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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张友余

在全市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际，中共温州市委党

史研究室经过数年努力，编纂的《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

(1949年5月--1994年12月)》一书正式出版了。本书简略地

记录了温州解放后，各级共产党组织在党中央、省委的领导

}下，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我们

I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阅读这本书，这对于进一步

I落实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知史明理，开拓未来，将起着重要

的作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胜利，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从新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温州地(市)各

级共产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阔步

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

话发表，像浩荡的东风，激励温州人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

性和创造性。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中共温州市委于1993

年适时地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战略决策。全市人民，以“三个

有利于”为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自主改革，自

一、／



2 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1949．5—1994．12)

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强不息"的温州精神，使温州经济与社会

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

了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

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明显提高。据统计，1996年全市国内生

产总值达510．09亿元，工业总产值1003．94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74．9亿元，财政收入32．2亿元。城市居民人均

收入73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371元，与1978年相比，均

翻了5至6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与实践证明，只有高举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的事业

才能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今年是我国历史发展上重要的一年，也是温州二次创业

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全市人民在市委的领导下，正在1

为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而埋头苦干，不断I

选取。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根据十四届I
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干部

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要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

观、价值观，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国

近代史、现代史和基本国情的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
‘

瞻望未来，前景广阔，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努力夺取

温州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胜利1

1997年5月 。



编 辑 说 明

一、《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一书，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

二、本书的上限始于温州解放(1949年5月)，下限至

1994年1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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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个阶段，简略地反映共产党温州地方

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各个时

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事及党建等重大史实

和重要事件。

三、本书采取编年体为主，以时间为经、史实为纬，突出大

事要事，以事系人，力求内容的完整性。对时间跨度不大的重

大活动和事件则采取记事本末体，适当集中记述。

四、编写过程中注重反映温州地方特色，新时期则重点突

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和实绩。“‘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纪事，则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五、辑录区域范围，以现在温州市辖区隶属关系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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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5月--1956年9月)

1 9 4 9年

5月7日 温州和平解放’5月1日、4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代表团与国民党温州专员兼保

，安司令叶芳代表团，在原永嘉县郭溪与周岙岭头(现属瓯海

区)附近的景德寺经过两次谈判，达成叶芳率部起义协议。7

日凌晨，纵队指战员分三路进入温州城，宣告温州和平解

放。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温州22年的反动统治。 ’

5月8日至13日 文成、瑞安、乐清、平阳、景宁、青田

6县县城相继解放

5月9日 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郑丹甫任

主任，邱清华、曾绍文、卓力文任副主任。
’

．
5月10日 温州市军管会发布第一、第二号训令

训令指出：“凡在温州国民党各机关团体服务之人员，均须

安心供职，负责保护一切文件、档案、簿册、图籍、公产，听候

处理。’’‘‘限定温州市各工厂、商店于5月11日一律复业。”

5月12日 温州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所有国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1949．5—1994．12)

党、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党团及特务组织和御用群众团体

即日起一律解散，并禁止任何活动。

同日 浙南地委机关报《浙南周报》改名《浙南日报》

5月18日 浙南游击纵队部分领导人调整 胡景碱

为纵队第一副政治委员仍兼政治部主任，邱清华为第二副

政治委员，叶芳为第二副司令员，程美兴为参谋长。龙跃、郑

丹甫仍分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5月22日 浙南地委机关和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

治部进驻温州城 当日，龙跃率地委机关工作人员和浙南

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人员以及部分指战员共2000余

人，由瑞安抵温，受到群众夹道欢迎。

5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

先头部队与浙南游击纵队在温州会师 由军长滕海清、政

委康志强率领的野战军在西门太史码头上岸时，受到温州

10万市民和龙跃等纵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并向野战军献

旗、慰问。

5月28日至29日 温岭、黄岩县城解放 至此，连

同4月7日玉环县城解放，5月3日泰顺县城解放，除洞头

等部分沿海岛屿外浙南全境解放。

5月29日 中共浙江省委致电浙南地委 电报对浙

南党10余年来在龙跃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满意，

并致以亲切的慰问。

5月底 省委指派南下干部到达温州 由彭瑞林、李

铁锋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4大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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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余人，分8个中队，先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

军、第二十一军从杭州到达温州。嗣后，省委决定有4个中

队由彭瑞林率领派往丽水地区，李铁锋带4个中队留在温

州地区，分配到地专机关和温州市及各县工作。次年，华东

财贸大队一部分干部也相继到温州，充实到各有关部门工

作。

6月2日 华东军区决定调整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康志强任主任，龙跃、李培南、邓逸凡任副主任。 ．

6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成立 开始发行

人民币，根据上级指示，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不准流通

使用。’’并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例，向社会

收兑。
‘

6月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温州市警备司令

部、政治部成立 滕海清任司令员，康志强任政治委员。15

日、25日，发出通告、布告，开始限期办理国民党军政人员

登记、收容和收缴武器等工作。

6月6日 浙南支援前线委员会成立 负责供给大

部队的粮食、柴草和马料等。
7

6月11日至19日 浙南游击纵队配合解放军第二十

一军和十二军先后解放福鼎、柘荣、寿宁县城

7月初 温州市军管会通令禁止使用金银 禁止金

银流通和互相买卖，禁止使用银元、铜元，取缔金银黑市，打

击金银贩子，查封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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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 温州市军管会下令没收国民党政府在温州

的国营事业、官僚资本与战争罪犯的公私财产

7月14日 台湾国民党军队飞机袭扰温州市区 国

民党军队的飞机继炸沉“东南轮”后，又在8月27日、29

日，10月20 El多次轰炸温州市区，炸死居民24人，炸伤61

人，炸毁房屋180多间。

7月25日 浙南游击纵队分别编为浙江第五军分区

和浙江警备第一旅 夏云飞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龙跃兼

政治委员；余龙贵为警备第一旅旅长，周丕振为政治委员。

7月29日至8月14日 中共浙南地委召开第一次扩

大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

总结了浙南地委在浙南斗争的经验，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

同时宣布省委决定：浙南地委改称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五

地方委员会，龙跃为书记、李培南为第一副书记、林辉山为

第二副书记。
’

7

7月 温州市军管会接管瓯海医院 次年该院改称

浙江省立温州医院。

8月26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五区专员公署成立

郑海啸任专员，邱清华、李铁锋任副专员，辖永嘉、乐清、瑞

安、平阳、文成、泰顺、青田、玉环、福鼎9个县。10月16日，

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温州区专员公署。

同日 中国共产党温州市委员会成立 书记李培

南。 ．

同日 温州市人民政府成立 市长胡景碱、副市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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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文。温州市为省辖市，辖城区和市郊永强、梧埏、三溪、藤

桥4个区。

9月8日 温州市军管会、温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

原国民党政府所属各级机关、战争罪犯及反革命首恶分

子在温州市的房地产，实行统一登记、管理。

9月15日至17日 温州市人民政府相继设立城中、

． 城东、城西3个区公所 此前，温州市区仍沿用国民党统

治时期的9个镇建制。

9月 五地委召开青年工作会议 研究筹建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各级组织，部署发展团员的任务。

．
9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兵团部署解放洞头列

岛 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在乐清柳市召开

， 参战部队团营干部会议，由七兵团司令员张爱萍传达陈毅

有关解放沿海岛屿的指示，决定于10月7目(中秋节)，发

起总攻，并确定乐清黄华、翁蛘和瑞安飞云江口及玉环鲜迭

为起渡位置。

9月28日 温州市区各中小学开学 温州市区有

公、私立小学324所，教师891人，学生24392人；公、私立

中学4所(省立中学除外)，教师144人，学生1372人。

lO月2日 温州市委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大会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和人民团体隆重举行升

典礼。3日，举行有700多人参加的各界人士拥护世界

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会。6日晚，2万多人举行火炬游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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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至9日 洞头列岛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七团、一八八团、一八九团和浙江

警备第一旅二团及玉环县2个中队，由六十--NN长李光

军指挥，于7日夜渡海作战，至9日凌晨，解放了洞头列岛，

歼敌1500余人，俘国民党洞头总指挥、“浙南行署’’主任王

云沛和“绥靖军”副司令叶金饶。

lO月8日至9日 瑞安县大队歼灭黄仁者股匪 8

日，瑞安县大队在风凰山歼灭黄仁者“浙南行署瓯南游击支

队”两个大队；9日，在北龙歼灭其支队部及某它两个大队，

共击毙2人、击伤3人、俘545人。

10月8日至14日 中共温州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

出席代表127人。胡景碱主持会议，李培南传达省党代

会决议，曾绍文作《国内外形势和今后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10月14日 第五专区所属各县的区、乡人民政权全

部建立

lO月巧日至17日 温州市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召

开 出席代表629人。会议着重讨论目前形势、减租条例、

合理负担政策和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等。

10月16日 五地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林辉山任

主任。 。

10月18日至24日 温州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 出席代表197人。曾绍文致开幕词，胡景

碱代表温州市人民政府作《解放后五个月工作的报告》，李

培南代表市委作《今后工作方针与具体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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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浙江省第五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开始招生

学员422人，其中脱产的区乡干部125人，新招收青年

学生232人，留用人员65人。

10月31日 中共第五军分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中共浙江省第五军分区第一届委员会，龙跃为书

记，夏云飞为副书记。

lO月 福鼎县划归中共福建省第三地方委员会领导
‘

11月12日 第五军分区军政干校开学 夏云飞兼

校长。

11月19日 江厦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

军六十三师后勤部所属医校学员、护送人员、伤病员、随军

家属及支前海员360余人，奉命由海路北上，为解放舟山做

准备。18日21时，全体人员乘“台航八号"汽轮离温，19日

晨驶抵距温岭江厦码头1500余米处，突遭国民党军队的飞

机轰炸、扫射，牺牲近300人，其中温州籍82人，史称“江厦

事件”。

11月2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温州市工作委员

会成立 陈显雷任书记。

11月25日至30日 第五区首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及学生代表会议召开 出席代表231人，列席代表18人。

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江省第五区工作委员会，王

林方兼任书记。1954年9月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温

州地方委员会。。

12月10曰 温州市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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