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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ff 士丽 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莱芜市委员会(简称共青团莱芜市委，下称团市

委)是主管全市共青团工作的群团组织，并领导全市青联、少先队工作，对

全市性青年社团组织实行指导和管理，指导着全市67个直属团组织开展

工作。近年以来，团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团组织围绕中心，在组织引导

青年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抓好团

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团市委领导下的市青

联、市少工委按照自己的章程，积极独立地开展工作，市青联、少先队组织

不断发展壮大。在建团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了使广大团员青年了解

全市青年运动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坚定跟中国共产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我们组织编纂了这本《莱芜共青团志(1931—2012)》。

《莱芜共青团志(1931—2012)》上限起于1931年，下限至2012年4

月，共4篇14章52节，计8．8万余字。1986年，团市委编纂了《莱芜共青

团志(征求意见稿)》，全文共7章，2．1万余字。在此基础上，2006年，团市

委加以续编，增加了1986年以后的相关内容，计3．5万余字。2012年，团

市委又进行了续编，增加了2006年以来的相关内容，计3．2万余字。在此，

对为《莱芜共青团志(1931—2012)》编纂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老团干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许多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共青团莱芜市委员会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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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组织

第一章组织沿革

第一节 团组织的建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莱芜县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

育下，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逐步走上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道路。

1931年，莱芜县师青年学生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为开展革命

斗争，团结壮大革命力量，成立了“互助会”、“读书会”等进步组织。通过这

些进步组织，让青年学生看进步书籍，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培养和发现青

年积极分子，发展团员。到1932年春，县师团员发展到7名。

随着团员队伍的壮大和形势的发展，“互助会”、“读书会”的组织形式

和活动内容，已不能满足先进青年的要求，迫切需要一个系统的青年组织；

同时，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也因缺乏系统组织而不能充分发挥先进青

年的模范带头作用。于是，193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莱芜特支的领导下，在

莱芜县师建立了共青团支部，窦秉坤任团支部书记，于秉琛、亓怀忠任委

员。这是莱芜县最早的团支部。

1947年秋，中共莱芜县委根据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建议

草案的决议》精神，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后，按照“先组

织起来，再进行教育”的原则，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莱芜县委员

会。中共莱芜县委任命陶振民为团莱芜县委书记，孙卓峰、谷效泗、孟庆云

等为委员。

团县委成立以后，在团地委建团工作组(当时，泰山地委宣传部长兼团

地委书记金韬带领全区各县的团县委书记或青联主任组成建团工作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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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下，首先把香山区的运粮石、虎口崖等村作为建团工作试点。当

时．发展团员的方法是：首先在青年中发展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思想进步、

生产劳动好的先进青年，经过培养教育，再由一名或两名党员发展其成为

团员。工作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这几个村庄发展了30多名团员，建

立了团的支部。随着建团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莱芜县有一部分区也建立

了团区委会，并搞了各自的建团试点。到1947年底．全县已发展团员1783

名，其中，男团员1189名，女团员594名。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县

区的干部都集中到地委参加运动，使莱芜县的建团工作在完成建团试点之

后没有及时全面展开。

1948年秋，县委调常庄区区长吕焕亭任团县工委副书记(当时没有书

记)，主持团县工委的工作。随后，团县工委组织了整团建团工作组，在团

省、地委领导同志的亲自帮助指导下，莱芜县又开始了整团建团工作。当

时，整团建团的指导思想是：以原有团员为主，重点恢复发展，在点上创造

经验，指导全县。主要做法是：首先对团员青年进行登记造册，其次对他们

进行形势教育和建团意义的教育，三是组织团员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参军

支前、拥军优属等活动。在教育和活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

员。到1948年底，全县各区都已建立团区委，并配备了团的专职干部，恢复

发展团员1620人。

第二节 团组织的发展

1956年，团县委根据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和莱芜县建团十年来的具体

情况，结合整党整社进行了整团整风运动。通过这次整团整风运动．全县

有536名团员入了党，有4485名青年加人了团组织，清除了19名阶级异己

分子和坏分子，有129名犯有错误的团员受到了团内处分。通过这次整团

整风运动，提高了团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纯洁了团的组织。建立健全了

团的各级组织．使全县团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1961年，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随着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在各

级团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分期分批地对全县573个大队的团组织进行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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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通过整顿，纯洁了团的组织，建立健全了各种活动和学习制度，加强了

领导，充实了团的骨干力量，活跃了团的生活，更加密切了团群关系，使团

的组织更好地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1970年3月，莱芜县革委针对全县各级团组织名存实亡和严重瘫痪的

状态，为加强团的组织建设，纯洁团的队伍，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在政治部

群工组的具体筹备下，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到1972年10月，全县15个

公社全部建立了团委，建立了1233个团支部，有10个省地县厂矿企事业单

位建立了团委或团总支，共恢复发展团员35000多名，对犯有严重错误的

64名团员作了组织处理，有5045名超龄团员办理了离团手续，团的队伍得

到了更新。在整团建团的基础上，莱芜县于1973年1月召开了共青团莱芜

县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团县委。从此，莱芜县团的工作在党

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84年2月，莱芜县改称莱芜市。团县委随之改称团市委。

1992年11月，县级莱芜市升格为地级市，组建了共青团莱芜市委，为

正县级单位。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共青团莱芜县委员会

自1931年莱芜有了中共党的地下组织以后，党非常重视对青年的培养

和教育，关心青年的进步和成长，及时在先进青年和进步学生中发展团员，

使莱芜团的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33年春，全县已发展团员100多

名。很多地方均建立了团组织，如县师、十区、三区等党组织活动较好的地

方都相继建立了团组织，并有专人负责团的工作，县师由窦秉坤、于秉琛、

亓怀忠等负责，十区由曹春耕、刘子正等负责。当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团

的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团员青年的作用，广泛地团结教育青年、学生，

莱芜县于1933年春在中共莱芜县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共青团莱芜县委员

会，任命刘伯戈为团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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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县委的成立．对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发展壮

大团的组织。在教育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抵制洋货、反对国民党当局及其

官僚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0月，由于刘伯戈叛变，致使莱芜县团组织遭到重大破坏。

1936年春，省委特派员秦化龙带来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团员转党，党龄从

入团之日算起”。莱芜县团员随即办理了转团手续。至此，莱芜县团组织

的活动中断。

第二节 莱芜县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速燃全国各地。为了团结一切抗

日力量，一致对外，打败侵略者，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

针。全国各地青年在此方针的指引下，纷纷加入到民族救亡的队伍中，建

立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

日救国组织。莱芜县于1938年7月在中共莱芜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三民

主义青年救国团(以下统称“青救团”)。这是莱芜县第一个抗日群众团体，

也是山东省较早的抗日群众团体之一。

青救团县团部设在十区半登官庄，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儿童

团。1938年7月至1939年上半年，各区、乡、村相继都建立了青救团组织。

县青救团领导全县十个区(即城区、口镇区、汶南区、颜庄区、铁车区、石马

区、雪野区、寨里区、水北区、鲁西区)青救团的工作。

1939年3月，中共泰山特委将莱芜县泰莱公路以南的一、三、四、五区

及十区的一部分划归泰山特委直属县。一、三、四、五区的青救团随即归泰

山特委直属县领导。

县青救团成立以后，首先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青年中队。青年中队

经常配合我主力部队，积极打击歼灭敌人。同时，“青救团”还编辑出版《抗

战青年’。指导青年的抗日活动，激发其抗日救国的热情，从而增强了青年

抗日救国的信心．调动了青年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1940年秋，由于形势需要，青救团改名为青年抗日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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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莱芜县青年抗日救国会

1940年秋，莱芜县在青救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以下

统称“青救会”)，归县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

1941年春，日本侵略者和反动顽敌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残酷

蚕食。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将原莱芜县分为莱东、莱北、新

甫三县。与此同时，各县也都成立了青救会。

莱东县青救会，由任绪廷担任会长，周效儒、马胜振任干事，县青救会

领导全县七个区，即铁车区、龙崮区、矿山区、白龙区、常庄区、苗山区、石马

区青救会的工作。

莱北县青救会，由边春光担任会长，设组织部、宣传部、儿童团。县青

救会领导全县十一个区，即寨里区、水北区、鲁西区、方下区、香山区、华山

区、山口区、雪野区、羊里区、抬头区、茶业区青救会的工作。

新甫县青救会领导全县十个区，即圣井区、野店区、汶南区、南冶区、清

泥区、黄花区、棋山区、寨子区、羊流区、翟镇区青救会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全面胜利。同

年10月，莱东、莱北、新甫三县又合并为莱芜县。原莱北县、莱东县、新甫

县的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合并为莱芜县各界建国

联合会。至此，青救会光荣地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莱芜县委员会

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建设草

案》。莱芜县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47年秋开始试办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的工作，由陶振民、孙卓峰、孟庆云等组成团县委，陶振民为团县委书

记。

1948年春，“三查三整”运动开始后，县、区的干部都集中地参加了“三

查三整”运动，致使建团工作没有全面展开就暂时中止了。

一5一



1948年秋，县委决定调原常庄区区长吕焕廷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莱芜

县工委副书记。当时，莱芜县是泰山区的整团建团试点县，主要任务是整

团建团。建立基层团组织。到1948年底，全县各区都已建立了团组织，配齐

了团的干部。

建国以后，县委更加重视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了团县委领导

班子，健全了组织机构，于1951年秋召开了团的一大。团县委设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少儿部，团县委机关工作人员达到9人。团县委领导全县十

五个区，即矿山区、口镇区、仪封区、鲁西区、圣井区、汶南区、颜庄区、辛庄

区、苗山区、常庄区、茶业区、雪野区、香山区、水北区、杨庄区团委的工作。

1952年团县委机关增设军体部。1955年3月，淄川县和博山县的一部分乡

(即：淄川县的东西、珠宝、龙门、桃花、清泉、峪林、黑峪七个乡，博山县的樵

岭前、桃花泉、西流泉三个乡)划归莱芜县，称十六区(即乐瞳区)。从此，团

县委辖十六个团区委。

1956年，团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增加到17人。

第五节 共青团莱芜县委员会

根据团中央1957年5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将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莱芜县于1957年7月

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莱芜县委员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莱芜县委员会。

共青团莱芜县委的机构设置，仍是原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莱芜县委的

机构设置，仍辖十六个团区委。

1958年3月，莱芜县撤区并乡。团县委领导全县28个乡镇(即：城关

镇、王善乡、口镇乡、羊里乡、方下乡、鲁西乡、牛泉乡、圣井乡、高庄乡、南冶

乡、颜庄乡、郑王庄乡、孝义乡、辛庄乡、铁车乡、龙角乡、苗山乡、常庄乡、和

庄乡、茶业乡、大槐树乡、寨里乡、水北乡、杨庄乡等)团委的工作。

1958年10月，全县28个乡镇改划为24个人民公社。团县委领导24

个人民公社，即城关、孝义、口镇、羊里、红旗(大下农场)、方下、鲁西、牛泉、

圣井、高庄、南冶、颜庄、郑王庄、辛庄、苗山、常庄、和庄、腰关、吉山、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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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庄、大槐树、寨里、杨庄团委的工作。

1959年2月，全县将24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5个人民公社(即：矿山、

羊里、方下、圣井、高庄、颜庄、常庄、腰关、大王庄、寨里、杨庄、口镇、苗山、

辛庄、上游)。腰关、圣井两公社不久就分别改称茶业、牛泉人民公社，其团

委也随之改为茶业、牛泉公社团委。

1964年团县委辖15个公社和39个省、地、县厂矿、机关、学校团的组

织。

1966年6月至1969年12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团组织名存实亡，没

有开展工作。

第六节 莱芜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群工组

1969年12月莱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群工

组，群工组负责工会、共青团、妇女、贫协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1969年12月，高兴环任群工组组长，李方凯、刘玉兰任副组长。1971

年7月，高兴环调离群工组，群工组组长由李方凯担任。

第七节 共青团莱芜县委员会

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整团建团的基础上，由群工组具体筹备，莱芜

县于1973年1月召开了共青团莱芜县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35人组成莱

芜县第八届委员会，7人组成常委会。孙启松当选为书记，刘荣勤当选为副

书记。团县委机关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学少部。

1976年，团县委辖15个公社团委和41个省地县厂矿、机关、学校团组

织。

1981年，团县委辖15个公社团委和49个省地县厂矿、机关、学校团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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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共青团莱芜市委员会

1984年2月，莱芜县改称莱芜市，团县委随之改称团市委。团市委仍

沿用原团县委的机构设置，团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作了调整。市委任命何方

庚为团市委书记，田振富为副书记。

1984年6月，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将15个公社改为15个办事处，作为

市委、市府的派出机关。全市划为80个乡镇。团市委领导15个办事处

(即：莱城、口镇、羊里、方下、牛泉、高庄、颜庄、辛庄、苗山、常庄、上游、茶

业、寨里、杨庄、大王庄)团委、80个乡镇团委和57个省地市厂矿、机关、学

校企事业单位的团组织。

1985年莱芜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由80个乡镇合并为28个乡镇(办事

处)。团的组织机构也相应作了调整，由80个团委合并为28个，分别是：

城区办事处、张家洼镇、口镇、羊里镇、方下镇、牛泉镇、高庄镇、南冶镇、颜

庄镇、城子坡镇、辛庄镇、苗山镇、上游镇、大王庄镇、寨里镇、杨庄镇、北孝

义乡、圣井乡、大槐树乡、里辛乡、铁车乡、见马乡、常庄乡、和庄乡、腰关乡、

茶业口乡、鹿野乡、雪野乡。

1986年4月，因工作需要，团市委增设工农青年部。团市委机关设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学少部、工农青年部。

1987年，设立28个乡镇(办事处)教育团委，团市委辖28个乡镇(办事

处)团委、28个乡镇(办事处)教育团委和51个省地市厂矿、机关、学校团

组织。

1988年6月，团市委设立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部。

1990年11月，设立莱芜市团员青年电化教育工作站。团市委机关设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学少部、工农青年部、维权部、电化教育工作站。

1991年，莱芜市区域扩大，黄庄镇、寨子乡划归莱芜管理，团的组织同

时归团市委管理。团市委辖30个乡镇(办事处)团委、30个乡镇(办事处)

教育团委和54个省、地、市厂矿、机关、学校团组织。

1992年11月，县级莱芜市升格为地级市，组建了共青团莱芜市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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