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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党派团体弟一十扁 冗动氏团体

1924年，中共济南地委派共产党员郭某(名字不详)到济宁从事党的活动。此为境内最早

的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员到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曲阜二

师)发展党组织，建立境内第一个中共组织一曲阜二师支部，发展党员20余人。随后，中共山东

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先后在兖州、济宁建立中共兖州支部和中共济宁特别支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济宁、曲阜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屡遭国民党的破环，又多次得到恢复

或重建。期间，中共济宁地方党组织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1929年，中

共济宁特支发动并领导了反对国民党的游行示威；曲阜二师进步师生编演了历史讽刺剧《子见

南子》等，将反封建斗争推向高潮。

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济宁及周围地区发展的同时，1932年初，中共江苏省党组织也派员在

境内的微山湖两岸活动，先后建立5个党支部和1个党总支，发展党员50余人。同年5～10

月，中共曲阜、兖州、夏镇(微山)等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1935年，随着抗El救亡运动的不断

高涨，济宁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群众团体不断涌现。境内先后建立有左联曲阜

二师支部、民先曲阜师范学校分队部、夏镇乡村改进总工会、民先金乡分队部、民先鱼台分队部

等群众组织。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i中共山东

省委派员到邹县发展共产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建立了境内第一个中共县委一邹县县委。中

共济宁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组建抗日群众团体，先后在邹西、泗北、汶西、

湖东、湖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这批抗日武装，于1938年10月后，被统编为八

路军抗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八路军主力部队亦陆续开进湖西、鲁西和鲁南地区，与地方武装协

同作战。这期间，在中共济宁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认真执行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农会、儿童团、青年团、妇救会等抗El群众组织不

断壮大，鲁西、湖西、尼山、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创立，并在复杂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根据

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取得了一次次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境内各级共产党组织，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动青壮年组成运输队、担架团，

运粮送棉，转运伤员；组织妇女、老人碾米、磨面、做军鞋，送子送郎参军，为解放济宁和支援全

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组织自1925年起开始在境内活动。同年7月，在曲阜二师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

曲阜区分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曲阜区分团，发展国民党员30人。此为境内最早

的国民党组织。1927年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先后在曲阜、汶上、泗水、兖州、邹县、鱼台、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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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建立其基层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国民党员，其活动由秘密转入

公开。1935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赈济灾民、节约开支为由，停发全省国民党党

务活动经费，境内国民党组织停止活动。1945年日军投降后，境内国民党组织再次恢复。1947

年，国民党内部矛盾四起，实行党政合一。随之，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是年底，境内曲阜、兖州、

邹县、泗水、金乡等地有国民党员2580余人。1948年8月，济宁全境解放，境内国民党组织垮

台，活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济宁地方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各区各界群众联合会相继建

立。工会、青年团、妇联和贫农下中农协会等群众组织逐步完善，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拥护

党的方针政策，一大批群团骨干和优秀分子、企业中的技术工人、退伍、复员军人等相继加入到

党的队伍中来。到1965年底，济宁地委辖1个市委、11个县委，党支部由建国初的1821个发

展到7887个，党员由建国初的21125人发展到89610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济宁地方党组织和各群众团体普遍受到冲击并相继陷

入瘫痪、半瘫痪状态。1969年6月后，随着全区整党建党工作的开展，境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开

始得到恢复。1975年7月，恢复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济宁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各级群团组织在思想上进行拨乱

反正，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和整顿，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民主建国会、中

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济宁地方组织相继恢复和建立；市工商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社会科

学联合会、文学艺术联合会、归国华侨联合会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会群众团体亦应运而

生。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就全市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问题献计献策并参政议政，

全市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工作走向多层次、多渠道、经常化、制度化轨道。为配合开展好党的中

心工作，济宁市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比学

赶帮、评先树优”等活动，为振兴济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90年，中共济宁基层党委发展到378个，党总支1121个，党员283637人。共有民主党

派3个，群众团体9个。他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济宁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济宁地方组织

第一节 组织沿革

1926年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

派马守愚到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习称曲

阜-'05)发展党的组织，同年夏建立中共山东

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马守愚任书记，先

后发展党员20余人。此为境内建立的第一个

中共党组织。1927年春，兖州有直属于中共山

东省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兖州支部开展活动。3

月，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派张继宽到济宁

做建党工作。下半年，山东省委又派共产党员

李春荣、刘南云到济宁，建立了中共济宁特别

支部，李春荣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济宁、曲阜等地共产党组

织屡遭国民党破坏，又多次得到恢复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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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再派刘南云到济

宁，经省委批准，重新建立济宁特别支部，刘

南云任书记。1929年6月，刘南云被捕，济宁特

支活动再次中断。1931年夏，共产党员程照轩

等在曲阜二师重建党支部，后该支部改建为

曲阜特别支部。同年11月，王溥泉(刘顺元)领

导重建中共济宁特别支部。1932年下半年，滋

阳乡师共产党员发展到10余人，遂建立中共

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支部，乔海秋(乔

尚涵)任书记。同年夏，韩维密奉中共山东省

委指示回邹县从事建党工作，发展冯起等人

人党，并建立中共邹县支部。12月，中共山东

临时省委又派林平波到邹县，以邹县支部为

基地，建立中共邹县委员会，岳春霆任书记。

此为境内建立的第一个中共县委。1932年初，

沛县县委派张光中到夏镇，先后发展共产党

员50余人，并建立5个党支部和1个党总支部。

同年，中共沛(县)北区委和大(屯)北区委还

先后组织建立中共赵庙支部和丁官屯小组、

张楼小组。

1932年5～10月，中共曲阜特支和济宁特

支先后遭破坏。1933年，邹县、兖州、夏镇等地

党组织亦相继遭到破坏。至此，共产党在济宁

地区的活动基本中断。

1935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

高涨，境内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开始恢复和发

展。是年春，彭建华、冯起等建立中共邹县工

委。7月，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到金乡，同

共产党员翟子超、秦和珍取得联系。11月，翟

子超、秦和珍等在金乡第一高小建立该县第

一个中共支部。1936年秋，管戈、周蓝田、曹守

光等重建中共曲阜师范学校支部。1935～

1936年，在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

化的指导帮助下。张光中、丛衍瑞、苗宗藩等

恢复建立沛县党组织，褚雅青等在微山湖东

建立中共张阿小组、临(城)沙(沟)支部和临

沙区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境内党组织分属中共

山东省委和中共河南省委所辖之苏鲁豫皖边

区特委领导。中共山东省委、河南省委分别派

遣党的领导干部和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分赴

各地，同当地共产党员一起，恢复发展党的组

织。

在津浦铁路沿线和泰沂山区西部地区。

1937年9月，曹宇光同张林夫、刘海岩一起建

立泗水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并着手组建抗日

武装。1938年3月间，钱杰东(江洪)、乔海秋等

建立中共曲(阜)泗(水)工委。1937年10月，彭

建华、冯起出狱后，奉中共山东省委派遣由济

南返籍，建立中共邹县支部，11月，以该支部

为基础重建邹县县委。

在微山湖区和湖西地区。1937年9月，在

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王鉴览、翟子超、耿荆

山建立中共金乡县工委。11月上旬，中共山东

省委派遣由白子明、孙衷文、江明3人组成的

中共鲁西南工委(白子明为书记)，经济宁去

金乡、单县等地开辟工作。与此同时，中共苏

鲁豫皖边区特委亦在徐州地区大力恢复发展

党组织。1938年6月，孙汉卿、周蓝田等奉中共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遣回到泗水，建立中共

泗水县委(后泗水县委撤销，建立中共曲泗宁

县委)。7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

定，将鲁西南特委同徐(州)西北区委合并，组

建中共苏鲁豫特委，王文彬任书记；同年12

月，白子明任书记。

1939年3月，中共邹滕峄工委(亦称尼山

工委)建立，冯起任书记。6月，中共山东分局

决定撤销中共邹滕峄工委，建立中共尼山特

委，张岗任书记。9月，撤销中共尼山特委和鲁

南特委，建立中共山东第一区(大鲁南区)第

三地委，宋子成任书记。1940年4月，撤销中共

山东第一区党委，建立中共鲁南区党委；7月，

撤销中共山东鲁南区第三地委，建立中共鲁

南第一地委(亦称尼山地委)。至抗战胜利，许

言、杨涤生、杨士法先后任地委书记。1939年5

月，撤销中共苏鲁豫特委，建立中共苏鲁豫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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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亦称山东第五区党委、湖西区党委)，辖

2个地委、2个中心县委和3个直属县委，白子

明任书记。其中境内的中共湖边地委，李毅任

书记；中共沛县中心县委，鹿渠清任书记。党

员发展到近万人。1939年秋湖西“肃托事件”

发生，暗害分子、时任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的王

须仁，同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

政治部政委王凤呜(王宏鸣，后叛变投敌)、中

共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结合在一起，擅

自进行所谓“肃托斗争”，大肆制造冤案，将区

党委负责干部王文彬、张如、马霄鹏、赵万庄

以及各级党、政、军干部约300人杀害。党的力

量和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肃托”被制止后，

中共山东分局重建苏鲁豫区党委，并于1940

年6月，派潘复生前往接替白子明的工作。8

月，潘复生等途经微山湖受阻，经山东分局决

定，组成湖区五县工委，潘复生任书记，就地

开展工作。至11月，潘复生等同区党委会合。

1941年1月上旬，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撤

销苏鲁豫区党委，建立中区湖西地委，潘复生

任书记，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同年7fl又划

归山东分局领导。1942年lo月20日，中共中央

北方局决定将湖西专区由山东划归冀鲁豫

区，湖西地委改为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湖西

专署改为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一专署。1944年8

月，设立中共鲁南第二地委，张雄任书记；鲁

南第二专署，华山任专员(后张琳任专员)；鲁

南第二军分区，贾辉祥任司令员(后张雄兼司

令员)，张雄兼任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ff，冀南与冀

鲁豫两区重新分开，恢复为两个区党委、行署

和军分区。11月12日，原冀鲁豫第十一地委、

十一军分区奉命改为冀鲁豫第三地委、第三

军分区；次年2月8日，原冀鲁豫第十一专署改

为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第三专署。从此时至

1949年8月，郝中士、郭影秋、陈璞如、鹿渠清

先后任地委书记。1946年3月，济宁市升为专

区级市，郭影秋任市委书记。1946年4月，鲁南

第二专区撤销，所辖临城县、麓水县划归鲁南

第三专区，其余4县划归鲁南第一(尼山)专

区。张雄、杨士法先后任中共鲁南第一地委书

记兼军分区政委。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

动全面内战。8月，数十万国民党部队从徐州

及其两翼向鲁南和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攻。

为适应战争及工作的需要，鲁南区于9月设立

第二地委，冯起任地委书记(后曾由张劲夫代

理地委书记)；冀鲁豫区于11月重新设立第七

地委，万里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由杨

海鹏接任)，同时撤销济宁市。1948年7月，鲁

中行政区、鲁南行政区、滨海专区和冀鲁豫第

一专区合并组建为鲁中南行政区，建立中共

鲁中南区党委，原鲁南第一地委改为鲁中南

第四地委(1949年7月改称尼山专区)，杨士法

任地委书记。

1948年7E，设立专区级兖州市，归属鲁

中南行政区。成立中共兖州市委，冯起任市委

书记。同年12月撤销。

济宁第二次解放后，冀鲁豫区党委、行署

决定恢复专区级济宁市，建立中共济宁市委，

赵淘任书记(未到职)。1948年8月，济宁市划

赌山东鲁中南行政区，韩去非任市委书记。

1950年4月23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

政府决定撤销鲁中南行政区、尼山专区和台

枣专区，合并组建为滕县专区，建立中共滕县

地委，李清、王道和先后任地委书记。同时，济

宁市由专级市降格为县级市，划归滕县专区。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湖西专区划归山东

省，刘清训任地委书记。1953年7月20 El，经中

共山东分局批准，撤销滕县、湖西地委，成立

中共济宁地委，辖济宁市和滋阳、曲阜、邹县、

滕县、峄县、薛城、凫山、鱼台、金乡、嘉祥、济

宁县委，刘清训任书记。同年8月，增辖新建的

中共微山县委。1955年2月，刘清训调离，高逢

五接任地委书记。同年3月，中共薛城、凫山县

委撤销，中共鱼台县委同中共金乡县委合并，

中共泗水县委由泰安地委划归中共济宁地

雾。kr％1-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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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1958年8月，高逢五调离，王成旺任地委

第一书记。同年10月31日，菏泽、济宁两地委

合并组建成新的济宁地委，下辖济宁市和曲

阜、泗水、邹县、微山、金乡、汶上、峄县、滕县、

菏泽、郓城、曹县、单县、巨野、鄄城、梁山、成

武等1个市委、16zff县委；全区共有255个基层

党委，1453个党总支，9999个党支部，王成旺

任地委第一书记。1959年1月，王成旺调离，杨

毅接任地委第一书记。同年3月7日，地委成立

书记处，杨毅任第一书记。同年5月，杨毅调

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穆林任济宁地委第一

书记。6月，菏泽、济宁两地委分别重新组建，

穆林仍任济宁地委第一书记。1960年1月，撤

销峄县县委，成立枣庄市委(县级)。1961年9

月，枣庄市升格为省辖专区级市，枣庄市委亦

不属济宁地委管辖。1962年1月，设立兖州县

委，恢复嘉祥县委。1963年2月，济宁地委书记

处撤销，穆林调离，朱奇民任地委书记。1964

年11月10日，设立鱼台县委。1965年5月5日，

重设济宁县委。至1966年5月，地委辖济宁市

及济宁、兖州、曲阜、泗水、邹县、滕县、微山、

鱼台、金乡、嘉祥、汶上等1个市委、11个县委，

全区共有274个基层党委，138个党总支，7}；87

个党支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济宁地

委和各级党委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

瘫痪状态，全区陷入动乱之中。1967年2月5

日，济宁地委被“造反”组织夺权，建立济宁地

区革命委员会。1969年8月2日，中共济宁地区

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康俊玉任组

长。1969～1972年，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期

间，虽然逐步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的活动，但是

党的生活极不正常。1971年6月26日，中共济

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

中共济宁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张伯逵任地委

书记。1973年9月，王吉德为地委代理书记。

1975年2月3日，王吉德病逝，由副书记王传忠

主持地委工作。1975年4月，于明任济宁地委

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以后，济宁地区党

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解放思想，推进改革。1979

年底到1980年，境内各县市普遍召开党的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县(市)委。为了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行市管县

新的领导体制，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

府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83年9月19日发出通

知，撤销济宁地区，组建济宁市。中共济宁地

委遂撤销。

1983年10月18日，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

公布赵永贵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委辖市

中区、市郊区2个区委和兖州、曲阜、邹县、微

山、鱼台、金乡、嘉祥7个县委。原济宁地委所

辖的汶上、泗水2县委划归泰安地委(1985年5

月1日，汶上、泗水县委又划归济宁市委领

导)。1986年8月，曲阜撤县建市(县级)，遂建

立中共曲阜市委。1990年1月，中共梁山县委

由菏泽地委划归济宁市委。1984年9fi]，中国

共产党济宁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顺延原济宁

市党代会的届次)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济宁市

委，赵永贵任市委书记。1986年3月，赵永贵离

职，丁培德接任市委书记。

1989年7月30日至8月2日，中国共产党济

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

共济宁市委和市纪委，全会选举产生市委书

记、副书记和市纪委书记、副书记。王玉玺任

市委书记。至1990年底，济宁市委辖曲阜市，

市中区、市郊区及兖州、泗水、微山、邹县、鱼

台、金乡、嘉祥、梁山、汶上等1个市委、24"区

委、94"县委，全市共有378个基层党委，1121

个党总支，15068个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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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活动

大革命时期

1924年5月14日，中共济南地方执行

委员会派候补党员郭某到济宁，以办民校的

名义从事党的活动，组织平民学会济宁分会，

发展会员20余人。1925年，共产党员杨荫

鸿、张观成、辛成智在曲阜二师开展党的活

动。1926年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

派马守愚到曲阜二师发展党的组织，同年建

立中共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支部，同时，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省立二师支部亦宣告

成立。1927年春，兖州有直属中共山东省地

方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兖州支部开展活动。

1927年下半年，中共济宁特别支部成立。

1925年和1927年，分别在济南正谊中学和

济南师范学校读书的青年马希文、翟子超先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都曾回原籍金乡从事

过革命活动。1927年5月，在济南师范附小

教书的杨一辰由邓恩铭介绍入党，受党组织

派遣回到家乡金乡从事党的活动。至此，境内

济宁、曲阜、兖州等地最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并最先创建起中共地方党组织。由此，境

内成为山东乃至全国较早建立中共地方组织

的地区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刘南云到

济宁工作。刘南云发展王殿成、朱化农、周建

国等人入党。经省委批准，重新建立济宁特别

支部，刘南云任书记。特支重建后，在学生和

城内的工人、市民及附近乡村的农民中秘密

开展党的宣传工作。1929年1月，济宁特支

发动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6

月，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曲阜二师进步师生

编演了历史讽刺剧《子见南子》，揭露封建礼

教的虚伪本质，掀起新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的

高潮。国民党政府勾结孔府封建势力对其镇

压，酿成轰动海内外的“子见南子案”。6月8

El，刘南云被国民党嘉祥县党部逮捕，济宁特

支的其他成员被迫隐蔽起来，活动再次中断。

1930年lo月，济宁省立第七中学训育主任

王溥泉，先后发展学校图书管理员王临之、学

生刘庆珊等人入党。11月，经省委批准，再次

建立中共济宁特别支部(中共山东省立第七

中学特别支部)，王溥泉任书记。1931年夏，

共产党员程照轩等在曲阜二师重建党支部

后，该支部改为曲阜特支。这期间，共产党员

楚图南、任白戈、陆建平等以教师身份作掩

护，在校开展活动，宣传马列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抗El

救亡运动高潮。中共济宁特支为了加强对省

立七中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彭畏三校长的支

持下，调整了校学生会领导成员，成立抗日救

亡运动特别委员会，刘庆珊任主席。济宁特支

根据省委指示，印发《告济宁同胞书》，组织力

量编写壁报，并创办抗日油印小报《星期周

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通过宣传发动，不

仅七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还

带动了济宁其他学校活动的开展。七中“特委

会”还同泰安三中、曲阜--N、兖州乡师等校

的进步学生组织建立起联系。

1931年12月初，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请

愿，极大地影响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学生运动。

中共济宁特支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在省

立七中和第三职业学校发动和组织500多名

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会同曲阜二师、兖州乡

师等校学生，在兖州站卧轨截车，坚持斗争4

天，震动了全国。请愿团学生返校后，在中共

济宁特支的领导下，纷纷到工厂、农村发动群

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运

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对省立七中的注

意。1932年2月，国民党济宁县党部抓捕七

中进步师生，王溥泉、刘兴汉等人被捕。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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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珊接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10月，刘庆

珊在大流店小学被捕。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

再次中断。

1932年初，中共沛县县委派张光中到微

山夏镇，先后发展党员50余人，领导当地群

众开展反高利贷、反封湖等斗争。1933年后，

境内中共党组织活动一度中断。直至1935

年，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

抗El战争爆发后，中共境内各地党组织

分属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共河南省委所辖之苏

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山东、河南省委分别派

遗党的领导干部和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分赴

各地，同当地共产党员一起，恢复发展党组织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在邹西、泗北、汶

西、湖东、湖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了一

批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在津浦铁路沿线和泰沂山区西部地区。

1937年8月，张林夫、刘海岩在泗水县柘沟

镇组织抗敌后援会。9月，周蓝田、管戈在泗

水县丑村一带组织抗日武装；曹宇光在柘沟

镇同张林夫、刘海岩一起亦着手组建抗日武

装。山东省委发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之后，

孙汉卿、周蓝田等组建的抗日武装于1938年

2～3月问奉命编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

击第四支队。1937年11月，邹县县委在省委

特派员张若林帮助下，组织发动了鲁南抗日

武装起义，建立了鲁南人民抗El游击总队，冯

起任总队长，彭建华任政治主任。

1938年2月，刘星根据鲁西南工委指

示，在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和回汶上县进行

抗日活动的陈伯衡等配合下，发动永安寺起

义，成立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2--．,3月，单

县抗日自卫队、郓城抗日自卫团相继建立；张

光中以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

在沛县联络人枪，并在沛北宋庄同张新华(张

运海)、郑一鸣(郑安良)等领导的夏镇抗日保

家自卫团会合。5月，沛县、滕县、峄县等地抗

日起义武装汇合，正式组建为苏鲁人民抗日

义勇队。

1938年6月中旬，中共鲁西南特委和徐

(州)西北区委遵照边区省委指示，会集湖西

地区各县抗日武装，正式组建苏鲁人民抗El

义勇队第二总队(此时在微山湖东活动的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队改称为第一总队)，李贞乾

任总队长，王文彬、郭影秋先后任政委。7月

下旬，边区省委决定，鲁西南特委同徐(州)西

北区委合并，组建为中共苏鲁豫特委，王文彬

任书记。12月特委调整领导人员任职，白子

明任书记。苏鲁豫特委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

队第二总队的建立，统一了苏鲁豫(湖西)边

区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

段。中共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同时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

纵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遂改编

为山东纵队苏鲁挺进支队。12月底，一一五

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改为苏鲁豫支队

(简称苏支)，挺进湖西。1939年3月，罗荣

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入鲁西、鲁南，与

山东党政军民一起，协同作战，沉重打击日伪

军，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期间，中

共境内地方党组织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对顽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迅速打开抗战局面。同时，注重建党、建

军、建政等工作。党组织蓬勃发展，各抗日民

主政权纷纷建立，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威震敌

胆的微山湖游击队(后改名为微湖大队)和铁

道游击队在此形势下秘密组建并不断扩充。

境内的鲁西、湖西、尼山、鲁南抗日根据地亦

先后创立，并在复杂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

从1941年起，日伪军对尼山、湖西抗日

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断

制造摩擦。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

和山东分局指示，中共济宁地方党组织在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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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反“扫荡”、反“蚕

食”、反封锁的斗争。同时，认真进行整风学

习，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减租减息、增产节约

等运动，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进一步调动了群

众的抗战积极性，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得到转

化。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根据地注重发挥党

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开展小部队活动和分散

的群众游击战争。先后取得1941年和1942

年反击日伪“扫荡”，1941～1942年铁道游击

队夜袭闰团、巧截布车、破袭津浦铁路、智毙

敌首高岗，1943年反击国民党顽军李仙洲部

入鲁，1944年湖西党政军民统一行动拔除日

伪据点、对微山湖上交通线的争夺战和微山

湖讨伐敌伪顽军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控制了

湖西地区及湖东岸一带。1945年8月，境内

党政军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和全国人

民一起，赢得了抗El战争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8月20日，国民党集中驻徐州

的14个军31个师的兵力，向鲁南解放区大

举进犯。同年9月15日，济宁党、政、军领导

机关撤出济宁城区。在湖西，部队和党政机关

撤至巨(野)、定(陶)边和巨(野)南地区后，不

断组织武装插回湖西，打击敌人。同时，各地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掀起参军参战与支前

热潮。中共境内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调动地

方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党、政、军工

作人员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以牵制、

打击敌人，先后取得鲁西南战役(包括羊山战

斗)、兖州战役的重大胜利。1948年8月，境

内全部解放。在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境内

各级党、政、军部门均建立支前委员会，发动

青壮年组织群众运输队、担架团，运送粮棉，

转运伤员；组织妇女、老人碾米、磨面、做军

鞋，为夺取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

了重大贡献。在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的大进军中，境内除地方武装大批升编为人

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外，有14000余名青年踊

跃参军，500多名干部组成地、县、区领导班

子，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与此同时，各级

党委领导军民继续清剿残余敌、匪、特，进行

土地改革，整顿并公开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

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生产救灾为中心，

培训各级各类干部，恢复发展生产，兴办文教

事业。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人民初步安居乐

、I匕。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广大军民

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医治战争

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肃反，，

等运动。1953年7月，中共济宁地委成立后，

全区党政军民在中共济宁地委的带领下，贯

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规

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改

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

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全区提前

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任

务。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地委

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要求，结合

社会“肃反”、机关内部“肃反”、审干和农村建

社整社，从1953年冬至1956年，有步骤地、

持续地开展了整党整风、整党补课和建党工

作。通过整党整风，党的各级组织逐步得到加

强，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56年底，全

区党员发展到70319名，比1953年增加了

41368名。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地委还抓

紧民主建政工作。1954年4～7月，全区各

县、市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相继召开了

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地委和各

县、市委遵照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配备的指示，陆续从党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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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抽调干部1411名，派往县、区、乡、社工

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中

共济宁地委领导全区人民大力进行了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使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田

逐步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经济作物和

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济宁

地区党的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和失误。

1957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

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员，大部分被调离原工作

岗位，相当一部分人被下放“劳动改造”，有的

甚至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行劳动教养。1958

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

和“共产风”泛滥。1959年8月，全区开展“反

右倾”斗争。1961年春，又相继开展“反瞒产

私分”、“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

错误批判、处分了许多党员、干部以至普通工

人、农民。1961～1963年，根据党中央和山东

省委指示，济宁地委带领各级党委对整风补

课以来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群

众进行甄别平反，并为部分被错划为右派的

人作了甄别纠正。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

“七千人大会”之后，济宁地委亦开始初步总

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纠正错误。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

底，济宁地委和各级党委普遍受到冲击并陷

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全区陷入动乱之中。

1967年2月5日，济宁地委被“造反”组织夺

权，建立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1969年8月2

日，中共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成立。1969～1972年，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在

整党建党中，虽然逐步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的

活动，但是党的生活极不正常。1971年9月，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济宁地委贯彻中

央指示精神，批判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

有牵连的人和事，克服干扰和阻力，认真抓了

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整顿，一批党

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6年，江

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

轨。

改革开放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济宁地区党

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解放思想，推进改革，逐步

走上振兴之路。1978年12月，济宁地委遵照

中央和省委部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

讨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逐步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

缚，清除“左”的影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同时，地委对各级党组织进行了调整

和整顿。地委和各县、市委以及基层党委领导

成员逐步进行调整，结合清查、落实党的干部

政策和机构改革，清除一批混进领导班子、反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有各种违

法乱纪行为的人，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回到

工作岗位，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被提拔

到领导岗位上来。1979年底到1980年，各县

市普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

县、市委。济宁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本

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改的原则，彻底平反冤

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认真地

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的错误，

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和经济工作中逐步端正

指导思想，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农村，农业经济结构经过

调整逐步趋向合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

包责任制普遍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成就，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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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六次

代表大会(顺延原济宁市党代会的届次)召开

后，中共济宁市委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定

不移的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取得

了显著成就。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城乡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各级

领导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在整党的基础上，较

普遍地推行了党务工作目标管理、党风建设

等项制度，加强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廉

政建设，严肃查处一批党内违纪案件，清除了

少数腐败分子，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战斗力和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1989年7月30日～8月2日，中国共产

党济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

生新一届市委。新一届市委带领全市各级党

组织，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经济

实力明显增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综合开

发迈出较大步伐，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方兴未

艾。工业生产克服重重困难，加快调整、提高

和发展的步伐，基本实现了效益与速度的同

步增长。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开始由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农村改革，进一步

巩固完善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发展了社会化服务

体系，推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企业改

革，围绕转换经营机制，实施三项制度改革，

开始了以股份制为重点的产权制度改革。在

教育党员干部方面，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按照干部“四

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培养选拔大批优秀

中青年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通过

开展党员冬训、“基层组织建设年”、农村党员

“学、带、做”等活动，完善了党务工作目标管

理。

第三节 代表大会

1984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济宁市

第六次代表大会，顺延了原济宁市(县级市)

党代会的届次，在此之前，原济宁市先后举行

过六次党代会，其间出现有两个“第二次”党

代会。另外，济宁地区曾于1971年召开过一

次党代会。

原济宁市历次党代会

原济宁市曾于1951年5月、1952年2

月、1952年11月、1953年4月召开过4届党

代表会议。1954年2月，中共济宁市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此后，又于1956年4月、1960

年7月(经中共济宁地委批准，此次党代会因

故仍称第二次)、1963年10月、1971年11月

和1980年9月分别召开了中共济宁市第二

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济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济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1971年6月26～29日召开。大会代表

1000名，代表全区127266名党员。丛健致开

幕词，张伯逵代表中共济宁地革委核心小组

作《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和加

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工作报告。大会通

过了工作报告，选举了中共济宁地区委员会。

张伯逵任地委书记；朱奇民、丛健、王吉德、张

程震任地委副书记。朱奇民致闭幕词。

这是济宁地区唯一的一次党代会，是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举行的。大会通过选举，恢

复了被夺权而中断4年的中共济宁地委。

中共济宁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1984年9月6～9日召开。大会正式代表514

名，代表全市166221名党员，候补代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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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席代表45名。丁培德致开幕词，赵永贵

作《勇于改革，开拓前进，全面开创济宁现代

化建设的新局面》工作报告。大会听取了中共

济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认真讨

论并对以上报告作出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

共济宁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7人，候补委

员8人；选举产生中共济宁市第六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委员27人。全会选举产生市委、市

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中共济宁市委书记

赵永贵，副书记王渭田、丁培德、韩寓群；市委

常委赵永贵、王渭田、丁培德、韩寓群、翟学

恕、于文义、张知平、张自义、关敬秀(女)；市

纪委书记陈继赞，副书记李伯英、葛中登、张

健。

中共济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1989年7月30 El～8月2日召开。大会正式

代表496名，列席代表76名，贵宾10名。王

玉玺作《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奋力

把我市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工作

报告。大会号召全市25万名共产党员振奋精

神、积极进取、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为建设经

济繁荣、政治安定、社会文明、人民富裕的社

会主义新济宁而奋斗。大会听取了中共济宁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认真讨论并

对上述报告作出了决议。选举产生中共济宁

市委员会和中共济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全

会选举产生市委、市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

中共济宁市委书记王玉玺，副书记韩寓群、程

金亭、徐炳熹；市委常委王玉玺、韩寓群、程金

。亭、于文义、张健、周光珍、徐炳熹、韩笔祥、姜

洪成、张知平；市纪委书记张健，副书记葛中

登、张宝福。

中共济宁市第八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济宁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1994年9月10一--13日召开。大会正式代表

496人，代表全市303822名党员。大会由王

仁元主持，王修智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建

设现代化济宁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听取

了中共济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真讨论并对上述报告作出决议。大会

选举产生中共济宁市委、市纪委委员会。全会

选举产生市委、市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中

共济宁市委书记王修智，副书记王仁元、张仁

敬、韩笔祥、贾万志；市委常委王修智、王仁

元、张仁敬、韩笔祥、贾万志、周光珍、张国琛、

高建刚、王润廷、马兴文、徐永莲(女)、吴宗

杰；市纪委书记高建刚，副书记张宝福、王彦

明、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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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一1

中共济宁地、市委书记、副书记任职情况表

(1953．-．．1997年)

职务 姓 名 性别 民族 任 期 备注

刘清训 男 汉 1953．7～1955．2

高逢五 男 汉 1955．2～1958．8

王成旺 男 汉 1958．8～1959．1

书 杨 毅 男 汉 1959．1～1959．5

穆林 男 汉 1959．5～1963．2

朱奇民 男 汉 1963．2～1966．5

张伯逵 男 汉 1971．6～1973．9 军代表

王吉德 男 汉 1973．9～1975．2 代理

于 明 男 汉 1975．4～1977．11

郑伟民 男 汉 1977．11～1983．3

赵永贵 男 汉 1983．10～1986．3

丁培德 男 汉 1986．3～1988．1
记

王玉玺 男 汉 1988．1～1991．7

韩寓群 男 汉 1991．11～1993．4

王修智 男 汉 1993．4～1997．12

尚格东 男 汉 1953．7～1954．4
副

杜牧 男 汉 1953．7～1963．2

翟厚仁 男 汉 1954．11～1958．5

李超然 男 汉 1956．1～1981．11

王吉德 男 汉 1956．8～1973．9

张国锋 男 汉 1958．8～1958．9

狄 生 男 汉 1959．1～1959．7
书

籍献西 男 汉 1958．11～1959．7

李允之 男 汉 1958．11～1959．7

刘 干 男 汉 1958．11～1962．1

高逢五 男 汉 1959．7～1961．4

任志明 男 汉 1959．12～1963．3

张恺 女 汉 1959．12～1963．3
记

刘 鹏 男 汉 1962．1～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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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 名 性别 民族 任 期 备注

杨毅 男 汉 1963．3～1967．2

季宗权 男 汉 1964．6～1964．11

朱奇民 男 汉 1971．6～1973．7

丛健 男 汉 1971．6～1973．7 军代表

朱 民 男 汉 1972．2～1973．2
J

韩邦聚 男 汉 1973．7～1977．2

卢洪 男 汉 1973：7～1976．3

张程震 男 汉 1973．9～1975．11

副 张伯逵 男 汉 1973．9～1975．11 军代表

王传忠 男 汉 1974．1～1977．7

王瑛 男 汉 1976．6～1977．7

郑伟民 男 汉 1977．7～1977．11

王济夫 男 汉 1977．7～1979．12

赵永贵 男 汉 1977．7～1983．10

书 张正仪 男 汉 1977．7～1983．10

翟文孝 男 汉 1977．7～1978．12

王玉玺 男 汉 1977．7～1988．1

李志成 男 汉 1979．4～1979．7

曹福长 男 汉 1980．6～1983．10

王渭田 男 汉 1983．10～1986．2

记 丁培德 男 汉 1983．10～1986．3

韩寓群 男 汉 1983．10～1991．11

程金亭 男 汉 1988．1～1990

于文义 男 汉 1991．6～1993．7

王修智 男 汉 1991．11～1993．4

王仁元 男 汉 1992．12～1997．12

韩笔祥 男 汉 1992．12～1998．3

贾万志 男 汉 1992．12～1997．12

张仁敬 男 汉 1994．9～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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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组织工作

基层组织

境内是山东较早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的地

区之一。1926年夏，建立“中共山东省立第二

师范学校支部”，这是境内建立的第一个中共

组织。1927年春，兖州建立直属中共山东省

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兖州支部”。是年11月。

建立“中共济宁特别支部”。1932年初，共产

党员张光中受中共沛县县委派遣在夏镇(今

微山县机关驻地)先后建立5个支部和1个

总支部；春，苗宗藩建立境内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中共赵庙支部；7月，韩维密在邹县建立中

共邹县支部；下半年，兖州亦建立中共滋阳乡

师支部。是年5～10月，中共曲阜特支和济宁

特支先后遭受破坏。1933年，邹县、兖州、夏

镇等地的党组织亦相继遭到破坏。至此，共产

党在济宁及其周围各地的活动基本中断。

1935年，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全国抗

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境内共产党的活动

开始恢复和发展。是年9月，梁山县建立“中

共戴庙小学支部”；11月翟子超、秦和珍在金

乡建立“中共金乡县第一高小支部”。1935～

1936年，在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

化的指导帮助下，在微山湖东建立中共张阿

小组，临(St)沙(沟)支部和临沙区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国共合

作局面已经形成，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

恢复和发展境内党的基层组织。1938年前，

由于党员人数少，分布不均衡，基层党组织的

设置比较乱。此间，境内党的基层组织分别归

属于中共山东省委和苏鲁豫皖边区党组织两

大组织系统，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扩

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之后则统一归属于边

区省委，后来北部基本上以津浦铁路为界，南

部基本上以南四湖为界，分别归属于中共山

东省委和冀鲁豫区组织系统。

解放战争时期，境内既是敌我双方反复

拉锯的战场，又是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

的前沿阵地。各地基层组织建设坚持“群众运

动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在哪里”的方针。凡有

3名党员以上的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至

1949年10月，境内党支部已发展到1821

个。各地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整

党、建党，壮大民兵，组织地方武装向主力部

队升编，恢复发展生产。这期间，境内党的基

层组织分别归属于山东省鲁中南区之济宁

市、尼山专区、泰西专区、台枣专区和平原省

湖西专区、菏泽专区党组织系统。1950年4

月后，分别归属山东省滕县专区和平原省湖

西专区党组织系统(1952年11月，平原省撤

销，湖西专区划归山东省)。1953年7月，滕

县、湖西两专区撤销，境内基层组织归属于新

设立的济宁专区党组织系统。

建国后，境内各地基层党组织不断发展

壮大。从1949年10月起，各地基层组织开始

有计划、有准备地公开，首先公开机关、学校、

工厂、矿山党支部，然后公开农村党支部，至

1951年春，各地党支部全部公开。在公开党

组织的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全面整顿、

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为了迅

速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建立健

全各种适应新形势的规章制度，坚持经常性

的组织生活。经过整党建党和整党补课，至

1958年11月，全区共有255个基层党委，

1453个党总支，9999个党支部。1958～1966

年，全区基层组织的设置以基本核算单位为

基础(凡有3名以上党员的基本核算单位即

建立党支部)。1966年5月，全区共有基层党

委274个，党支部7887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各地基层组织

同党政机关一样，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

折和损失。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各基层党

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相继陷于瘫痪、半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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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广大党员停止了正常的组织生活。至

1967年2月，全区基层党组织先后被“革命

委员会”所取代。1969～1972年，全区开展整

党建党工作，逐步恢复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但

党的生活极不正常。70年代后，基层党组织

的建设，强调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到

1975年，基层党支部、党委班子基本达到老

中青“三结合”的要求。1972年上半年整党结

束时，全区共有233个基层党委，8592个党

支部。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济

宁地区基层组织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组织设

置仍沿袭过去的以社队建制为基础。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基层组织在思想上进

行拨乱反正，从组织上进行认真清理和整顿。

1978～1981年，先后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

组，深入基层，重点帮助整顿了一些问题较多

‘的企业和农村党支部。通过整顿，全区共改造

农村党支部2019个，占农村党支部总数的

35．4％。1983年，全市基层党委292个，党总

支831个，基层党支部9245个。从1984年

起，陆续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实行乡

(镇)、村建制，并在乡(镇)设党委、村设支部，

党小组根据生产分工及居住地划分。各基层

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按照干部队伍“四

化”的要求，坚持新的用人标准，大胆地从乡

(镇)、村办企业和专业户、联合体中选用懂生

产、会管理、有干劲、能开创新局面的基层组

织的领导干部。1987年始，在全市推行了党

务工作目标管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

任务，用定量、定质、定时的形式确定下来，然

后层层分解，逐级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每个

党务工作者身上，并建立相应的指导、监督、

考核、奖惩制度。1990年，全市各基层组织形

成了党务工作目标责任制、党支部任期目标

责任制、党员年度目标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

目标化管理体系。是年底，全市基层党委达到

378个。基层党总支1121个，党支部15068

个，党小组43405个。

党员

党员队伍发展 1924年5月，中共济南

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候补党员郭某(原名不详)

来济宁从事党的活动。1925年下半年，共产

党员杨荫鸿、张观成、辛成智在曲阜二师开展

党的活动(这3名共产党员之间没有组织联

系，各自分别进行活动)。1926年4月，中共

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产党员马守愚、

王伯阳先后到曲阜二师发展党的组织，宣传

共产主义并号召进步教师、学生参加共产党。

二师支部党员很快发展到20余名。至1927

年上半年，境内已有共产党员三四十名。大革

命失败后，境内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屡遭

国民党破坏，但又多次得到恢复、重建和发

展。发展工作，始以学校为基地，从城镇到农

村。发展的对象是：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分

子中的最革命分子，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另有

少数工人、农民。发展的方式简单、秘密，填表

就算正式入党(有的不填表、口头承认即可)。

到1937年7月，境内已有党员202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党的抗Et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与党的威信的扩大和提

高，境内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纷纷要求加

入中国共产党。境内党组织根据1938年3月

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

决议》精神，遵循“大胆地发展，而又不让一个

坏分子侵入”的方针，从工人、农民，城乡青年

学生、知识分子中发展了大批党员。1938

1939年，湖西地区党员由1200名发展到

10000余名。与此同时，鲁南、鲁西亦大量发

展党员。至1945年8月，湖西地区、鲁南区

一、二地委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22945名。这

时期发展党员的条件为：能够执行党的指示，

好好学习，保守秘密，参加党小组会，缴纳党

费。

解放战争时期，境内大批党员参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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