委统战部
李河洋 1993一08—1996—10

部长 黄宝山 1993一11—1996—08

副部长 陈聪义 1996—08—1996一12

林国财 1996—10一1996—12

部长 黄春曙 1991—11—1996—10

副部长 吕俩 1991—11一1994—06

陈水来 1991—11—1996—10

区委农村工作部(办) 陈存璧 1991一11—1996—10

主任 陈明堂 1996—10—1996—12

副主任 洪长流 1996—10—1996—12

陈水来 1996—10—1996—12

副主任 梁章浦 1985—07一1986一08

陈维学 1985一07—1986一08

主任 陈维学 1986—08—1992—07

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陈正炜 1992—10一1996—10

主任 沈溪洲 1993—08—1996—10

陈正炜 1996—10—1996～12

副主任 吴培中 1996一10—1996—12

书记 苏德泉 1985—07一1994一08

副书记 高荣川 1985—07—1994一08

魏福荣 1985—07—1987—10

孙凤云(女) 1989—02一1996一01

李勇胜 1992一03—1993—10
区委政法委员会

孙京礼 1993一08—1996—12

书记一 张庆宗 1994一08—1996—12

： 副书记 韩毅灵 1994—08—1996—10

陈亚艇 1996一08—1996一12

林骏 1996—10—1996—12

校长 游婉玲(女) 1992—08—1993一12

1995一05—1996一05

区委党校 副校长 李征 1992—10—1996一12

校长 许荣勇 1993—12—1995—04

陈启生 1996—05—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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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书记 谢忠国 1985一07一1987一08

副书记 叶永栋 1985—08—1987—12

朱景硎(女) 1985—08—1987—12

书记 黄清武 1987一08—1989—05。

直属机关党委会 副书记 何瑞芳(女) 1988—06一1996—10

书记 张仁参 1990—10—199l—02

副书记 左回初 1991—09—1996—10

书记 高国跃 1996—10—1996—12

副书记 黄攸平 1996—10—1996一12

主任 邱仁和 1987—03—1987—08

谢忠国 1987一08—1990一02

，
副主任 林敬 1989—10一1993一08

政策研究室
主任 杨建平 1990—02一1996一lO

副主任 欧阳金余 1991—09一1992一02

郑溪华 1992一03—1993—08

主任 许飚 1985—07一1991—09

副主任 陈正炜 1989—10—1993一03

主任 吴武添 1990—10一1992一03
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 庄玲(女) 1993—03一1993—08

汪照元 1993—08—1996—10

主任 汪照元 1996—10—1996一12

副主任 林良海 1993一03—1993一08

党建办公室 主任 李美法 1993—09—1996—05

林阿芳 1996—05一1996一10

主任 郑郁智 1985—07一1989—05

副主任 柯连海 1985一07—1989—05

汪海榕 1985一07—1989一02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谢隆坤 1989—02一1990—02

主任 柯连海 1989一05—1996—10

副主任 游建成 1990一02—1996—10

黄建国 1994—1l一1996—12

主任 游建成 1996一10—1996—12

综合治理办公室 主任 郑朝栋 1991—06—1996—12



第一章组织沿革 941

表20—4 1951年--1996年芗城区(漳州市)街道、乡镇党委历任领导名表

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书记 赵和仕 1951一06—1953一05

城关一区区委 李春才 1953—05一1953—09

徐启祥 1953—10一1954

书记 孙玉范 1951一06一1953—05

城关二区区委 任法文 1953—05一1954—06

副书记 隋自福 1953—10—1954

书记 陈西湖 1972一05—1977—10

副书记 陈桑侬 1972—05—1972—10

林爱国 1972—05—1977—06

赵德源 1972—12—1979—09

黄长江 1978—03—1980一07

书记 黄长江 1980—07—1983—06

副书记 洪振声 1980—07一1982—12

许井泉 1980—07—1984—10

书记 韩荣寿 1983—06--1984—10

副书记 叶宽英(女) 1984一Ol一1984—10

肖德安 1984—06--1984—10
东铺头街道党委

书记 叶宽英(女) 1984—10--1990—10

副书记 林国财 1984—10—1986—11

周建华 1984—10一1990—10

副书记 张仁参 1986—11—1990一10

书记 于建生 1990—10—1993—11

副书记 庄溪榕 1990—10—1996—08

林素珍(女) 1993—08一1996一12

书记 李海 1993—11—1996—08

庄溪榕 1996—08--1996—12

副书记 陈华 1996—08—1996—12

郑溪华 1996一08—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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