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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会派牧师贺某米道口

传教 ， 十几年无甚发展 。 至 1912 年，传教士改穿

中式衣服，并在南堤上 3T设黯民医院，方才传

开 。随后，天主教也相继传人滑县 o 由此，四方文

化开始染指消县。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

英国福公司为掠夺焦作煤炭资源，开始修

筑道(口)清(化)铁路，全辰 150 公里。 1905 年

通车，道口遂成为豫北著名水旱码头和商品集

散地。

1904 年(清光绪二十年)

应武昌起义 。 有人讥笑他个子矮小空有大志，他

引用齐国大夫晏婴"秤锤虽小，能压千钧;船浆

空长 ，终为水设"的话语应对。 1913 年因在江汉

大学就段时参与追究袁世凯杀害宋教仁案，被

滑县知事罗织罪名杀害 。

10 月 28 日 县西百子屯农民陈连庄不堪

忍受苛重赋税，要求县府免交秋征 。 县知事令捕

厅典史前往查才1日 .1炼将典史打伤，并串联各乡农

民罢耕，抗交秋粮 。

1913 年(民国二年)

7 月 洛阳在园起义失败后，余部首领李

全忠人滑，遇康礼村农民康书奇议定再次发动

起义 。 应者 2000 余人，众推康为都督。 8 月，滑

县知县李盛漠带领守望社围f，lJ1J义军。 起义未果，

道口人创办了继兴而粉加工公司，开创了 康书奇于滑县城内遇难，余部遂散。

河南省用机械加工面粉之先河 。 继而又创办了

3 个打击厂 、 I以i个铁工厂和l 一个锡拙作坊，道口

力u工业和手工业开始繁荣 。

1914 年(民国三年)

瓦岗籍同盟会员张天放反对袁世凯窃国，

利用担任天津 《民立报》编辑之便，撰文痛加挝
1910 年(清宣统二年 )

伐，遭到通缉 .1忠于太行。一次返乡，正遇县吏催

在省法政学堂出书的悄县南暴H:'青年暴质 粮，遂率村民将县吏~出村外。

夫，受孙中山思想影 H向. 1m人间盟会，以"守望.

杜"名义组织民间武装 ，拟 U向应孙中山起事。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10 月 10 日 史称"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爆发 ， 旬日全国 H向应。暴质夫拟发兵支援，后问

清帝退位，方停止了进发。在卫辉师范读书的北

杨柳青年郭)101天"慨然以革命为己任积极 UI句

--

1915 年(民国四年)

道口锡器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展

出，受到好评 。

道口义兴张烧鸡饮誉京津。

1916 年(民国五年)

胡绍 i的自开封来道口舟、济生医院，滑县始



有西医传人。

1919 年(民国八年)

工人的阶级觉悟。 9 月 14 日，建立道清铁路工

人俱乐部， L 1 月改组为道清铁路工会。

本年 滑县在县城内创建工艺厂，有纺织

5 月 五四运动爆发 。 时县籍在开封河南 印染 、缝纫等，艺师 、徒工 30 人 。

中州大学、省立第一师范、法政学堂和卫辉十二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中学习的illW学生，利用假日、暑假凹附县城内

县立第 一小学和l :ì直口火车站 :c人中世行宣传 2 月 1 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

滑县城乡掀起了声援五四运动、打-倒列强、取消 立大会，道口火车站派出一名代表与道清铁路

不平等条约、查禁日货的热潮。 其他 4 名代表一起到会祝贺 。 大会受到反动军

1920 年(民国九年)
问吴佩孚镇压。 2 月 2 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

罢工 ， 道清铁路工人在中共党员贺道培组织下，

滑县教育当局受新文化运动影叫句，为赶上 参加罢工，坚持时间长达 9 天，受到中共早期领

"世界教育思潮日新月异"的变化，制订了《教育 导人的赞扬。

计划书~ ，提倡改良教育，订阅白话、进步报刊， 本年 滑县始有电话(时称德律风) ，电话

增设 i百声机及幻灯设备 ， 开展放足、剪辫等活 总局设在城内 ，全县 L6 个区均安有单机 。

动 。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1921 年(民国十年)
从开封留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的赵毅

7 月 '1_1 国共产党在上悔成立 。 在开封济 敏，与李大章等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

汗中学上 ~丁的 LI二屯籍进步青年她WJ 华L13 于受俄 因参加国法工人、学生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冲击

国十月革命影响， I:tl 笃信三民主义转向信仰共 中国驻法使馆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共青团，

产主义 。 次年考入清华学校 ，常讲"孙中山先生 1926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成为著名的

缔造的民国已被军阀窃去，挽救中国之道只有 党务活动家。赵毅敏赴法勤工俭学而后转赴苏

实行共产主义才是出路" 。 至 1928 年，魏明华赴 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入国

美留学 ，后转赴苏联，从事国际红色救济工作 。 内，在滑县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有识之士紧随其

1922 年(民国十一年)

5 月 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童昌

荣到道清~1F托，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启发

后 ，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贾心斋主持疏泼什牌渠(今贾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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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26 年(民国十五年)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

7 月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因民革命军 2月 中共滑县县委领导全县教师同贪污 、

北伐开始 。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伐军必经之地两 挪用教育经费的国民党滑县教育局长丁屿之开

湖和河南等地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北伐。 秋，农民 服了一场尖锐斗争，迫使国民党县长撤消了丁

武装红枪会从山东单县传入滑县 ， 很快发展到 屿之的职务，并补发了拖欠教师的工资 。

200 多个村庄、1. 23 万人，不断重创奉军，并三 2 月 20 日 在中共滑县县委的直接领导

度占领县城。 1927 年 10 月，红枪会被奉军收买 下 ， 滑县盐农工会在齐继村宣布成立，通过了著

利用，阻挠北伐，井与另一派农民武装组织大刀 名的《滑县盐农工会宣言~ ， 开展驱逐盐巡斗

会 (一心会)泪战 。 12 月被已经在国共合作破裂 争。盐农工会会员拥有 8000 多人 ，不久，会员达

后发生质变的"国民革命军"二军剿灭 。 到 l. 5 万人，号称"万名盐民大军 o 6 月 16 日，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9 月 上悔四一二 、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

变发生后，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 。 国民党(改组

盐民大军摧毁了 1 2 个盐务分局，然后兵分 3 路

直捣驻滑县的盐巡老巢一一道口硝磺局 。 盐巡

问讯丧胆，逃往新乡 。 国民党滑县县长谢随安被

迫答应盐民要求，撤消盐务组织，允许盐民买卖

派)滑县县党部在豫北特派员刘秀峰主持下宣 小盐。 盐民在齐继村唱戏庆祝胜利 。

布成立 o 1 93 1 年改由蒋介石派系控制消县ο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2 月 北京中法大学学生聂真和保定河北

大学学生胡敬一回滑县度寒假，他们与进步青

本年 桑村县立十七小学掀起如火如荼的

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救国 、抵制日货 。 6 月，赵紫

阳、鲍鸿光等人在该校加入共青团 。

1933 年 ( 民国二十二年 )

年张慧僧 、孙子方、毛廷栋等组织发动全县小学 8 月 14 日 黄河从长垣石头庄决口，滑县

教师进城痛打国民党滑县教育局长张家驹，为 600 余村成为泽国， 30 万人沦为灾民 。

滑县教育界驱除一害。 冬 滑县东部灾区开展借粮斗争，举行灾

1930 年(民国十九年)

道口建立振豫蛋f卢、荣华铁工厂 。

道口锡器在北京全国土特产展览会上展

出，受到各届人士好评。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民暴动 ， 因条件不成熟 ，旋被镇压。

1934 年 ( 民国二十三年 )

1 月 28 日 冯营村党支部决议向地主借

枪，武装保卫借粮斗争。 10 名共产党员被地主

惨杀了 9 名 ， 制造了骇人昕闹 、震惊滑f偌大地的

"冯背惨案" 。

6 月 中国共产党滑县第一个支部一一城 秋 黄河又从贯台决口，滑县 6 万余户被

里党支部在滑县城内鱼化街成立 7 月 ， 建立中 淹 ，死者不计其数。

共桑村支部 ; 8 月，建立了中共瓦岗支部 。 8 月底

成立了中共滑县独立区委 11 月，中共滑县县

委成立 ， 聂真任县委书记。

10 月 滑县党组织领导全县轧花车工人

成立抗说会(后改为轧花车工人协会 ) ，开展武

装抗苛脱斗争 ，取得胜利 。

本年 滑县城首次放映无声电影 。

..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

5 月 中共滑县县委组织领导饥民开展抢

粮吃大户斗争 。 1936 年夏秋之交，滑县又遭大

旱 ， 蝇虫遍野 ，早秋干枯 ，晚秋绝收 ，农民吃粮元

望 ， 全县借粮吃大户斗争如烈火燎原，势不可

当 。



1937 年 ( 民国二十六年 )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 0 8

月，牛万里、鲍鸿光等 6人在樵滑边界发起成立

青年进步组织一一通俗学社，向群众宣传抗日

救国，号召各界人士奋起抗日 。 1 938年初，在滑

横接合部的秤湾庙牛万里、张建亭主持召开了

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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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涓-县青年抗 日救国会在八里营

书写的 J行头 1夺 (l943.11) 
陈营"四·八惨案" 。

9 月 赵紫阳出任滑县县委书记，大量发 12 月 中共滑县县委根据豫北地委指示，

展党员，至 1939 年年底滑县党员发展逾万人 。 在老庙东中冉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豫北大

12 月底 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在中共 队。这是在滑县境内由滑县县委单独组建并领

团结抗日和l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经县委主要领 导的第一支抗日部队 ， 是滑县人民的子弟兵 ，该

导多次争取工作 ， 陈带人带枪 300 余接受共产 部队的顺利组建标志着滑县人民群众抗 日 高潮

党改编 。 的到来 。 1940 年 4 月 ， 豫北大队升编为八路军

第二纵队新三旅丸团 ， 该部为创建冀鲁豫抗 日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

5 月 滑县抗日救国会在高平成立 。 随之，

县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相继成立。

7 月 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在桑村 3 月 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率县政府全

乡回木村建立。 翌年 4 月，升编为八路军第二纵 体职员接受共产党领导，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队新三旅八团 。 立 ，中共豫北地委派韩明为县长。 贾心斋改任首

为 l吸收和训练知识分子，培养部队干部和 席参议，不久出任冀鲁豫行署副主任。

地方干部，中共豫北地委以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4 月 10 日 原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吴

的名义在山木村创办|姐营学校 。 蓝旺|脱党离队，公开叛变投敌。 被日军委任为华

北驻屯军参谋本部灭共工作团团长 。 他句结日

1940 年(民国二十九年)

‘" 



伪顽杂 ， 组织反共武装 ， 疯狂捕杀共产党人 、 革

命干部和家属 。 1956 年 9 月 ， 公安机关从上海

将吴抓获归案 ，处以极刑 。

6 月 10 日 ( 农历五月初五 ) 日伪军 2 万余

人在滑县东部、棋阳西南部、清丰西部、内黄南

部一带合击 ， 疯狂"扫荡" 18 天，烧杀奸淫 ， 元恶

不作，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主力 。 史称"五五大

扫荡" 。 此后 ，刚刚建立起来的滑县抗日根据地

被分割封锁 ，抗战进入艰苦时期。

6 月底 为打破日军封锁 ， 边区指示将大

县划为小县。卫南县和高陵县分别从滑县南部

和北部分出。卫南县辖区为今滑县南部(上官

村- 、 葱周寨以西 ，小铺、王庄以南)、长垣西北部

和封丘西部地区。高陵县辖滑县古金堤以北地

区 ， 含攒阳县西部、内黄西部、泼县城东北的部|

分地区 。

1941 年(民国三十年 )

4月 12 日 日军以摧毁抗日军民生存条件为

目标 ， 对滑、内、谦、清、泼(县)沙区进行惨绝人

寰的大"扫荡伪顽杂吴蓝田、陈步月等部为虎

作怅 ，残害滑县人民 ， 史称"四 · 一二大扫荡"。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 )

亭在老庙刘庄不幸被捕，敌人当天把他押解到

日军据点两门镇，用尽各种威胁手段，均未动摇

张建亭的革命意志， 他铁骨铮铮 ， 威武不屈，大

义凛然，视死如归， 28 日在两门西门外英勇就

义 。 张建亭牺牲后 ，群众业余剧社自编自演了戏

剧《张建亭骂寇} ， 演出多场，在民间广为传唱。

1943 年(民国三十二年)

年初 冀鲁豫第四工商分局在八里营成立

德丰商店， 1945 年迁到道口镇改名德丰玉商

店。德丰商店在购买粮食棉花，保证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物价，帮助群众渡过灾荒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 。

卫南战役开始，部队在奔袭途 中 (1943 . 7 )

春夏之交 滑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大灾荒。 7 月 30 日 发起卫南战役 ， 冀鲁豫军区副

由于上年遭受严重风灾、旱灾 ， 两季歉收。当年 政委苏振华、参谋长闰授要指挥第四军分区的

春又遇大旱 ， 禾苗枯萎，赤地千里，加之日伪顽 十六团 、二十一团 、新四路 、卫河支队、骑兵团以

军不顾群众死话，横征暴敛 ， 不断抢劫，形成了 及滑县 、卫南县大队和民兵等地方武装，对大举

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 。 进犯卫南、滑县的伪暂编第六军军长杜淑部发

由此吾出发的分区部队向滑县进车( 1943 . 夏)

7 月中旬 中共冀鲁豫六地委组织部长张

起进攻 。 到 8 月 19 日共歼敌 5600 余人 ，缴获轻

重机枪 35 挺，长短枪 2000 余支，战马 60 匹及

大量军用物资，将伪杜淑部侵占的卫南地区全

部收复 。

建亭自内黄沙区来滑县指导工作 。 25 日，张建 卫南战役我军在寨外向敌人进攻 (1943 年)

~ 



以枪杀、刺死、填井淹死、烧死、削鼻、害。耳等灭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

绝人性的残酷手段进行杀害，制造了血腥大屠

春夏 滑县深入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时称 杀惨案 。

雇佣贫运动 )0 3 月 3 日至 L5 日，中共滑县县委

在陈小营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平原分局民运部

长张霖之、地委书记张国华 、副书记赵紫阳出席

了会议。 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滑县的民主民生斗

争。 运动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到 1945 年 1 月

结束。①开展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②

开展以"查诚"(检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徊

雇独立运动;③民主大动(即声势浩大的民主斗

争，出现了"元村不运动，元村不斗争"的局面，

群众称为"民主大动"或"群众大动") 。 通过开展

斗争，贫苦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政治 、经济地

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

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根据地的

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0 月，九地委

系统地总结了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副书记赵紫

阳撰文《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在《冀鲁

豫日报》上发表，随后由《平原》二期增刊印成专

辑，发至冀鲁豫全区 。

5月 21 日 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根据地的

企图，保卫群众麦收，九分区和九地委领导决定

向盘据在滑县双村营的伪新五军孙殿英部第八

师发起攻击 。战至次日晨，孙又派遣4个团共约

3000余兵力来援，与九分区部队激战了 3小时后

被击退 。在此次战斗中，分区参谋长胡乃超身负

重伤，抢救无效，不幸牺牲。7月 9 日，丸分区在万

古大庙前召开万人大会，为胡乃超举行了隆重

的公葬仪式，并追悼7年抗战中殉国烈士 。

胡乃超烈士追悼大会现场 (1944. 7)

10月中旬 日军第一一七师团师团长铃木

启久命所部和伪军 1000余向抗日根据地"扫

荡在高平、小渠、甘露等地将700多元辜群众

九(四)分区机关帮助滑县群众

收割 IJ、麦(1945.6)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1月 23日九分区部队对被日军改编为二十

四集团军第三大队，屡屡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屠

杀抗日军民30余人的原国民党滑县地方武装王

太恭部发动歼灭性打击，除其儿子王三祝因带

一个大队出外训练闻讯逃跑外，王太恭以下

1500余人全部被歼。

滑县军民热烈庆祝消灭顽军王太恭

的胜利

2月(农历正月元宵节前后)为庆祝新春和

民主民生斗争的胜利，在东中冉召开了滑县文

娱活动比赛大会，全县文娱活动形成高潮。演出

的话剧、秧歌、竹马、花舟、龙灯、高皖、花棍等文

艺节目有近百个之多，场面恢宏，多姿多彩。5月

初，在九地委副书记赵紫阳的主持下，滑县、卫

南、滨河几个县集合200多人在中冉村进行了文

艺大汇演，会上进行了文艺、武术比赛和表模。

-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28 日道 立伪县、乡(镇)保 r~ 政权，抓捕、关押和杀害农

口镇获得解放。道口镇自设县划归消县。 1 946 会干部、革命家属和群众，疯狂进行反攻倒算，

年 5 月 13 日 ， 道口镇改为道口市，袁声任市委 附县 、卫南县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

书记 ，鲍鸿光任市长 ，门 月 27 日因内战爆发裁

撇 ，道 口 又划回泼县。

8 月 29 日 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司令员曾

思玉率中路反攻大军第二纵队围攻滑县城 ， 历

时 1 9 天 ， 共歼守敌吴蓝田部 500 余人 ， 俘虏

L 1 00 多人，缴获战炮一门， 轻重机枪 35 挺，步

枪 1 000 余支 。 伪军除吴蓝田等带少数人逃走

外，其余大部被击毙。滑县城回到人民手中 。

1 946 年 ( 民国三十五年 )

8月 28 日 国民党调集郑州、徐州| 两绥署的

1 4个师 32个胀共 30万人分东、四两路大举进犯

冀鲁豫解放区 ，内战战火开始殃及滑县 。 9月 ， 孙

震集团之第四十一师、第 四十七师占领滑县、卫

南县、道口 市及高陵县南部金堤以南地区，井在

滑县城、白道口、上官村‘、留固、邵二寨、黄庄等

i'~j. 公 战役 中 晋冀鲁豫野战竿而] 涓·县上

官村敌 1 04 旅部发起进攻 ( 1946. 11) 

地建立大小据点 100余处 ， 构筑工事 ， 抢掠财物 ，

奸淫妇女 ， 残害人民。同时 ， 网络外逃的恶霸地

主、残匪流寇和其它反动分子，拼凑还乡团，建

热心支前的滑县氏兵 ( 1944) 

‘-

对主L战役中缴获的敌主武器 ( L9-t6. Ll) 

11 月 19 日 至22 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

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

战局发展情况，集中力量发起了以上官村为主

战场的滑县战役 。为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 采

取了猛虎掏心的战法 ，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

敌进行远距离奔袭，首先摧毁其首脑指挥系统，

即避开敌人之前锋据点 ， 突然打入其防御纵深，

先攻其指挥中枢，吸引其所属部队来援或迫其

出走，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以夺其魁，解其体，尔

后相机扩张战果 。此战役历时4天 5夜 ， 攻克与收

复纵横40余公且也用内的大小筑垒和警戒据点
- -.... . ...‘… .... ‘ ··t…............,.... 

‘ 

滑甚战役中缴获的敌重武器 ( 1946 门)



百余处 ，歼灭敌孙震集团 --.0 四旅、一二五旅大 县 ，为解放和建设祖国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 在此

部，河北保安第 「二总队和l其它反动武装一部 之前，于 1947 年 8 月底 ， 滑县、卫南两县抽调干

共1. 2万余人 ，缴获山炮5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 部在冀鲁豫区南下第一大队大队长彭天奇、政

30余门，轻重机枪300余挺，步枪5000余支 ， 汽车 委赵紫阳率领下，随刘邓大军第十纵队南下大

5辆及其它军用物资。滑县、卫南两县人民全力 别山，到桐柏地区开辟工作 9 月，滑县又抽调

以赴支援前线 ，供应粮草 ，运送弹药 ， 救护伤员 22 名干部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下，

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

到达豫皖苏地区后就地分配工作 1948 年 4

月 ，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笠带领一批干部去豫

西开辟工作，中共滑县县委书记程建明带滑县

3 月 22 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军区部队 一部分干部随之前往 ，支援豫西解放区 。

1 0 万余人，发起豫北战役 ， 进行反攻作战，至 4 4 月 道口镇最后解放。 之后 ， 为了恢复和

月 L 8 日，先后歼敌 3. 7 万余人 。 从此以后，除卫 发展国民经济 ， 在振豫 、 永丰两个蛋厂的基础

南县西南边界地区和l 道口镇时有王三祝骚扰 上，建立了新丰蛋厂 。 6 月，在道口镇建立了豫

外，滑县全部 、卫南大部得到解放。 :1七地区第一个以机器为动力的榨油厂一一新建

11 月 为了扩大人民武装 ，迎接全国 j解油厂(今道口油厂) 。

放，滑、卫两县遵照地委、分区指示 ，在土改胜利 8 月 20 日 冀鲁豫边区建制撤消， 平原省

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 成立。 滑县、卫南县、高陵县隶属于横阳专区 。 下

参战高潮 。 这次大扩军运动，历经 20 余天时间， 旬 ，卫南县井入滑县 ，同时建立新的中共滑县县

滑县有 8000 余名 ， 卫南县(一、二、三、 四 区)有 委 ， 滑县人民政府。全县辖 13 个区 、 1 个镇(道

1200 名青壮年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 )

7 月 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部及王三祝部

口镇)， 959 个自然村， 494607 人， 1865651 亩耕

地。 中共滑县县委下辖支部 517 个，全县党员发

展到 7809 人 。

9 月 滑县人民的优秀代表、董固城村党

占领道口镇、滑县城 一带 ， 令人几次扒开卫河 支部书记、敌后女英雄李秀真出席了第一届全

堤，河水直灌道口镇和滑县城.道滑坡水深 ìlí2 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 受到中共

米 ， 道口、城关、 小铺、 枣村、白道口的万面良 田 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

敬'淹 。 敌人撤退后，滑县党政军民奋力抢堵河 同月 平原省立道口中学成立。该校的前

口 ， 及时制止了水患 。 身是 L949 年 2 月冀鲁豫行署第三中学分校与

L2 月 始修樵(阳)新(乡)公路撒滑段 ， 工 旧豫北中学(情县) 、封丘中学、延津师范合并而

程全长 47 . 3 公里 ， 宽 6.5 米 ， 大小桥涵 35 座 。 成立的冀鲁豫第五中学 。 9 月初从长垣迁址到

滑县始有标准公路。 道口镇南堤上加拿大人建造的惠民医院(即现

址) ，适逢平原省成立，该校合并了泼县方城私
1949 年(民国三十八年)

立灿华中学，卫贤集小学初中班和裴营小学初

1 月 中共滑县县委、卫南县县委分别召 中班，改名为平原省立道口中学。

开县、乡、村 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干部积极报名 ， 据统计，滑县在 3 年解放战争中共有 1552

随军南下，开辟江南，解放全中国 。 经研究 ， 滑县 名烈士为革命捐躯。

批准 56 名、卫南县批准 49 名优秀干部南 |言 ， 支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秀真

援新区 。 5 月初，滑县的 干部接管了江四省余干 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

县，卫南县的干部接霄'了彭泽县 。 9 月，两县干 罔大典 。

部又随军进抵贵州，分另IJ接管了清镇县和从江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国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滑县著名地下专交通员李秀真(右三)

同日 中共滑县县委及各区隆重举行庆祝

大会 ，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的成立 。

11 月 17 日 中共滑县县委、滑县人民政府

分别从路寨、万集迁驻道口镇 。

1951 年

2 月 滑县县立初级师范在旧县城东南隅

( &Il财神庙旧址)创立。滑县开始自己培养小学

师资 。
1950 年

麦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

1 月 2 日 滑县首次劳动模范大会在道口 从吾代表中央来滑县等老革命根据地进行慰

召开，与会代表 L73 人，共逃出特等劳模 7 人， 问 。

Ej3等 9 人，乙等 16 人，丙等 47 人 。 7 月 滑县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 1958 年

10 月 全县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 改称滑县总工会 。

动。一个月内，全县踊跃报名参军人数达 24008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全县连续普降大雨，

人，被批准 191 人 。 11.8 万户订立了爱国公约， 成灾面积 53.8 万多亩，灾及 556 个村 。 灾后，上

群众主动捐款达 9 亿多元(旧币) ， 交纳爱国棉 级党和政府及时发放救济款 38 亿元(旧币) ， 麦

150 多万斤 ，赠送志愿军慰问袋 3. 5 万只 。 种 60 万斤，滑县县委 、 县政府带领灾区人民开

11 月 全县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 o 到 1 951 展了生产自救运动 。 9 月中旬 ， 中共平原省委第

年 2 月先后两次采取统一行动将查获的反革命 一书记油复生来滑县检查了救灾情况。

分子全部依法迪捕归案，并分别采取杀 、缓 、关 、 年底 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横村试

管、放 5 种方法进行处理。 此运动至 L953 年 10 办 。 次年，信用合作社在全县各区普遍成立 。

月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完成任务后结束 。

--



1952 年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9 月 全县区划调整 ，设置乡镇 。 焦虎 、 牛

吁 上半年 滑县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 屯两个区共 145 个村庄被划归延津县 。 同时全

浪费 ， 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共清查出贪污款 县 8 1 9 个村庄划成 1 个镇(道口镇)和 ] 1 个区，

232 1 80 万元(旧币) ， 监窃国家资财款 3000 多 下设 180 个乡 。

万元(旧币) 。 本年 全县开始根据 《河南省 1954 年农业

3 月至 8 月 全县在工商业者中进行"五 税征收暂行办法》施行累进税制，农民负担更趋

反"斗争 。 共查出有"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 合理 。

税 、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 、 服窃经济情报)者.

30 余名，计行贿‘偷漏税 、 监骗国家财产折款
1955 年

1 00 亿元(旧币) 0 2 月至 3 月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全县开

LO 月 13 日 滑县成立速成识字运动委员 展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

会，开始开展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速成识 运动 。 全县签名人数达 43 万多人 ，占总人口的

字运动 。 8 1 % 0 

11 月 平原省撤泊 ，滑县归属 M南省樵阳 5 月 2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滑县

专区 。 委员会成立 。

12 月 丸女咀村采用土地人股、耕盲和大 12 月 29 日 中共滑县县委制定 《对资本

件农具作价的办法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 主义工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改造规划意

生产合作社 。 见} ，自此全县私改工作形成高潮，出现了"合行

1953 年
并店，昼夜不停"的现象 。 至 1956 年底滑县私改

工作全部结束。

2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滑县委员会 冬 滑县第一个高级社一一九女埋社建

建立 。 1 957 年易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四滑县 立 。 中共滑县县委为此召开现场庆祝大会 。 会

委员会 o 后，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热潮。至 1956 年 1 月 ，

7 月 新中国建立后展开第一次人口普查 全县共成立 340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登记工作。 经普查 ， 全县总人口为 633920 人 ， 其

中男 3 1 5440 人，女 3 1 84 ::5 0 人 。
1956 年

11 月 根据中央精神 ， 全县取缔改造了 2 月 道口烧鸡专家张和礼在政协河南省

256 个私人粮行 ， 在全县实行了粮食统购统 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公开了祖传 300 年

俏 。 至 1954 年 ， 全县又根据中央指示对棉花和 的"义兴张"烧鸡制作秘方，滑县烧鸡业开始迅

油料实行了统购统销 。 自此，粮、棉、油价格平 速发展。

稳 ，供应有了保障。 6 月初 滑县广播站建立 ，滑县始有有线

12 月 卫河首次通行货轮。 次年，新乡 至 广播 。

泼县的客轮通航 。 滑县道口卫问码头航运业开

始进入鼎盛时期 。

9 月 1 日 中共滑县县委机关报《滑县报》

创刊 。 始为四开周报 ， 1 958 年改为《滑县日报} , 

1962 年停刊 。
1954 年

本年 安阳专区道口机械厂(今滑县柴油

7 月 13 日至 17 日 情县召开人民代表大 机厂)购置安装 一套 120 千瓦的蒸汽机发电机

会 ，到会代表 431 人 。 此次人代会被定名为第一 组，监口镇开始使用电灯照明 。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 。 人代会从此重新

排列Hi'i次 。 自新中国成立后至此次会议前， rllt县

已召开过 1 4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建政 2 月 25 日

1957 年

安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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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镇召开公审吴蓝田大会 。 在镇反巾被公安部

通缉捉拿、在上海 |隐藏达 8 年之久， ] 956 年 9

月被逮捕归案的"杀人魔王"、叛匪吴蓝田及其

弟吴新民被判处死刑。经报请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核准和l公安部备案， 3 月 20 日，吴监田兄

弟被依法处诀。

叛匪关监田彼押上人民审判台 ( 1 957 . 2.25)

5 月 中共滑县县委开始部署以整顿主观

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

动 O 运动开始后，县委召开党外人士、教师、医务

人员 、工商业者座谈会，恳请各界人士向党提出

批评意见 ，进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各界人

士提出了许多巾肯批评，但也有少数人借机向

党进段 。 1 2 月 28 日，县委根据 1=1 :1 央发出的 《关

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召

开三级干部扩大会以和党员代表大会，部署反

右派斗争。 次年 9 月，反右运功进行第二次大鸣

大放(亦称反右补课) ， 1 0 月，开始了反涌(复

生)、杨(硅)、王(庭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

争 。 反右运动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

错误，把不少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

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 1959 年 9

月，县委根据中央及省、 地委指示 ， 给部分错划

"右派"进行了摘帽 。 1 960 年底对"右派"再次进

行平反 。

下半年 中共滑县县委根据省 、 地委关于

1958 年

4 月 大型引黄灌溉渠道红旗渠(亦称大

宫河)全部竣工 。 总干渠在滑县境内长 28.95 公

里 ， 下属 3 条干渠、 4 条分平渠 。 红旗灌区建成

后 ， 3 条干渠灌溉面积 60 万亩 ， 1 9 5 9 年达到

11 8 万亩 。

7 月中旬 中共滑县县委根据上级有关

"大跃进 " 的精神 ， 将全县 627 个农业社合并成

1 9 个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 。

秋后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 。全

县组织了 8万余人的炼钢队伍，分别在本县和吸

县采料~炉 ， 冶炼钢铁 。运动中提出以"小、土 、

群"为主的锚'误口号，出现了砸锅毁勺用以炼钢

的"左"的现象 。结果钢铁质量低劣，劳民伤财，

严重影 H向了农业生产，后不得已而停工下马 。

11 月 滑县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俗称大

伙) ，总计 2945 个 。《人民日报》对滑县公共食堂

的兴办经验作了专题报道。 由于公共食堂不切

实际 ， 后渐至元法维持， 1961 年根据中央通知

精神而停办。

冬 全县大部分地区始用黄河水浇地，东

半县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

12 月底 道口电厂建成 ，两套机组年发电

量为 6 . 85 万度，基本满足了县城道口镇的工业

和照明 1日 rl!. , 

50 年代粮食丰收农民在打场

1959 年
在农村开展祖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在 3 月 根据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全县范围内分两批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中共滑县县委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 中共河南

社教运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 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

惜，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 定〉的方案} (草案) ，全县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工

本年 道口点锡老艺人李样琛赴京参)JII全 作 。 在整顿工作中，取消管理区，划分生产队 ，纠

|到美术代表会 ， 受到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解决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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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民公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坚决实行劳力 、 土地 、

10 月 全县开展反"五风" ("共产风"、浮 性畜、农具四固定 ， 坚决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

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的瞎指挥风) 和超产奖励制度及自留地等问题均作了详细的

运动 。 反"五风" 的实质是反"左"倾 、反冒进，但 规定 。

中央庐山会议后从上到下又转向反"右倾"斗 本年 新丰蛋厂改建为滑县造纸厂，滑县

争，致使滑县"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得以长 造纸业开始起步。

时间延续 。

本年 县水利局建立船队，有木帆船8艘 ，
1961 年

汽轮拖船81腿，载重量 260吨 。该船队利用卫河、 3 月 5 日 中共滑县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大

大宫河航道从事航运业 。 1 962年引黄济卫停止 ， 1]、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动员干

航 运 业门也哀'稿 ， 1 965 1， 1 二 水平IJ }ft) rm队转业 。 古lS家属返乡生产的规定》。至 10 月，全县共从机

1960 年

关、厂矿和市民中压缩非农业人口 8358 人 ，从

而支援了农业生产 ， 减轻了粮食歉收和城镇人

口大量增加所出现的供应紧张状况。

7 月 滑县对外贸易局进出口支公司成

立 。 这是滑县历史上第一个经营对外经济贸易

出口业务的职能机构， 1963 年 2 月更名为河南

省进出口公司滑县支公司。

12 月 29 日 中共滑县县委针对连年引黄

灌概，造成大面积耕地盐碱化的情况，制定了

《防治盐碱化措施~ ，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科学为

指导重点抓水利建设的治盐碱、改良土壤的高

潮 。

本年 因连年自然灾害和党的工作失误等

5 月 4 日 中共滑县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 原因，滑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受灾严重的

会 ，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十七条指示和省委六 杜队年老体弱者多浮肿，牲畜瘦弱并不断死

级干部会议精神。会后 ， 全县大办工业，大办水 亡。 为此，中共滑县县委成立救灾委员会，号召

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 ，致使浮夸风、"共 全党全民节约渡荒 、生产自 救 。

产风"愈演愈烈 。

8 月 15 日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对三

类队改造的指示精神，中共滑县县委开始对 83

个三类队进行改造整顿(俗称"民主补课") 。

年底 中央 、省、 地工作组来滑帮助解决

"民主补课"问题。 在工作组的领导和帮助下 ，中

1962 年

春 全县开展了反商品"走后门"运动。歪

风邪气受到打击，商品供应有了好转。

11 月 焦虎、牛屯两个区复归滑县，划为

焦虎、牛屯、半坡店 3 个人民公社。 全县人民公

共滑县县委带领广大干部反复认真地学习 了中 社增至 22 个 。

共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委十项措施，认清了当 本年 中共滑县县委继续纠正"左"倾错

前的形势，初步揭发和检查了过去在各项工作 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中所犯的"五风"错误 ， 对全县生产情况和群众 实行"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并分给

生活情况作了比较实际的估计。 1 2 月 2 1 日，县 农民自留地，鼓励群众开恳小j干荒 。 农林牧副各

委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 业开始复苏发展 。

示和省委十项政策的十二项决定~，对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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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小铺公社经过抗早斗争，平秋作物

喜获丰收

1963 年

3 月 全县开展学雷锋活动，好人好事大量

涌现，良好的社会风尚得以进一步发扬 。

6 月 滑县明福寺塔被省文化局批准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

秋 连降大雨、暴雨 。 汛期总降雨量达 620

毫米，致使全县受灾 137.6 万亩，塌房 14 . 34 万

间，损坏农具 6 . 19 万件，死亡 59 人，伤 332 人 ，

死伤牲畜 2 1 6 头 O 汛期内全县 5000 多名干部职

工、 1 4 万多名民工固守堤岸，与供水搏斗 。 中央

在安阳培训11 40 天后到泼县进行了约半年的"四

清"(即清政治 、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试点 。

冬 滑县造纸厂首次以 59 吨有光纸投放

国际市场，深受外商欢迎。 此后连续 5 年共出口

有光纸 837 吨 。

1965 年

4 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由中共河南省

委负责人陪同，专程到滑县八里营公社万集大

队视察打井工作 ， 对滑县在井泉建设中的改革

创新精神表示赞扬 。 随后，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和

水利电力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推广滑

县的先进打井经验。

9 月 滑县县委遵照地委安排，组织了

1097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林县任村、东岗、河

顺、姚村 、石板岩等5个公社帮助"四清"工作 。

秋 滑县出现百年不遇的旱灾 。 全县掀起

打井下泉高潮，旱情大大减轻。

1966 年

4 月 中共滑县县委开始组织道口镇知识

青年、闲散劳力下乡支农 。截至6月底，下乡 、返

乡者共397人 。其中闲散劳力 245人，单身插队2

人，返乡插队9户 27人 ， 知青集体插队123人 。

6 月 滑县召开"文化大革命" 运动动员大

及河南省委多次派飞机来滑空投食品 ， 井投橡 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五 · 一六通知》精神

皮船 10 只 。 灾后，上级政府及时向灾区发放了 和省、地委指示，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 ，

救济款、贷款及大批救灾物资 。 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 会后，各

本年 滑县一中被定为省重点中学，学生 基层党支部都召开座谈会，边学习《通知} ， 边揭

在滑县、泼县、清丰、长垣、范县和棋阳六县招 发批判 ，滑县内乱由此开始。

生 。

1964 年

3 月 中共滑县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

三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了中央 《前十条上《后

十条》指示及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助在省委

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会后，滑县逐步开始进

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7 月 17 日 中共滑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

动员部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O

8 月初 中共安阳地委工作组进驻滑县一

中发动"文革" 运动 ， 对学校部分领导及教员进

行揪斗 。 7 日，资深教育工作者、校长朱景汉服

毒自杀 。

9 月 全县掀起红卫兵造反运动 。 当月 ， 由

滑县一中学生组成的滑县第一批红卫兵代表赴

京(多数为步行)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 接着，

各地红卫兵开始大串连。 到年底文革"动乱波

及全县农村 。

下半年 滑县一中"东方红" 、"井冈山"两

9 月 滑县成立约 1000 人的社教工作队 个群众组织成立 。 此后 ，全县各行各业各阶层相

集中到安阳训练。 社教工作队由县委书记带队 ， 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 。

--



1967 年

1 月 上海"一月风暴"波及滑县，群众组

织效仿上海的做法，相继夺了各级党政组织的

领导权，全县党政部门公章作废，领导班子大部

瘫痪 。

3 月 滑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成立 。 指挥部主持全县工作，行使县委、县人委

(政府)的一切职权 。

春 农业战线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作

物种植搞"一刀切全县范围内瓜果 、蔬菜等经

济作物大部被毁掉。

11 月 11 日 "滑县二七革命造反指挥部"

(简称二七指挥部)与"滑县边界联合革命造反

委员会" (简称滑边联委)两派群众组织，在万古

集武斗一昼夜，双方均伤多人 。 年底，两派群众

组织在道口油厂再次发生派性武斗，攻守相持

数日，致使国家财产遭受很大损失 O

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9 月 28 日 留固 110KV 变电站竣工，滑

县由此开始使用网电。

11 月 滑县兴办合作医疗。资金由大队集

体筹集，社员看病免费或减费 。 县医院、卫校为

农村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 。 合作医疗的兴

办，初步改变了滑县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
1968 年

冬 贯穿滑境的 0911 国防公路(后称 106

8 月底 以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为组民 国道)开始修建，次年铺成，在滑境长 5 1. 4 公

的工作组来滑县解决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 里，这是滑县境内第一条柏油路面 。

]联合"的问题 。 不久消县二七指挥部"、"刑边

联委"、"留固造反大军"联合决定:撤消跨行业
1970 年

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 o 9 月 6 日，吸收各群 3 月 28 日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等

众组织代表人物参加的滑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 人来滑县检查工作，听取了县革委、人武部的工

滑县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县委、县人委的一切 作报告，井到道口镇与工人、学生进行了座谈，

权力 。 到白道口公社后吾旺大队与大队干部、学习毛

本年 滑县公检法机关在军管会统一领导 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及民兵代表进行了座谈 c

下进行工作 。 12 月 6 日，滑县 1 00 多名公检法

干警集中参加了在安阳县许家沟举办的"彻底

砸烂公检法"学习班。

1969 年

1 月初 根据滑县革委会《关于精简机构，

干部、教师、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安

家落户的意见~，全县下放干部 2]59 名，教师

L556 名，知识青年 561 名，城市居民 668 户 、

1930 人，干部职工家属 1946 户 、 6180 人，支援

农业生产 。

4 月中旬 滑县工农大学成立 。 该校面向

全县招生，学生毕业后返回原籍。 卫河大桥(七十年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