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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中共澄江县党史大事记》，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6月29日《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

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按照“广征、核

准、精编、严审”的指导方针编纂而成。

全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马克思歹13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在编写中，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

情况。

本书记述了1950年1月一1956年12月底的7年间，

澄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各项革命斗争

历程。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党史资料整理编纂成书，便于

广大读者了解党的历史，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提供有

益的借鉴。它对研究党史，教育党员，教育人民，加强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书内容分设编辑说明、序、历史照片、大事记、

附录资料、编后记等栏目。



本书资料来源于县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附录资料

均由健在的老同志、老领导者撰写，较真实地反映了当

时的历史面貌。

本书中1澄石等于10斗或325公斤o 1950。1955年

3月17日前所使用的旧版人民币，每万元等于新版人民

币1元。所涉及的数据来自县委、县政府报告及县统计

局统计年鉴报表。书中有些地方使用地方语言表达，请

读者阅读时注意，特作说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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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党史是根据中共中央、省、地党委有关精

神，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澄江县的党史资料征集整

理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1991年在征集整理的基础上

已编辑出版了《中共澄江县党史资料》第一辑：主要记

述了1927—1950年，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澄江境内

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及澄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光荣事业。自1993年开始，

按照中共中央将党史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上来

的决定，省、地党委又作出了统一部署和安排。澄江史

志办公室的党史征集整理工作，在中共澄江县委直接领

导下，及时将重心转移到了1950年以后澄江县社会主义

时期的党史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上。经过近5年的征

集、询访、查阅这一时期地方留存的资料、卷宗、图

片、实物，继后进行认真的编纂。编出初稿后，又邀请

这一时期在澄江工作过，现还健在的老同志以及有关部

门的领导审阅，广泛听取意见。编出1950—1956年澄江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o<大事记》是党史资料征

集整理的一项骨干工程，待此书完成后，还将继续编

纂，做到有始有终，完整地将地方党史保存下去。



。《大事记》收入的主要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澄江

县开展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

抗美援朝，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

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初级社、高级社，对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政治运

动方面的资料。在这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中，特别要提

到的是，澄江有几件史实，体现出澄江在政治运动中的

自身的特点，使地方党史资料更为丰富。由于澄江地处

云南中部，离省会比较近，解放初期，不甘心死亡、企

图溃逃的国民党反动军政人员纠集地方土匪恶霸，妄想

复辟反扑，抗拒征粮，攻打乡政府，杀害无辜的干部、

群众，出现了草甸(今属宜良)、龙潭等地的反革命暴

乱，给澄江新生的革命政权增加了压力，斗争是极其艰

难的，但在剿匪斗争中考验和锻炼了大批干部。互助合

作时期，高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省委首选六县九个

初级合作社的试点。在省委直接指导下，它是互助合作

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为澄江探索了办社经验，为全县办

合作社作了示范，亦为澄江的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打下

了基础o

《党史大事记>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南，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

史唯物主义，这是编纂工作始终坚持的原则。纵观全

书，史志办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做到了“立准、立

好、立全”的原则。但由于所编纂党史资料内容时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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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多，虽经史志办工作／,-4

的尽心尽力，多方征集，反复验证，基本形成较为成熟

的1950。1956年澄江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o仍不可

避免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望在今后征集编纂中补充。

知情者和读者发现有遗漏之处，敬请提出意见和建议以

补正。

通过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纂，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澄

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历史资料，

同时也是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激励

全县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更好地投入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如果是这样，编纂地方党史

资料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是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
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又是当前党史工作的主要任

务。因此，要继续把党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工作坚持下

去，并根据工作的进展，有计划、有步骤地编辑出版这

一时期的党史资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用史育人，为
今服务。

方永俊

199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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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澄江，历史上为路、府、郡、县治地。据史料记

载，汉为俞元县，属益州郡。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

入南诏，置河阳郡。宋时大理段氏为罗伽部。元宪宗六

年(1256年)设罗伽万户府(在河阳)，领罗伽、步雄、
强宗、部傍、普舍五个千户所。至元八年(1271年)升

为澄江路(澄江之名始此)o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改澄江路为澄江府。民国2年(1913年)废府，改为澄

江县，袭称至今。澄江称谓的由来，据地方志记载：
“澄江南据抚仙湖因湖水澄清异常，东流南盘江，故名

澄江o” 。

·

、 澄江县位于云南中部，昆明市东南52公里。地处东

经102047’。103004’，北纬24029’．24055’o东沿南盘江与

宜良县交界；南与汪川、华宁为邻；西与晋宁接壤；北

含阳宗海，与呈贡、宜良毗连。县境东西最宽26公里，

南北最长47．5公里，幅员总面积755平方公里。其中：

山区面积554平方公里，占73％；湖泊水域面积141平

方公里，占19％；坝区面积60平方公里，占8％o比例

上形成“七山，二水，一平坝"的格局。

全县地势中部高，南北低，最高为梁王山，海拔
l



2 820米，最低点是海口河(清水河)与南盘江交汇口

处，海拔1 327米，县城海拔1 748米。境内东西两面群山

延绵起伏，南面抚仙湖，北面阳宗海，梁王山脉横贯中

部与太平山交接，把全县分割为澄江坝和阳宗坝，两个

坝区均处于三面依山，一面临海(湖)的环抱中。

澄江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县，少数民族有回、彝、

苗等民族。据1998年统计，全县总人口144905A．，其

中：男性72 842人，占50．27％；女性72063人，占

49．73％o农业人口127777人，非农业人口12 128人。全

县总耕地面积为113 626亩，稳产高产农田79 236亩，占

总面积的69．7％，其中吨粮田26517亩，占稳产高产农

田面积的33．46％o

澄江县的行政区划，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几次调整变

动，曾设5区l县辖镇，2个区辖镇，34个乡，其中2

个民族乡。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凤麓镇，是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建国后与邻县接壤的自然村归

属曾作过几次调整：1953年7月，经上级批准，于1954

年4月正式将原属澄江县四区(阳宗区)管辖的草句等

7个乡和滴水附近的江外5个村，计2715户、10053A．．，

面积113平方公里移交宜良县管辖；1953年12月，将原

属澄江县龙街区管辖的化乐4个乡，l 546户、5 902A．．，

面积64平方公里划归晋宁县管辖；1954年2月，将原属

江川县管辖的禄充、立昌等11个自然村，426户、1 978

人，面积85平方公里划归澄江县二区(龙街区)管辖；

1957年12月，将原属澄江县三区管辖的大村乡17个自
2



然村，410户、1 755A-，面积27平方公里划归华宁县管

辖，又将原属澄江县阳宗区管辖的马郎乡432户、2 124

人，面积35平方公里划归呈贡县管辖。同时，将原属华

宁县管辖的禄丰区革列乡的石龙等村和原属青龙区海关

乡的官庄、红坡、马吃水等3个自然村，325户、1 750

人，面积19平方公里划归澄江县管辖。总计划出面积

239．5平方公里，5 103户、19 837人。划入面积104平方

公里。751户、3 728人。

澄江气候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加之有梁

王山屏障和抚仙湖、阳宗海的调节作用，具有“四季如

眷”的气候特点。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500雨量充

沛，年降雨量900—1 200毫米。水资源丰富，年平均

2．785亿立方米，人均有水2 263立方米。年可控水量

4940万立方米，可供水量5 557万立方米。抚仙湖面积

21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为157．8米，总

容水量189亿立方米，占云南全省大小40多个湖泊总客

水量的63．8％，居全省之首，是云南省的第一深水湖

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盛产稻、麦、蚕豆、玉米、油菜、烤烟、蔬

菜、鲜藕，藕粉誉驰省内外。水产有名贵的蠓锒鱼，还
有金线鱼、青鱼、鲤鱼、鲢鱼等20多种，素称“鱼米之

乡”o

澄江自然环境优美，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冬暖夏

凉，四季如春。境内山峦叠翠，湖水碧澄。抚仙湖堪称

“高原明珠”，“似一盆盛开的睡美莲”o东、西龙潭，泉
3



涌清澈。湖光、山色、古寺交相辉映，构成奇丽多姿的

风光，吸引着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墨客。明朝四川状元杨

升庵有诗赞： “天气浑如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

“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o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澄江县长王树英致电卢

汉，响应起义，听候接管。在滇中地委未派人接管之

前，原国民党县政府的几名军政人员、开明绅士和部分

进步师生，于1950年1月18日以“新民主主义澄江工

作团”的名誉，接收了原县长王树英的印鉴，成立了

“澄江县临时军政委员会”，20日按滇中地委指示改为

“澄江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o 22日，滇中地委派曹树 J

新、沈平、宣明到澄江开展工作o 2月6日。滇中独立

团进驻澄江，全面接管了国民党县政权o 8日，成立了

“澄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董治安任主任委员，曹树

新、李毓新任副主任委员o 2月中旬，滇中地委又派董
一

学隆到澄江，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澄江县工作委员

会”，董学隆任县工委书记，曹树新任组织委员兼护乡

团政委，宣明任宣传委员，沈平为委员，分管统一战线

工作。

1950年3月12日，中共玉溪地委分配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50人和原滇中艺工团4

人，在刘世杰带领下到达澄江，与先期到澄江的干部会

合后，建立了“中共澄江县委员会”，刘世杰任县委书

记。同时调整了“澄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

员，张印堂任主任委员。同年6月16日，根据云南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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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训令，宣告澄江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命张印

堂为县长，曹树新为副县长。至此，军管会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

中共澄江县委会成立后，县委立即领导全县人民开

展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

动、禁烟禁毒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即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刺探国营经

济情报)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工

农业生产。组建了新的行政区划，将国民党时期的7乡

1镇合并为4个区。组建和配备了各区区委、区政府领

导班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门也随之建立，保证了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澄江县是全省第一批进行土改试点县之一，又是全

省开展互助合作化较早的县。从1951年9月到1952年1

月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年6月完成了土改复查工作、

建党工作、建团工作、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土地改革

完成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带领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到1952年底共组织互助组925个o 1953年开展了宣传贯

彻婚姻法活动。是年春，试办吉花乡高品合作社(该社

是全省9个试办社之一)o在试点合作社取得经验的基

础上，互助合作全面开展o 1954年秋，初级社发展到

121个，1955年秋发展到399个，入社农户13 520户，占

总农户的73％o 1956年3月，全县18 410户，除10户有

特殊情况外，都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共办了32个高
5



级社，平均每社有农户574户，最大的社有976户，最

小的社有159户，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全县开展了对手

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o 1956年7月，私营

工商业户在街头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接受改造。至此，

经过近4年时间，顺利地完成了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

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性转变，由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主义历史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有计划地、

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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