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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合水县地方组织

第一1'i 组织 沿 革

、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初期 . 县挠内子午岭地区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 927 年 1 0 月，共产党员 rJti.盐、谢子'"率部 30 余人，疏散于平定

川 、八卦寺、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

1 930 年冬，共产党员刘志丹 太自夺枪"成功后，于 1 931 年 2 月，

收集饥民和民团武装约 300 余人.在回城川麻峪村整编.建立起革命武

装。 9 月在平定川倒水湾再次整编，组建了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2 月， X1J志丹派黄德I归到太白葫芦河丑展革命活动。 6 月，

成立石马坪乡农会， !Illl1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任乡农会会长兼赤卫队

队长。

1 933 年春 经黄德明介绍 接收黄克秀为合水县第一名共产党

员 。 8 月 . 发展党员 1 5 名.于龚家沟门罗家洼小学正式建立葫芦同

党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黄德明任赤卫军党代表(公开身份为

军事教员) 。 冬，刘志丹在连家眨老城发展党员 4 名 。 葫芦河党支部

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 ， 丰富赤E军大队、葫芦河、枣刺眨、安子坪、

连家眨 5 个党小组 ， 由黄克秀(兼)、百步胜、何长汉、万进学、 I品

应乾担任小组长。

1 935 年 4 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围剿南梁， 当地政府及党员疏

散，中共葫芦河支部随边区苏维埃政府迁往甘泉县下寺湾。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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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运动中葫芦河支部被撇销 。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恢复葫芦

河党支部。 1 936 年 1 2 月 28 日，中共陕甘宁省委派支前工作团赴合

水，赖传珠任团长 1 左觉农任目1) 团长，宣传抗日救亡，秘密开展党

作工边

1 937 年 3 月 ， 中国共产党合水县委员会在今老城镇成立，对外称

。民运会隶属中共陈|才宁省委 邹群峰任 11 记。 内设秘书处、组织

部、宣传部、军事部、民运部和青妇部，工作人员 1 0 余名 。 辖区党委 5

个，有党员 407 名 。 当年 7 月，巾共合水县委称谓公开，周陇东特委8

8 月，建立中共合水秘密县委， 与公开县委无联系，设组织部和宣传部。

任务是面向边界农村单线发展党员 . 坚持地下活动，指定 l 名党员担任

干事长，从事党的基层秘密工作。 9 月，县委军事部析出.改为县自卫

军大队，成为独立的地方军事机构。

1938 年 l 月. J，的销背妇部。 7 月，县委改属庆环分区党委辖，秘密

县委屈陕 H 宁分区党委辖。 9 月 . 增设统战部、群工部。 1 2 月.群工部

改建为职工救国会(简称工会).系群众团体组织。

1 939 年春，撤板恬区委，所属乡支部归城区党委 . 何家畔、盘马乡

支部属西华池区党委。 撤销定祥 、1iil头、赵楼子乡党支部。

1 940 年 2 月，建地方民主政权，撇县委民运部，秘书处称如书室。

增设肖咀区(五区)党委.下属 6 个乡党支部，即段家集、化沟、肖

!咀、梨洼、铁赵、枣洼。 5 月，合水县委改属陇东分区特委。 年底，共

有区党委 5 个，乡党支部 35 个，机关支部 3 个，党员 598 名 。

1 943 年 2 月 ，县委届陇东地委。 4 月.Ji&销巾共合水秘密县委。

1 946 年 6 月.增设社会部(县政府保安科在党内的名称) 。

1 947 年 6 月，撤统战部，业务移交社会部。 当时除太白区外，其余

区、乡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县委机关先后移驻吴旗镇、脚扎)1[、铁边

城、张家湾、 二将) 11 、东华池、老爷岭、罗山府、安子头、张家白沟、

干揪子、拓儿原、段家庄、固城、用家咀、大山门、桌子岭、太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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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1: ) 1 [ 、 平定川、八卦寺、苗村、北掌堡子等地。 当时全县有 24 个乡

党支部、 1 39 个党小组jfJ破坏. 456 名党员暴藏身份。

1948 年 6 月 增设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

二、新中国成立后

1 949 年 7 月 2 1 日 . 全县收复。 县委自北学堡子迁回老城锐o 9 月

2 1 日，迁回华池。 10 月.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 社会部、青年

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不久脱销社会部。 县委下辖 6 个区党

委、 26 个乡支部。

1 950 年 . 设纪律检杏委员会。 m机关党支部 2 个，农村党支部 35

个，党小组 1 35 个 . 共有党员 5日6 名 。

195 1 年 . 增设机关党支部 7 个。

1 952 年 2 月，恢复统战部。

1 953 年 10 月 ，成立县人民政府党组。 增设机关党支部 l 个。 10 月 .

新增板桥区(七区)党委。

1 953 年 6 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水县人民武装部党委 、 f由销妇

女运动委员会。-

1954 年 6 月 . 撒li1j青年运动委员会。 9 月，人武部党委改为兵役局

党委 o 10 月 . 成立生产合作部。

1955 年 2 月 . 改人民政府党组为人民委员会党组。 7 月，成立机关

党总立，改纪律检查委员会为纪律l监察委员会。 10 月，撤区并乡 . I散销

商华池区 (二区)、 银桥区(七区)党委 . 1 2 个乡支部改建为 6 个县委

直属乡支部回

1956 年 l 月，成立财政贸易部。 5 月，成立合水报社和文化教育

部。 7 月，成立工业交涵部。 10 月，成立广播站。 年底，县委辅 3 个区

党委. 1 2 个直属乡党支部. 17 个乡党支部。

1 957 年 l 月 ，撤销城关区(一区)、J1i子区(三区)党委。 所属 1 4

个乡支部改建为 10 个县直属支部。 3 月.文教部并入宣传部，工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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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1 人财贸部。 10 月，县委成立整党领导小组 ， 下设办公室。

1958 年 3 月，撤销太臼区(四区)党委 ， 建立太自乡党总支。 县

委共锦乡总支 14 个。 复设工业交通部。 5 月 ， 乡党组织改建为 1 7 个党

委。 9 月，并太白 、 城关 、 板桥 、 何家畔 、 四华池、店子、肖咀 7 个乡

党委。 10 月.改乡党委为公社党委，建立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 65 个，

全县党员增至 1983 名 。 1 2 月，撤合水县D 所丰占基层党组织分网中共宁

县县委和中共庆阳县县委。

1960 年 l 月，在西华池设立子午岭农垦局和局党委 . 1 95 1 年 12 月

插销。 期间，太臼公社如l归农垦局管辖 . 1962 年 l 月又归合水县 。

1962 年 l 月，恢复合水县 。 设秘书室、 组织部、 宣传部 、 农村工作

部、 工业交通部 、 财政贸易部 、 纪律监察委员会 、 政策研究室、 机关党

委 、 档案馆，下辖吉舰、 师家庄、西华池、何家畔、饭桥、 城关、杨

坪、商口且铺、太白、太我'、 店子、回城、段家袋 、 肖口且 1 4 个公社党委

01;中 7 个公社党委为 1 96 1 年 7 月增设) 。 恢复县人民委员会党组和县

人武部党委。 3 月.增柳沟 、 定样 、 赵家楼子‘董家寺公社党委。 4 月，

撇销农村工作部、工业交通部 、 财政贸易部、政策研究室 、 机关党委。

将随案馆改为铛案室 ， 隶属秘书室。 E 月，成立党校。 10 月， J曾枣洼、

太白助公社党委。 11 月，恢复农村工作部。 年底， 全县有公社党委 20

个 . 生产大队党支部 147 个，党员 2278 名 。

1964 年 7 月，恢复财政贸易部。

1965 年 3 月，公社党委并为西华池、 吉电~、何家畔 、 极桥、柳

沟、城关 、 商咀铺 、 太白 、 店子、固城 、 段家集 11 个，大队党支部并

为 93 个。

1966 年后季，‘文化大革命"中县委瘫痪。

1 968 年 6 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 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

部、办公室。 取代县委、县政府职能。

1969 年 3 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开展整党工作。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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