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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革命摇篮一一乘马会馆

麻城烈士陵园

黄麻起义和鄂馥皖苏区

革命烈士纪念碑



卜曲¨∞年暮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地区，发起一二次暴动一。圈为第七

军劓在林店荣场大枫树上的宣传标语。

著名烈L，中共麻城县委委员
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f¨一烈士一

墓和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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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一一咂河柏树咀

黄麻起义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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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中国工农钌=军第四军在麻福田河

组建。图为红四军诞生地一一福田河老街。

1947年11月中旬，鄂壤区党委、行署、军区在
福田河双庙关南冲成立。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



序

中共麻城市委书记 币镌
《中共麻城简史》已脱稿付印了，这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

产党员和120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各届领导

班子多年的愿望，对此，我表示衷心祝贺。 ，

麻城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鄂东进行革命活动

最早的县份之一。早在1923年，麻城进步青年就在县城高等小学

堂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探讨。自从1925年夏，在武汉

教书、读书的麻城籍共产党员王幼安、蔡济黄、刘文蔚、刘象明、邓
天文等人在武汉组成麻城工作组受党的派遣回乡宣传革命思想开

始，麻城革命的红旗始终不倒。，大革命时期，麻城的农民运动轰轰

烈烈，如火如荼，全县成立了12个区农民协会、34个乡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的会员达12．4万人。麻城共产党人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创

建了光辉的业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麻城县委发动了“九月暴

动”，并带领麻城农民自卫军、农民义勇队和上万农民参加了著名

的“黄麻起义”。随着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到1930年

春，成立了麻城县苏维埃政府，麻城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县份之

二一，先后为红军输送了6万子弟j八年艰苦抗战，麻城的党组织在

日伪敌顽夹击的缝隙中求生存图发展，逐渐形成了安麻边、冈麻

．边、罗麻边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在解放战争不平凡的岁月里，．麻城县党组织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麻城解放区成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的后方

基地和解放大军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1949年3月1 1日，鄂豫军



区独立师一举攻克麻城，麻城全境获得彻底解放。

“廿二年间起伏多，黄麻革命涌洪波”。麻城人民为革命事业

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

牲。6000余麻城籍将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4万人献出了

宝贵生命。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造就了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

王宏坤、张才千等36‘位共和国的将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麻

城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麻城人民奋发图强，致力于建设美好

家园。建国初期，麻城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胜利完成了对个体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虽

然有过狂热、有过失误、有过曲折，但仍然是党领导全县人民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十年。这一期间，全县工农业生

产有较大幅度增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居主导地位。“文

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把?左”倾错

误推到了极端，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

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中共麻城县委带领百万人民战天

斗地，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土治山治水从未间断，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地方“五小”工业。经

济建设在抗争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

两年，1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影响，麻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

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麻城县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始

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进程。1978年，农村率先拉

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关系又’

一次发生深刻变革，农业生产得到极大促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

深入，农业内部结构大幅度调整，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农民人平纯



收人大幅度增加。

1986年撤县建市，揭开了麻城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崭新一页。中共麻城市委认真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围

绕“中南崛起、山丘开发、两镇活边、科技兴市”和“立足三大、重点

开发、发展三沿、起飞三业”的战略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

开放，艰苦创业，拼搏进取。致力于经济、城镇和干部队伍“三大建

设”，实施“121”兴田工程、“2552”兴山工程和“233”兴工工程。以

此“兴田足食、兴山富民、兴工富市、兴商活贸、兴才强本”，使麻城

经济建设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九五”时期，麻城

市委紧紧抓住京九铁路建成通车千载难逢的机遇，确定了“依托京

九，壮大中心，三线推进，全面振兴”的经济发展思路，扎实开展“五

个一”工程建设、五个“百里经济带”建设和“三创三争”活动，经济

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世纪之交，麻城市委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创造性地提出了“立

足三大优势，建设农业五带，突出工业三抓，努力实现三增”的战略

举措，突出了加快发展这个主旋律，各项建设竞现生机，各行各业

竞相发展。 ．

历史进入“十一五”时期，新一届麻城市委抢抓中央实施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湖北省实施武汉城市圈战略、麻城“一厂三路”

建设等重大机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落实

“抢抓三大机遇，突出招商引资，推进一主三化，实现三增目标”的

工作思路，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农村经济

全面发展，城市品位得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财税金融

实力不断增强，改革步伐扎实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

生生的教科书”。纵览《中共麻城简史》，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在麻城

这块土地上八十余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倍受鼓舞；总结其经验教



训，我们将深受启迪。 ．_-

·《中共麻城简史》一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修史原则，忠实记录了麻城人民紧跟党

走、艰苦奋斗的风雨征程，再现了中共麻城党组织近八十年的光辉

足迹；它是编者们深人学习、钻研麻城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的重要

成果，是我市党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本书为我们学习研

究党的历史，运用党史资政育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党性党风教

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永

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希望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肩负一定责任、参与决策的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

和研究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而努力奋斗。．

2006年4月8 13



绪 言

麻城建县始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1986年撤县设市，

仍沿用原县名。麻城县境高踞长江中游北岸的大别山中段南麓j

地属鄂东北边陲，界交豫皖，背负雄关，面向江汉，自古以来就是兵

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有文字可考的战事可上溯到2500年前春秋时

期的吴楚柏举之战。麻城人渴望安定平和的生活环境，民间习俗

重农桑轻远游“乐于为儒”。明代中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一批思

想激进人士在麻城高举思想解放大旗，抨击孔孟之道，倡导“自然

之性”，呼吁男女平等。一时间社会名流荟萃，使麻城成为当时中

国先进文化的传播地。一但这种先进的思想不久即被中国的反动当、

权者封杀。特别是元朝末年，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江西灾民大量

涌进麻城，开荒裹腹，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洪灾频仍。

明初至清代四i五百年间，统治者强迫湖广填四jil，大批包括江西

移民在内的麻城人又背井离乡，远徙巴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及

其迁移后通过“麻乡约”的相互往来，使麻城民众的思想视野逐渐

走出深山，与外界交汇融通。 。

．

清朝末年r洋货、洋教士飘洋过海，进入麻城，遭到当地群众的

强烈抵制。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因瑞典传教士在公众场

合猥亵妇女；被在场群众殴毙，引起外交纠纷，时称“宋埠教案”．o

此举使“洋教”在麻城中断9年。进,A-十世纪后，又有瑞典、意大

利等国传教士进入麻城传教，并创办了7‘所教会小学和‘l所医院。

帝国主义在进行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的同时，客观上也将西医和现

代教育带进了麻城。 ．

，

随着清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由初期的盲目排外转入后来的屈膝

投降，一个个卖国条约接踵而至，而作为“赔偿”的大量白银，全部

·Z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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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土被瓜

分，人民遭涂炭。麻城一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首先

奋起，余诚等人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创办“同盟会”，出版《民

报》。受孙中山委派，余诚担任了同盟会中区(湘、鄂、豫、赣)支部

长和湖北分会会长，领导了一系列秘密斗争。这批新式知识分子
踊跃参加了辛亥起义，并在起义后为新政府作了大量工作。但不
久袁世凯窃国，紧接着是军阀混战。麻城同整个中国二样，人民仍

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

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麻城地区原来封建的自给自

足的经济基础在外界压力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新的生产力因素在

生长，近代文明相继进入这片土地。1917年，县城开始出现私人

创办的织布厂，有木机19台，雇河南织工19名。1924年，以私人

股份为主，加上县知事公署的少量拨款，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生王洪范为厂长，在县城绅给巷建立了“麻城模范大工厂_，·有各

种机器30余台，主要生产棉布。二十年代初期集股创办的恒辉电

灯公司、独资的歧亭张家洲发电厂也在麻城问世。

·但是，这些新生产力因素的生长，并不能根本改变麻城的社会

属性，旧式农业经济仍然是这座山城的主要经济形式。至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占麻城人口不到15％的地主豪绅，占有着全县85％

以上的耕地，以地租、赋税、高利贷为主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民

“出尽牛力流尽汗，糠菜难得饱一餐”；“农民面前三条路，逃荒要饭

坐监牢”。贫苦农民们在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后，只得铤而走

险，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1924年至1925年，乘马顺河地区的一

些农民，曾经结伙抗租、抗债j抢粮，在深夜里闯进地主庄园抢夺财

物。但这些斗争仍属于旧式农民斗争的延续，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劳苦大众的命运。 ．

国势衰微，人民窘困。麻城大地与整个华夏神州一样，渴望着

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风暴。。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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