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 . 动，也告仁

'也



宿迁革命斗争大事记

1919-1949 

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

1991年 3 月



责任编.:张雄奇 防教义 '

主 编:要书式

编 耀:将以根郑先明

编 务:张延安李J黔杠



编辑说明

一、《宿迁革命斗争大事记》是记录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宿迁地区所发生的重要革命斗争

事件。上起1919年"五四"运动，下迄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分三个时期 z 党的创立

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5-1937.

7)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解放战

争时期 (1945.9--1949.9) 。

二、收录范围z 以现辖区为主，结合收录当

时曾隶属宿迁及其邻近区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并适当收录上级党政军部门有关活动作为背景。

三、记述内容E 以县级党政军各部门政治、丁

军事、经济、文化活动为中心，适当记述区、

乡两级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事件所牵涉到的重

要人物活动。

四、编集体例 z 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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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体。按时间顺序编目，同时间发生的两件

以上的事件，首条注明月日，余则标以"6，"号:

难以确定具体日期的事件，则冠以旬、月、季。

机构、会议名称和部队番号，首次出现用全称，

重复出现时用简称或习惯称谓s 人名采用;当时

通用名，注以别名或现名。地名按历史!称谓!记

述，有必要的夹注今名。所录统计数字，多以

文件或报刊等资料记载为依据，有的则通过多

方调查访问得出的，力求准确。

编辑本《大事记))，得到宿迁市档案馆大力支

持，尤其许多老同志给予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

意。由于史料匮乏，编者水平所限，错漏难免，

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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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第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5---1937.7) 

1919年

5 月上旬 "五四"运动捎息传到宿迁，崇实中学及驻城各

校学生给起响应，成立学生联合会，公推挑尔觉为主席.同时

组织仇货检查团和立传队，推动全县爱国运动。 19 日，各界5000

余人在城固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各界

代表相继发表演说，并通电全国。崇实中学教师孙先斗i虽说时，

当场撕毁所戴的日制草帽，以示与日诀绝。会后整队游行。同

日，学生焚烧日新等书店日文书籍，并将大同等杂货店日货抛

撒街面。

5 月下旬 县学生联合会组织仇货检查队，查禁日货，二并

组织宣传队分社埠子、洋河、皂词、窑湾、堪头、晓店等地，
配合当地学生开展抵制日货和爱国宣传活动。

10月 15 日 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县中小学生举行反日爱国

集会和游行。因钟吾高小校长'比新萍以"读书也是爱国'为由.

禁止该校学生参加集会，被崇实中学学生架出游街。县知事伍

支持率警队拦截，申斥学生行动越轨，指使警队抢走沈氏，并

鸣枪威吓。学生群情激愤，砸毁伍氏坐轿，与警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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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队殴伤学生多人。伍支祷恐事情闹大，遂携警队逃回县署。

学生包围县署要求评理，伍支祷闭门不敢出见。旋挽请驻军团

长田子纲和美籍传教士任恩庚出面调解，答应学生三项要求z

①承担负伤学生医疗和养伤费用，②向学生联合会赔礼道歉，

@今后保护学生爱国行动。事暂息。

每县署向省教育厅呈文，控告县立艺徒学校校长苏墨林、

崇实中学教师钱在天、孙光斗鼓动学潮，羞辱校长和地方长官。

县学联亦派代表赴宁向省学联和教育厅申述10月 15 日 学生运动

经过。不久，教育厅派遣视学王某来宿迂调处，并到崇实中学

发表演说，勉励学生爱国行动。寒假期间，学校当局以行为过

激为由，开除部分学生领袖。

1920年

夏 龙河大兴庄朱瑞在白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徐州培心

中学。 1925年由广州大学考取苏联中山大学，并加入共产党。

1929年归国，先后担任在15军和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

部主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1 945年出

任延安炮校校长。次年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为人民炮兵奠

基人。 1948年10月 1 日在辽沈战役中壮烈牺牲。

1921 年

2 月 苏吁腰庄人苏同仁在培贤女子高等小学毕业后，于

本月初考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 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转为共产党，为徐海地区第一个女党员，成为职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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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两次赴苏学习，并出席国际妇女代表大会。 1943年在新

疆牺牲(一说在陕南牺牲h

1922年

善土匪绑架蔡集义勇高级小学学生19人，经大青腿王思

普说场赎回。王从中贪污赔款，学生家长联名控告。县知事李

廷林接受王恩普贿胳，长期不作她理。同年秩，义勇小学学生

30余人拍大筐拥入县署拟轰抬县知事。李畏惧不敢出见，学生

高呼"打倒贪官李廷林1"后经县署官员出面答应转达学生要求，

始罢。不久，王思普被判处两年徒刑。

1923年

善 因教育局不能按时拨发经费，致公立学校不能维持.

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长马爱亭联络城区各校师生，将教育局长

罗祯从妓院拉出游街。经县知事赵墙出面调解，答应与罗共同

负责筹款，以维持学校， 事遂平息。

1925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 县军、政、警、学、农、绅、商各界万

余人连日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活动，并在体育场隆重举行公祭。

各界送晚联209幅，祭文五篇.哀诗14首。鞠联有..欧风亚雨

列宁第二，生荣死哀国士无双"、"打倒帝国主义，发扬民治精

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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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为支援"五卅'运动，县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

广泛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并成立"fjL货检查团"在各市镇、码

头、商店查禁日英货物。不久，将所查获日英货物集中到吁南

乌龟滩焚烧。→时火光冲天，掌声雷动。"打倒日英帝国主义1 " 

a永远不买日英货物1 "等口号响彻云天.

1927年

6 月 4 目 宁方北伐军第二路军叶开鑫部由明光经归仁开

抵宿城。驻城孙传芳部闻讯北遁。北伐军政治部在城周各地张

贴"打倒帝国主义1""打倒军阀1""打倒恶绅劣董1" "实行减租减

息1"等标语，并向群众作政治宣传。不久，国民党江苏省委巡

视员陈耀来宿，在棠学组建农民协会，主任徐道宜.组织部长

蔡贡庭， 宣传部长徐大芳。

7 月 宿籍共产党员蔡少衡、蔡克尧、管伯良、杨王锋等

先后由武汉回宿迁进行地下党活动.

8 月上旬 中共江苏省委派寇先瑶来宿联系党的工作，适

值直鲁联军反攻，遂折回上海。

8 月 8 目 孙传芳部反攻占领宿迁，国民党党政人员和共

产党员，均退往江南。旋由直鲁联军第十军杜凤举部驻宿，其部

孙美喜旅多系招安土匪，与本县土匪多有往来，→时官匪不分，

社会秩序大乱。民谣有"第十军，不吃香，破袜破鞋破军装，

不能打仗能缴枪，不能用nm会分脏。下乡必是要粮草，老百姓，

活遭殃1 " 

4 



8 月 蔡贡庭在上海入党，后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徐州、

帷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号召组织暴动。接着回宿迁、洒阳

与地下党员蔡少衡、孙旭光等接上关系。

12月 16 日 宁方二11:伐军第-路军阵、埠部反攻占领宿迁。县

农民协会恢复， 蔡贡庭继续出任县农协会组织部长兼工会主任。

遂委蔡少衡、管伯良分别负责大兴、洋河两地区农会工作，不

久，两区发展农协会员五百余人。蔡少衡发展马仓、马良之、

张用琪入党，接着马仓发展马怀启、马成忠等人入党，建立马庄

支部，支书马良之。同时，陆后园、管堤、苏吁等支部也相继

建立。

12月 中共江苏省委派张原石到宿迂巡视。由蔡少衡、蔡

贡庭回报党的活动情况及农协会发展情况。张介绍了宜兴暴动

经过，井指示"农民协会成立后，要搞抗租抗税，要搞暴动。"

并决寇在!日历正月十五宿城庙会期间举行暴动，张为暴动起草

了宣言 。

1928年

1 月 蔡贡庭、蔡少衡、马仓等在黄学研究宿城暴动和成

立县委事宜，决定乘春节期间分头联络发动，正月十四日进城，

十五庙会期间举行暴动，并拟推选马仓为县委书记。

2 月 4 日 马仑、蔡少衡、马良之、张用琪等到县城向蔡

贡庭回报暴动准备工作情况.蔡说"县府根据省府指示.接受

宜兴暴动教训，己出布告禁止庙会。"因此，原拟暴动未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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