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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七月反扫荡后，胶东1’}联孩子剧团jj|1分同志合影r掖县宝旺邓家。前排

左起：吕广(女)、战彬(谭翠华)(女)、术列尔(女)、林德。后排走起：林}j霞

(女)、张志永(女)、正札岗、李平、。r乃昌、赵铧、王、j二锡之、于克林(于学

文)，沈西牧。

胶东特等模范小

(牟平县)、林翠萸

tll东省第三届☆代九会腔东代裘台影(一九四五年)

(海阳县)、姜田夫



幕。

中国共产主更青年团烟台地区第一次代表，c@q=--九七三年一月十七FI在烟台开

p

地委委员曲元显同志代表

两地委筹备小组向大会作工作

报告。



烟台地区青年社会主义革命札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

H在烟台隆重开幕。

羽地委剐书记3-凡瑞同志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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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地、市青年纪念毛主席发出“⋯目怖同志学习”光辉题词l叫周年大会于一九
七七年三月五日在烟台体育场召开。

中国共产主义lf年圈烟台‘1j第h欠代表人会F。九八¨年：¨：十七日在烟台旌重

开幕。图为J(会会场。



一3tAz．ga五8二十四日，共青团烟台地委在烟台召开了全区青年学文化，学科

学，自学成才经验交流会。图为大会主席台。

--3t／V@年四月三口至六日，全国青年之家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市举行。图为来自全

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团干部和团巾央，团省委领导同志在观摩会议上昕取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同志的|井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共青团烟台市委在掖县举办了烟台市青年首届两户一体

产品展销会。图为市委副书记李文全同志和掖县县委团市委的负责同志在参观掖县展
厅。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是烟台解放四十同年纪念LI，团市委组织端舟团干部、青
联委员和少先队员到市干休所走访慰问老干部。



共青团烟台市委青运史办公室编纂

编辑 张行礼



序
全面反映胶东青年运动光辉历史的第一本书籍～《烟台团

～．-L心--》，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烟台青运史上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胶东团的组织诞生了。她积极地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对胶东的革命斗

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星火燎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数以万

计的胶东优秀青年，烽火中离家，硝烟里奔走， 为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又

有无数胶东儿女积极投身各项建设事业，为振兴胶东，建设烟台

建树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六十多年来，胶东青年运动有大量

的资料需要搜集辑录，有优良的传统需要发扬光大，有丰富的经

验需要总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丰富的史料，实事求是

地把胶东青年运动的历史记载下来，代代相传，对于告慰英烈，

惠济当今，启迪后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烟台团志》的形成，凝聚着老一辈青年工作者的心血， 也

是我市青运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鉴古而知今。这部团志，

基本上反映了胶东青年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对今后全市各级团组

织开展工作，将大有裨益。

这部志书的编写，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缺乏经验，在内容、

文字诸方面难免存有不足之处。恳切希望新老青年工作者予以指

导。希望团的编志工作者努力进取、发奋工作，继续挖掘搜集本

地区的青运史料，使《烟台团志》记实更加完整准确，把历史真

实、生动地展现在广大青年面前。

吕在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团志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溶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编纂的指导原则：坚持实

事求是，坚持详今略古，突出青年团体的特色，为共青团建设服务。

二、内容编排：全志书设十章；分章、节记述；文中的活动，归属某节的详}己，其

它章节需要出现，则略之。

三、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格、照片和附录(全文或宵录)。

四、时间断限：上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烟台反响时起，下至一九八五年“六五”

计划结束止，共计六十六年。

五、人物立传：志书不为生者立传。影I响较大的先进模范人物，按时间顺序作简单

事迹介绍。

六、本团志资料：资料来源广泛，一般不在行文中一一注明出处；志书中列出的数

字，均来自团的组织部门历年上报的或总结报告巾列出的数1≯。行政区划扩大缩小，统

计数字不作增加或减除。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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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

五月四日 “五四”运动爆发。六日，黄县中学罢课并集会讲演，抗议北洋政府

卖国行径。

十三日 蓬莱省立登州第八中学闻“五四”运动后即致电声援北平学生爱国

行动，并联络其他中学师范各校，誓作北京学界后援，且在城乡各处设立讲演团。

十七日 烟台二十八所中小学校学生召开游行大会，响应“五四”爱国运动。游

行队伍秩序严整，并决定联络各界共同进行力争青岛、抵制日货的活动。烟台工人、店

员，民族资本家、市民踊跃参加并致电外交部： “外交失败，举国同愤，烟台九万三千

人誓死不能承认，请一致力争。”

十九日 蓬莱万余人集会，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是日 烟台市各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烟台学界首先成立“烟台学生联

合会”。掖县学生成立了“救国十人团”，组织示威，并查禁销毁日货。

八月十六日 烟台学联组织“烟台警世新剧社”，编演新剧，激醒世人。福山、

龙口有国货维持会和商学联合会的组织，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十月一日 为要求取消济南戒严并惩办济南镇守使亲日派卖国军阀马良，山东各

地代表三十余人齐集北京新华门向总统府请愿。蓬莱学生联合会代表曲光彩、黄县学生

联合会代表梁席珍、于振西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

一九二二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益文学校学生为抗议外国教师的压迫举行罢课。

一九二四年一九一四年

三月二十二日 在团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扩大

执行委员会决议。决议指出，为求本团(代号S·Y)组织的普遍发展，由中央及区设

法在各地建立团的组织，各地名单中提到了烟台。

X月七日 烟台海军学校郭寿生致钟英(党中央代号)信： 。本社同志已开始组

织烟台埠S·Y(编者注；S·Y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请示办法。即速

l



寄来最近S·y全国议决案小本，并团证卅张，以便登记。来示请将C·P，S·Y所．有
中央委员开单，以便以后通信接洽”。

一九二五年

一月 全国团的三大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C·Y。

年初 中共中央派共产党员郭寿生来烟台发展三人入团，成立了团支部，共产党
员升守桢任团支部书记。、

六月 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烟台学生、工人、店员和市民的强

烈义愤。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同时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死难者家属。

秋季， 招远、莱阳边界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厚生、董瑞生、王德庵、碱尚彝等

成立了“少年同志社”。该社组织学生、青年阅读进步书刊，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四日 在烟台，已有了团的同志，不久即可发展成立组织。在烟台负责发

展组织的通讯员是刘醒华。
。

是年 威海爱国知识青年孙启昌筹建威海卫第一所中等学校——齐东中学。

一九二八年

是年 共产党员曾希圣、李楚离、高云升等以刘珍年军官第二队(青年队)为主

发展了党团组织。 ．

一九二九年

夏季 徐约之由北京回烟台，为团结青年学生，与黄绥之、王洪法、王德修、陈

恒荣等组织了“崆峒社”。崆峒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创办了一些具有救国拯民内容的

2



壁报，并发表了·些政论文章，还组织。铁血剧团’演出进步话剧。

十二月八日 党的烟台特支在青年群众中组织了两个文艺与艺术团体“野火

社”和“崆峒社”。因教会学校开除学生，由党的特支鼓动建立了。非基青年团”，并

准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由非基扩大到反帝。野火社在《胶东日

报》上主办文艺副刊“野火”。主要任务是宣传新文学运动。

年底 烟台市中共党员发展到一百余名，学校亦建立党的支部、小组，这是皇懒
在烟台活动的高潮时期。

一九三。年

三月 蓬莱农村党支部有二十余名党团员，同烟台地下党支部、刘珍年部队中的

学兵党支部及花边厂党支部成立了中共烟台临时委员会。

五月一日 烟台党、团组织联合发表“五一”宣言。

三十日 烟台市党、团组织联合出版“五卅”纪念特刊，发表“五卅’宣言。

七月 省委常委张若臣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烟台有团的同志四人。

九月十九日 党中央、团中央发出第89号通告，指出立即把党团组织划分开来。

是时，胶东党团合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党团划分仍不彻底。

十月=十一日 中共山东省委在给烟台市委的指示信中说： “现在一定要经常注

意团的组织的发展，同时要帮助团建立各产业中的工作。。

是年 在中共党员许端云、胡基森、徐永安的领导下，养正小学师生为驱遥反动

教员举行罢课。学生代表宫懋馨被吸收入党，并负责共青团工作。

一九三一年

一月十三日 省委组织部汪秋实(王青士)向中央报告说：烟台有团员四、五

人。有C·Y(即共青团)特派员一人。C·Y工作烟台指定专入负责，限两礼拜内成立

C·Y市委组织。

=月十五日 、烟台市三十余名青年印刷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为要求增加工资进

行了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是月 烟台八中学生、中共党员郭欣农接受烟台特支指示，回掖县开展党的活

动f接通烟台党组织与掖县党组织的联系。
。

三月 文登中学建立党的支部，在师生中发展党的组织。

夏 未转党的共青团员孙季周(现孙己太)任中共荥成特支书记。经他发展了曹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