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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

(1 949年4月一1 952年12月)

1 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部队发起

的解放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太原回到人民手中。5月1

日大同和平解放。至此，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解放了山西全境，结束了阎

锡山政权在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9月1日，山西省建

制恢复，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

正式成立。人民政权在全省建立后，中共山西省委、山

西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始建设

新山西。到1952年底，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结束了没

收官僚资本的工作，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

导地位，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为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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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9年

4 月

24日 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部队发起的解放太原战役胜

利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13．5万余人。5月1 El，大同和平解

放。至此，山西全境解放，结束了阎锡山政权在山西长达38年

的统治。

同日 太原前线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保护太原人民生命

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确保城市治安等“约

法八章”。

同日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徐向前，副主任

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 ．

同日 太原市卫戍司令部成立，司令员肖文玖，政治委员

赖若愚。

同日1948年10月成立、1949年2月与晋中行署合并组

成的太原市政府(5月6日改称太原市人民政府)由榆次迁入太

原城内办公，市长裴丽生。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发出胜字第_、二、三号布告，宣布

太原市实行暂时军事管制；颁布“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入城守

则”；公布军事管制“八条”规定，其中规定：除阎锡山、孔祥

熙等首要战犯与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没收外，保护一切

私人工商业财产。“一切公营企业如工厂、公司、银行、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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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栈等，公用事业如铁路、公路、电灯、电话、自来水、邮电

等”及其原有人员一律保护，“除坏分子外，均予留用，暂发原

薪”。这一规定，对顺利接收官僚资本企业，迅速恢复生产有重

要作用。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发布公安字第一号布告，公布对国民

党人员隐匿及战争中遗散的武器、弹药、军用器材等的收缴办

法。

同日 南同蒲铁路“榆次～—太原”段通车。

同日 太原城内旧邮电机构被军管会军管后立即恢复通

讯。

同日 1948年11月成立的华北职工总会太原办事处由榆

次迁入太原市内办公，主任康永和，副主任马真。同日，太原

办事处发表《告太原市职工书》，号召全市职工作为工厂主人，

全力协助军管，维护革命秩序，镇压破坏分子，保护工厂，早

日复工生产。

25日 太原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废除金圆券；确定人

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银行太原分行据此制定并公布《中国人

民银行太原分行伪金圆券兑换办法》，金圆券兑换历时7天，到

5月2日顺利结束。

25日至29日 太原市各区设立粥厂或发放赈济米，对灾

民进行赈济，并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同日 太原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26日 《山西日报》在太原创刊，时为中共太原市委机关

报，史纪言任社长兼总编辑。创刊号发表了《太原市的当前任

务》的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决心与全体职工、

全体劳动人民和各界人士，为建设新太原而共同努力，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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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繁荣经济、建设人民的工业，为改进学校教育、发展文

化事业而奋斗。为给全市经济、文化建设准备健全的基础和条

件，必须在军事管制之下，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一切破

坏活动，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证中

共中央城市政策的正确执行。

27日 中共太原市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太

原公开。5月5日，中共太原市委举行党员大会，追悼先烈。会

议提出今后要学习搞经济建设和改变旧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

29日 太原市军管会发出公安字第二号布告：限一切国民

党特务人员于4月29日至5月18日迅速登记，并颁布《太原

市蒋阎匪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至5月18日，特

务人员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悔过、表示愿意立功自赎者达788

人。

30日 太原市警备司令部(本月23日成立，司令员罗贵

波，政治委员赖若愚，副司令员肖文玖)发布布告，宣布解除

戒严。

同日 太原市经过抢修发供电设备，截止本日已恢复对主

要工矿企业及机关供电，全月发电量65．3724万千瓦·时。

同日 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将尚存的4330

卷又9大包赵城金藏运往北平图书馆。5月14日，北平图书馆

召开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观并讨论修复保藏

的办法。

本月 太原市生产自救委员会成立，主任裴丽生，副主任

罗云海、．张隽轩，并在太原市一、二、三、四区设置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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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日 中共中央电贺太原解放。贺词中说：“此次我太原前

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

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

大节El，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发出通告：决定“本市招收学生，统

一由山西公学负责”。山西公学原在榆次筹办。学校以培养新民

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及群众工作等方面干部为宗旨。校长

由薄一波兼任(后由赖若愚兼任)，副校长王大任。太原解放后，

山西公学迁入太原，5月开始招生，7月招收新生6250名(包

括青年学生、工人积极分子、旧公职人员)，到9月3日，4000

余名学员首批毕业。1950年3月，山西公学并人新成立的山西

省行政干部学校。

同日 太原市政府发出银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严禁白洋计

价流通。同月，太原市军管会决定，大力肃清白洋计价流通，以

保护本币(人民币)，稳定金融、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同月，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制定《倒卖金银处理办法》。随后决定提

高金银牌价，以加强组织收兑，打击黑市活动。此后不久，逐

渐肃清白洋计价流通，稳定了市场物价。

同日 太原市政府发出财税宇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阎锡

山政权所征之苛捐杂税，指出，凡阎锡山政府所征之地方自治

经费、商富征借粮、民卫军经费、代购军粮、同生互助捐、尊

军献肉等一切不合理之苛捐杂税一律废除。综合所得税，原为

5％～40％，降为5％～30％。娱乐费由30％降为15％，遗产税

及定额薪资所得税暂停；各机关团体、部队或个人不经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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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不得随意摊派。同日，市政府规定了税收暂行办法。’

同日来自各革命根据地的煤、粮源源运入太原市，物价

大跌。

同日 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分别发布《告职工书》，号召

全体职工积极复工，发展生产，建设新太原。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召开职工代表座谈会，出席代表3000

余人。太原市军管会副主任罗瑞卿等号召职工恢复生产，护卫

工厂，协助政府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

2日 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同市人民政府成立，主任

王平(察哈尔军区可令员)，副主任兼市长赵汉，副市长李铁生。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公安局逮捕抗拒太原解放、破坏国

民党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将军起义的重大反革命罪犯戴炳南(原

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其出卖黄樵松后，任三十军代理军长)。

3日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成立。

5日 太原区邮政管理局成立。

6日至7日 太原市军管会召开文化界座谈会，讨论文化

工作为工农服务、教职员薪金待遇、工厂办学、失学儿童入学

等问题。 ‘

10日 太原市举行5万余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欢庆太原、

南京解放和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伟大胜利，追悼为解放太原而

牺牲的烈士。 。

同日 太原市军管会完成对阎锡山的山西省高等法院、太

原地方法院、太原监狱等司法机关的接管工作。

12日至14日 太原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召开工商座谈

会。太原市市长裴丽生、工商局长周化民参加会议，阐明人民

政府的工商政策，指出，建设新太原，要发展工业生产，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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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国营工业外，还要保障有利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的大量

发展；保障一切对恢复生产有帮助的商业与银钱业的发展，但

要严禁它投机操纵、买空卖空、以保障劳动人民与正当商人的

利益，同时对恢复生产中的政策和疑难问题作了解答；希望工

商业者认真执行各项政策，大胆经营。

18日 从本月初开始的太原市郊农村调剂土地工作全部

结束。据126个村统计，无地少地农民调剂到土地3．29万亩。

’19日 太原市军管会召开全市公营轻重工业生产动员大

会。军管会副主任赖若愚、工业接管组总军事代表赖际发到会

讲话，号召全体职工团结起来，要依靠全体工人的积极性、创

造性，实行工厂民主管理，做好工会工作，在工厂中建立共产

党的组织。

中旬太原市举办私营企业工人短训班，教育工人树立主

人翁思想与新的劳动态度，主动与厂主合作，迅速恢复与发展

生产。

21日 太原市军管会批准归还被阎锡山官僚资本1945年

8月兼并的9家私人小型铁工厂。

22日 首次太原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中共太原市委书

记、市军管会副主任赖若愚、市长裴丽生分别向大会作了军管

会进城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入城以来，主要是清理战

场；安定秩序，收容国民党流散人员，进行特务登记，缉捕战

争罪犯；整理金融市场；救济灾民，医治负伤市民。报告同时

详述本市接管、市政建设、复工复业和恢复市场的工作。会议

选举康永和为太原市各界代表会主席，杨自秀为副主席。

25日至6月2日 中共太原市委在太原召开首次农村太

原市郊党代表会议，着重检查布置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确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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