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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言

革命战争年代，洪泽地区为淮宝、洪泽两县的辖区，随着

全国的解放，洪泽(1947 年后称洪泽湖管理局)、淮宝县建制

分别于 1949 年 4 月和 1950 年 4 月撤销，洪泽人民曾为全国

的解放事业作出过可贵的贡献。 1956 年 5 月，重建洪泽县后，

洪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的精神，兴

修水利、改良土壤、兴办工业，建设各项社会事业，为洪浑的经

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洪浑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迅速解决了

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迈进.

《洪泽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以文件档案为依据，从

洪浑实际出发，较全面地收录了 1956 年 5 月一1991 年 12 月

洪泽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抓住机遇，

加快改革，加速发展.开拓前进，为实现富民强县宏伟目标而

努力奋斗的重大事件。相信她的问世，对研究、总结历史经验，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进一步推动洪浑的两个文明建设，必将

作出一定的贡献。

《洪泽大事记》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县委书记吕胜年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县委副书记李维

仁对全书作了审定。县档案局、县委机要室全体同志给予了大

力的帮助，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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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5 月

1 日 我县各界人士及各乡镇代表，举行"洪泽县成立大

会"。淮阴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苏农到会并讲了话。他阐述了

成立洪泽县的目的、意义，分析了新建洪泽县干部的几种思想

状况，并对如何建设新洪泽提出了要求.接着芮鹤鸣副县长介

绍了洪泽地区的情况.县委书记张家声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

务.大会由县委副书记秦志香主持.

会议还宣布成立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教育部、

县委财贸部、县委生产合作部、团县委、县粮食局、县税务局等

机构。

2 日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关于国务院批准设置拱

泽县的通知队称"洪泽县的行政区域以原属泪洪县拱泽区的

10 个乡，}个港计 5631 户， 30392 人为基础.并将沿洪泽湖原

属洒洪县的雪枫镇、习仁乡、淮滩乡、大嘴乡的大嘴选区;原属

淮阴县的蒋坝镇、高良洞镇、周桥乡的周桥小街、顺河乡 z原属

肝胎县的老子山镇、永粥乡、龟山乡的龟山选区，以及原属淮

安县范集乡的肖头选区等地区，均划归洪泽县管辖。全县共计

12918 户， 61687 人，船 7742 只.辖区划分为=蒋坝、高良涧、老

子山、雪枫等四个镇，顺河(陆地〉、红滩、湖东、三坝、龙淮、刘

嘴、双沟、漂河、安河、台口、成河、肖河、临淮、习仁、淮滩、永粥

等一个陆地乡 .}5 个水上乡。县以下不设区，县人民委员会直

接领导各乡镇。洪泽县隶属淮阴专员公署领导，县人民委员会

驻高良涧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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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 县委发出《迅速安排生产阵地及巩固水陆群

众关系，停止制造纠纷》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团结，搞好生

产。

28 日 经省委批准，张家声同志任中共洪泽县委书记，

免去翻洪县委第二书记职务 z杨锦富同志任洪泽县县长，免去

淮安县公安局民职务。

30 日 截止 6 月底，全县加入渔业生产合作社的渔户为

5106 户，占总渔户的 93%; 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有

2507 户，占总农户 88% ，已经实现了高级化。

5 月下旬麦子普遍发生黄锈病， 6 月上旬连降大雨，部分

麦田受灾，夏收时又受特大暴风雨袭击。据统计，全县麦田受

淹 3000 多亩，占 15% ，内有 1500 亩颗位无收。在 14 个农业

社中，有 4 个重灾社， 10 个轻灾社.由于湖上水涨，渔业社亦

大幅度减产。全县有灾民 10890 人，约占 23.6% ，由于灾情严

重，县委恃向省、地委作了报告。

7 月

10 日 夜间突然刮狂风、降暴雨。风力在十级以上，持续

两个小时。给湖上及部分陆地造成巨大灾害.据统计，淹死渔

民 17 人，伤 5 人，损坏大小船只 233 只，损失大小渔具 60 万

件，损坏房屋 1220 间。

12 日 省防汛总指挥部决定成立洪泽湖大堤防汛指挥

部。淮阴地区决定以梁效、程如淮、芮鹤鸣、张一平四同志任正

副指挥。办公地点设在三河闸。

19 日至 22 日 县委召开有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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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总结了前一时期渔、农业生产和整社情况，讨论了今后一个

月内生产、整社工作意见.

23 日 县委抽调 44 名县直机关干部〈内有县委委员 6

人)，深入到渔、农业社，重点帮助生产、整社工作.

25 日 县人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搞好渔、农、副业生

产，战胜灾荒以及如何贯彻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等

问题。

8 月

7 日 县人委制定《洪泽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建

设计划}}，提出了建立渔产加工厂、机器造船厂、水力发电站、

灌溉站、县卫生院、保健院等多项建设计划。

8 日 县委发出《在农、渔业社内开展副业生产的工作意

见>>.指示各地制订副业发展规划，以砍割水草、捕猎水禽、编

织和饲养家禽为主，开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群众

生活，支持渔、农业生产，巩固合作社.

21 日至 28 日 县委召开各乡、镇、港支部书记会议。会

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存在问题与缺点。会议还重点

讨论了发挥农、渔民的生产积极性，迎接旺季生产，争取晚秋

作物丰收和中秋预分，秋收、秋种准备等工作，以保证 90%以

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是月 肃反运动开始，县及有关部门成立肃反办公室。

9 月

1 日 县委决定成立"五人小组"。县长杨锦富任组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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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长刘尧官、组织部长王言顺、宣传部长刘同章、监委书记

张大友为组员。张大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0 日 县长杨锦富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

运动的意义、政策、方针的动员报告儿

22 日至 26 日 县委召开水上乡支部书记和普选主席会

议.总结了前一个月的工作，并针对渔业社社员"闹退社、闹迁

移"等不正常现象，要求各乡镇继续深入进行"民主办社"的教

育，转变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

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

10 月

2 日 县人委宣布成立洪泽县人民医院.

A县人委召开湖产管理工作会议。会上划分了湖产管理

范围和征购点，并制定出湖产管理制度.

21 日 县委作出《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的决

定儿强调党委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委会制度 z在统一集

中领导原则下，建立分口管理、科学分工、个人负责制度$充分

发挥党委各部门及政府部门的积极作用 z改进工作方法，提高

领导水平.

23 日 淮阴地委批准，县委常委由县委书记张家声、副

书记刘国治、秦志香、县长杨锦富、副县长芮鹤鸣五同志组成.

11 月

4 日至 13 日 县委第一次召开乡、社长以上干部扩大会

议。总结前一时期工作成绩和取得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冬明春

农、渔业生产和生产救灾、粮食统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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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贯彻 1956-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λ

12 月

1 日 由中共洪泽县委办公室主办的"生产快报"创刊.

它的基本任务是 z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植、农

业合作化运动，交流生产经验 F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而奋斗"生产快报"为不定期报纸，向全县发行.

13 日 根据兵役法第十三条规定，洪泽县成立兵役委员

会，领导全县兵役工作.县委书记张家声兼主任，县长杨锦富、

兵役局长王宝玉为副主任。

28 日 县委在((1956 年生产合作化运动总结和 1957 年

生产合作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总结了我县合作化发展情况.

建县初全县有植业社 45 个，入社渔户 4605 户，占全县渔户

73% ;农业社 51 个，入社农户有 4273 户，占全县农户 90%.

但组织机构较为零乱，大社 800- 900 户，小社只有 10一 20

户。经过整顿，渔业社调整为 38 个，入社渔户 5476 户，占全县

渔草户 88%;农业社 28 个，入社农户 4527 户，占全县农户

97.2%. 
是月 县广播站无线中波台建成使用，对湖区温、船民广

播天气报告和转播省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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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 洪泽县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县委副书记刘国治致开幕词，县长杨锦富作了关于建县以

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汇报了建县 8 个月来领导全县人民投入

了合作化高潮和渔农业生产运动，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同时在文教卫生、治安保卫等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

绩。洪浑县委提出了 1957 年上半年工作建议。县人民法院作

了关于审判工作的报告.12 位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新的人民委

员会委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出席省人代会代表.选举结果=

县长杨锦富。副县长 z芮鹤鸣、陈自荣.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z张

家声、徐华、高一峰、刘良、周乾山、张冠生、李学成.县人民法

院院长=陈震。出席省人代会代表=余克、张家声.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 县委召开乡、镇、港党委书记、基层党

支部书记和渔农业合作社社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学习贯彻

省委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精神，总结 1956 年工作成绩，布置

1957 年工作任务。县委书记张家声在报告中说 :1956 年全县

渔产量为 43 万扭，大大超过省核定 19 万担产量指标 z全县粮

食总产量 545 万斤，占原定产量的 43%0 1957 年全县渔业产

量指标为 5123 万斤.粮食总产量指标为 1252. 19 万斤，副业

总收入指标为 227.5 万元 z生产救灾工作采用"定工生产，工

分照记，定额补助"的办法进行 F整社工作主要抓三点: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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