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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江津县委副书记侯大川

江洙县共青团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其问，风雨兼程，波澜壮阔⋯⋯

六十多年来，江津县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县广大团员青年前仆后继，英勇

拼搏，奋发进取，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光辉灿烂的历史。这部光辉的历史，是广大

团员青年革命实践的结晶，也是江津青年运动的一笔宝贵财富。发掘这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实现其全部价值，这是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一个重要责任。

正是肩负这种责任，经县委批准，由共青团江津县委组织专门人员，搜集整理大量

资料，撰写成这本《江津县共青团志》。志书分为记、传、图、表、录等共20余万字，

比较翔实地记述了江津共青团的诞生发展及江津青年运动的精华，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丰

富的青年工作的思想教材，展示了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江津县共青团历史。志书的编印

发行，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寻找楷模榜样，教育团员青年，吸取力量源泉，以及开创全

县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十年代是江津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加

速发展的形势和任务更加逼人。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大胆探索，求实创新。希望全县各级

团组织积极发动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勤奋学习，扎实工作，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在各

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江津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谱写新时期共青团

工作新的历史篇章。

未来属于青年一代I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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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 勇

往事如过眼云烟，只有历史才能留住我们的过去。历史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历史的

发展总是有规律可循的。编史修志，正是以史为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江津县共青团志》从1983年开始，历经四届团县委共九年的连续努力，现已问

世。

翻阅《江津县共青团志》，我们看到该书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思想性。《江津

县共青团志》记载的江津共青团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党是江津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引路

人。坚持党的领导，青年运动就会顺利发展，走向胜利。离开了党的领导，青年运动就

会受到挫失，走向失败。该书还闪耀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对广大

青少年进行教育的好教材。其二、资料性。《江津县共青团志》搜集整理了五四运动以

来70多年间江津县共青团以及与之相联的青年运动的各种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共青团的

各项重大活动，组织发展、干部配备以及重大的青年运动，杰出的青年运动人物的历史

资料。另外，对江津县三青团、童子军等组织也作了记载。资料比较齐全，是一本了解

江津共青团和江津青年运动历史的工具书。其三、指导性。《江津县共青团志》对于

自身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青农工作、青工工作、学校工作、少先队等工作作了分门

别类的记载。从各项工作中可以寻求许多工作规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也可以从曲折

中看到教训。对今后开展共青团工作，可以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因此，编写《江津县

共青团志》是应该的，阅读《江津县共青团志》也是值得的。

本志虽经认真编撰，精心修改，细心校印，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不足，敬请领导

和同志们指正。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县志办，档案局以及有关单位和许多同志的帮助，在

此，深表谢意。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



凡 例
一、编写本志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联系江津实际和结合党

的中心任务，反映共青团工作的内容，记录江津共青团和江津青年运动的历史。

二、本志包括：记、传、图、表、录。本志以慨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节为纬。

按共青团工作的内容和青年运动的规律进行分类，横排竖写，共12章35节，31件大事

记，9个人物传，1章外篇，附录1个，图片13张。

三、本志原则上起1919年，止于1990年。本惑按祥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

记述解放后江津县共青团工作和青年运动历史。

四、本志查阅了县档案馆、原永川地区档案馆、重庆市团校、四川省团校等有关单

位的资料1800多卷。并翻阅了县党史办、县志办大量的文字资料。摘抄了文字资料100

余万字。本志解放前的史料一般以县党史办、县志办的资料为依据，解放后的史料以档

案馆的资料为依据。

五、本县1979年以前辖朱沱区。本志1979年以前含朱沱区的共青团和青年运动历

史。

六、本志称谓：解放前指1949年11月28日江津解放之前， “党，，指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lo月中国进行的政治运动， “四人帮"指文

化大革命中当权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成的帮派， “十一届三中全

会”指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八、本志统一使用语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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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津县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省东南部，和云贵高原接壤，是重庆市的门户。

江津县现辖14个区、4个区级镇，96个乡(镇)，929个村，7542个社(组)。全县

幅员面积3200．22平方公里。总人口143．97万人，437796户，农村人口125．54万人。全

县共有青年367652人，团支部1876个，团员36469人。

1919年至1927年是我国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五四运动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国的形势发生了迅猛的变化。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浪潮

到江津后，江津城关和白沙两地的学生分别组成了学生联合会，响应这次革命运动。

19 19年6月的一天，江津中学聂荣臻等一百多名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并在商会举

行了同心爱国的学生界联合会。会后各校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l、“内除国贼、外抗强权”l等口号。在爱国学生和

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将清理的一大批日货搬到东门河坝烧毁。同时，白沙镇聚奎，

新本女子高小和镇立高小的学生，也在白沙镇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白屋诗人吴芳吉在运动中作过多次演讲，他在白话报上先后

发表了《明月楼述》等诗歌，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甲种农业学校国文教9ili张鹿秋，多

选《新青年》上的文章作教材，推广白话文，启发学生的新思想。

在“五四”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江津青年聂荣臻、钟

汝梅、帅本立等23人。在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刘颖滨的帮助下，直接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傅汝霖、冉钧、戴坤忠等14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这期间，江津共有43位青年

前往欧洲，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
’

19264F-，J“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江津青年纷纷奔赴广州参加革命斗

争。1925年到1926年，先后到达广州的有六、七十人。张成骧、沈天如等20多人考入了

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江津青年何敢、唐剑钊、鄢治能等8人进入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所长的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成了广州农民讲习所的第六届学员。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江津

形势也随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童庸

生来江津。他来江津不久就举办星期讲座，组织“贫民读书社"。 “贫民读书社”成立

不到两个月，童庸生便介绍曾凡觉、戴披星、涂树华等人加入共青团，建立了江津县第

一个共青团小组。1926年底，共青团江津县委成立。自此江津进步青年有了自己的绸

织，并在自己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

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1928年4月，团员陈孔

棣在梁家乡组织农民春荒暴动。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再加上有人告密，这次农民暴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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