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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十九

中国共产党

概 述

中共温州党组织于1924年12月创立。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动工农群众，建立武装，进行

游击战争，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1949年5月乘中国

人民解放军南下之势，浙南游击纵队先后解放浙南11座县城，建立了人民政权。在长期曲折

艰苦斗争中，有6000余名革命烈士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解放初期，中共温州地、市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温州地区人民参

加各项政治活动，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从1956年开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初步奠定了温州地

区的工业和农田基本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工作中由于“左”的错误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党

组织依靠自己力量，不断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温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前

进。

。文化大革命’’中，温州各级党组织一度瘫痪，经济建设蒙受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粉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拔乱反正，温州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较快恢复。”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4年5月和1987年9月温州市先后被中

共中央、国务院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和农村改革试验区之后，中共温

州市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结合温州地少人多、国

家投资少、工业基础薄弱等实际情况，依靠群众，大胆探索，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

共同发展的“小商品、大市场”为特色的经济格局，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路子，使温州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中共温州市委在领导温州人民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发扬和支持从温州实际出发

的群众首创精神劝口强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温州籍的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侨胞，对温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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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

第一节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对温州影响

191 9年．北京爆发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永嘉(包括今温州市区与永嘉县)，乐清、

瑞安、平阳等地学生、工人和市民积极响应，相继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支持北京

学生运动．反对军阀政府卖国政策，同时开展抵制日贷、推销国货活动。这期间．弗振铎、王屏

周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东瓯中等学校救国联合会、永嘉新学会等进步社团．出版《救国

演讲周刊》、《新学报》等进步刊物．创办平民学控．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

创建中共温州党组织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早期一批党员中，就有温州的谢文锦和胡公冕。谢文锦，永

嘉县潘坑人．1920年8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偕同刘少奇、罗亦农、汪

寿华、任弼时，肖劲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是年冬由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胡公冕，永嘉县五鹞村人，1921年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1 924年秋，中共中央秘书谢文锦，受党中央的派遣．到温州发展党、团组织。第一批入党

的有胡识因、郑恻尘(振中)、胡惠民、林平海、庄竞秋等5人。12月，中国共产党温州独立支

部在温州城区侯衙巷新民小学成立，书记胡识因，隶属党中央直接领导(次年8月，改由中共

图69 l 1924年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在温州候衙巷新民小学成立

上海区委领导)。它先以温州城区为活动

中心，后逐渐在温属备县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谢文锦还介绍戴宝椿、金

贯真、李得钊等8人加人杜会主义青年

团，于1924年12月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温州支部，书记藏宝椿。1925年2月，

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至

1926年底，在温州独立支部领导下，共有

党员和共青团员50人，胡识因谓省后，陈

仲雷接任书记。

温州独立支部建立于第一次国共台

作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其部分成

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帮助筹建

中国国民党永嘉县党部，1925年4月．国

民党永嘉县临时党部成立．先后有郑恻

尘、陈仲雷、胡识因等任国民党永嘉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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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执委，他们通过该组织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温州独立支部成员广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穿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1925年秋，温州推

选出宣中华、胡识因(均系中共党员)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后回

温，改组了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同时组建农会、工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组织，开展工农运动。

1926年9月，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温籍中共党员王国桢、张培农以中央农民运

动特派员身份，回温领导农民运动。先后成立永嘉、平阳、瑞安等县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

和反对土豪劣绅等活动。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于1926年春，成立温州总工会，11

月，改称永嘉县总工会，1927年成立瑞安县总工会，工农运动相继开展。1927年2月北伐军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系中共党员)进占温州，温州独立支部发动群众前往

欢迎。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温州独立支部创始人谢文锦(时任中共

南京地委书记)，于4月1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沉尸秦淮河。4月11日温州独立支

部成员、共青团温州支部书记蔡雄，在温州被捕，22日深夜被秘密杀害于省立温州第十中学

操场。温州独立支部书记陈仲雷以及成员戴树棠、苏中常也于4月15日在温州同时被捕，押

往杭州囚禁。
。

温州独立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后，各群众团体全部停止活动，部分温州独立支部成员，转

入农村活动。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发动农民暴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接着党中央在武汉召开

。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

特派员郑馨来温，找到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党员骨干，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在瑞安城区召

开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武装暴动。1月，成立中共永嘉县委；2月，成立中共

瑞安县委和中共平阳县委。 ．

20年代末，浙南地区连年遭受水旱虫灾，农业歉收，加上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有增无减

和官僚、地主、豪绅的残酷盘剥，农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农民暴动

迅猛发展，彼落此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28年6月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农民联合大暴

动；1929年11月永嘉西溪84个村庄、4000多农民大暴动。

1928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派龙大道为浙南巡视员，在天台县栖霞乡兰田村举行温台

地区党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共浙南特别区委员会。12月，特委机关在海门(今椒江市)被敌人

破坏。省委决定撤销浙南特委，温州、台州两地区党组织仍分开活动。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温州、杭州、宁波等6处设立中心县委。据此，中共永嘉县

委改为中共永嘉中心县委，书记王金姆，直属党中央j领导永嘉县各区委和瑞安、平阳、乐清

县委等。这一时期党的组织有较大发展，党(团)员达1447人。
’

’红十三军战斗在浙南

党中央重视浙南农民武装斗争，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关怀下，1930年1月，派金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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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捌浙南巡视。2月，金贯真在瑞安县肇平蛘村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

永嘉楠溪、平阳江南一带组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由王国桢等负责。3月初．中央军委叉派

胡公冕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他和王国{jIl等会台后，率部到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成

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不久．又派陈文杰来浙南，他以永嘉县莲花心村

(现属瓯海区)为中心，在桐岭、上河乡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

3月31日，党中央根据浙南武装斗争情况，发出《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组建红军和中

共浙南特委。

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的指示精神，浙南红军游击队在永嘉县

枫林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寞、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

设永嘉县五满村·下辖3个团，列入全国红军战斗序列．为当时14个军之一，全盛时达6000

人左右。斗争遍及浙江南部20多个县，先后攻打平阳、缙云、壶镇、乌岩等县城和集镇，进行

大小战斗100余次。

在红十三军蓬勃发展的同时，浙南地区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先后建立10个县委、32

个区委；在城镇与农村分别建立支部21个与376个，党员3000多人。

1930年5月．王国桢代表浙南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返回后．于6月18

～22日，在瑞安县渔潭中村召开浙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永嘉、瑞安、平阳、乐

闺69～2 1930年6月18日．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安渔潭中村是佑宫召开

清，玉环、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永康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红十三军的代表共25人。

会上通过了《目前浙南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组织、军事、工农运动等议案，并成立中共

浙南特别区委员会，委员8人，书记王国桢。下辖永康中心县委、台州中心县委和永嘉、瑞安、

平阳、黄岩、天台、仙居、温岭．玉环8个县委。中共浙南特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除重点领

导武装斗争外，还积极进行建党、发动群众和建立红色政权等工作。

1930年7月16目，中共浙南特委在瑞安陶山举行反军阀战争示威大会，到会群众万余

人，会上宣布浙南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散发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政纲、反军阀战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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