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剪掣串研男掌√



第二十七编

第一章工人组织·705·

群众团体

第一章工人组织

‘第一节建国前的工会

建国前的工会，不论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在组织上，有地方组织县总

工会和按行业组织的行业工会。

民国14年(1925)7月10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阳江工人群情激愤，积极

支援省港大罢工，联合农、学、商各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散发“沙基惨案”的传单

和死难同胞的图片。一些在广州求学和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回阳江，做发动群众的工

作。理发工人迅速发动起来，同年12月8日，阳江建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理发工

会。翌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共产党员敖吕骥(省港罢工纠察大队部秘书)和一些

骨干带十多条枪回阳江，开展建党活动和组织工人纠察队，抵制英、日货。2月，共产

党员冯军光从广州回阳江协助廖绍琏开展工会工作，发动酒米工人，成立了酒米工会，

会员90多人。随后民船、铁器工会相继成立，会员共100多人。同年。五·一”国际劳

动节，理发、酒米、民船、铁器等工会联合举行有组织的庆祝大会。

同年四五月间，理发工会的骨干(如理发工会曾道生等)巡视了各圩镇理发工会分

会，同时在各区召集工友大会，宣传组织工会的意义和灌输革命知识，于是，各行业工

会纷纷建立：县城车衣、茶室工会，会员各100多入，革履、糕饼工会，会员各90多

人，药材、棉胎工会，会员各10余人；织箦、平冈等圩镇也成立了工会分会。民国15

年(1926)秋，阳江县总工会正式成立，全县工会会员达4000多人，总工会常委曾道

生、委员张乐华、区业勋、林达卿等。

民国14年(1925)10月8日(农历8月21日)突发强台风，阳江闸坡、沙扒两

地渔港30多艘渔船被打沉，渔工死亡四百多人，渔船老板拒不抚恤。翌年夏，县总工

会代表至闸坡、沙扒向遇难家属慰问，还组织渔工和遇难者家属向资方说理，要求抚

恤，竟遭拒绝，遂发动渔工开展罢工斗争。资方纠集反动势力和收买流氓从中破坏，但

在革命形势的威慑下，资方被迫发了救济金给遇难者家属。

在闸坡渔工罢工斗争胜利的鼓舞下，6月10日成立了闸坡渔业工会，会员1500

入。接着沙扒渔业工会也成立了．会员700多人。阳江城药材工人也起来向资本家要求

增加工资，当时县商会会长是药店老板，恃势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并多方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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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10多个商兵在商会设哨卡阻拦工人进内谈判。于是总工会号召工人冲进商会，迫

使商会会长接受谈判并作出让步。

民国15年(1926)7月初，酒米工人因生活困难，向资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

资方拒不接纳，还收买暴徒，贿赂驻军，殴打工人，工人被迫罢工。一些反动资本家还

指使暴徒打砸理发、车衣等工会组织，围攻工人纠察队。中共阳江县党支部通过国民党

阳江县党部密调第四区农军及联团队数十人武装进城，配合工人纠察队行动，显示了工

农的力量，反动派才有所畏惧。酒米工人坚持10多天的罢工斗争，资方损失很大，经

济上虽然来完全达到要求，但政治上锻炼了工人的成长。

为了筹集经费，总工会和县农协筹委会要求县民团局将牛圩的“牛印费”作为工

会、农协费用，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支持。但把持民团总局的反动势力，多次横蛮拒

绝。于是县总工会及县农协筹委会，一面派员于牛圩日直接收取“牛印费”，同时又派

出强大的工人纠察队和一区农军在牛圩警戒，控制牛圩。县民团总局纠集武装警察到牛

圩制止，即被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包围。县政府怕出事故，派县大队长到场调解，结果各

收一半。总工会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斗争。

民国16年(1927)4月15日，阳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清党，到处追捕共产党人。

4月18日，在江城诱捕了县总工会常委曾道生和委员张乐华。各级工会领导人和共产

党人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有的隐匿，一时间，阳江县陷于白色恐怖状态。工会虽然被

瓦解了，但工潮仍有发生，木箱壳行业老板乘机减薪，工人强烈反对，进行罢工。翌年

2月，共产党员理发工人郑锦源(阳江人)，由香港中共党组织派回阳江搞工运，他深

入理发工人进行思想动员，先后发展了冯国治等三位理发工人参加共产党。秋末，又重

新组织了理发工会，冯国治被选为理事。但冯在1929年被捕后，中共阳江党组织在工

会中的活动，完全停止了。国民党县党部一些主要骨干如杨树春，许可信等还利用工会

发展党员，培植私人势力。

民国25年(1936)6月2日，国民党当局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成立阳江县

总工会，由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杨树春任总工会理事长。以后，相继成立了机器、铁

器、漆器、理发、革履、木业等职业工会。民国34年冬，中共党组织恢复在工人中的

活动。在阳江县城镇委领导下，中共党支部和造船行业工会在造船工人中建立，吴鸿新

任党支部书记，冯兆为工会会长。为了支援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挺进两阳，党支部

组织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军之友社”，发动进步工人、妇女、青年、教师参加。翌年春，

打铁行业也建立了工会，党员梁宏桂被选为会长。

民国35年(1946)8月间，木业工会工人因物价飞涨，生活困难，要求资方增加

工资被拒绝，便举行罢工。资方被迫接受了工人要求，罢工胜利结束。未几，因物价继

续飞涨，工人复要求资方加五成工资。正在双方谈判期间，资方报请警察局派人将参加

谈判的工人代表何连登等三人扣留，工人合理要求被拒绝。

民国35年(1946)，为解决工人子弟入学读书问题，各行业

学校，学生百余名免费入学。后来，该校为杨树春所控制，被改

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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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6年(1947)4月，江城中共党组织同意党员梁宏桂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

员身份竞选为阳江县总工会监事，利用合法地位开展工作。

民国36年(1947)6月12日，国民党县政府召集县总工会、县渔会、县农会、县

教育会、中医师公会等社团开会，会议内容主要贯彻省政府社会处关于“防止三罢(罢

工、罢课、罢市)政策，严防共党扰乱治安”的电示。县总工会于会后即向各职业工会

传达。

民国36年(1947)12月12日，阳江县总工会召开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县总工会第二届理监事。许可信以县党部监察委员身份任理事长，控制县总工会。

民国37年(1948)8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决定发行金圆

券以取代陷于崩溃的法币。被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海员总工会广州分会阳江支会闸坡办事

处电呈国民党中央农工部，表示拥护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说“此举关系国家存亡至巨”。

1949年10月阳江全境解放，原阳江县总工会被接收。

第二节建国后的工会

一、工会组织

建国后的工会，在组织上，有地方组织县总工会、镇工会联合会，按行业组织的行

业工会和以基层为单位组织的基层工会三种基本形式。

1950年5月20日，阳江县第一届工人代表会议召开，成立阳江县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选出赵荣为主任，下设秘书和组织部、文教部、劳保部、生产部，编制11人。

1955年8月19日，成立阳江县工会联合会。1958年，改名为阳江县总工会。同年11

月4日，阳江县与阳春县合并为两阳县，11月8日，成立两阳县总工会。1958年底，

根据全国总工会党组向中央提出“县级工会将首先随着人民公社化的更加健全，更加完

善而自然消亡”的建议，经报中共两阳县委批准，于1959年1月办理了县总工会的消

亡手续。1959年底各级工会重新恢复活动。1961年3月28 El两阳县分县，恢复原县建

制，阳江县亦恢复原县总工会名称。“文化大革命”期间，县总工会被夺权。1968年8

月25日，召开阳江县工人阶级代表大会，成立阳江县工人阶级代表大会委员会的领导

机构。1973年7月8日，恢复阳江县总工会名称。

1950年至1951年2月，全县基层工会61个，会员8352人。1953年，全县基层工

会136个，会员1．1128万人。1961年3月8日，两阳县的基层工会182个，会员

1．8677万人。1961年3月28日，恢复阳江县后的基层工会有155个，会员1．2468万

人。1987年，基层工会发展到321个，会员达5．58多万人。成立了县直属教育、海

员、店员、邮电等4个行业工会和建立搬运、金融、卫生、粮食、建委、公路、交通、

水产、商业、农林水、江城镇等系统亦建立工会委员会。1964年前，在乡镇建立闸坡、

织箦、溪头、沙扒、东平等5个镇工会联合会和平冈镇工会工作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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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阳江县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55年8月19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代表

78人。大会议题：号召工人积极参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基层

工会组织建设，积极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成立阳江县工会联合会，选举

县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7人。孙祖敏当选为副主任(正主任缺)。

阳江县工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57年8月19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议

题：动员广大工人继续开展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活动；号召职工支援农民，夺取农业大

丰收。大会选举县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5人。孙祖敏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

阳江县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61年11月21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代

表175人。大会议题：整顿、健全基层工会组织，活跃职工民主生活；加强职工群众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选举出席广东省工会第四届会员

代表大会代表4人，选举县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5人。王刚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

阳江县工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64年4月14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代表

138人。大会议题：总结工会工作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

成绩。选举县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5人。王刚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

阳江县工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73年7月8日在解放影剧院举行，出席代表

316人。大会议题：传达、贯彻省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精神，总结交流我县工人运动

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工会工作经验。选出县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31人，

黄月娟、梁起飘、许高享当选为副主任(主任缺)。

阳江县工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0年1月9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代表

528人。大会议题：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

总结我县工运和工会工作的历史经验。选出县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1人。王永祥

当选为县总工会主任。

阳江县工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9月13日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出席代表

276人。大会议题：深入贯彻中共十二大和全国总工会十大、省总工会七大精神；总结

我县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动员全县职工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积极参

加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站在改革前列，努力搞好生产和工作，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大会选出阳江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29人，

林耀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

阳江县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7年9月24日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代表325

人。大会议题：总结上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会工作成绩，确定今后工作任务；动员

和团结全县职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投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号召全县职工

积极投入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民主立功创先活动。

选出县总工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23人。林耀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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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会活动

开展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各级工会在各个时期按照党的中心工作对职工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1950年冬，阳江县人民政府发出“打破无情鸡运动”(建国前，老板解雇工人

的方式是：在年初一次吃饭中，老板以筷夹鸡肉给那位工人，即表示解雇，人称“无情

鸡”)的通告，遍贴全县城乡，阳江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配合这项工作，在职工中广

泛宣传，震慑了资方不敢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利益受到保护后，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纷

纷要求建立工会组织。

在抗美援朝中，工会对职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全县职工都订立

了爱国公约。我县工人和人民群众积极捐款买飞机大炮，还献捐图书和其他物资一

大批。

1950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工会广泛深入发动职工，揭发资本家偷税

漏税、偷工减料、腐蚀国家干部的不法行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事后．工会

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主动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促进

了私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镇压反革命期间，阳江县总工会动员各基层工会组织职工学习<惩治反革

命条例》，举行报告会，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会，提高职工的敌情观念。

土地改革(下简称“土改”)期间，县总工会召集各基层工会委员座谈土改意义，

请土改队向工人讲解土改政策，教育工人严防地主疏散财物入城市，密切与城乡联络站

联系。召开阳江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时，工会代表在大会表示积极支持土改的决

心。会后，有8名工人参an-区土改。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广大职工进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引导

工人认清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广大职工自觉督促资

本家参加公私合营和参与清产核资，到1956年底，全县胜利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县总工会教育工人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62年，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县总工会举办“人

民公敌蒋介石”、“美帝侵华史”和革命斗争史图片等展览，受教育职工达16万人次。

1963年，组织职工学习雷锋的“一厘钱”精神，宣传好人好事，树立先进典型。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泛组织职工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引导工人解放思想，认清“左”

的路线的危害，动员职工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并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社会主义与

民主法制教育。1982—1987年，县总工会动员全县职工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全县成立读书小组1070个，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达2．254万人，使职工丰富了知识，

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振奋了精神，增长了才干。1986年，各级工会组织积极

加强职工“四有”(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教育，广泛开展对青工政治轮

训，使青工接受理想与前途、工人阶级光荣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道德与法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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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1955年，阳江有8个基层工会开展劳动竞赛，参赛职工

1706人，提出合理化建议8．33万件。1959～1961年，工矿企业工会开展以标兵赛、班

组赛、车间赛、厂际赛、对手赛、技术表演赛、一条龙赛等劳动竞赛活动，提出合理化

建议8．0485万项，被采纳的4．8242万项，已实施的2．0587万项，涌现出先进单位、

车问、小组403个，先进生产者45名，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4人。1982—1987年，

在开展劳动竞赛和立功创先活动中，提合理化建议1．0955万项，实施的4354项，攻破

技术难关95项，推广新技术61项，创造经济效益543．2万元。评为省以上的先进集体

3个、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5名，其中郑翊民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五讲四美”先进个人、特级教师、省劳动模范陈冠俦出席中国工会第十次代

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陈浩声受

到全国总工会的嘉奖。二轻华新制衣厂的天鹅牌KDN0506A羽绒衣，荣获1986年莱比

锡世界博览会金质奖章；国营阳江小刀总厂生产的小刀质量曾居全国前列，1954年获

国家轻工部“优质产品”奖。

建设“职工之家” 1984年下半年起，阳江县总工会广泛开展整顿基层工会、建

设职工之家活动，经过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基层工会建家任务。全县已有301个基层

达到合格“职工之家”标准。全县有工会积极分子1．395万人，占会员总数25％。

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基

本形式。1957年，阳江县总工会已在各个基层工会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文化大革

命”期间，职代会被取消了。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之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展开。至1987年，全县

有301个企业单位建立了职代会制。

举办职工业余文化教育 1949年12月27日，阳江工人子弟学校办工人夜班。

1950年8月，阳江县总工会在工人子弟小学、第一小学、第七小学试办工人扫盲班6

个，学员186人。1951年3月，阳江县工农教育委员会成立，领导工农教育工作。是

年，县城和10个区举办工人文化学习班共49人，学员2121人。专职教师10人。1953

年，阳江县工农教育委员会改称为阳江县扫盲协会，全县扫盲专职教师18人，兼职教

师123人，群众教师21人；1954年，正式成立阳江县职工业余学校，开设扫盲、高

小、初中共50个班，学员1784人。是年，在县委的指示下，开办阳江县干部业余学

校，各个班级共有学员250人。1956年初，干部业余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合并，取名

为“阳江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专职教师20人，学员4085人。“文化大革命”期间，

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受破坏，于1968年停办。1976年恢复办学，取名为阳江县职工业余

学校。1980年，全县参加文化补课职工8630人。1985年6月7日，阳江县职校经省教

育厅备案，改称为阳江县业余中等文化技术学校。至1987年止，参加学习文化、技术

的职工4．46万人次。

举办工人文化宫县工人文化宫于1954年初建成，同年春节，正式开放，设有展

览室、图书阅览室、文娱室、乒乓球室和剧场、灯光球场。开设业余粤曲音乐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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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篮球裁判训练班和太极拳、太极剑学习班。1956年8月粤曲音乐美术班学员傅

植栋出席全国职工曲艺会演，演出节目<全家乐送子应征>，荣获演出奖。1957年文

化宫设电影队1个，文艺宣传队2个，深入到各基层工会放映和宣传演出。1983年至

1987年，文化宫增设大型电影剧场、电视室、桌球场、电子游戏场，成为工人的活动

中心。

关心职工生活福利关心职工生活福利是工会的重要职责。50年代末，各级工会

组织深入发动职工，自力更生，大搞副业生产。1961年11月，根据21个基层统计，

共种有杂粮958．8亩，蔬菜156亩，养猪7727头，改善了职工生活。1954年秋，在江

城织篷巷建立阳江工人卫生院，1959年改为阳江工人医院，方便广大职工就医。1981

年7月，县总工会联合团县委、县妇联、广播站举办了阳江县第一次职工集体旅游结婚

活动。新夫妇1l对，婚事新办，影响良好。至1987年止，全县建造职工住宅1．1716

万平方米。办起职工食堂280多个，建立互助储金会172个，参加互助储金会的职工达

1．9979万人，储金总额78万元。1987年3月31日，成立阳江县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

加强退休职工的管理，全县共有211个基层单位建立了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有178个

基层单位实行了退休金统筹制度。全县工会组织开办第三产业的单位有37个，从业人

员500多人，其中安排职工家属和富余人员400多人。全县机关、企业中共有托儿所、

幼儿园100间，入园入托儿童3168人，减少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第二章农民组织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农民组织

1925年，二区雅韶乡成立了阳江第一个农会。9月，阳江籍的谭作舟、敖华衮、吴

铎民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乙班学习，12月8日结业后和学员敖华衮、吴铎

民、何毅、欧赤等以特派员名义先后被派至阳江从事农民运动，在江城文昌宫设特派员

办事处。先以一区为重点，黄贞恒为农运指导员，从事发动群众工作。至1926年6月，

便成立了塘尾、三洲、那西、第一埒、新朗、东钵、那洛、双林、岗背、木赍、军塘、

玉沙、东门园等13个乡农会。入夏后，二区从雅韶二十六乡到大沟三丫成立了一批乡

农会，四区成立了良朝、百黄、松中、永华、五旦等一批乡农会，六区的桐油、下垌、

牛南、热水、车湖、囟高、旧仓、周南、冈平、牛岭、白水、金华等17个乡也成立乡

农会。以后一、二、四、六等区都成立了区农协筹备会。为了加强领导，县农协筹备会

也相应成立。县农协筹备会设在文昌宫，与特派员办事处同址办公。在已成立农会的乡

还筹备成立农民自卫军。

为了壮大工运、农运声威，显示革命力量，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国民党阳江县

党部于1926年10月10日举行农工商学联合庆祝大会，会后大游行。工人700多人，

各地农军代表600多人，服装整齐，荷枪实弹，犁头红旗、斧头红旗满街飘扬，革命声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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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大震。

1926年11月，乡农会已有80多个，会员1．2万多人，农军有枪800多枝。六区

农军有3个中队，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除八、九两区是农协筹备会外，其余7个区都

已成立了区农协会。阳江县农民协会也于同年12月初成立。

县、区、乡农民协会、农会成立后，即领导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减息斗争，

凡有农会、农军的乡都获得了减租减息，并取消了地主向农民索取的“田信鸡”、“田信

米”、“田信谷”一类的额外剥削，有的农会还对一些吞占公款压迫剥削农民的土豪进行

了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阳江的反动势力于“四·一五”发动

突然袭击，进行“清党”、“清乡”。从事党务、工运、农运的共产党员敖昌骥、谭作舟、

黄贞恒、陈必灿、吴铎民、关崇懋、谭启沃、梁本荣、黄德符、陈鸿业、张乐华，共青

团员冯尚廷和革命同志梁济亨、敖华日、梁洗亨、梁泮亨等16人遭逮捕，除张乐华被

判无期徒刑病死狱中外，其余15人均被杀害。此外，还逮捕了几十名农会、农军成员。

杀害了一批农会骨干，也关押了不少农民。凡被捕的农民必定遭勒赎，不少人因此破

产、破家。

国民党反动派经过“清党”、“清乡”，农协会、农会组织一度被瓦解了。一些农民

转入隐蔽斗争。丹载村农民组织“公志会”曾发展会员二三十人。合山农民组织“互助

会”，曾发展会员30人。这些农民组织都是在恶劣环境中用群众经济互助的形式，去开

展活动和进行经济斗争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为苟延其在广东残局，加紧征兵、征粮、征税，进

行疯狂的搜刮。阳江的中共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反“三征”的斗争。1948年2月，

金横区在横山乡自子村召开壮丁队大会，建立16个壮丁大队。壮丁4000人。蒲牌、上

洋等地组织壮丁队4500多人，织箦、塘口、新圩等地也组织壮丁队3000多人。这些壮

丁队以村为单位编成大、中、小队，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反“三征”斗争，有时还配合

部队作战。壮丁队还带领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并向地主“借粮”渡荒，路南区(蒲

牌、儒洞、书村、沙扒等地)向地主“借粮”达4000多担，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

的无米之炊。漠东区委(中共阳春县委属下)也带领武工组先后在阳江县大八、珠环、

塘坪各村组织农会103个，会员540多人，武装民兵队12队，130多人。

阳东区委在1948年冬，以表竹、福成岗、笏朝、平岚等村为点，组织抗征会。此

后，雅韶、津浦、丹载、龙潭、良洞、华洞、蔡屋朗、深水河、林屋、岗坡、东边村、

平岸坡、花村、新梨、寸头、迳口等村亦组织了抗征会。1949年2月。阳东区成立抗

征委员会和指挥部。全区抗征会43个，会员6000多人，武装抗征队员800多人，长短

枪500多支，抗征队成了一支抗击敌人的强大力量。1949年4月，阳东区组织3000多

人的不脱产的抗征队，曾缴国民党征兵人员枪8支，群情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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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建国后的农民组织及其活动

建国初，阳江县农村普遍建立农会。

＼1950年3月，阳江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动员广大农民开展清匪反霸，退

租退押，生产度荒。大会产生了阳江县农民协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杨子江(兼)。

1951年7月，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改称县农民协会。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阳江

县先在二区朝平津、雅八两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7月，开展第一批乡土地改

革，1952年秋冬全面铺开。在土改过程中，土改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

织阶级队伍，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贫雇农小组，以小乡为单位成立贫雇农主席团，有领

导有组织地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给无地、

少地的农民。土改结束后，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农民协会，设主席1人，区也成立农民协

会，设主席1人。

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农民组织，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发展生产中成了

骨干力量。

1964年5月，阳江县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阳江县贫下中农协

会第一届委员会(简称贫协)。主任李军，陈清等8人为副主任。贫协的任务是：高举

“三面红旗”，组织农村阶级队伍，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

和科学实验的发展。1964年8月至1965年8月，阳江县开展“四清”运动。重新组织

阶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通过扎根串连，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贫下中农小

组，发动群众投入“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农民组织均处于瘫痪状态。

中共阳江县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1973年冬，对全县各级贫下中农组织进行

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1973年11月大沟公社召开了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

会，成立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县在该公社召开了现场会议。至1973年底统计。全县

25个公社393个大队，6372个生产队，贫协组织都已进行整顿、健全。全县总户数

17．2921万户，其中贫下中农12．0699万户，成年人52．2807万人，其中贫下中农

36．4919万人，原有贫下中农协会会员22．617万人，其中贫下中农21．9385万人；重

新登记21．3753万人，其中贫下中农20．8409万人；新吸收会员12．2337万人，其中贫

下中农11．9889万人。

1973年12月，阳江县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280人，特邀代

表7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以批林批孔为纲，学习中共十大文件，进行基本路线教育，

选举产生阳江县贫下中农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会由15位委员组成，李振兴为主任，

宋来春等4人为副主任。会议还选举65人为出席广东省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代表。

1974年10月，为了加强共产党对贫协工作的领导，发挥贫协作用，各公社都配备

一名专职的贫协干部。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贫协这个组织，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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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指示，要把贫下中农协会发展成为整个农民阶级的组

织——农会。1983年春，各公社、大队都建立了农会，均设主席1人，副主席2人，

委员若干人；生产队设农会小组，设组长1人。

1983年3月，县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代表316人，成立阳江县农会委员会，

选出农会委员21人，主席1人，副主席2人。并选出出席省农代会代表15人。当时，

县农会有专职干部6人，各公社农会有专职干部共26人。．

1984年11月，按上级指示，撤销阳江县各级农会组织。

第三章青少年组织

第一节 建国前青少年组织及其活动

1925年7月10日，阳江各界声援省港大罢工，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大巡行。

21日阳江学生联合会通电各界反对盗卖海陵岛，各界积极响应，举行反帝集会和示威

大游行。同年12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支部建立，团员5人，书记欧赤。1926

年3月4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阳江新学生社成立，社员百余人。3月8日下

午，团组织帮助妇协会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3月底，团组织共有22名团

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阳江反动派

发动反革命清党，大肆逮捕革命人员，阳江革命青少年组织活动停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与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1938年4月，

阳江的爱国青年组织阳江大中文化社、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阳江分社(简称青年群

社)、青年抗敌同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运用壁报、漫画、话剧、歌咏、演讲等多

种形式，在城乡普遍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七·七”周年，组织了数千人的火炬游

行，“八·一三”周年，发动群众性的献金运动，1939年5月，各社团派代表到开平、

新会前线慰问抗Et将士。6月间还组织了江流剧团，演出大型多幕话剧。1939年7月，

国民党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之后，虽然也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但国民党当局已经执

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至1940年春，前后两年的阳江抗日救亡运动处于偃旗

息鼓状态，各抗日救亡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先后解体了(参见三十六编第一章第二节)。

1945年初，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六区团挺进两阳，阳江青运、学运迅速开展。

1945年，中共城区地下党组织在县城中学师生中建立“解放军之友社”，7月，中共江

城镇委组织了“丹枫文艺联谊会”和“南天音乐社”，吸收100多名学生和中小学教师

参加进步活动。1948年春，中共地下党员黄德基、陈向兰、李子云在县立中学创建

“流萤”学术研究社，吸收20名优秀学生参加，创办《流萤》期刊，教育了一大批青少

年。1949年5月4日，党组织以阳江学联的名义公开散发《告师长书>、<告同学书》，

号召大家积极战斗，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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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阳江地方组织

一、组织机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支部于1925年开展革命活动，至1926年4月，因反革命

势力的迫害而停止活动。

1948年8月至12月中共江城区委和罗琴区委分别在江城和罗琴地区秘密组织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发展团员60多人。1950年1月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阳

江县委员会筹备处成立，负责人许荣坤，3月，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阳江县工作委

员会，书记先林良荣，后赵向明、副书记孙烈。1950年8月，全县已在9个区和县城

建立10个团委，35个团支部，团员720名。1953年5月19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阳

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368名，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9名，书记张金盈，正式

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阳江县委员会。同年，全县共建立团支部204个，共青团员

2098人。1954[年6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

383名，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20名，书记张金盈。1955年6月2日，新民主义青年团

阳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403名，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21名，书记张金盈，

后侯婉清。1956年3月15日，新民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646

名，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17名，书记侯婉清。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县委领导机构相应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委员会。

1958年11月，阳江、阳春两县合并，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阳县委员会。1959年

1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阳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书记侯婉清，后曾润。

1961年3月两阳县分县后恢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委员会。同年9月26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453人，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22

名，副书记陈宗惠。1963年5月2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

开，代表481人，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23名，书记温锦驱。1965年，全县共有1045

个团支部，共青团员2．4471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县革命委员会设政工组，分管

共青团工作。1972年9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代

表888人，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47名，书记梁文超，同时恢复县团委。1979年9月23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960人，选举产生县团委委

员41名，书记陈成进。同年，全县共建立起57个团委，1261个团支部，有共青团员

3．6041万人，占青年总数的17％。1982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

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667人，选举产生县团委委员31名，书记陈成进。1986年12

月2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阳江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650人，选举产生

县团委委员35名，书记梁万里。同年，全县共有团员5．3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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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活动一、工：对，口列

全县共青团组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响应党的号召，当好党的助手，开展团的

各项活动。解放初，共青团带领广大团员积极投身支援前线、恢复生产、抗美援朝、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1953年，全县团组织开展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农业

生产合作社初期，全县成立321个青年突击队，共有5634名青年参加，团组织在全县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革等运动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

中，青年团员积极带头入社，至9月，全县农村团员5375人，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有

4738人。11月7日，在白沙河凉乡建立起“阳江县第一青年集体农庄”，参加青年30

人。同年，全县团组织开展垦荒和植树造林运动，组织垦荒突击队，开荒5400亩，全

县青少年共采树种17万斤，办青年林1．1364万亩，少年林2．2765万亩。1961年，开

展“四好支部”、“五好青年”活动。1963年，全县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以讲“四史”

(家史、村史、社史、地主发家罪恶史)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1966年，在全县团员青年中开展学习舍己救人的好榜样刘好的活动。1969年5月，根

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的通知，在白沙公社白沙大队进行整团建团试点。1970年7

月，整团建团运动已在全县铺开，至1972年11月，全县620个团支部已有617个开展

了整建，占团支部总数的99．5％。至1972年，全县共输送1095个团员入党。

1979年，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共青团工作以动员广大团员投身经

济建设为主，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五小竞赛”(“五小”

指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植树造林、创先争优等活动。1980年

全县青年技术革新项目有33项，其中2项达省先进水平，13项达县的先进水平；提出

合理化建议55项，被采用25项。1980年至1982年，全县共成立青年农科组906个，

参加农科活动青年共有3．7万多人；全县青年共办水稻高产试验田和种子田5．1万多

亩；全县共有39．4万名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造青少年林4．4万多亩；全县共举

办青年农科讲习班30多期，共有844名青年参加学习；全县有649名青年参加团省委

举办的刊授农校学习。1981年至1982年，县团委共印发“五讲四美”宣传资料3．3万

册；全县各级团组织共举办“五讲四美”讲座、座谈会783场，参加人数达14．3万人

次；全县共成立青少年学雷锋小组7400多个，青年服务队350多个，参加活动的团员、

青少年有9．7万多人。1984年县团委被评为“全国青少年绿化青年突击队”。1985年县

团委被省团委评为“广东省青少年绿化公路先进团委”。

第三节 中国少年先锋队阳江地方组织

一、组 织

1950年，阳江县在中小学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该组织改名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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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少先队以校为单位，根据队员人数设大队，中队，小

队。校设辅导员。1961年，全县有635所学校建立了少先队组织，队员达5．4495万

人。全县总辅导员237人，中队辅导员2159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组织被红

小兵组织所取代。1978年，重新恢复少先队组织，当年，全县共有439间学校建立少

先队组织，共有少先队员8．4068万人，辅导员3773名。1986年，全县基本实现全童

入队，共有辅导员4471名，其中校外辅导员169人。

二、主要活动

1955年。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积极开展种植、科学实验、拾肥等活动，建

少年林42个。共2．2765万亩。1958年，开展除“四害”讲卫生活动。1959年，开展

学习刘文学活动。1963年开展学雷锋活动。1979年开展“小发明、小制作”活动。

1981年，以“五讲四美”为内容，全县少先队组织开展“人人争当红花少年，队队争

做红花中队”活动。1984年，以“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为契机，举办红领巾讲

故事比赛。同年，县团委被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评为“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

章”活动先进集体。同年组织全县604名辅导员参加全国辅导员进修学校的刊授学习。

1985年，开展“创造杯”和“小主人杯”创造活动，全县共评出67个获奖项目(包括

小制作、小建议、小考察、创造性成果)，其中19项获省市奖励，有4项获全国少工委

奖励。

第四节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阳江地方组织

民国28年(1939)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广东支团派谢天普回阳

江筹建三青团广东支团阳江分团筹备处，并开展建团活动。民国32年12月该筹备处成

立，址设县城横石街冯屋祠，由县长吴式均兼任筹备处主任，王天启、项茂鸿任筹备处

书记，下设总务、区训、宣传股。成立<阳江青年>出版社、青年剧社，由吴式均、王

天启分别兼任社长。

民国35年(1946)春，筹备处召开三青团区队长扩大会议，成立三青团广东支团

阳江分团，由8人组成干事会，选举王天启为于事长，执委周炽修，苏坤俊、敖干昌为

监察委员，项茂鸿任书记。下设总务、区训、宣传各股和<阳江青年>出版社、青年剧

社。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王天启、项茂鸿先后兼委员会主任。当时建区队7个，直

属分队3个，团员581人。

民国36年(1947)3月，分团召开三青团阳江县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成立三青

团阳江分团，选出项茂鸿等4人为阳江县出席三青团广东支团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的代

表。是年迅速发展团员，区队已增至15个，团员增至1058人。同年4月按省支团指

示，进行团员登记甄核。民国36年11月，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为国民党阳江县党团统

一委员会，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团干部转任统一委员会中同级的副职，三青团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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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团宣告结束。

三青团阳江分团的主要团务活动有：

(1)发展组织，培训干部。民国28年(1939)，三青团阳江分团建团期间开展建团

活动，11月拟将青年群社社员转为三青团员，受到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抵制，不能实现。

此后，把县城小学教师和中学师生列为团员发展对象。采用集体动员和施加压力，按教

学班以集体登记然后宣誓的方式让师生集体参加三青团，并成立分队，指派分队长，以

后扩展到织箦、平冈、大沟等地中学。平时对分队干部和团员进行训话，灌输效忠国民

党的思想。

(2)开展反动宣传。三青团阳江分团成立《阳江青年》出版社，不定期出版《阳江

青年>，刊登团务和社会新闻，进行反共和效忠国民党的宣传。成立青年剧社，配合政

局组织演出，以抵制和破坏进步社团南天音乐社、丹枫文艺联谊会。

第四章 妇女组织

第一节 民国时期妇女组织及其活动

妇女解放协会。1925～1926年间，阳江各界为支援省港大罢工，举行反帝集会和

示威大游行，工会、农会相继成立。1926年春，在反帝声中，阳江妇女解放协会成立，

金志毅任主任委员，会员70多人。协会开展妇女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支援省

港大罢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协会被封闭。

妇女会。1936年，阳江县妇女会成立，该会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群众组织，陈

业媛任主任，段衍芬主持工作。1938—1947年间，中共阳江地下党组织曾利用历届改

选妇女会干部的机会，安排赖慧媛、梁嗣和、陈佩瑜等女共产党员和进步妇女进入该组

织。这期间，妇女会曾组织近百名女青年参加各社团组织的“七·七”周年火炬大游行。

“八—一三”周年纪念献金活动。还举办妇女识字班，通过识字教育，宣传男女平等、妇

女解放等革命道理。

妇女干部训练班。1938年6月，阳江县政府社会军事训练总队举办妇女干部训练

班，学员50人，受训两个多月。妇干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女军事助教，对女青年进行军

事训练。中共阳江地下党负责人王传舆布置梁文坚、林素娴考入该班。8月。妇干班结

业，县政府将她们分成4个工作队，由梁凤仪、梁文坚、林秀琼、林素娴等4人带队下

乡进行抗日宣传。9月，县政府又将妇干班改为妇女救护队。救护队在日军飞机轰炸江

城时，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抢救活动。11月，共产党员梁文坚按照党的指示，在救护队

中组成一个妇女工作队，队员10多人，梁文坚任队长。妇女工作队在县城开展抗日宣

传，动员群众支持抗战。1939年6月，梁文坚在妇女救护队中发展了庞瑞芳、陈天正

两人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党小组，梁文坚任组长。7月，妇女救护队解散。

妇委会。1939年10月，阳江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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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该会历届主任由县长的妻子担任，段衍芬任总干事，下设4个组，工作人

员五至六人，中共阳江地下党组织曾派党员梁嗣和、梁文坚、陈天正等进该会开展妇女

工作。1944年，梁嗣和、梁文坚分别担任妇委会组训组、总务组组长。妇委会组织妇

女“毛巾社”，生产毛巾，解决生活困难，并组织20多名妇女参加识字班。该会还团结

女中学生，开展妇女文体活动。1947年6月，江城女党员陈佩瑜、施美馨、许建莲、

杨昌月等打入“妇委会”，任总务组副组长、宣传组长、候补监事，以合法身份作掩护，

为党组织开展妇运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妇运会。1944年中，国民党阳江县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运会”)成立。

由国民党县党部苏绮芬兼管妇运会工作，设干事一人。该会基本没有开展工作。

第二节建国后的妇女组织及其活动

一、县历次妇女代表大会和妇女联合会

阳江解放初，陈佩瑜负责县妇联筹备工作。1950年春，阳江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成立，主任梁文坚，副主任陈佩瑜。1951年2月，梁文坚上调，陈佩瑜负责

妇联筹委全面工作。1953年10月，阳江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成立阳江县民主

妇女联合会。1958年初，县和公社(乡、镇)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为妇女联合会(妇

联)。公社(乡、镇)妇联设主任、干事各1人，生产大队(管理区)和街道居委成立

妇女代表会(妇代会)，设主任1人，生产队成立妇女代表小组(妇代小组)，设组长1

人。1958年11月，阳江与阳春合并为两阳县，县妇女组织称两阳县妇女联合会。1961

年3月两阳县分为阳江、阳春两县，阳江县恢复原有妇女组织。

阳江(两阳)县历届妇女代表大会情况表

届次 时 间 代表人数 执委人数 妇联主任 备 注

l 1953年10月3日 305 19 黄佩玲

2 1955年12月27日 318 38 黄佩玲

3 1959年2月18日 656 45 叶秀容 两阳县一届妇代会

4 1962年9月 17 叶秀容

5 1973年6月19日 795 47 黄佩玲

6 1979年12月31日 769 39 黄佩玲 1981年2月温丽芳任主任

7 1984年7月26日 618 37 温丽芳 1985年5月一1987年12月

关菜兰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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