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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序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组织志》(简称《佛山市组织

志》)是在市委的重视下，按照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部署和要求，于1987年8月开始编写的。在整个

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

过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原则，力

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

用。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编写，经过反复修改，数，

易其稿，于1991年3月定稿。全志共4章，还有大事

记、附录，约10万字。 ．

《佛山市组织志》记述了佛山党组织的情况，着重

记录了建国以来佛山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活动的过

程；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委员会机构沿革；主要负责人的

任免；中共佛山市基层组织；重大的政治运动和组织活

动。 ．



本志编写范围主要是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体制

改革前中共佛山市委和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体制改

革后(1983～1987年)中共佛山市委、城区区委、石

湾区区委。上限为1921年，断限为1987年。

本志的编写得到佛山市委有关部门的协助和佛山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主要

资料是由佛山市档案馆和佛山市委有关部门提供，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有的时期档案资料散失不全，编者

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完善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199 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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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部分数字

1987年。

动。

三、本志采取章、节、目体，纵向叙述，横分门

类，有纵有横的写法。
。 ‘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建国前”、“建国．

后”简称。凡简称“党”和“中央”，系指中国共产党。

， 五、历史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

字，民国以后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记数一般使用’

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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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佛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第一节 佛山党组织的建立

1920年7月，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过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

影响的谭平山、陈公博(后沦为汉奸)、谭植棠等人从北京大学毕

业后回到广东，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佛山的王寒烬(知识

分子)、梁复燃(织布工人)在广州参加了这个组织。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 1年8、9月间，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

式成立。佛山的王寒烬、梁复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俩被委派

回佛山，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团组织。1922

年，王寒烬、梁复燃在佛山发展了工人中的优秀分子钱维方、梁桂

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党小组。1923年，杨殷在佛山建

立了以他为首的佛山工人共产主义十人团。
。

1926年，中共佛山支部成立，陈宝经任支部书记。1927．年1

月，梁新枝到佛山担任支部书记，陈宝经为宣传委员，陈应刚为组

织委员，中共佛山支部成立后，卡H继在佛山建立了工代会、农民协

会等群众性组织，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和国民党

右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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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佛山党组织的发展和主要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佛山党组织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着重是组织领导工人

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展革命斗争。 、’

在党的领导下，1921年佛山成立了理发、建筑等工会。1922

年秋，在莺岗黄家祠成立了佛山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作为

佛山工会的统一组织机构。工联会主任钱维方，副主任任达华。工

联会积极与当时的黄色工会以及反动的佛山商团展开斗争。1925

年春，在中共佛山支部的领导下，佛山进步工会由原来6个发展到

16个，在大魁堂成立了工代会，选举了钱维方任主席，任达华任

副主席，张云峰任秘书。工代会成立后，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

1925年7月30日，佛山理发工人带头集会捐款援助省港大罢工，

后各团体相继举行游行募捐。1926年，佛山巧明火柴厂工人积极

响应广州火柴行业工人的号召，罢工5天。

佛山的农民运动，随着党组织的建立而蓬勃发展。1923年，

党派钱维方、梁桂华、梁复燃等人去南浦村，帮助该村贫苦农民吴

勤组织农民武装。在广东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下，1 924年5月，南浦村召开成立南浦农团军大会，中共广东区

委会领导人谭平山、罗绮园、包惠僧等亲临大会指导，广东省省长

廖仲恺及德国人弗兰克也出席了大会，佛山工联会四乡农民也前来

祝贺。8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讲习班开学，佛山学员吴

勤带领南浦村农团13名团员和3名工会会员参加了集训，学习期

间又到广州黄埔军校接受了短期军训。10月经谭平山等人介绍，

吴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与钱维方等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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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领一批同志到佛山近郊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农会。1925年5

月，佛山近郊的南海四区农协会在佛山普君圩太上庙成立，吴勤任

会长。农协会成立后，下属各分会积极打击乡村地主豪绅，管理农

村公共事务，禁烟、禁赌，、反对封建恶习，农村的革命运动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且与工人运动相互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

深入。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927年秋，中共佛山市委成立。1928年市委委员7名：傅耀

眉、陈永明、梁梯航、李明、李安、陈乐三、黄苏；常委：1李安、

李明、梁梯航；书记：李安。有9个党支部：邮务、磨谷、木业、

炭业、织造、建筑、警卫、街坊自卫团、山紫村，共有46名党
口
贝o

1928年3月，广东省委给佛山市委的信中指出，佛山市委的

主要工作是组织秘密工会，发展党组织开展经济斗争。6月，根据

，省委的指示，中共佛山市委与南海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合并组成佛

山市委，委员11人：．谢颂雅、陈善铭、廖详芬、林锵云、李安、

李明、梁梯航、傅耀眉、陈永明、林坚耀、黄强武。党支部1 8

个。11月，省委在香港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重新成立南海

。县委。年底至1929年初，梁梯航等人被捕，中共佛山党的组织再

遭敌人破坏，革命斗争转人低潮。

三、抗日战争时期

●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冬季，上级党组织先后派共p

一3一



产党员陈火生、梁钟琛来佛山进行重建党组织的活动。I不久，佛山

成立了抗日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共产党员黄侠生任社长，陈火生

任文书。

1938年4月，中共南顺工委成立。8月，中共佛山特别支部重

新建立，支部书记陈火生，组织委员苏干华，宣传委员何君侠。党

支部受中共南顺工委领导，工委委员林锵云负责联系佛山党支部。

党支部的任务：一是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二是发展组织，吸收党

员。10月，中共党组织以救亡呼声社的名义，组织起一个以进步

青年为对象的救亡呼声社“战时工作大队”，下设3个中队，黄侠生

兼任大队长，何君侠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陈火生任第二中队

长。广州沦陷后，战时工作大队撤至广宁，更名为“佛山抗先战时

工作大队”，改选了支部成员，书记陈火生，组织委员何君侠，宣

． 传委员何若遇。年底，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也撤至广宁，举办了一个

干部训练所，分设政治、军事、妇女3个大队，并组织了7个广州

游山支队。佛山特别支部分成2个支部，一个支部由陈火生领导，

共80个工人参加广州游击队第七支队；另一支部由何君侠领导，

共产党员杜路(杜鉴垣)、杜国彪、郑大英和80名知识青年参加政

治大队；共产党员叶叔明带领一批工人参加军事大队，共产党员何

筱蕴参加妇女大队。 ．

1939年初，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把曾养甫举办的干部

训练所的3个大队北调韶关改编。当时，第四战区开办了1个游击

政工干部训练列f．政治大队有60--"70人考上(包括何君侠等一批

佛山青年)。训练班歼办后，佛山党的特别支部改由北江特委直接

领导，支部有何君侠、杜路、杜国彪、．郑大英和恢复组织关系的陈

思奋、邓维亚、欧宝灵等。1个月后，全体学员被分配到国民党各

游出区当政训员．佛1 I l特别支部停止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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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一批党员回

织，杜路以特派员身份被委

时国民党对佛山控制较严， 党的活动重点放在南海的农村，在佛山

主要是秘密派些党员以“合法”身份打人敌人机关、学校开展活动。

中共党员何远赤在华英中学组织师生阅读进步刊物，提高思想觉

悟；中共党员潘佛章等在南海一中领导建立学生会，占领学校的墙

报、壁报阵地，并邀请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来校上课。。中

共党员朱慕湛、陈坤仪则打人南海县妇女会，开展革命工作。

1949年5月，中共南三花工作委员会成立，杜路任工委书

记，陈启锐任副书记，在南海、佛山、三水、花县等地进行活动，

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10月1 5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入佛山，宣布佛山解放。

第三节 建国后佛山市党组织的建设和主要活动

一、1953年的整党

“j反”运动后，佛山市的干部、党员受到一定的教育，但有些

党员干部对自己犯过的错误和历史问题，存在很大的思想顾虑。为

了使广大党员干部放下包袱，达到纯洁队伍的日的，市委按照上级

的要求，从1953年2月1 8 El起开展整党。其步骤是：第一，交代

政策，消除顾虑；第二，一般交代，重点审理；第三，批判错误思
一5一



想，、提高认识，作出鉴定，时间共7天。在整党中交代本人历史问

题的25人，作出结论的130人，未作结论尚待审查的14人；还暴

露出干部存有地位观念，讲究待遇，怕犯错误，南下干部不愿在南

方工作等问题。

二、1955年至1956年的干部审查

建国以后，机构不断扩大，新干部不断增加(新干部占全市干

部的87．3％)。为了全而了解和掌握干部的真实情况，市委按照上

级布置，从1955年5月开始，对全市干部进行审查，分三批进

行。第一批从1955年5月至8月，审查了全市区级以上干部230

人；第二批从1956年2月至6月，审查了党群、政法、公安、国

营商业等干部1 3 11人；第三批从1 956年6月至8月，审查全市

各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文教机关、卫生部门的人员358人，

地委属下5个单位222人。经过分析有关材料，具体分类排队，8

个战线54个单位1 9 19名干部中，审查对象533人，查出有大小

问题的35人，变节分子1人，地主分子2人，三青团分队长1

人，特务外围组织成员3人，伪区党部干事1人，国民党党员6

人，三青团员6人，伪军有罪分子2人。

三、1957年的机关整编

1957年3月，佛山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精简

上层，加强下层的方针，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合理调整现有的机

构和人员，相当一部分干部下放到基层单位中去。

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市委组织部、人委人事科为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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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简节约分会，下设办公室。整编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确定

机构、人员数；第二步由领导定员，并把编余人员名单报办公室；

第三步撤销、合并一些机构，妥善处理编余人员。

整编之后，撤销市委知识分子办公室、市人委财经办公室。市

人委办公室增设财经统计组。市人委统计科与计委办公室合并，撤

销统计科和交通站。市公安局4个股合并为2个股。市工商联的组

织、，宣传部合并为组宣部，撤销工商联下属工业、．商业2个办事

处。劳保、工资、女工部三合一。增设市人委物价科。人委教育科

改为教育局。市国家行政机关人员新的编制数3 l 5名，原编制数

348名，欠编3名；公检法、税局新编制数3 l 8名，原编制数370

名，超编52名；企事业单位新编制数3 1 8名，原编制数342名，

超编24名。原编制比新编制超编73名；原在职人员11 l 1人比原

编制超编5 1名。全市共超编124名。

为解决编余人员的出路，采取如下途径：第一，安排30多名

干部到手工业参加整社，逐步下放于工业社；第二，郊区部分干部

下放到农业社；第三，系统之间相互调整干部；第四，年老体弱者

退职退休。

1958年的干部审查

1958年2月23日开始，为了进一步解决过去干部审查工作中

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合理地解决干部的政历问题，佛山市根据中

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再度进行了干部审查(包括乡村干部、

中小学教职员工、医护人员、营业员、公私合营的私方人员)。前

后经过56天时间，在2 326人的范围中重点放在文教卫人员、企

业公司营业员、售货员及部分机关干部。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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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35人作为审查对象。结果426，弋作出审查结沦，保留3人不作

结论，移交公安局处理6人，组织作出处理的34人。

五、1958年至1960年的干部下放

1958年，佛山市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下

放干部到基层参加体力劳动，以端正干部作风，促进基层生产。全

年下放干部69 1名，分期分批到农、林场和工厂锻炼。1959年分

三批下放共480名，分赴农村公社、工厂和机关小农场；1960年

分两批下放共466名，到农村、工厂等基层。

下放干部的管理，采用三结合的办法，即以下放所在单位为

主，原单位负责到底，下放干部编队编组自己管理三个结合。市

委、人委还经常对下放干部考察了解，及时总结经验，下放期满和

年终均进行一次总结鉴定。下放干部参加劳动，时间为半年或一

年。’

党员教育和基层组织整顿

“大跃进”以后，全国进入了全而调整时期。佛山市在省、地委

的领导下，积极贯彻“整顿，教育、巩固、提高”方针，整顿了组

织，教育了党员干部，纯洁了队伍。“大跃进”时期，干部队伍、党

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数量迅速增长。1957年至1960年，干部从

2 277名增至4 945名，党支部从180个增至384个，党总支从1 2

个增至60个，新设党委17个，党员从2 205名增至5 348名。

1961年至1962年，全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党员教育和整顿工作，

郊区各人民公社着重围绕整风整社进行，城市工交企业则结合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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