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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权

2000年7fll8日，巾j#古安市委、中共古安市纪律榆查委员 2000iE7J]1 8日，吉安撤地设IH庆典大会

会、政协吉安市委员会挂牌成立

20帅年7月18日，吉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挂牌成立 2f肼7月lR日．吉安市人民政府挂牌成奇



rj

U

“。汹‘．国l■潦幽凇轴叁奴，：“彬

●●

●

＼’峨’√
1二、鍪3il‘．～■-．1■，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霹_

吉安市镕一届委女2

J-划2：“‘dt-二．二越t、-

r1

’I

，_、L

彬一



群众团体

995年古安地区如联实施“春营计划”救助辍学贫刚女童

年．吉安地区残联向吉安县盘田}残疾人学校蜡送1；籍 2000年10；41日共青}11古安市委举办集体婚礼

999年6fl 22日，吉安地区作北京中国芜术铺举办井lq情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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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政法

2001年2月，吉安县永和镇确定为全同农村“i个代表”重 2009年381713．学习贯彻科学发展睨动员人会在吉安广电局

要思想学救活动与扶贫开发J：作榴结合试点乡镇 举行

2608年9fl 18H．吉安市政府为城f们圭设融资

2008年10N15日，吉安市与澳太利Ⅱ亚拉腊巾结成友好城市 2010年1月31日，中共青安市委、市政府首次在南昌

举行“乡亲、乡情、乡音”吉安老乡恳谈会



983年8／=1，全区公安检察、法院、·d法JI展“严{r’战役

2008年2月2日，吉安市公安睫警铲除街道冰雪

2008年】1月12日，部分全国、省

人大代表税寨古安检察L作汇报会

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认真做好《民情日记)

政务政法

2005年9月．全fh公安系统Jf展岗位太比武活动

2008年电台行风热线

2008年8月I H．吉安市人民检察院集体宣誓仪式

80年代初期吉安检察分院、吉安市人民检察院、

吉安地K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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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共建

992年6月15口．水新三湾老区人民慰问国防大学于弟兵

古安预备役炮兵断

2010年6-7J]．古安市r大军民携手抗击特大洪水

灾害取得争而肿利

于

2008年2月19u，南京军R某部官兵在万安县机冰饵

20lo年6月15日．井削山市消防中队官兵冒着牛命危险．在黄坳乡大火中营救两名被困儿童

菠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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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政 党 1839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1926年1月26日在吉安城建立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吉

安小组后，辖区内陆续建有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土地革命时期，省级党的组织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中共

赣西南特区委、中共湘赣省委、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西省委曾迁至区境内)。1949

年7月吉安分区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吉安地委。中国共产党吉安区境内的地方组织，在各

个革命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和发展。它在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

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进行经济文化建设，领导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支

援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吉安地区各级地方党组

织，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党员队伍又不断壮大和发展。

1949年12月，全区共有党支部100个，党总支7个，党员811名。1978年改革开放前，吉安地委辖14个

县(市)党委，全区共有党支部6886个，党总支252个，党委302个，党组16个，党员107392人。1978年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在中共吉安地委领导下，全区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进拼搏，吉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巨大的发展和辉煌的成就。1999年底，吉安地委下辖13个县(市)委，全区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更加壮大发展，共有党支部9348个，党总支355个，党委395个，党员159881人。

2000年8月18日撤地设市后，即召开中共吉安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共吉安市委第一届委

员会。

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吉安解放前夕，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

工”)在吉安市和吉安、吉水、永丰、安福等县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发展成员，先后成立了民盟、农工两个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新中国建立后，吉安市又先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

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两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文化大革命”中，上述4个民主党派所在县(市)的地

方组织受到冲击，其组织和活动均停止。“文化大革命”后，吉安市新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

进”)和九三学社两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原有4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及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6

个民主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是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

活，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它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贯彻“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领导和组织各自成员，为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和统一祖国的大

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6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成员主要集

中在吉安市，地直单位的成员亦分属吉安市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成员，并参与其活动。’2000年8月撤地

设市之前，全区6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其下属基层组织共71个(其中吉安市为63个)，共有成员91．6

人(其中吉安市为801人，占87％)。是年8月撤地设市后：在原县级吉安市6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基

础上，各自分别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地级市属民主党派6个地方组织机构，对县(市)的民主党派

起着领导和指导作用。‘

吉安最早出现的政党组织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同盟会江西支部吉安分支部。中国国民党的

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2年同盟会改为国民党；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今吉安区域内各县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县党部，此时的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拥护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吉安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7年上

海“四一二”和吉安“八六”反革命政变后，吉安国民党地方组织即蜕化为反人民反共的反革命政党。中

国国民党在吉安的地方组织，除一度在苏区县中停止活动外，均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其基层组织和党员

也有一定的发展。据1929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有国民党员1740名；至1947年党团合并时期，吉安

行政区所辖县共有区党部120个，区分部912个，国民党员19413人。1949年8月，吉安分区全境获得

解放，国民党在吉安分区的各级地方组织均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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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在吉安行政区境内未设立地区级地方组织，只分别于1947年和

1948年在有的县一级成立了地方组织，它们积极协助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中国

青年党党员510人，中国民主社会党党员288人。1949年8月，吉安分区全境解放，中国青年党和中国

民主社会党地方组织均被取缔，其组织和活动亦终止。

省级党的组织

第一节 组织机构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1930．10～1931．1) 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城。10月14日红

一方面军前委与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联席会议将赣西南党、团、工会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

员会由13人组成，书记李文林(1930．10～1930．11)，常务委员李文林、曾山、陈正人、段良弼、丛允中等。

行委内设组织部i宣传部和秘书处，隶属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机关驻吉安县城西街(今文山路)。11月8

日，国民党向赣西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机关迁往吉安县陂头墟，12月又迁至吉安县富田村。12

月12日“富田事变”后，机关迁至吉安县永阳墟，下设赣西、赣南、赣东、北路、赣东北、赣西北6路行委。

赣西行委辖永新、宁冈、安福和泰和、吉安、万安、吉水的部分地区，书记王怀；赣南行委辖赣县、雩都(今

于都)、大余、崇义、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南康、崇仁、石城、南雄等县，书记郭承禄；赣东行委辖永

丰、乐安、南丰、宁都、兴国等县，书记龙超清；北路行委辖吉安的延福和儒行、宜春、分宜、新余、峡江及吉

水部分地区，书记刘其凡；赣东北、赣西北含今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宜春、抚州等市的全部或

部分县市。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1931．1～1931．6) 1931年1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

中全会的决定，正式解散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陈毅(1931．1～1931．

6)，常务委员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下辖东、南、西、北4路分委。机关设吉安县富田陂下

村，5月从富田迁往兴国县城。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东岸成立赣东、赣

南、永吉泰三个特委。

中共湘赣省委(1931．6～1935．7) 1931年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中央原拟成立的“湘东省

委”改为成立湘赣省委。8月6日，湘赣临时省委成立，机关驻永新县城萧家祠。书记王首道(1931．8～

1931．10)，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张启龙、刘其凡、李孟弼7人为委员。其下属党组织有：湘东

南特委、西路分委、北路特委、和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萍乡、分宜、新余、峡江、安福、吉安、遂川县委及

吉水工作团以及湖南的醴陵、攸县、酃县(今炎陵)、茶陵、耒阳、郴县县委、宜章县工委、株洲直属区委等。

1931年10月8日至15日，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村花塘官厅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170余名。大会由王首道主持，并代表临时省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组织、苏维埃CY

问题等决议和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省第一届委员会，内设组

织部、宣传部、秘书处、政治保卫处(局)、党报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士兵运动委员会。省委机关仍驻

永新县城萧家祠。书记王首道(1931．10～1932．11)，常务委员王首道、张启龙、林瑞笙、甘泗淇、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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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候补常委胡香美、张子意。其下属组织有：北路特委、上犹中心县委和永新、宁冈、萍乡、分宜、新余、

安福、峡江、吉安、遂川I、崇义、信丰、醴陵、攸县、酃县、茶陵、耒阳、郴县、南雄等县和宜章县工委、株洲直

属区委、大余西华山区委。1931年12月，信丰县委与湘赣省委失去联系，1932年2月重新划属江西省

委，同时，撤销上犹中心县委，成立河西特委和万安罗塘区委；3月撤销北路特委，成立分宜中心县委，恢

复上犹县委，成立桂阳县委，株洲直属区委改为长(沙)湘(潭)区委，4月撤销河西特委，成立河西道委。

1932年11月7日至16日，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到会代表207人。大会选举了

中共湘赣省第二届委员会，王首道等19人当选为省委委员；刘生元等6人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到

1933年lO月止，省委下辖河西道委、湖南特委、酃(县)遂(川I)、莲花中心县委、宁冈、安福、萍乡、新余、

分宜、吉安、遂万泰、遂川、醴陵、攸县、酃县、茶陵、耒阳、郴县、宜(章)乐(昌)、资兴、桂阳等县委和攸

(县)醴(陵)衡(山)湘(潭)边区委、长潭区委、香花岭特别区党部等组织。此时机构比第一届委员会增

设职工部，省委机关驻地仍旧。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由于受王明左倾错

误的影响，认为中共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问题。2月5日，中央作出改组湘赣省委

的决议，并指定刘士杰任省委书记(未到职，由陈洪时代理)。4月湘赣省委正式改组，5月中央派任弼时

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至此，湘赣省委历任书记先后为王首道(1932．11～1933．4)、刘士杰(未到职)、

陈洪时(代，1933．4～1933．5)、任弼时(1933．5～1933．11)。常务委员王首道、甘泗淇j张子意、刘其凡、

王炳生、袁德生、萧伍仔；侯补常委李端娥(女)、刘士杰；省委改组后常务委员有刘士杰、陈洪时、任弼时、

李端娥(女)、张子意、尹仁桂等。1933年11月21～25日，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

开，到会代表213人，大会由刘士杰主持，任弼时作政治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共湘赣省委员会。谢

露生等23人当选省委委员，蔡会文等6人当选省委候补委员；任弼时、刘士杰、张子意、尹仁桂、谭余保、

陈洪时、邹德虎、旷进媛(女)、曾竹山当选为常务委员；书记任弼时(1933．11～1934．8)、副书记刘士杰

(1933．11～1934．8)。委员会内增设白区工作部，机关驻地仍旧。1934年2月上旬，永新县城被国民党

军队占领，湘赣省委机关转移到永新县北部象形村，5月下旬又迁移到永新县东南面牛田村。1934年8

月7日，省委书记任弼时受令率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建立新苏区，中共湘赣省委班子进行调整，由

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彭辉明、姚原德、旷进媛(女)、王用济、张远逸(未到职)、谭汤池等组成省委常

委会，陈洪时任书记。11月，省委机关从永新牛田村移到安福泰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1月又

从泰山转移到安福西部武功山区芦台、长源头、双园坪一带，3月再从武功山区转移到莲花、萍乡、攸县3

县边界山区。6月省委书记陈洪时(1934．8～1935．6)在萍乡叛变投敌，使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5年7月，湘赣省委副书记谭余保(1934．8～1935．7)在莲花西南边界的棋盘山丝瓜塘村，主持召开

有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的领导人员和共产党员共约40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湘

赣省委，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1935．7～．1937．12) 1935年7月，撤销中共湘赣省委，成立中共湘赣I临时省

委，由谭余保任书记。机关驻莲花县西南境棋盘山，1936年冬转移到宜春县南部边境洪江乡古朝村。半

年后又转移到莲花、安福边境地区。常务委员先后有：谭余保、曾开福、谭汤池、周杰、朱水生、刘培善、龙

珍等。1935年2月至1937年10月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4年8月至1937年11月，湘赣边进入艰

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赣省委、湘赣临时省委其下属党组织发展变化较大，原有党组织大都解体，有

的合并，有的另在几县边区成立一些新的党组织。1937年11月，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党的组织

一直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至1938年8月，湘赣特委改由中共江西省委领导。

中共江西省委(1938．8～1941．7) 1938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由南昌迁至吉安城，不久又迁回南

昌，省委书记曾山。1940年2月中共江西省委从赣州迁至安福县南山，与中共湘赣特委同驻一处。1941

年5月省委在吉安城设立指挥站，7月遭破坏。

地区级党的组织

中共吉安小组(1926．1～1926．3) 1926年1月26日，由郭化非、刘承休、谌光重等在吉安省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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