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徐州

主修

市
●

王希龙

监修李仰珍

总纂 董献吉

中 华 书 局
，

：}
，队

’







第兰十六卷中国共产党徐州地方组织 i355

·一 分 述

中国共产党徐州地方组织的创立、发展、

。 活动主要特点t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

工人运动、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比较早。在

“五四一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1920年春，徐

州的进步青年就成立了_马克思主义学说研

究小组一，由研究小组的成员发起成立公开组
“

织——。赤潮社节，创办‘赤潮旬刊>，宣传

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21年春，

．， 研究小组的骨干分子秘密地组成了。徐：}}f共．
。

产主义小组一．1921年底，陇海铁路徐州站机

： 务段工人发起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揭开
‘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随着

： 罢工斗争的胜利，于1922年春，建立中共陇

海铁路徐州站支部，为江苏境内最早建立的

共产党组织。=是徐州党的组织活动辐射的

范围比较广，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都

。 为跨地区组织．1928年和1930年两度成立

。 的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的范围涉及徐州周围

： 苏鲁豫皖四省20多个县市．抗日战争时期，

冲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以徐州为中心，划分．
J

，

f

≯
’

徐东南、徐东北、徐西北、徐西南4个工作

区，领导创建了湖西、邳睢铜、鲁南、宿北

·潼阳根据地，扩大了党的组织，使冀鲁豫、

山东、华中根据地党的活动联结在一起。三

是党的组织序列和活动是多方位的。根据斗

争环境、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党的徐州地方

组织有公开、秘密两种形式。同时，党在各t

地的领导机关，都先后在徐建立和发展自己

的所属组织，形成了同时或不同时有几个，

。市委一、。县委一并存交错的状况，在同一地

域内．党的组织沿革各成系统。建国后，在．

一段时期内，有“地委一、。市委”分别领导

的两个并行的组织序列，1983年实行市管县．

以后，才建立统一的。市委一领导下的组织

序列．四是徐州地方党的组织经历了建立

——破坏一再建立——再破坏——再建立
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发展过程。所以，党的组

织名称和组织规模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特

别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以其活动“

地域来决定党组织名称．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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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产主义小组和早期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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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党的创立和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可

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进行建党前的思想和组

织准备活动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成立。马克

思主义学说研究小组”．并秘密地建立。徐州

共产主义小组一和公开组织。赤潮社”．并创

办了‘赤潮旬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反

帝、反封建思想，为尔后徐州建党工作和革

·一
)

。

命斗争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是党．t‘；

组织的建立和在大革命中进行革命活动的阶’一

段．这一阶段建立起徐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o．

支部——中共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随后，党三0：

又派吴亚鲁来徐州传播马列主义，培养予一．最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并：!’

与徐州国民党负责人顾子扬等人建立了密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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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6D 徐州市志

以津浦陇海铁路交叉线为界，建立徐东南、徐

东北、徐西南、徐西北4个工作区，在工作区

内分别组建区委、中心县委、县(工)委等组

织，逐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第二

种情况是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徐州地区，

创建邳睢铜、湖西、鲁南、宿北·潼阳4块抗

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与活动，分别

在苏皖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鲁南区党委、

豫皖苏区党委等战略区党的组织领导下，开

展对日、伪、顽复杂、错综激烈斗争，直至进入

抗战反攻获取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州地方各地党组织

领导军民先后收复失地，使各抗日根据地相

继扩大连片，成为围绕徐州的邳睢铜、湖西、

鲁南、宿北·潼阳四片解放区。各解放区党的

组织与活动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为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6月，党的各

级组织领导各地军民，收复失地，扩大解放

区，加强民主政权建设，进行惩奸反霸，实行

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试点，积极发展生产，党

的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第二个阶段

为1946年7月至1948年夏，国民党军队以

20余万兵力向邳雎铜、湖西、鲁南、宿北·潼

阳解旗区大举进攻，为保存实力，各解放区党

’政军相继撤退转移，解放区大部分被国民党

军队占领，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未撤

出的党员、干部受到地主还乡团的残酷迫害。

． 同时，党又派小股武装插回原地，与隐蔽下来

的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第三个阶段为1948

年夏季以后，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先后随主力

部队打回本地，全力以赴投入淮海战役的支

前工作。

第一节·中共徐海蚌特别委员会

一、组织

1927年八九月间，失掉联系的徐州地方

党组织，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中共江苏

省委决定重新建立中共徐州(铜山)县委员

会，以恢复领导周围各县的党组织，委员会机

关设徐州城内，李丹夏任书记。1928年1月，

县委机关被敌人破坏，部分领导成员被捕。不

久，县委组织又得到恢复，于1928年8月，中

共江苏省委派董畏民来徐，改组了县委，董接

任书．记。下辖；邳县支部——特别支部

(1928．4建立特支，支部书记范玉贤、特支书

记李超时)、睢宁县支部(书记王侠民)，以及

现属安徽省的萧县、宿县、砀山、泗县、烈山煤

矿和现属连云港市的东海县等县委(特支)、

沛县少数党员。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徐海

地区秋收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徐海特

别委员会，书记罗世藩，委员董畏民、李超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筹备组织，于9月20

日，正式成立中共徐海特别委员会。“特委”机

关设在徐州城内。下辖：铜山县委员会

(1928．9建立，书记赵龙云)、邳县委员会

(1928．9建立，书记范玉贤，1929．7停止活

动)、睢宁县委员会(1928．9建立，书记朱秋

白)、贾汪矿特别支部(1928．9建立书记鹿周

继)；还有丰县、沛县少数党员(尚未建立党的

组织)以及现属安徽省的萧县县委、砀山县

委、烈山矿特别支部，现属连云港市的东海中

心县委、东海县委、灌云县委，现属淮阴市的

宿迁县委、临沭县特别支部。

1928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又派蒋云

来徐州，将中共徐海特委改组为中共徐海蚌

特委，并接任书记。1929年6月，因不慎泄

密，为避免损失，“特委”奉命撤销。下辖：上述

“徐海特委”所辖范围党组织，和现属安徽的

宿县县委、凤阳县临时县委、泗县特别支部、

蚌埠特别支部、灵璧县委，以及怀远、濉溪、盱

眙、五河等地的党组织和党员。

1929年6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撤销后，

建立了中共徐州(铜山)县临时委员会，进行

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临委书记陈资平，委

员鹿周继、蔡一平。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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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皖边区根据地’ 区第一地方委员会一邳睢铜地方委员会
。 ．邳睢铜地区党组织一； 茗萎蠡蠹茔等篇辜惹娄萎蓍

邵睢铜根据地，其区域范围包括现徐州 会，书记张遭平，王子模、梁浩分别为组织、宣
。

市所辖的邳县(南部)、睢宁、铜山(东南部)及 传部长，机关驻睢宁县西北部张圩王窝子村。
’

。现属安徽省的宿县、灵壁、泗县、萧县和江苏 。中心县委”下辖：铜山县县委(书记王昭

宿迁县的边缘地区，短时期辖陇海路北峄滕 平又名王新产)、邳睢县县委(书记刘永章、林

铜邳边区。 ? jt ’源)、萧灵睢铜边县委(1940．4建立，6月并入

． 一、组织 ．’ ．·
’·。r 灵睢县委，书记王觉民)、灵睢县县委(1939．

(一)中共苏皖边区工作委员会——中共 10建立，书记戴尚义、王觉民)。 {

苏皖边区特别委员会——中共苏皖区委员会 1939年11月，苏皖区党委又决定，撤销

1938年1月建立的中共徐东南区委员会，于 中共邳睢中心县委员会，建立中共苏皖第一
。

同年4月改为中共苏皖边区工作委员会。邵 地方委员会。书记李云鹤，张道平、梁浩、顾宗’

芦 幼和为书记，张久芳、余耀海分别为组织宣传 藩、翁徐文、月宇明分别为组织、宣传、民运、

部长。。工委”机关活动在睢宁县西北一带，开 军事i青年部长，王杰为妇女科长。地委机关

刨出邳睢铜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中共 活动在蛭山一带。
。

苏鲁豫皖边区特别蚕员会撤销后，直属中共 ，t “地委-下辖党组织同中心县委所辖党组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同年12月．。省委一 织。
亨 决定，将中共苏皖工作委员会扩大，成立中共 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进入淮海区，

． 苏皖边区特别委员会，李浩然为代理书记蘩、．决定中共苏娩第一地方委员会改称为中共邳
’

组织部长，张震寰、吴倩先后为宣传部长，邵 睢铜地方委员会。李云鹤、李平先后任书记，

幼和、张彦、胡寿海、江彤分别为统战、青年、 吴倩、王学武先后任副书记，张道平、李云鹤、

保卫、妇女部长。“特委”机关设邳北铁佛寺， 吴倩先后任组织部长，粱浩、吴倩、江明、戴尚

李 除辖原。工委”所属各县组织外，还增管东海、 义先后任宣传部长，顾宗藩、张道平、江明先

， 灌云、沭阳、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灵壁、洒 后任民运部长，陈之良为社会部长，李砥平兼

? 县、宿迁等县的党组织。1939年6月．中共山 任敌工部长，周宇明为青年部长。1941年5，

东分局(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决 月，苏皖区党委改组为中共淮海区委员：会，中，

!’ 定，撤销中共苏皖边区特别委员会及中共皖 共邳睢铜地委暂由淮海区党委代管。1941年

北特别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苏皖边区委员 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建立中共淮北苏

会，金明为书记，李浩然、张彦、邵幼和、钟辉、 皖边区委员会，邳睢铜地委划归淮北苏皖边
／ 张震寰分别为组织、宣传、统战、社会、军事和 区委员会领导。地委仍驻邳县南部岖山一

’。青年部长。所属党的组织：邳县县委(1938．10 带。 。 ，一}

‘v 成立，书记陈瑞生)i睢宁县委(1938．12成 。 。地委”下辖：中共邳南县委员会!(1941

i 立。书记夏际霞)、邳睢县县委(1938．12成 年1月建立，1941年1月一1941年9月书记

，．， 立，书记张道平)、铜山县县委(1939．1建立， 为林源．1941年9月～1942年1月书记为王

? 书记为万众一)，以及境外的中共淮曩工委、 子模)．中共睢宁县委员会(1941年1胄重新

耋 ，中共宿迁县委、中共海属工委。‘ “． 成立，1942年8月撤销，1941年1月÷1941

i’ (二)中共邳睢中心县委员会——苏皖边 年4月书记为王觉民，1941年5月～1941年
垂 ’

．

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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