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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交城县历史纪事》(以下简称《纪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以史鉴今，

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为目的，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中共交城

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兴交富

民等重大活动及事件。

二、《纪事》以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上限，1998

年12月为下限，记述了交城县49年的历史，编录1056个条目。

三、《纪事》采用编年和本末纪事相结合的体例，原则上以时间

顺序记述，一事一记。但为避免分散、零乱，对一些跨月、跨年度的

活动或事件，一次性记述其始末。

四、《纪事》以本县党委的重大决策为主线，记述党领导下交城

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一系列社会变革，从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科技、统战等方面反映交城县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

的历史。

五、《纪事》资料来源于省档案馆和县档案馆，以及县委办、县

志办等单位，在交城工作和生活过的老领导及现任领导提供了大

量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专人撰写，集体研究，反复修改而成。

六、《纪事》以第三人称记述史事；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历史事件和历史名词需加注释的均采用文中注；

事件发生时间力求记清年、月、日，日不清者记上旬、中旬或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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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不清者记月，月不清者记季。

七、《纪事》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的年、月、日和表示数量

的数字、百分比等均用阿拉伯字母，凡农历和专用名词中的数字均

用汉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8年12月，

中共交城县委走过了49年辉煌而不平凡的历程。这49年是中共

交城县委领导交城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是率

领全县人民锐意改革、振兴经济、奔向小康的创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战争的废

墟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经过土地改革，推翻了几

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贯彻了《婚姻法》，实现

了社会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取缔了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

毒吸毒、聚众赌赙等多种丑恶现象；经过整党整风，健全了党的组

织，纯洁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经过民主建政，建立了各级

人民政权，并通过“镇反”、“三反”、“五反”，巩固了新生政权；贯彻

了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一在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经过对农业、手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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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开

展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在大搞群众运动的建设高潮

中，“左”的做法愈演愈烈，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

乱，造成了重大损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交城县

委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率领全县人民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

设，使交城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走上了快速、稳定和健康的

发展轨道；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交城县委积极实施扶

优扶强、科技兴县等具有县域特色的经济战略，团结带领全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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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康迈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为实现兴交富民的大业，做

出了突出贡献。

交城县是1948年7月解放的。解放后，中共交城县委先后在

老区、半老区和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但由于当时南下和支前等

紧急任务，土改工作没有最后结束，在“纠偏”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还

没完全得到解决；为此，县委从1949年’10月开始i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了结束土改工作。在结束土改的基础上，县委拨出小麦15万

斤，对土改工作中未得到解决的错斗中农和误死的干部群众，进行

了合理的财产补偿和抚恤安置工作，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好评。

经过土改，交城广大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翻了身，以从未有过

的满腔热情忘我劳动生产。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挑起侵朝战

争，妄图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对此，交城县委立即组织干部群

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侵路朝鲜，并积极开展抗美援

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但这时，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乘

机大肆造谣惑众，进行反攻倒算，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不安，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劳动。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交城县委

果断地采取了“大胆放手，主动出击”等有力措施，大张旗鼓地在全

县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及时逮捕、迅速处决了几批反革命分

子，很快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局势。丽时，县委雷厉风行地宣传贯

彻婚姻法，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及禁娼、禁毒、禁赌等社会改革，使

全县反动丑恶现象迅速得到遏制。

在交城县委的领导下，交城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日益高潮，不

少地方组织了变工队、互助组。随即县委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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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很快出现了互助组争转合作社的局面。

到1956年，在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全县实现了高级农业合

作化。当然，在工作中也出现了急躁的现象。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交城县委遵照上级指示，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实行粮、棉、油、布统购统销，并采取委托

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县委还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上互助合作的道

路。到1956年，全县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在短短7年时间，交城县经过深刻的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和发

展了国民经济，经过三大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之后，交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转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7年，县委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按照上级指示，在党内

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整风运动中，不

少群众真诚地向县委提出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等宝贵意见，但

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

县委根据中央部署，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反右斗争，并查处了一批右

派分子。但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62年以后，县委根据党的有

关政策，摘掉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对全县所有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摘帽。

1958年，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县委在全县开展了“大炼钢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在运动中，出于改变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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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愿望，广大干部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仓4造

性，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过分夸大

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人为的作用，如高喊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大产”等口号，6月提出粮食亩产要上到400斤。7月提出要上到

800斤，到8月又提出要上到1000斤等等，致使全县上下出现了高

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

了损失，这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从1960年到1962年，交城遭到罕见的旱、涝灾害，人民处在

极其严重困难时期。为渡过难关，战胜困难，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

民，与各种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县委领导下基层工作、劳动；组

织干部群众寸土必争，大种蔬菜；开展制造淀粉、采集野生代食品、

增产节约等运动；压缩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组织访向团、医

疗专业队，登门访问、治疗浮肿病人等等，终于战胜困难，渡过了难

关。

1963年到1966年4月，交城县委遵照中央七千人工作会议精

神，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总结记取“大跃进”中的经

验教训，全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从1966年到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交城

县党组织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5月，交城的机关单位开始批判《三家村札记》，从而

拉开了交城“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交城中学出现“红卫兵”

组织，随即各机关、学校、厂矿以至社队，先后都成立了“在险锋”、

“从头越”、“驱虎豹”等各种名称的造反派组织，他们揪斗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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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派”。与县委主要领导“拼刺刀”(造反派召开群众大会，面对

面质问、指责、批斗县委领导)。。由此，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律

靠边站，并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全县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半

瘫痪状态。

1967年初，因观点分歧和其他种种原因，全县上下形成两大

造反派组织，一为“交城县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

“总指”；一为“交城县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后改为

“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两派都自称是“革命

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互相攻击。特别是8月16日，“红联”从“总指”手中反夺权后，

两派矛盾愈益加深，两派情绪愈益对立，直至最后发展到武斗。

1968年，中央制止武斗。在交城县核心小组的倡议下，两派

也做出停止战斗承诺，但不见效。

1969年7月，中央“七·二三”布告下达后，两派停止了武斗，

由驻交部队收缴了武器弹药，并在交城人民强烈要求“大联合”的

呼声中，两派代表在省城学习班达成“大联合”协议，随后成立了

“三结合”(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交城县革命委

员会。

1970年以后，特别是在交城县委重新组建以来。全县各机关、

单位、学校、厂矿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各公社恢复党委会，绝大部

分农村生产大队恢复了党支部，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化轨道。

到1975年，县委积极贯彻中央关于整顿的精神，县委一班人实行

开门整风，狠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

策、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各项工作出现了好转。

但到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波及交城，一些派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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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乘机到县委闹事，大闹县常委会会议室，县委机关再度陷入瘫痪

状态。正当交城人民忧心忡忡、渴望稳定的时候，传来大快人心的

特大喜讯：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四

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交城人民热烈庆祝华国锋

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一连

举行了。10天的庆祝活动。
。

·

lsr77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选派昔阳县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有堂等人，来到交城县主持工作。

新的县委一组建，便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党罪

行，从县城到农村，从机关到社队，从车间到地头，到处是揭批的战

场。

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运动中，曲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

多次错误地批斗所谓伸向交城的“黑手”，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在农

业学大寨运动中，关闭集市贸易，甚至把搞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对待

等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交城各项工作在徘徊

中前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

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9年1月，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交城县委便发出《关于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接着县委召开四干

会，及时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随即在县委党校分三批对546名

基层干部，进行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培训，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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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造了条件。

遵照三中全会精神，县委认真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在

全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先后作出《关于为“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组织”，

以及被错误逮捕、拘留、关押的干部群众平反的决定》、《关于为在

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被错误清查的同志平反的决定》等一系列文

件；同时组织力量认真进行复查，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

造成冤假错案的干部群众一律予以平反，并对他们妥善地进行了

安置、退赔、复职、恢复党籍等善后工作。

从1979年开始，交城县委在全县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

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1981年，县委

在三干会上提出了如何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1982年，县

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勰放思想忒胆进行改革的十条意见》，提出全
面改革的具体意见；1983年，县委在全县公社干部参加的会议上，

就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讨论，

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健康发展。截至1983年底统计，除

杜家庄一个大队外，全县235个大队、751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以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2元，比1978年增长了一倍，

广大农民的生活显著提高。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激励下，交城县委勇于开拓，积极

进取，大胆地将农村改革的经验引进城市经济工作中去，收到显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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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4年5月，县委在转发计委《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集

体工商企业的初步意见》中强调指出：为开创我县城市经济新局

面，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改革；接着在全县工商企业中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给厂长、经理以组阁权、生产指挥权、人事

任免权、工资形式支配权等实权。1985年，县委作出《关于加快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七条意见》。1986年，县委又作出《关于加

强横向经济联系的实施意见》。1987年，县委研究成立了交城县

工商企业承包评审委员会，在24家工商企业中推行了承包经营责

任制，城市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据统计，1987年底全县工业总

产值达到24434．7万元，比1983年增长206．6％。

从1984年到1987年期间，交城县委开展了两批整党工作。第

一批为县级机关整党，地委确定为全区整党试点县，时问从1984

年11月开始到1985年12月结束；第二批为乡村整党，从1986年

11月开始到1987年4月结束。由于两次整党，县委做了超前准备

工作，并注重了边整边改相结合，因而得以顺利完成，并收到比较

理想的效果。

从1988年开始，交城县委针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

现各种混乱现象，影响改革顺利进行的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

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治理整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县委采取了整

顿1986年以来成立的各类公司，对物价、财政、税收进行大检查，

积极组织货源、保证新年春节商品供应等措施。为进一步搞好治

理整顿，县委研究成立了打击经济犯罪领导组，积极开展打击经济

犯罪活动，为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随着治理整顿的不断深入开展，交城县委从1988年到1993

年，先后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力发展乡



概 述 9

镇企业的实施意见》、《关于财贸系统企业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工商企业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促进

了全县深化改革的健康发展，加快了城乡经济发展的步伐。1993

年，全县稂食总产达到50804吨，比1987年增长24．55％；工业总

产值达到57141万元，比1987年增长133．85％。

由于实行改革，交城县工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随着经济稳定发展，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党

群关系，引起交城县委的高度关注。通过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

在党的十四大上的报告，交城县委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是力量源

泉和胜利之本；加强廉政建设，坚持反腐斗争，是改善党群关系，保

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措施，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

个过程之中。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交城县委于1993年成立了反腐败斗争

领导组，随后又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局，并针对本县实际，前后研究

制定出《关于从严治“吏”的意见》、《关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小车

配备、更换和使用管理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的决定》等文件，同时组织力量对重大问题进行专项查处，并作了

纠正。各级领导干部补交陪客就餐费32760元，补交住宅电话费

46500元，清退违法购车5辆，查处有住房问题的副科局级以上干

部38人，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消除贫困，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交

城农村实行改革，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贫困人口大幅

度下降。但在山区一些乡村，由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加之

交通闭塞，仍有少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为了帮助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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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农民尽快脱贫，交城县委从领导力量到经济政策，大力向贫困乡

村倾斜，贫困人口得以进一步减少。1994年以来，县委认真贯彻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作出《进一步加

强扶贫攻坚的工作意见》等文件，加大扶贫攻坚力度，采取一系列

扶贫攻坚措施，进一步加快了脱贫步伐。特别是1998年新一届县

委1，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狠抓红枣、铸造、旅游等三大主导产业，为

交城脱贫致富奔小康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目前发展趋势看，到本

世纪末基本解决全县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是完全有可能的。

交城县委在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的同时，作出了《关于建设

小康县的实施意见》，并采取建立健全达小康领导机构、实现达小

康一把手负责制，达小康工作同党建工作一起抓，进一步提高乡镇

企业效益，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山川联缘促进优势互

补，实施扶优扶强、推行县域特色经济战略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团

结带领全县人民向小康目标进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到

1998年底，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3亿元，比上年增长7．5％；

在大旱之年粮食总产达到44109吨，比上年增长6．2％；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2028元，比上年增长8．2％。全县有小康乡镇9个，占

乡镇总数的60％；有小康村134个，占农村总数的50．6％；有小康

户39803户，占总户数的86．1％。到本世纪末，交城县委有信心实

现全县达小康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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