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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中共费县党史大事记》主要记述了上起

1928年8月，下至1949年9月，费县党组织所领导的各项

工作及其斗争的大事，要事。包括党组织，军队、政

权，群众团体的建立，发展和演变，比较有影响的战

斗，战役、重要会议，决议及主要人物的活动．

二，费县行政区划曾几经变化，本《大事记》主要

记述费县基本区域z包括1940年5月前的费县，临费

县，费东县，温河县，蒙山县的事件。对于费县各边联

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只作简述。

三、《“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方法。根据各个历史发展进程，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划分为若干阶段。文中对每个阶段开始之前加简明

提要，每条目之前有小标题。条目按时间顺序排列，

对某些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事件则集中进行叙述。

四，《大事记》在反映党、政，军，群等组织活动

时，土地革命时期记载到早期党员，早期支部的活

动J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记载到分区委、区中队和

县委，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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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服说明

活动。为说明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全局性的事件也

作了简要交待。

五、书中记述有关单位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重复出现时一般使用简称或习惯称谓。

六，正文之后附有人物和重要事件注释。注释中的

人物主要包括抗战前有影响的老党员，早期党小组、党

支部负责人，1949年10月前县委领导成员，政府县

长、行署主任，办事处主任，以及活动在费县地区敌，

伪，顽、匪中有较大影响的反面人物等。另外后附组织

沿革表，县委领导人名录，提供与核实资料的老同志名

单及《条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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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延华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费县党史大事记》经过党史工作者几年来的辛勤

劳动，已正式出版了，这是献给党的生日的一份厚礼，

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推翻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也遭受过许多挫折

和失败。无数党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用

血肉之躯铺筑了人民解放的通途，用宝贵的生命，换来

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不朽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费县

人民心中。 一．

《中共费县党史大事记》以年代为经，以主要事件

为纬，以党的活动为主线，真实地记载了民主革命时期

费县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活动，再现了费县共产党人无私

无畏，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展示了党领导下的费县人

民英勇顽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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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费县，地处蒙山之阳、抱犊崮之阴，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

初，中共沂水县委，鲁南第一支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和山东省委，先后在费县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点燃了
’

沂蒙山前的星星之火。抗日战争初期，山东省委两次来

费县，建立了中共费县工委和费县县委，组织领导了费
’

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以后，费县境内相继建

立了费北，费南、临费，费东，温河等县级党组织和

抗日民主政权，组织领导了十余支抗日武装，抗日斗争

的熊熊烈火燃烧在蒙山，天宝山之巅和浚枋，温凉河之

畔。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罗荣桓，徐向前，朱瑞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战斗在费县，和费县人民

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解放战争时

期，费县党组织发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生产运动，参军运动和支前运动。3年内有近万名青年

参军，20万民工支援前线。常备担架，小车队随主方

部队一路南下。车轮滚滚，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

献。
J

。存史资政，以史为鉴、明后育人’’，是编纂党史

的根本目的。《中共费县党史大事记》的出版，是奉献
7

给全县人民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食粮。她对全县党员，

干部和群众了解费县党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

县人民一定能够从书中获取教益，在今后的工作中振备



序 言 墨

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在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下，努力工作，拼搏奋进，为费县的经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9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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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位于鲁南地区。地处东经117。36 7—1180187，

北纬35001’一35。33’。北枕蒙山，南依抱犊崮，东与临

沂，沂南接壤，西与平邑，滕州毗邻。温河、浚河横贯

境内。全县面积1928平方公里，1058个自然村，80万人

口。

费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

清咸丰年间，进士刘淑愈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与雇农

孙化祥在岐山上组织了农民起义军(即岐山幅军)，矛

头直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民国初年，曾有外籍同盟会

员在县城秘密活动．此后，县城教育界和商界部分爱国

人士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举行了

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中共党组织在费县的活动始于二十年代后期。1929

年2月，原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和部分共产党员来

费县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党小组，组

织全县各级农会。发动上万名农会会员斗地主．抗捐

税，带领数千名农会会员进城游行示威。大规模的群众

运动，首次冲击了国民党县政府，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斗

争意识。同期，莱芜党组织派遣到费县公安局任职的党



J 概 述

员王培汉，也积极配合张希周活动。1929年春，费南信

行庄青年李韶九，参加了临沂县西南地区的农民运动，

任临沂第十一区(漫子区)农民协会的主任委员，同年

加入共产党。费县南部民众在其影响和带动下，积极参

加农协组织。1931年11月，费县籍学生赵子育、鲍天仇，

唐军在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家乡

积极活动，分别在赵家庄，仲村，鲍家坡等村培养青年

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

，

1932年2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地址郯城县马头

镇)派副书记刘夫平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为掩护，

在学校创办革命刊物《突变》和《费县大众》，宣传先

进思想。在校内外发展了尚明、刘子峨、李伯瑾，陈子

末等入党，建立了县城和师范讲习所党小组。师范讲习

所党小组领导学生罢课，开展撤换不称职教员的学潮斗

争。1932年秋，费县党支部建立，成员有尚明、李伯

瑾、陈子未。这是费县第一个中共党的支部。支部成立

后，广大党员深入农村活动，先后建立了11个党小组和

一个党支部。1933年夏，中共临郯县委发动苍山暴动

前，费县党组织积极参加暴动的准备和宣传工作。苍山

暴动失败后，临郯县委领导成员马叙卿，刘夫平转移到

费县隐蔽，继续领导费县党组织的活动，并主持建立了

由尚明，李伯瑾，陈子未组成的中共费县临时县委。临

时县委于1934年7月组织全县小学教师向县教育局开

展口索薪’’罢教和反贪污反恶霸斗争，并指示师范讲



缸 述 5

习所党支部发动学生，组建救济灾民募捐团，救济因黄

河决口而逃至费县的灾民。

1933年5月，沂水县早期党员鞠百实，隐蔽到费县

第一小学任教，发展了刘叠林‘邢正美等四名党员。后

调东阳乡大井村任教时，又发展林迪民，邢志远等人入

党．

1935年1月，中共苏鲁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后改

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建立后，特委书记郭子化派李韶

九，郭致远等人进至抱犊崮山区。在费县南部大炉，埠

阳，信行庄，高桥，梁邱一带活动。发展了万国华、刘

清如，沈廷信、沈学仁：魏立九等人入党。54间。建

立了信行庄党支部。‘1936年6月，特委机关在枣庄遭破

坏，李韶九，王寿山利用当地上层关系，在高桥设立

露广德堂黟药店，作为特委的秘密联络机关。不久，作

为鲁南地区党的最高机关——临时特委，首先建立了直

属特委领导的中共高桥区委。在高桥区委的领导下，费

县南部山区相继建立了高桥，南庄，侯家庄等农村基层

支部．至抗战爆发，特委在费县南部地区已建立了1个

区委，1个总支，8个基层支部，共发展党员90余名。这

些党员大部成为抗战时期参加和组织抗日运动的骨干力

量． 一

1936年5月，山东省委重建后；着手恢复山东各地

党组织。8月，省委派宣传部长林浩到费县师范讲习所

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学校，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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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以课堂为阵地，利用举办读书会和出版校刊等形式，教

育和培养学生。西安事变后，他向全校学生宣讲团结抗

战，一致对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组织

党的外围组织一一学生救国联合会．10月，在校内发展

一批党员，建立了师范讲习所党支部。年底，又主持建立

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书记。1936年12月下

旬，林浩奉命调回济南后，省委又于1937年初派安波来

费县师范讲习所，继续领导费县党的工作．安波以学校

为阵地，组织歌咏会，演讲会、诗歌朗诵会、音乐比赛

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激发其抗战热忱。在校

内外，成立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和群教师救国联合

会，，等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5月，山东省委调整充实

了费县工委领导成员，并要求县工委成员，利用分散教

学的机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建党工作。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临郯县委、山东省委

和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费县境内建立了两个县级组

织，一个区级组织，15个基层支部，共发展党员150名。

党组织领导的各项运动，如和煦春风吹醒了长年沉睡的

费县大地，揭开了费县人民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

宣战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中共费县工委带领全

体党员和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动员

全体民众投入抗战的洪流。师范讲习所师生在党支部的

组织下，冲破学校当局的种种阻拦，发动了一次以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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