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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政党

民国20年(1 年)，中国国民党在云霄建立隶于诏安县党部的直属区分部。后经多．931

次变革，至民国31年称中国国民党云霄县党部。国民党云霄县地方组织从成立至1949年云

霄和平解放。主要执行反共防共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中曾宣传组织发动民众进行抗日。

1949年还为云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从民国27年起，国民党云霄县地方组织内部的

“中统”与“军统”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未间断。
二

民国21年，中国共产党漳州中心县委派工作人员到云霄进行短时间活动。民国22年在

徐南坑建立秘密交通站，并派红三团武装小分队进入云和边界开辟新区。民国23年，在马

铕坪水乡建立中共云霄第一个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并进行土地改革。民国24年，在与漳

浦、平和交界的边区成立中共浦云区工委、云和区工委。同年冬，在乌山十八间成立中共云

和诏县委。云和诏县委以乌山为根据地，领导云霄、平和、诏安三县人民进行艰难曲折的革

命斗争。直到云和诏全部解放。

1949年9月25日，云和诏县委派代表与国民党云霄县党、政、军当局谈判；原则上达

成云霄和平解放协议。9月29日，由太行山南下的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领导干部组

成的中共云霄县委进驻莆中村，与云和诏县委主要成员会合，对云霄县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

充实后，于10月2日进城，接替云和诏县委的领导工作，云霄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至1956年2月，中共云霄县工委领导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剿匪反霸、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使云霄

走上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许多先进分子积

极要求参加党组织。通过加强考察和培养及开展整党建党，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1956年5月，召开中共云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中共云霄县

委(以下简称县委)组织全县党员和人民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热潮。虽然在“大跃进”和公社

化中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能及时检查纠正，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仍然紧紧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经济文化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矛头直指各级党政领导，许多党政领导人被

诬为“走资派”、“叛徒”而被批斗，被勒令“靠边站”。1967年1月，“造反派”冲击县委、

人委，非法夺权，全县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1968年10月。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

“三结合”的云霄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11月成立云霄县革委会党的核,C,tb组。1971

年6月，召开中共云霄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建立县委会。县委会与革委会合署办公，实

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设8个工作机构。全县设乡、场人民公社党委10个，县直总

支3个、党支部30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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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讨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同时平反冤

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进行整党整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按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建设各级领导班子，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吸收新党员。至

1996年，全县有中共党员11562人，占总人口的2．9％，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县委自1979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大胆开拓、进取。首

先在全县农村各社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农副产品统

购、派购、统销、统配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市场收购。抓科技兴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创汇农业和外向型经济。在工贸方面，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给企业

松绑放权，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承包制。在全县工贸企

业中。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1992年7月起至1995年底，县委实施“舞活县城龙头，

主攻国道一条线，建设漳江出海口，开发山区腹地，建设好村镇和市场”的经济发展战略。

使“两高一优”创汇农业初具规模，“两水”开发成效显著，第二、三产业、乡镇企业、三

资企业迅猛发展，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有了较大发展，县城建成区扩大一倍。1996

年5月，县委实施“突出一线，开发两翼，拓展一城，建设一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

展国道324线沿线经济带，加快工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的发展，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全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增长的势头。1996年被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评为

“96年福建经济发展十佳县”。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云霄县地方组织

第一节靖和浦县委及所属党组织

民国21年(1932年)2月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邓子恢和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领

导人王占春，率领闽南红军游击队40多人在漳浦县小山城一带领导农民抗捐的消息传到云

霄。3月间，云霄瓦窑坑农民林水涌、林治国叔侄，到小山城寻找邓、王，请求派人到云霄

领导抗捐。3月底至4月初，漳州中心县委成员冯翼飞带领五六人到瓦窑坑、大洞开展工

作。数天后，因接到国民党军队进逼小山城消息而离去。此为共产党在云霄活动之始。

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至撤出时留下军事干部，组建工农

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归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领导，活动于南靖、平和、漳

浦一带。

民国22年3月，国民政府军十九路军配合地方民团，进攻靖、和、浦等革命根据地，

漳州中心县委派周木(云霄荷步人)到云浦交界的云霄徐南坑建立秘密交通站，补充红军给

养。同时派红三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率武装小分队进入云和边界坪水、五寨、小尖、箍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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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白石一带，开辟新区。4月，马铺坪水村何酒容在漳浦北地、龙岭做工时加入红三团，

于11月被派回家乡活动。年底。漳州中心县委派林来有(海沧人)到坪水工作。

民国23年3月，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成立，下辖5个区委，负责领导南靖、平和、漳

浦三县边境游击区域的斗争。同年5月，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划归中共闽粤边临时委员会领

导。改称中共靖和浦县委。民国25年4～5月间，由于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和各地游击战争的

开展，推动群众斗争的高潮，不但巩固原有游击区，而且还新创建4个游击区(即云和、浦

云、浦南、双格区)，其中，云和区在平和与云霄的边境坪水、宝洞一带，浦云区在漳浦与

云霄边境梁山一带。随着新游击区的建立，各区区委也同时成立。陈吉祥为浦云区委书记，

林路兼任云和区委书记。中共靖和浦县委所辖的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南地区最早开

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3年游击战争时期闽南地域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革命根据地。

民国23年2月。坪水组织赤卫队并向邻村发展。为加强坪水革命的领导，靖和浦县委

派五区常委李若松进驻坪水，县委组织委员林路也经常到坪水指导工作，并以坪水为中心发

展到周围各村。同时发展何照、何酒容、何意、何两花(女)、何志诚、何其容、何咯等7

名党员。4月，成立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坪水村支部(书记何照)，隶属于云和区区

委。

民国24年春，闽粤边特委在坪水建立交通站，靖和浦县委先后派刘伟、陈铁任交通站

负责人。邻村下庵、杨美、湖洋、乌螺、枧脚、大仑、砾头等地都建立联络点。同一时期，

县委派遣张树英、林禄、何意到宝石村，同时，林禄又与许青龙、林启明、何诗到宝洞村开

展秘密工作，建立交通站，组织赤卫队，成立农会、扩大游击区域，打击土豪、地主，开展

减租减息、补充红军给养等革命活动。

民国24年6月5日。中共靖和浦县委在平和召开第五次县委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

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粉碎敌人的“清剿”。随后，红三团第一连和

团部特务排从三坪南下，扫荡云霄何地、马铺圩、坊村等地主武装据点。

民国25年10月，沈东海保安团和翁必达民团数百人向靖和浦的岭后村进攻。云和区的

龙透、田贝一带农民抗日自卫军千余人配合红军击退进犯之敌，并乘胜消灭该处最顽固的豪

绅地主的几个堡垒与民团。同月根据靖和浦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经中共闽粤边

特委批准。撤销中共靖和浦县委，分设平和、漳浦2个县委。

第二节云和诏县委及所属党组织

一、组织机构

民国24年(1935年)10月，闽粤边特委常委何呜在乌山十八间主持召开中共潮澄饶县

委扩大会议。研究组织建设和工作部署，并成立中共云和诏县委。县委机关设在诏安县月港

村。由蔡亚民(又名蔡蔚林)任书记(至民国25年2月，以下括号内年月皆为任期)、张敏

任特委特派员(至民国26年7月)。县委下辖7个区委，其中属云霄的有：世吉区委，书记

先后有文阿业(任至民国26年2月)、张日春(民国26年2月任至7月)、罗理(民国28

年4月任至12月)。该区委辖车圩、吉坂、水晶坪一带地区，民国28年12月撤销；车吉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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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曾益效(任至民国26年2月)，该区辖世坂、安吉、庙后、白竹一带地区，民国

26年2月撤销；四区区委，书记先后有许大贵(县委委员兼)、蓝里(民国27年3月任至

民国29年底)。该区辖云霄、平和的边境一带地区，民国29年底撤销。

民国25年2月，因开展“肃反”而调整县委领导成员，张敏任书记(兼，至民国26年

5月)。民国26年5月，根据工作需要又调整了县委领导成员，李才炎任书记(至民国26

年7月)。

民国26年7月16日“月港事件”中，中共云和诏县委领导人全部被捕牺牲，县委领导

机构遭破坏。10月组建中共云和诏特别区委员会，书记卢叨(任至民国27年2月)，副书

记莫丁贵(任至民国27年2月)。至年底，有党支部约100个，党员500人。

民国27年3月，根据漳州中心县委决定，撤销云和诏特别区委员会，重新建立云和诏

县委。下辖以乌山为中心的云和诏三县边界地区20多个乡的党组织，党员300余人。县委

书记卢叨(任至民国28年2月)、吴永乐(又名黄永禄，民国28年2月任至民国29年11

月)，副书记莫丁贵(任至民国28年2月)。

民国30年春，县委领导成员充实调整，书记梁培德(至民国31年6月)，副书记陈文

平(至民国31年6月)。

民国31年6月。县委改为特派员制。民国31年6月至12月，特派员梁培德，副特派

员陈文平；民国31年12月至民国32年冬，负责人先后有陈文平、张文瑞、钟阿治；民国

32年冬至民国34年10月。特派员陈文平，副特派员张火瑞(至民国34年8月)、钟阿治。

抗战胜利后，取消特派员制，恢复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陈文平(兼，民国34年10月

至12月)、李亚伟(民国35年1月至民国36年1月)，副书记钟阿治(民国35年1月至民

国36年1月)。

民国36年1月，中共云和诏县委改称中共云和诏县工委，书记李亚伟(民国36年1月

至民国37年3月)，副书记钟阿治(民国36年1月至民国37年3月)。

民国37年3月，中共云和诏县工委又改称为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李亚伟(民国37年

3月至民国38年5月)，副书记张振福(民国37年3月至民国38年5月)、钟亚治(民国

37年3月至民国38年3月)。民国38年10月，中共云和诏县委改称中共诏安县委。

附：境内中共云和诏县委交通站

牛寮交通站，在牛寮村，民国24年10月建立。

白水石示交通站，在白水石示村，建立时间不详，民国25年8月被破坏。

坪水交通站，在鸟山坪水村，民国25年建立。

乌山交通站，在水晶坪桥头村张日春家，民国25年建立。

卢地山交通站，在月眉地(又名石马岩)，民国26年10月建立。

龙透交通站，在龙透村(时属平和县)，民国32年3月建立。

水晶坪交通站，在水晶坪，抗日战争期间建立。

二、主要活动

民国24年10月，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师向靖和浦、云和诏根据地发动第二期“清剿”，

，：《。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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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团(团长张长水)和独立营(营长卢胜)进行反“清剿”。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由

于环境艰苦和敌人的疯狂进攻，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内部出现动摇分子，一些工作也有所失

误．有的战斗失利。闽粤边特委将所产生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社会民主党、AB团⋯⋯混

进我们红军与党的组织中，甚至潜伏到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内进行反革命的阴谋”，于是采取

“左”的作法。民国25年2月至3月间在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进行一次“肃反”运

动。错误地逮捕一些地方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云和诏县委书记蔡亚民因无端受疑而携款逃至

香港。云和诏县委印刷厂青年干部卢叨(民国26年10月为特别区委书记)也被关押。直至

4月、5月间特委书记黄会聪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并将云和诏县委这次．．肃

反”所犯的错误写成决议在云和诏党组织中宣布。

民国25年6月。云和诏各区组织的人民抗日义勇军发展到5个中队，由云和诏县委统

一指挥。

同年12月，云和诏县委配合红军抗日第三支队在马铺石字村附近伏击敌一五七师一部，

毙敌50多人。同时，红军抗日第一支队与三支队第一中队在云霄车圩战斗中打败敌一五七

师一个连。

民国26年7月1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月港事件”，国民党保安团沈东海部，以一

个连的兵力包围云和诏县委驻地月港村，袭击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召开的云和诏县委、

区委领导人会议的会场。云和诏县委委员罗贵炎当场中弹牺牲，张敏等12名主要领导人被

捕。19日，全部被枪杀于良峰山东麓的虎咬巷。

云和诏县委在乌山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伤兵站。在敌人发动3次“清剿”、地主土

豪反攻倒算和缺粮药枪支等恶劣情况下，发动群众，支援革命。龙镜村吴交深等筹集200元

银元、10多石大米和一批药品以及埋藏的20多支枪交给红军。乌山伤兵站负责人李梨英在．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捐出积蓄、挖野菜、采草药，使伤兵站安然隐蔽在乌山上。

民国27年1月下旬。卢胜率领闽抗第三支队在云霄的陂下村集中，作北上抗日的准备。

31日奉命开往平和坂仔。经一个星期整编，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3月1

日从龙岩白土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民国27年2月。云和诏地区党组织以卢叨为代表，同国民党云霄县县长陈文照谈判，

力促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民国28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

云和诏各地均有通辑、围捕共产党负责人的事件发生。8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转入地下

斗争。12月，中共云和诏县委干部陈文汉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根据漳州中心县委的指示，

云和诏县委组织一班脱产特务队．同时在乌山开展生产自救活动，执行中共中央的“隐蔽精

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

民国29年底，云和诏县委书记吴永乐在基点村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后由梁培德接任

县委书记。

民国32年初，国民党保安队在地方反共势力的配合下，猖狂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为求生存，闽南特委、漳南工委和云和诏县委领导人在平和金京洋会议上决定组织

2个武装班，由乌山林畲、马鳙龙透的党员和民兵骨干组成。2个武装班在党的领导和群众

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斗争。11月，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队进入乌山，恢复云和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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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区。

民国33年3月29日，云和诏县委领导人陈文平率龙透村党支部骨干在该村的桃椅鞍伏

击壶仙乡征税队。毙敌5名，缴款3000多元。

民国34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闽西南国民党加紧“围剿”革命武装，调

集重兵占踞乌山等地。省保安二团吴子高率1个中队在云和诏交界的公田村设指挥部，企图

消灭闽南人民武装。中共云和诏县委率部冲出敌包围圈，袭敌后侧，巧妙周旋。8月，云和

诏县委在乌山龙砾花迷石的大山洞里办起兵工厂、被服厂。

民国36年1月，闽南地委决定，以云和诏县委为主及部分地委机关人员组成东、西、

南、北4个工作团，接替过去区委的工作。其中：东路工作团辖云霄的梅林、仙石、坡下及

云和诏交界处；南路工作团辖诏安的梅州、四都及云霄水晶坪、世坂、吉坂一带。12月，

张振福负责建立乌山民兵组织，由云和诏县委直接指挥。

民国36年3月，根据闽南地委决定，云和诏地区成立4支游击大队。第一大队，大队

长张国忠，副大队长张振顺，政委李亚伟(县工委书记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张振财，副

大队长张宝贤(后张阿甲任)，政委张振福(县工委副书记兼，后改张大目任)；第三大队，

大队长沈德溪(后改林秋光任)，副大队长沈士春，政委钟阿治(县工委副书记)；第四大

队，大队长张章言，副大队长张国文，政委赖其生。同年8月1日，以上武装力量经整编后

后编入新成立的闽南支队。

民国37年1月组建闽南武工队云霄独立分队，队长吴有水。同年10月。独立分队编入

闽南支队。

民国38年9月19日，张振福带领乌山游击队、民兵共百余人进攻云霄丝竹洋、牛角

径、官宅等处的敌炮楼，收缴莆顶联防队的枪支。民国38年9月25日，云和诏县委派代表

与国民党云霄党、政、军当局谈判，原则上达成云霄和平解放的协议。30 El，策动云霄自

卫团分队长张水达率部携机枪2挺、步枪16支到安吉投诚。

云和诏县委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中。领导云霄人民在云霄境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中

央军第八十师、广东军一五七师、省保安一、二、三团及各县保安队、自卫队武装警察、联

防队进行多次的反“围剿”斗争，民国23年至民国38年，云霄籍牺牲的干部、战士、交通

员、接头户，有名可查者134人(不包括编入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员)。

第三节 中共云霄县工委、县委及其办事机构

一、中共云霄县工委、县委

民国37年(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决

定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准备接管新解放区。由太行、太岳两个区党

委抽调近5000名党政军群团和后勤全套干部组建一个南下区党委，区党委的对外番号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地委为大队、县委为中队，在河北省武安县城集中。整编后，

于民国38年4月25日从武安出发南征，长江支队南下抵福建后，以其第五大队(即南下五

地委)一中队主要成员为云霄、诏安两县党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民国38年9月29日由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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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栋、石端带领的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从漳浦进驻云霄县火田莆中村，10月1日，

与中共云和诏县委负责人会合，翌日进入云霄县城。

1949年10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云霄县工作委员会(郑国栋为书记)，接

替原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云霄的领导工作，县工委领导人由上级任命，实行全委制。隶属福建

省第六地委。1949年11月至1950年9月隶属漳州地委，1950年9月隶属龙溪地委。1954

年7月起，全委制改为常委制。1956年5月召开中共云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县委成员

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称中共云霄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陷入瘫痪状态。1967年3月。由县人民武装部牵

头成立县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主持日常事务。1968年10月。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县

革命委员会，总揽全县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同年11月初，在军、干、群“三结合”

原则上，组成云霄县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组长温友亭，副组长殷子峰。1970年2月，组

长为李文庆，副组长朱寿先。1970年9月，云霄县革委会领导小组改为县革委会党的核心

小组，代行县委的部分职能。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文庆，副组长朱寿先。1971年6月，召

开中共云霄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建立县委会，同时撤销县革委会党的核一t；,／b组。随后，

县委会与县革委会合署办公，县委书记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980

年11月，在产生县第八届人民政府的同时，撤销县革委会。县政府与县委会分开办公，县

委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1985年7月后，中共云霄县委隶属于漳州市委，至1996年不

变。

表20—1 历任中共云霄县工委、县委书记名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届别 任职时间 附 注

郑国栋 男 河南鄢陵 县工委 1949．10一1952．8

萧苏 男 河南修武 县工委 1952．8～1955．12

赵克良 男 河南济原 1955．12～1959．12

萧苏 男 河南济原 1958．2～1960．2 第一书记

杜进智 男 河北井陉 1960．2～1960．10 第一书记

】队-i---fm 男 河北林县 1960．11～1966．5 1963年1月第一书记改称书记

刘景和 男 河北涉县 1966．5～1967．1 代书记

李文庆 男 山东 1971．6——1973．8
●

／个·，叮JU 男 河北大名 1973．8～1974．12

李玉科 男 河北赞皇 1974．12—1977．12

黄长茂 男 福建漳浦 四 1977．12～1980．2

吴开云 男 福建漳浦 四、五 1980．2～1986．1

戴全成 男 福建漳浦 五、六 1986．1～1990．8

郭育祺 男 福建龙海 六、七、八 1990．8—1996．4

黄河俊 男 福建漳浦 ／、- 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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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 历任中共云霄县工委、县委副书记名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届别 任职时间 附 注

赵振旅 男 山西武乡 县工委 1950．7～1951．12

郝杰 男 山西浮山 县工委 1952．12～1955．5

苏敏 女 河南沁阳 县工委 1954．7——1954．8

王振河 男 河南沁阳 县工委 1954．7～1955．5

袁伍度 男 江苏武进 1955．9～1960．2

郭焕卿 男 河南沁阳 1955．9～1960．7

张天宝 男 福建云霄 1956．5～1960．6

毋立超 男 河南修武 1956．6～1956．8

李修德 男 山西安洋 1959．12～1960．6

李文喜 男 山西陵川 1959．12～1963．1

司良纯 男 河南沁阳 1960．1～1963．2

刘景和 男 河北涉县 1960．4～1966．5

郭有藩 男 河南林县 1960．12～1961．11

袁伍度 男 江苏武进 1963．1～1966．5

李文喜 男 山西陵川 1964．5～1967．1

朱寿先 男 河北大名 1971．6～1973．8

罗增孝 男 广东梅县 1971．6～1975．5

李玉科 男 河北赞皇 1972．2—1974．12

黄长茂 男 福建漳浦 1975．11～1977．12

李山 男 河南卫辉 1974．12～1975．5

李宋宝 男 河南林县 1977．2～1977．5

齐德芳 男 山东乐陵 三、四 1977．2～1983．10

曾南湖 男 福建平和 三、四 1977．5～1980．4

X／●A 男 福建漳浦 三、四 1977．10～1980．2

王振福 男 福建漳州 四 1980．8——1983．9

许圣 男 福建云霄 四 1980．8～1983．11 县长

1984年兼县长；
黄汉河 男 福建云霄 四、五、六 1983．11～1989．12

1987～1989年兼任县长

高南胜 男 福建龙海 五 1984．1l～1986．1 兼县长

杨建平 男 福建漳州 五 1984．11～1987．11 兼县长

粱火明 男 福建云霄 五、六 1986．1～1990．5

张如崧 男 福建云霄 五、六 1987．10～1993．12

刘子维 男 河北涉县 六、七 1990．5—1993．9 兼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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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籍贯 届别 任职时间 附 注

魏坚 男 福建漳州 七 1991．7—1992．6

沈元坤 男 福建诏安 七 1993．2～1995．5

江宏真 男 福建永定 七 1993．9～1995．5 兼县长

柯志明 男 福建漳浦 八 1994．12～

赖文达 男’ 福建平和 八 1995．5～ 兼任代县长、县长

韩文利 男 福建漳州 八 1995．5～

张束香 女 福建云霄 八 1995．12～1996．3 (调离)

许友明 男 福建龙海 八 1996．8～ (挂职)

表20—3 历任中共云霄县委常委名表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赵克良 1954．7～1956．1 1956．1任书记 陈文波 1975．3～1978．3 调离

王南方 1954．7～1956．9 调动 陈焕章 1977．5～1984．1 调离

李文喜 1956．5～1959．12 调任副书记 林维月 1980．2～1983．8

王玉德 1958年任免 调动 张汝生 1980．2～1983．11

夏继乔 1958．5～8 调动 汤一团 1980．12～1984．12

沈文福 1958．8～1967．1 黄汉河 1980．12～1983．11 调任副书记

刘少言 1958．12～1962．12 方伍行 1983．8～1984．11 病故

傅成森 1962．5～1967．1 梁火明 1983．12～1986．1 调任副书记

马立德 1963．12～1967．1 朱旭辉 1983．8～1998．1

张天宝 1963．12～1967．1 郭拱明 1983．12～1984．12

孙风竹 1965．12～1967．1 陈振权 1986．6～1993．12

高盛祥 1965．3～1967．1 吴和盛 1986．6～

张克瑶 1971．6～1972．3 方坤水 1986．6～1987．12

蔡新生 1971．6～1973．8 调动 王天辉 1990．12～

于常东 1971．6～1973．6 病故 张长岩 1990．12～1992．11 · 调离

于在训 1971．6～1972．8 军代表 曹康 1992．10～1993．12 挂职

齐德芳 1972．9～1977．2 调任副书记 陈福州 1993．11～

赖荣耀 1973．7～1977．11 病故 赖文达 1993．12～1995．4 调任副书记

蔡太林 1973．11～1977．11 苏志忠 1994．3～1996．3 挂职

陆忠勋 1973．11～1975．11 沈锦才 1995．9～

许圣 1975．3～1980．8 黄建平 1996．8～

一：：●：4．酚q警慕3_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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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张束香

(女)
1975．3～1995．12 调任副书记 吴治玉 1996．4～

李宋宝 1975．9—1977．2 予南生 1995．5——1996．8 调离

二、县委工作机构 ．

1949年10月成立中共云霄县委时。其内设机构有县委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后几

经变动、增设，至1966年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海防部、农工部、工

交部、财贸部、县委党校等9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工作机构因1967年1月23

日“造反派”非法夺权而瘫痪。1968年10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原县委的领导职

能，县委各工作机构自然消失。1971年6月重建中共云霄县委员会后，县委工作机构陆续

恢复。为适应新时期的工作需要，1980～1996年，先后增设县委政法委、文明办、信访办、

党史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组织员办、机要局、综治办、党建办。1984年县委纪委改

为中共云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90年县老干局归为县委内设机构序列，信访办归政府序

列。

(一)办公室

1949年10月，设县委秘书室。1958年5月设县委办公室。与秘书室同套人员。1968

年10月，秘书室归并办公室并由县革委会办事组取代。1971年6月，恢复县委办公室，与

县革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1980年11月分开办公，至1996年未变。

(二)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1年7月，设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5月，改称县监察委员会。1968年10

月被县革委会政治组组织组取代。1978年3月，重建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5月，

县委纪委会升格为中共云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县委组织部

1949年10月设，1968年10月被县革委会政治组组织组取代。1974年3月，改称县委

组织组。1975年9月复称县委组织部，至1996年未变。

(四)县委宣传部

1949年10月设，1968年10月被县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取代。1974年3月，改称县委

宣传组。1976年1月复为县委宣传部，至1996年未变。

(五)县委文教部

1956年4月设，1958年3月并人县委宣传部。

(六)县委统战部 ，

1952年10月，设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1958年6月并入宣传部。1960年2月，与宣

传部分开办公。1968年10月被县革委会政治组统战组取代。1976年1月复称县委统战部，

至1996年未变。

。乏臂墨老￡_

，

F一辱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云霄县地方组织 701

(七)县委台工部

1954年夏，设县委沿海工作部，1957年5月并人农工部，1958年6月，重设县委沿海

工作部。同年12月改称海防部，1971年2月改称县革委会海防办公室。1974年6月，改为

县委对台办。1976年1月设县委沿海部，与对台办合署办公。1982年6月沿海部与对台办

合并为县委对台工作部。1991年6月，改称县委台湾工作部。

(八)县委农工部

1953年10月，设县委互助合作部，1954年7月改称生产合作部；1959年11月改称农

村工作部；1965年4月改称农村工作政治部；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成立后消失。1991年5

月复设．与县农委同套人员。

(九)县委工交部

1956年4月，设县委工业交通工作部。1960年8月撤销。同年12月，重新以工交部名

义对外办公。1965年4月改称工交政治部。1968年10月成立县革委会后消失。

(十)县委财贸部

1952年9月，设县委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兼主任)。1955年8月，设县委财政

贸易部，同时撤销财委会。1965年4月，财贸部改称财贸政治部。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成

立后消失。

(十一)县直属机关党委会

1962年12月，设县直属机关党委会。1965年1月撤销。1973年5月重设，至1996年

未变。 ， j

(十二)县委党校

1957年7月，设县委党训班，1959年10月改称县委党校。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成立

后撤销。1974年11月复设，至1996年未变。

【十三)县委信访办

1971年7月，设县革委会信访组。1982年9月改称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1990年5月，信访办归县政府序列。

(十四)县委党史研究室

1982年8月，设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年11月改称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

会。1987年10月改称党史工作委员会。1990年7月改称县委党史研究室，至1996年未变。

I十五)县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

1983年3月，设立县“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1986年2月改称县文明办，与

县委宣传部合署办公。至1996年未变。

(十六)政法委员会 一、

1983年8月设，至1996年未变。

(十七)县委政策研究室4

1986年11月，设立县委政策研究室，至1996年未变。

(十八)县委组织员办公室

1989年12月，设立县委组织员办公室，与县委组织部合署办公，至1996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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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县委党建工作办公室

1993年6月，设云霄县委党建工作办公室，至1996年未变。

【二十)县委机要局

1989年12月，县委机要科改为县委机要局，升格为副科级，至1996年未变。

(二十一J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1991年6月，设立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为副科级，与县政法委合署办

公，至1996年未变。

(二十二)县委老干部局

1984年2月，设县老干部管理局，与县人事局合署办公。当年4月独立办公。1990年

6月，改称县委老干局并由政府序列转入县委序列，至1996年隶变。

第四节机关党组党委和基层党组织

一、机关党组、党委

1961年7月，县人民武装部设立党委会。1981年1月开始，先后在县人大常委会、县

人民政府、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设立党组。1985年4月，先后在县政协、

县农委、经委、财委、计委等部门设立党组，由书记、副书记、成员若干人组成。1990年3

月，撤销经委、农委、财委等部门党组，成立经委、农委、财委、计委、政法委等5个党

委。

二、基层党组织

(一)区委党委

云霄和平解放后，即成立中共云霄县委。下设第一(城关)、第二(荷步)、第三(马

山)、第四(下河)4个区分委。

1950年12月，全县第一次调整行政区划，在4个区的基础上，增设第五区(车墩)，

同时设立第五区(分)委。

1952年7月，全县第二次调整行政区划，分为第一(城关)、第二(东厦)、第三(陈

岱)、第四(下河)、第五(车墩)、第六(菜埔)6个区，各区设区(分)委。

1955年9月，全县第三次调整行政区划，将6个区改设为城关、东厦、陈岱、下河、

车墩5个区，各区设区党委并冠以所在地名。

1956年2月，全县第四次调整行政区划，

和镇党委。

1956年6月，全县第五次调整行政区划，

镇3区，分别设区党委和镇党委。

成立城关镇，增设菜埔区，分别设立区党委

合并1镇5区为城关、东厦、陈岱、下河1

1958年4月，全县第六次调整行政区划，撤区并乡，将原1镇3区所辖的1个镇47个

乡合并为城关镇和莆美、船场、陈岱、竹塔、罚屿、官洋、马山、世坂、安吉、龙坑、坡

下、晶岭、车墩、新林、下河、扬美、菜埔、后埔18个乡，并成立国营和平农场，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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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均设立党委。

1958年§月，全县第七次调整行政区划。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立红旗、海峰、跃

进、卫星、火箭5个人民公社。均设党委。

1959年2月。全县第八次调整行政区划，将5个人民公社改设为城关、东厦、陈岱、

下河、菜埔、马铕6个人民公社，同时建立党委，并以所在地名冠称。1960年3月，设立

常山华侨农场党委。

1961年6月。全县第九次调整行政区划，设立城关、东厦、陈岱、下河、莱埔、火田、

马鳙、大埔、竹塔、莆美、翔屿、车山、安吉、枧河、新林15个人民公社，均建立党委。

1964年11月，全县第十次调整行政区划，划为城关镇和东厦、陈岱、下河、菜埔、马

铺、大埔、莆美、刿屿、安吉、火田10个人民公社，同时设立镇、社党委。

1965年5月，全县第十一次调整行政区划，设城关镇和东厦、陈岱、下河、火田、菜

埔、大埔、马铺、莆美、痢屿9个人民公社，均设党委。 ，

1966年5月。全县第十二次调整行政区划，设城关镇和东厦、陈岱、下河、火田、马铺、

莆美、刿屿7个人民公社，同时保留常山华侨农场、和平农场，均建党委。“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社、镇、场党委受到冲击，并于1967年1月下旬先后被“造反派”夺权。1971

年，经整党建党，重新恢复城关镇、东厦人民公社、陈岱人民公社、下河人民公社、火田人

民公社、马铺人民公社、莆美人民公社、蓟屿人民公社、常山华侨农场、和平农场等镇社

场党委。

1984年10月，全县调整行政区划，将7个社、1个镇、2个农场改为2个镇、7个乡和

2个农场，各乡、镇、场同时设立党委(其中和平乡与和平农场同一党委)。1992年4月，

东厦、莆美、火田、翔屿4个乡，撤销乡建制改为镇建制，原乡党委改称镇党委。

(二)党总支、支部

云霄和平解放后，党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1949年成立7个党支部，至1953年发展到

41个党支部，其中农村30个，党政机关11个。1955年始设党总支部委员会。全县有3个

党总支，112个党支部(其中党政机关11个，工交邮电4个，农林水、财贸、文教卫生3

个系统各1个，农村89个，其他5个)。

1956年5月，召开县第一次党代会时，有5个党总支。因缩减机构，减少层次，党支

部调整为73个，其中党政机关6个，工交邮电7个，农林水1个，财贸16个，文教卫生2

个。农村41个。
‘

1963年1月，召开县第二次党代会时，党组织有较大发展，全县有9个党总支，其中

党政机关3个，工交4个，财贸2个；有298个党支部，其中农村186个，机关企事业112

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有11个党总支，224个党支部(其中农村123个)。

1971年重新整顿恢复党组织。到1976年底，全县有党总支3个，党支部307个。

1987年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后，全县有党总支20个，其中党政机关8个，企事业12个；

有党支部428个，其中乡镇场193个，机关64个，企事业171个。

1996年，全县有党总支28个，其中机关企事业26个，乡镇2个；党支部493个，其

中机关企事业193个。乡镇场3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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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一4 ‘若干年份云霄县党员和党组织情况表 ·

党 员一
， 党组织

年份 其 中
总数 党组 党委会 党总支 党支部

男 女 少数民族

1949 39 38 l 4 7

1952 179 168 ll 6 9

1955 1562 1405 157 5 3 112

1956 2167 1934 233 ● 4 5 73

1962 4142 3709 433 1 17 9 298
，

1965 4418 3950 468 1 14 9 293

1976 7161 6367 794 2 11 3 307

1977 7302 6515 787 1 11 3 318

1978 7495 6709 786 1 1 11 8 328

1981 8260 7436 824 2 5 1l 11 360

1983 8510 7665 845 3 5 12 13 375

1984 8696 7832 864 3 5 12 13 386

1985 9072 8180 892 3 6 12 18 406

1987 9717 8760 957 15 10 12 20 428

1990 10041 9040 1001 20 5 17 27 466

1993 10450 9428 1022 23 6 18 28 475

1996 11562 10293 1269 30 6 18 28 493

注：1990年共有17个党委会，含机关党委会。1993年共有18个党委会，含糖厂党委会。

一、党员发展

第五节党员

．1949年10月，中共云霄县工委正式成立，原云和诏县委同时宣告结束。云霄县委成立

时，全县党员39名。在开展减租、剿匪、反霸、镇反、支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运动

中，广大干部、职工、农民经受考验，提高思想觉悟，涌现一大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提

供基础。

1952年10月，县委根据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

示>和1950年1月及8月两次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云霄县农村建党及直属机关

整建党计划草案>，并在城关举办首期农村党员训练班，历时23天，训练区乡五大主干及积

极分子共168名，其中吸收新党员48名。

1953年上半年，从农村、机关发展新党员10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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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根据中共龙溪地委建党工作的指示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发展新党员工作的

决定>，进二步加强对建党工作的领导，至12月底全县发展501名党员。通过建党工作推动

了中心运动。取得建党的实践经验。

1955--1956年，根据全国第一次农村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地委指示，把发展党员

的重点放在农业合作社第一线，加强薄弱地区和党员少的支部的党建工作，两年发展党员

1360人。至1956年底。全县党员2167人，其中农村党员1529人，占党员总数70．56％。

1956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应该着重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县委于2月中旬召开全县知识分子代表会议，阐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

育，号召全体知识分子积极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共产党，并组织知识分子代表讨论怎

样做个共产党员。1957年，由于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通知控制接收新党员。云霄县

1957年发展党员计划数为289名。实际发展277名。

1958年，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和保证质量的原则，发展新党员366人，，1其中农村

299人。同时，处理一批党员，纯洁和巩固党组织，其中，清除出党的116人，取消预备党

员66人，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97人。

1959年。在进行“两条道路”教育、清除不纯分子的同时，把694名经过培养、考察

的积极分子接收入党。
。

1960年。在“三反”、整风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培养考察的红专积极分子4200人中，本

着“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把发展党员重点放在党员空白的社队、学校，当年发展新党员

838人，其中农村606人，占72．3％，是历年来发展新党员数量最多的一年。

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农村开展整风、整

社运动和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士作条例>中，吸收积极分子60人入党。至年底，全县到期

预备党员1066入。其中按期转正791人。

1962～1965年，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党员进行重新教育，4年中发展党员276名。

其中常山华侨农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30名(男18名，女12名)，他们在国外时多是参加反

帝斗争的积极分子，回国后，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锻炼，在

三年困难时期经得起考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与热爱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

策。多是农场的好场员、劳动模范、标兵。

1967年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党组织瘫痪。1969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建党，整

顿基层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称“吐故纳新”，实际上此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有一部分不

合乎入党条件的人，靠帮派入党，突击入党。1977年底，全县党员由1970年5949名增至

7302名。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党员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坚持掌握党员标准，恢复

党员预备期制度，完备入党手续。1979年，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注意在农

业生产第一线和科技文教战线上培养和发展党员，全县共发展新党员186名，其中科技人员

和知识分子19名，农村生产队长37名。

1980～1983年，继续把生产第一线和科教文卫单位发展党员作为党建工作重点，按照

“积极慎重、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方针。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第一线的业务骨干，

4年共发展党员76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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