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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为了给当代贵州史的研究提供史料，根据全国的

统一部署和要求，我们在编写《当代贵州简史》的同时，编

写了《当代贵州大事记》。

二、《当代贵州大事记》上限为1949年10月，下限为

1995年12月。

三、《当代贵州大事记》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忠实记录贵州带全局性的、在省内外有重大影响的

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四、《当代贵州大事记》的编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编写方法，一般按年、月、日

顺序记述，但对重大事件，则采用每事自为起讫，不受时

间所限，使之相应集中，以保持其相对的完整性。凡条目

有旬、月而无确切日期的，则记旬或月。
’

五、《当代贵州大事记》每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是为

了给各级领导和科研人员提供参考。如正文中数字与本

条目的数字不一致时，以本条目的数字为准；本条目中国

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发展速度接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按水平法计 ，

．
，

／。



算。

六、《当代贵州大事记》的编写，得到中共贵州省委办

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档案馆、省军区、省地方志办

公室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七、编写人员名单如下：金 琼：1949—1953年、

1959--1965年；韩义义：1954--1958年；杨光宇、王金兰：

1966、1969,1971、1973,1975,197711978年；刘援朝、杨光宇、

王金兰：1967年浏援朝五金兰：196811970,1972,1974年；

陈果、刘援朝、王金兰：1976年；王金兰、陈果：1985年；

吴伟丽：1979J981—1984,1986,1990年；吴伟丽、张相春：

1980年；张相春：1987—1989年、1991--1993年；莫松柏：

1994年；肖先治、刘文睛：1995年；张开友：每年的国民经

济发展情况。

编 者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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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五兵团遵

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关于迅速肃

清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命令，加

紧向大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由冀鲁豫南下的地方干部，在完成对

赣东北各地、市、县的接管任务后，组成西进支队随军西进。同时从

全国各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贵州工作。10月上旬，中共五兵团委员

会(简称五兵团党委)负责人和西进支队负责人在湖南湘潭召开联

席会议，酝酿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简称中共贵州省委)领导

班子的组建问题。1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任中共贵州省

委书记，徐运北任第一副书记，曾固任第二副书记。12月3日，中

共中央批复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报告，中共贵州省委由13名委员组

成。苏振华、徐运北、曾固、杨勇、赵健民为常委，苏振华任书记，徐

运北、曾固任副书记。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二野五兵团应迅速

向贵州前进。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简称二野前

委)对贵州工作作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

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的指示。 一

． 10月13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令五兵团直出贵州，速占

贵阳。 ．

1＼莎



当代贵州大事记

lO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盘县游

击团，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镇整训结束，奉命回师贵州。部队分三

路进入盘县境内，同日奇袭驻鲁番的国民党贵州省保安部队一个

加强营，毙伤敌数十人，俘敌副营长以下367人。

10月18日 在中共黔北特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组织发动

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二七五师Jk-五团新兵第三营于湄潭县拖枪

暴动成功，随即开赴德江县七星场，成立黔东北游击支队。该支队

于11月19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德江县城，21日编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第一支队。

10月20日 二野五兵团在湖南邵阳地区集结，随即召开各

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22日，发出向贵州进军的命令，决定

以十七军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

天柱、三穗、镇远进攻，协同十七军作战；以三兵团十军为右翼，向

铜仁、松桃进攻；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

10月21—27日 五兵团党委和中共贵州省委在邵阳召开地

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明确进军的总任务是：解放贵

州，支援解放大西南。步骤是：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接管城市，

收缴武装，安定秩序，随即接管农村。斗争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

少数，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接管政策，针对

贵州情况，提出了如下原则：接管时对留用人员要包下来，教育他

们为新政权服务；必须坚决打击顽抗的残余匪帮和顽固势力；认真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团结面，搞好接管工作。会上强调，要发现

并团结民主人士；在干部中要扫除轻视少数民族的思想，注意解决

好民族问题。会议指出：要派出军代表接管好工矿企业，依靠和发

动工人迅速恢复生产。会议还决定了贵阳市、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负责人和地委、军分区、专署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期间，中共二野

五兵团委员会发出《关于部队入黔作战与工作的指示》，强调解放

贵州是解放大西南的开端，要作好部队高速度运动的思想准备和

2



1949年

组织准备。指出在贵州作战要“打得快和坚决”，以分割川黔、黔桂、

川滇、滇桂，使西南之敌不能靠拢，以便一一击破，把贵州守敌消灭

干净。
‘

11月3日 五兵团十六军由湖南洪江、黔阳出发进入贵州，4

日解放天柱县城。 -
．一

‘

11月4日 五兵团党委和中共贵州省委在湖南芷江召开会

议，研究解放贵州的军事部署。会议强调对黔作战目的在于迅速占

领贵阳，分割大西南敌人的联系。作战方针是：在贵阳以东歼灭敌

人有生力量，夺取贵阳。战术上须注意：在敌溃退时，采取猛烈追

截，在敌混乱中歼灭之；在敌困守时，应周密布置，先截断其退路，

进行包围，全歼困守之敌；特别注意抢占、夺取桥梁公路；山地作战

或敌情掌握欠缺时，应强化通讯联络，机动灵活，主动配合友邻作

战。会议具体布置进入贵州的接管工作：部队抽调到地方的干部和

地方干部混合搭配，组成地县领导班子，随军行动，解放一个县接

管一个县，解放一个地区接管一个地区。 一

11月7日 五兵团政治部党委给二野前委报送《关于调地方

干部的情况报告》：第一次从十六军、十七军抽调干部师级18人、

团级41人、营级119人、连级298人、排级398人。报告还就第二、

三次抽调人数及被抽调干部的思想等问题作了汇报。

11月8日 第十六军四七六师一三八团解放黔东重镇镇远

县城。 一

11月11日 国民党贵州省军、警、宪在逃窜前，加紧了对革

命人士的镇压行动，在贵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十一”惨案，将被

捕的张风鸣、黄厚文、徐绍敏、金芳云、杜蓉、刘家祥、聂汝达、陈开

秀、高言善、刘端模、毛克诚、王天行、顾希均、柏辉文、戴绍民、袁克

勤、陆永忠、黄金琪、张戟、王永年、何自达、唐正福、岳恭彦、郑德霖

24名共产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

一及革命者，集体杀害于贵阳北郊沙河桥和南郊马家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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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贵州大事记

同日 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东北重镇铜仁县城。

11月15日 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于14日

晚进占贵阳；15日第十七军五十师进驻并接管贵阳市，贵阳宣告

解放。

11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进驻并接管贵州广播

电台，改称“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

目。1951年4月15日，更名为“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11月18日 中共贵州省委与五兵团党委在炉山县召开会

议，确定了关于接管贵阳市的工作方针、政策、任务、组织和力量安

排等问题。具体方针是：统一领导(统一由即将成立的贵阳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领导)、各按系统(军事系统由兵团接收、地方系统由政

府接收)、原封不动(接收后不准动用，统一分配调剂)、接管一致

(接收机构就是管理机构)。具体政策是：对旧有人员团结改造，对

公营企业按企业化原则经营，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沟通城乡

关系。具体任务是：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动员旧人员回原单位报

到，套封接管旧有机构、组织。具体组织：成立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下设民政、财政、建设等各部，并成立负责治安保卫的警备司令

部。力量安排：抽凋792人为接管工作干部，抽五兵团十七军五十

师担任卫戍部队。

同日 第十七军四十九师解放黔中重镇安顺县城。

1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进驻贵阳，驻地设在贵阳市

南明量。

11月21日 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北重

镇遵义。2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同日 二野三兵团第十军政治部主任许梦侠在思南县东华溪

主持召开黔东北地区游击队负责干部会议，决定将黔东北地区各

游击武装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先仲虞任司令员，刘

学礼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支队和1个直属大队。合编后，各支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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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赴德江、思南、松桃、印江、湄潭、凤冈等县驻防。12月29日，根

据中共贵州省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整编为风冈、

湄潭、德江、思南4个县大队。凤冈、湄潭县大队归遵义军分区建

制，德江、思南县大队归铜仁军分区建制。 ，

11月22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在新解放区实行军事管

制，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

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贵阳市军管会)宣布成立。同时宣布

从即日起，正式对贵阳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苏振华，副主

任曾固、赵健民。军管会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保证全市

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定，确立革命秩序，贯彻执行中

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军管会下

设军事、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公安6个接管部，按系统和部门开

展接管工作。12月上旬，接收工作大部完成，20日清点工作基本结

束，计接收机关、工厂、学校184个，员工14061人，以及所属全部

资产。
。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汪乃贵任司

令员，胡华居任政治委员。

11月23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

同日 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二七五师在金沙安底镇由师长陈德

明、副师长陈永祥等签署通电，率3000余人起义。12月7日，国民

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及所属三二八师、三四三师团以上军官联

名通电，率部于普安、晴隆、贞丰起义。国民党黔西北绥靖区独立第

四师师长兼威宁县县长马昆在威宁宣布起义。12月10日，国民党

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率所属第四十九军余部，黔西南绥靖区

司令谭本良及所属二七二师，黔西北绥靖区司令兼二七一师师长

刘鹤鸣在普安联名通电起义。12月17日，国民党黔桂边区绥靖司

令部副司令兼安龙指挥官万式炯、第三二三师师长谢可澄率部于

安龙起义。12月19日，国民党陆军通讯独立第二营在兴仁起义．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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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贵州大事记

至此，黔西、黔西南的14个县宣告和平解放。

11月24日 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将贵州地下党党员名

单，朱厚泽将中共贵阳特别支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关

系交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朱文达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名单

交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州省工委。

11月”日 贵阳市军管会发出布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接管原省政府各税务机关；一

切财政收入均转为人民所有。

11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创刊。

同日 中共贵州省委为迅速解放贵州全境，筹集军用财粮，组

织军用运输，恢复公路交通，决定成立贵州省支前司令部。赵健民

兼司令员，徐运北兼政委，何光宇兼参谋长。

同日 第十六军解放黔西北重镇毕节县城。

11月29日 贵阳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解散国民党及非

法党团组织、特务组织；接管本市国民党党、政、军、特各机关，没收

战争罪犯、官僚资本家、反革命首恶分子的房地产。该委员会还命

令所有服务于国民党各军事机关的全体人员，均应向指定机关缴

出武器、军用物资、文件档案等。12月3日，贵阳市军管会再次颁

发布告：解散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

社会党和原国民政府内务部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

所属一切组织，令其停止一切活动，查封没收其财产、档案。

同日 贵阳市电信局开始通话、通报。

11月30日 贵阳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将官僚资本收归国有。

随后，接管原贵州企业公司所属贵阳电厂、筑东煤矿、贵州水泥厂、

贵州玻璃厂、贵州火柴厂、贵阳蛋厂、贵州造纸厂及贵阳模范工厂、

豫丰纱厂、贵州机械厂、公路总局、电讯总局、盐务局、邮政总局等。

11月 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接管原贵州省政府田赋粮

食管理处，在此基础上成立财政接管部粮食局，1950年1月1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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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厅粮食局。1952年8月14日省财政厅

粮食局与商业厅粮食公司合并，成立贵州省人民政府粮食局。

12月2日7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贵州省委设立组织部、统

战部、社会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

作委员会、保密委员会等机构。

12月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正式

成立。
。

12月4日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成立。5日，该分行接管

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中

国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等10个单位的职工、金银及其

他财产。

12月5日 贵阳市军管会颁发布告收缴非法武器及电台。

12月6日 中共贵州省委、贵阳市军管会联合召开贵阳市工

矿职工代表会，69个单位的568名工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号

召工人阶级以主人翁姿态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

争。

12月7日 镇远祝圣大桥、黄平重安江大桥修复竣工，湘黔

公路全线恢复通车。

12月lO日 恢复贵阳至毕节的公路客运。

12月22—2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首次地委书记联席会

议。省委书记苏振华作了《入黔以来的情况和今后工作问题》的报

告，徐运北、赵健民等分别就财经、武装等工作作了系统发言。会议

确定以依靠基本群众，争取与团结各阶层及少数民族，以及一切愿

意与我们合作的力量，肃清敌人残余及匪特，建立革命秩序，完成

征粮任务，开展贸易、税收工作，发动群众、进行生产建设为全省一

个时期的工作总方针。而剿匪与加强财经工作是首要中心任务。会

议决定，为了顺利开展全省工作，必须注意：(一)加强干部政策学

习，首先要加强对统j战线政策与策略思想的教育，纠正左的关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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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贵州大事记

主义思想情绪；其次要号召干部跳出老圈子，改掉旧作风，适应新

环境、新工作的要求。(二)抓紧召开农民代表会与各界人民代表

会，发动与团结广大党外力量，共同克服困难完成各项政治任务。

(三)做好群众工作，在城市中把工人、学生、妇女组织起来，引导到

正确道路上去。1950年1月13 El，西南局肯定这次地书会议上制

定的各项方针是对的，并指出贵州城市接管已经结束，即应将工作

重点转向农村，并使城市为农村服务。“党和政府，必须注意加强经

济工作的指导，目前贵州尤应加强贸易和交通运输两项工作的领

导，为群众作几件好事。”

‘12月24日 贵阳市学生联合会筹备会成立。贵阳地区的贵

州大学、清华中学、中一t：-4,学等88所大中小学校相继复课。

12月26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人民政府设办公厅。全

省设置贵阳市及贵阳、遵义、铜仁、安顺、毕节、镇远、独山、兴仁8

个专区，79个县。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已经12月2日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任命杨勇、陈曾固分别担任。

1950年7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贵州省

人民政府委员会由苏振华等35人组成。

12月 贵州省人民政府抓紧组织盐运以解决贵州“盐荒”问

题。1950年1月11日，从四川运回第一批食盐，至6月，共运进食

盐5590吨，低价供应给群众。到1951年7月，全省8次调低盐价，

从而彻底改变了贵州“斗米斤盐”的局面。 ，

同月 遭受国民党军队破坏的省内各公路干线基本恢复。乌

江渡大浮桥、施秉桥，坝陵桥、黄果树大桥等已经修复。贵阳北至重

庆、西至昆明、东至长沙三条公路干线均已通车。

同月 贵阳市军管会建设部，接管76个单位，员工7947人，

机器4001部，工厂12户，汽车816辆；财政接管部，接管黄金58．5

’万两，银元84．5万元，盐279万余斤，粮食13．4万多斤，棉纱578

万余斤，布9998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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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全年国民生产总值6．23亿元，国

民收入5．9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8．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6

亿元，农业总产值6．43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96．55万

吨，油料2．69万吨，烤烟5960吨；原煤30万吨，发电量700万千

瓦小时，水泥700吨，卷烟5．1万箱，饮料酒900吨。公路通车里程

1950千米。邮电局、所479处，邮电业务总量111．5万元。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1．87亿元，其中消费品零售额1．80亿元。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学生1747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716人。全省平均每人国

民收入42元，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农业总产值165元，粮食537

千克。年底全省总人口1416．4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14．07万。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14．84‰。
。

注：历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中的数字，是使用贵州省统计局的统计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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