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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存史鉴用．资政育人”．按照省州下达的科研课
～ 题，县委头定征编《中共汶川县党史大事记》一书·

、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汶川县解放四十一

’。 周年之际，现该书与大家见面了。她是我县一本难得的现代
： 党史资料工具书‘o其意义正如毛主席所说。 。历史的经验值

．， 得注意”二。●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要

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
’

摘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

一件事统统摘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

历史发展摘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

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

这本书，她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汶川各族儿女从1950

年至1988年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资料，宾实地

记载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汶川县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开篇，而且也反映了汶川县三十多年

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教、卫生、体育等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翻开这本书，从汶川县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可分为四个

时期：一、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是汶川县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I二。从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是汶

川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从1966年5月至1976

年10月，是受全国性左的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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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磐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刭现在(1988年底)，汶川县已转向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时期。从其基本内容看，有四个特点：一是记录了汶川县。

党政领导机关(县委、人I大、政府、政协、纪委等)制定重。

大决策和块策实施的活动情况，二是记录了党政领导机关在

思想上、政治上，纽织上进行自身建设的情况；三是记录了

在执政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统一战线、群众团体在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所开展的重要活动，四是从正反

两个方面轮廊地每画了汶川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

得的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全县三十多年

来所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和重大案件等．’

在编写《党史大事记》的过程中，全县各部门、各单位，

特别是部分老同志给予了大力协作和支持，编纂工作者也仔

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现成书约二十余万字，资料十分丰富

翔实可靠。值得大家一读。 一7

在编写中，本书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依据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次议》精一

神，本着尊重历史实际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对汶川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认真的探索，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许

多真实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达到了为现实服务之目的。赴

们深信，这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对于大家研究党的历史，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光辉业绩，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热爱‘

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j推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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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徐耀敏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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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党史大事记是党史工作的1一项基础工程，编写党史大事

记是一件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目前，．我们为了进一步砑

、究、编写、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两

个文明”建设。使读者重温汶川县解放三十九年来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的运用党史资料

对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经

中共汶川县委批准，编写了1950_1988年((中共汶川县党史

大事记》一啼。． ：

’

，
‘· ，

、 本书是按照省、州党史工委下达的科研课题及其要求编

写的。 ?

，
、

’

r．o ．+．

。从1988年12月着手征集编写，经过多次讨论和补充，并‘

将初稿送县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审阔，‘再经初，审终审三易其

稿，于1991年4月编写出这本书。 ·；
’

一’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帮广征、

核准、精编、严审"的方针，根据((决议》精神，认真进行。

编写。 一
．

”． ‘：“

i本书记述了自汶川县解放至1988年底三十九年来汶川县
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和党的重大决策。以条

目式体裁、系统条理，简明扼要i实事求是，详略得当地记
’

．t‘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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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述了在执政党领导下，党、政、军、统、群的重大活动和重要

事件，较清晰地勾画出了党史发展的轮廊。

本书的编写体例我们采用了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方法，将大事要事按时间顺序以时系事的进行排列，有的

事件持续时间较长，则按事件开始的时间编排；有些条目按

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叙述，已知年，不知月份者，只记某年并

+放在当年末尾，已知月份，而日期不详者，只记月份并放在当

月末尾；月不详者，按季记，如春季、夏季⋯⋯等等，依此类

一推。同时发生的数起大事，按时序先后排列；时序不清者，

一按重要程度排列。 、

为了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我们还特将三十九年中发生的较大的自然灾害事件，按

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收入本书中，为了使本书在时间上上

下连贯，体例上前后一致，给人以完整感，在记述茂敏羌族

：自治县(1958年7月至1963年4月)期间汶川境内发生的大亨

一要事时，仍按时间J嗵序统一排列，不另作附录，同时为了规

花起见，方便读者，本书条目中出现的各类数据统一用中文

数字表示；对所涉及到领导人的职务称呼，一般不用现代的

语言取代，一律依据当时的称呼，不做删改，在记述“文

～革∥时期的大亨时，按((决议》精神，坚持“宜粗不宜细黟

的原则进行了略记i只是把问题说清楚，而不详述其过程，

详究其责任。 、一
。

《中共汶川县党史大事记》一书的出版，是中共汶川县

委党史办继《组织史资料》一书后的又一党史研究新成果，

是党领导汶川县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_．曲颂歌，也是对各族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

．2



教材，它将会发挥其存史矽，“资政矽、“育人一的巨大作
用，激励我们继续前进l

中夏睦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
’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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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Ⅳ

．

，

、J． ．
．j

。t
．

(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 -， -．、 ．。 f ．J．

．。，．i i‘1 950年， ．，1_．’

j’．■．9．’，’1月 ．：．一、’}。‘

+’1月10日’经中共川西区委员会批准：李安逸同志(后

改名李定一)任中共汶川县委书记。同年十_月奉令调志愿

军某部参加抗美援朝。 ，’

⋯

，一-1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四师五五二团和骑兵三

团在向茂县地区进军中，首先解放了汶JlI县城绵质。一月中

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九师五三五团、五三六团进驻汶川

(绵臆)。由解放军五三五团参谋长李安逸和南下干部宫善

继、李克负责主持开展汶川县的各项工作。． +．

，1月14日．汶川县城(绵厩)全城仅有小商贩六十余

家。全县鸦片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约百分之一。．成年男子约

百分之十五以上吸烟。全县人口四万零七百二十三人，粮食

产量仅一千八百三十一万斤。除去各种租税后，人均缺口粮

。四个月，国民党政府移交时，县仓储仅剩玉米六百零七斤。

2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代表接管原国民党汶川县政府警

察局。由李克等到县城(绵质筹建汶川县公安局。2月23日，

汶川县公安局建立。李克任公安局副局长，开展了全县人民

公安工作。 ·一， t。 ，
，，

i —j：：：

2月24日 汶川县人民政府在绵庸正式建立，o川西人民

·

．

l e 0



行政公署茂县专署任命李安逸为县长，宫善继为副县长。同

时，分别设立了汶川县人民政府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

教育科。

2月24日晚原国民党十六专区专员何本初，解放军送

他去成都学习途中夜宿龙溪蜮属灌县)旅店时，乘机逃掉了。，
后于一九五三年在阿坝县将其捉拿归案。

2月在汶川三江、卧龙、耿达和灌县、水磨、漩口、

麻溪一带“川康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匪首鄢祉岭，宋

国太等在河西亢头岩暴乱。当场致使解放军一名排长牺牲，两，

名战士受伤，被打死骡马二十多匹，打伤八匹，损失大米八十

袋。由于解放军迅猛反击，消灭了鄢、宋匪首主力，击毙匪．

首刘安静，张清云，易麒麟、活提了匪首黄子安，鄢，宋败回

三江、卧龙老巢，逃匿深山。五月二十六日鄢祉岭终于被武装

民兵活捉，宋国太不知去向。

． 3月

3月1日 汶川县人民政府在全县贴出布告后，原国民

党汶川县政府代理县长郑明经，秘书周毅伯、各科室有孟之

言、陈达夫、马令辉、王邦德、陈知鱼、石祖贤、王有清，

程安澜，黄泽清等对财产进行了清理造册，并向人民政府办
理了公物移交手续。

当时，参加接管的有李安逸、宫善继、李英(女)、梁，。

志，赵义长、侯国文、张俊贤、李德明、周道政、向华贵，

张英、?潘治明，饶代丰、苏智、李大本、高郁文、曾治国，

张建民等同志。。 ， ：}

3月1日 汶川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正式成立。配备干部：

六人，负责人张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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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27日t汶川县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在文庙内’(现绵

搋中学)·召开。一c。 。。’ 一’

会议期间，专门将原任国民党汶川县政府县长伍桂秋找

了回来，向大会检讨交待了他在汶川任职期间所作的对不起
’

人民的事情。原国民党汶川县政府代理县长郑明经也参加了，

会议，会议还特邀请了何光煜，索国强，宋开敏，何文英，，

高清和、韩定远，郭伍贤七人参加。

3月 汶川县第一次组织教师学习七天，参加人员五十

一人。学习内容是“安定思想，办好学校、为人民服务刀。

’，3．冉：一人民解放军一七九师派兵驻三江口。五月，组织

成立三江地区武装工作队，八月，撤武工队，成立区干队，

下设三个班分驻三江、卧龙，耿达，十二月又建立武工队。

3月底·根根汶川县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议要求，全县

抽调干部，组织工作组分到各区、乡征收旧欠公粮(1949年

的)共征五十四万二千六百零七斤。’
’

f

。 ，4月

‘4月4日 汶川县接中国人民银行茂县专署办事处通

知。为照顾农民生产中的困难，特分给贷粮(玉米)十五万

‘市斤，每斤价按一千二百元计算，合计金额。亿八千万元

(旧币计算)。 一一
。 -7 t。，

4月6日 汶川县治安委员会成立，中共汶川县委书记

。李安逸(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团参谋长)任主任委员。
’

i “．，
，．

。

一 7
，6月 ’· ’， i

”6月1日 汶川县人民银行正式成立，配备干部二人，

负责人周启恒。- ：一 ’， ·：

? 一’
7月

t。j’‘”- ；≯二? 7月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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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月21日 汶川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法院院长由李安

逸(县长)兼任，审判长由王邦德担任，书记员由张英担

任，教育所长由崔秉奎担任、副所长由贺诚担任。法警一人

王文礼，看守员一人石祖贤。

7至8月 汶川县全县教师集中学习了二十四天，参加

学习的教师共有六十五名。

这次，主要学习了文教政策；学习了曹副市长在重庆作的

报告：《怎样做一个人民的教师》。听了李安逸县长《关于国

内最近形势的报告》。还进行了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和民主鉴

定教师的工作成绩。通过学习，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

7月 汶川县人民政府派军代表李英正式接管原国民党

汶川县卫生院，并任命车炳轩为汶川县卫生院院长。

． 9月
、

9月1 5日 根据茂县专署税务局入字第七号命令，决

定理县税务局和汶川税务局合并为理汶税务局。理汶税务局

在威州(属理县)成立。‘由副局长张建祥负责。下设两所。

理县税务所由高炳辰任所长，汶川税务所由李玉岗任所长，

于本月开始就职办公。 ·

． 9月20日 汶川县人民政府收到川西分区茂县公署颁发

的铜质印章一枚。

50年秋汶川县人民政府贯彻川西行政公署《通知》从

征粮开始，废除粮食斗量制，改为称斤计量。由于市场物价

波动，县人民政府发出命令制止公职人员进入市场争购物

资。县成立：粮食局，各区建立粮仓开展粮食购销活动。

9月 中共汶川县委根据茂县地委指示。组织干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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