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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沂南县委书记牛泉然

《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经过

十年多的调查，研究，整理和不断修正，经省地党史委

领导审查批准，现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

我县党的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县精神文

明建设开出的一枝绚丽的鲜花。在这里，我向从事党史

资料征集编研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祝贺，向为积极支持，

热情关怀、精心指导编写《大事记》的老领导，老同志

及省地党史委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沂南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新开辟的一

个县，但党的活动历史在沂蒙山区却属最早的县份之

一。早在大革命时期，沂南县就有了党的活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沂南县建立了地方党组织，涌现了一批党

的优秀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中心是沂蒙，沂

蒙的中心是沂南帮，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较长时间驻在

这里。在沂南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曾发生过多起

震惊全省的重大事件，形成过多项指导全省抗日斗争的

决策政令，出现过多位誉满山东的英模忠烈，展开过多



序 曹

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战役。解放战争的号角吹

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改革，

战。特别是以重大牺牲支援了发生在县境内

役，先后派出五批干部，七批担架团支援了解放全国的

战争，在当时一个不足30万人口的县内就有30万人次民

工、民伏支援前线，可谓有口皆碑，惊天动地。漫长的

革命斗争岁月中，沂南人民不仅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

出了重大牺牲。有多少共产党员，志士仁人为中国革命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册的知名烈

士就有3364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沂南大地上浇灌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花，其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彪炳千秋，永存青史。
’

本《大事记》辑录了我县自1924年以来至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547条大事件。这些大事件记录着沂

南县建国前25年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凝聚着革命前辈和

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

谱写了一曲辉煌的赞歌，她是我们沂南县党组织和全县

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大事记》的出版，不仅对我们

总结党的斗争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我

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风云交

‘幻，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波折的时候，对我们发扬革命传

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促进安

定团结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学习党的历史，这对加强党内教育，贯彻党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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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方面的工

作都是必要的。《大事记》很值得我们广大干部群众读

一读，更值得青少年读一读。革命前辈的斗争业绩，仁

人志士的崇高品德，可以振奋精神，净化心灵，激励斗

志，鼓舞千劲。革命战争年代，沂南县曾是根据地建设

之楷模，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更要保持过去革命

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

命精神，把沂南这块光荣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繁荣，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做出应有贡献。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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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所记重大事件，从沂

南县境内有党的活动开始，到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止o 、

二、本《大事记》主要记述现属沂南县范围的原沂

水南乡和原沂南、沂临边联．．沂东三县的史料，对原属

沂南县后来不属于沂南县党的活动，亦适当记述。

三，《大事记》以各级党组织发展变化中的重大事

件为主线，同时收录在党领导下军队、政权及群众团体

的重大事件，组织机构一般记到区级，个别记到村庄。

四，省委，区党委、地委领导机关在沂南县内的

重要活动，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发出的

重要指示及省、区党委、地委机关负责人在沂南韵重要

活动收录在内。

五，对沂南有影响的全国、全省及临近地区发生的

重要事件，作简要记述。

六，敌、伪、顽、国民党政府，军队，社会团体在

沂蒙山区及沂南县的重要活动有选择地记述。

七，本《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并结合纪事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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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体对某些跨度较长的重大事件作

记述中，已知季度而月份不清者，

份而日期不清者，记述到月。

八、对《大事记》涉及到的抗

干，抗战初期至建县前夕区级以上

县后沂南县主要部门的领导成员以

．级领导机关的重要领导人，在文后

大的事件、英模人物、民主人士或

当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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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沂南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新开辟的

一个县，大部区域属旧折水县o 1939年10月，县治初

建，始称南沂蒙，1940年3月改称沂南县。其后，以沂

南部分区域为基础，相继建立了沂临边联县和沂东县，

1945年lO月和1949年7月沂临边联县和沂东县先后撤

销，大部区域并入沂南县。

沂南县，位于沂蒙山区中心。北连沂水，南接临

沂，东临莒县，西靠蒙阴，全县最大纵距47公里，最大

横距55公里，面积为1750．3平方公里o 1949年底全县有

16个区，809个行政村，387，3571：：1人。全县东多丘陵，

西为山区，中部是平原。孟良崮主峰屹立境内，沂河，

汶河，蒙河贯穿全境。

远在几千年前，劳动人民就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

代文化，至今尚存多处汉墓遗址，其中北寨汉墓闻名中

外。三国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诞生于沂

南，并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

曾是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的结合部，为沂蒙革

命根据地的中心9

善＼／-->



氟 述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沂南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o 1924年，门家庵子村刘鸣銮考入上海大学，接受了

共产党人的教诲和熏陶，每当假期回乡省亲之时，常带

回一些进步书刊，诸如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

和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刘呜銮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沂

南县第一个共产党员o 1927年5月，朱家里庄村的青年

知识分子朱寿年也在当地加入了共产党o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沂南党的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其问，活动基点主要集中在苏村、司马一带和朱家

里庄周围o 1928年6月，省委特派员孙兆鹏来这里开展

工作，在30多个村庄发展了党员。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

兴起，与旧官府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1928年冬，沂

南县最早的党组织一以朱寿年为负责人的朱家厘庄党
小组和以徐相南为书记的沂水南乡区委相继诞生，隶属

沂水县委领导。1929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沂水共

产党组织，党的活动暂时处于低潮o 1932年，以王赞堂

(王光伟)为书记的南乡区委重建·区委积极争取和利

用大刀会，参加了著名的沂水暴动，同时，区委也曾对

莒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33年，由

于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党组织第二

次遭到大破坏。沂南党组织和党的儿女，始终坚贞不屈，

前赴后继，并为寻找上级党而远离家乡，分赴祖国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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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继续进行党的工作，涌现了秦鸿钧，徐凤泰、王光

伟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关

于仓犍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将工作重心放在沂蒙IU
区o 1938年5月后，省委林浩等同志率先来到垛庄、岸堤

一带o 8月，省委书记郭洪涛也从鲁南辗转到此，并将

省委赴鲁南途中创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设在岸

堤，千校办学一年多，培养了近三千名抗日军政干部。

“月，黎玉、张经武由延安来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驻

地岸堤。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也由冀南到达沂南

县的马牧池、横河一带。

在中共山东省委(分局)的直接关怀下，各级党组

织得到大力发展，各级动委会、职工会，农救会、青救

会、妇救会、儿童团、耆老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亦纷

纷建立。

从1938年8月，九区(岸堤、垛庄一带)共产党就

建立了区委。随后，各区委相继建立。区、乡民主政权

也分别在1938午下半年至1939年成立。至此，中心根据

地已初具规模o

1939年6月，日军发动了对沂蒙山区的第一次“扫

荡"，为加强沂水南部抗日斗争的领导，建立了中共沂

南中心区委。同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以沂南中

心区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南沂蒙县委(1940年8月改称沂

南县委)·这是沂南县的第一届县委，直属山东分局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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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南沂蒙辖沂水县的五、六，九、十区和蒙阴县的

二、四区o 12月4日，县级政权一南沂蒙联防办事处
建立(1940年8月改称沂南县政府行署)o 1940年6月

至1942年12YJ，为扩大沂蒙根据地和打通鲁中与鲁南、

滨海区的联系，以沂南所辖的老十区和永太区为基础，

先后建立了临费沂边联县委(后称沂临县委)和沂东县

委。沂南、沂临边联、沂东三县县委在上级领导下大力

开展了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大生产，参军

支前等各项工作o

1941年到1942年，世界法西斯力量异常猖獗，沂蒙

抗日根据地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从1941年开始，日军

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所谓军事的、政

治的，经济的总力战，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大规模

的“扫荡’’、“蚕食"和“三光政策"o沂南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团结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粉

碎敌伪“蚕食’’、封锁，克服严重困难，誓死保卫沂蒙

抗日根据地，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区岸堤、垛庄，孙祖、马

牧池、依汶等，始终掌握在抗日军民手里o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加强，沂南根据地形势

有了很大转变，到1944年，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初期和中期，曾流传着

“山东的中心是沂蒙，沂蒙的中心是沂南"的说法。沂

南一度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是山东党政军领导

机关活动的重要基地。山东省委(分局)，八路罕山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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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一一五师，省战工会、抗大一分校、山东抗日军

政干校、鲁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长期驻此。徐向前、

罗荣桓，朱瑞、郭洪涛、黎玉、谷牧等许多老一辈革命

家和党政军首长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一些重要的

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的战斗在这里发生o 1939年

秋，出席全国党的“七大，，的山东代表在岸堤集合后出

发赴延安。1940年7月至8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

在青驼寺召开，成立了lU东省临时参议会、lh东省战时

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政府的前身)和工、农、青、妇、

文各群众团体的省级领导机构。1940年8月，徐向前亲

自指挥了孙祖战斗o 1941年11月，罗荣桓指挥了著名的

“留田突围"o

‘抗日战争期间，沂南人民经历了大小战斗数百次，

每次战斗都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

迹，许多党的优秀儿女在这里献出了热血和生命。山东

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部

长刘子超、抗大一分校=团政委刘惠东、沂南县委第三任

书记李铎以及德国友人汉斯·希伯等都牺牲在这块英雄

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期间沂南县这块土地上就有7744人

为国捐躯。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

重大变化。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

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起全面内战，党和人

民又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和锻炼。沂南，沂东县委

晷



曩 琏

领导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的方针，投入全国解放的斗争。积极贯彻中共中央

“五四"指示，普遍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土改复查工

作，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从政

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反蒋保田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在“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口号鼓舞

F，积极参军，踊跃支前。1946年夏，高运成、金维三

组成的“高金大队”外线出击，名扬淄博，威震鲁南。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进行了

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沂南县委派出劳动英雄朱富

胜，带领30000多难民转移外地，腾出家园作战场。沂

南，沂东人民全面支前．．全力支前。在淮海战役中，朱

富胜带领的3500人的沂南担架团苦战65天，无一人伤

亡、无一人下火线，被誉为“华东第一模范担架圃"。

解放战争期间，沂南先后有7批担架团，5批干部队随

军南下，支前民工达300，000人次。其中鲁南战役支前

民工12，654人，莱芜战役支前民-r20，450人，盂良崮战

役支前民工10，750人，济南战役支前民工6，000人，淮

海战役支前民321 19，000人，渡江战役支前民工l，250

人。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争，使沂南人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也造就了一

批又一批的英雄模范，如著名民兵英雄徐敏IjlI，张秀

海、高运成、金维三等，著名劳动英雄朱富胜，王兑

一、马星祥；著名学习英雄高洪安、李富玉，著名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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