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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书是记述徐州市所属县区农村土地关系各个时期的变革

经过，上自 1926 年中国共产党在徐州境内开展农民工作的时候起，到

1985 年止。 1926 年以前的有关事项只作概述 o

二、本志书对徐州、|农村土地关系变革及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

斗争以外的事项，诸如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生产活动、文化教育、治安

风化、党团建设等等，除与本志书有关者外，均不记述。

三、本志书对 1983 年 3 月地市合并以前，曾隶属过徐州地区的赣

榆县、东海县、连云港市、萧县、杨山县在徐州的经历，除与当时文中涉

及和难以分开的数字外，一般从略。

四、 1953 年徐州专员公署成立之前，各县曾经隶属徐州| 周围各抗

日民主根据地，本志书在有关各个阶段记述之初，都交代了其隶属背

景，以供阅读之便。但过去的区划变动频繁，与本志书记述关系不大的

区划变动多从略。

五、本志书使用的政治用语和称谓，多从客观，女口"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人民军队、人民武装"、"人民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

"国民党政权"、"民国"等。当时国共两党、两萃的敌对称呼，除引用原文

不便更改外，均不作使用。至于"反动地主"、地主的"反攻倒算"、农民的

"反倒算"、"反匪反霸"和"根据地"、"解放区"、"国统区"等名称仍按习

惯使用。对侵华日军则仍称"日寇'、"日本侵略军"、"敌人"。对投靠日

本侵略者为虎作低的军队和人，则称"伪军"、"汉奸"等。

六、本志书使用的"建国前"、"建国后"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意思完

全相同。"新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以前的旧中国或旧政权。

七、本志书中使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是专指 1948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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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民党军队撤出徐州，共产党军队占领徐州之前之后，与"淮海战役"

之前之后时限大体一致。

八、本志书中使用的"民国时期，是指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至

1949 年 10 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行使政权的时期。不含国民党

政府撤出大陆后的时期。

九、本志书中为了说明背景，常引用中共中央、华东局、省委的工作

部署和指示，但原则上只举文件或会议的原称，个别摘其语句。对于本

市〈地区)及各县的有关文件，引用相对具体或摘抄移入。

十、本志书记述均用公历，但引用文字中原文涉及的国朝和民国年

号，以及农历干支，则仍用旧文，或加引号注以公历。

十一、本志书引用各个时期的政治口号、成语、观点、措施行为，凡

后来认为不够妥当的，则尽量加以引号，意为原文，以示醒目。对各个时

期运动的特定用语，以后不易理解的，尽量注释。

十二、本志书引用各时期的度量衡和币值，均根据当时的记载，如

"石、斗、升"，"元、角"等。因为时间和地区差异很大，动乱时期变化多

端，很不统一。其中仅有少数经作者考证，作为后来比值的注释，其余均

作如实记载。

十三、本志书中各个时期的综合数字，因为口径不一，不能详求全

貌，与各县(市〉志引用的数字也难求一致。所以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十四、本志书中引用的资料，来源广泛，绝大部分在文中不注明出

处。如需查证，需看中共徐州市委农工部摘辑的"徐州农村经济体制变

革志资料卡"



目u 言

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千百年来，徐州地区农民，为了获

得土地，反抗剥削，曾向封建土地制度进行无数次的斗争，都未能动摇

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就十分重视农民问题

和土地问题。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徐州建立党组织。用马克思主义启

发、教育农民，围绕解决土地问题和反对地主阶段的压迫、剥削，组织领

导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多数遭到反动势力的摧残

和镇压，但却孕育了改变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徐州地区农村分别在鲁南、湖西、淮海、淮北等四块

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下，推行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团结各阶层力量抗

日，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巩固与扩大了

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胜利，徐州周边解放区(即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6

年解放区实行"五四"土改，开展反奸诉苦运动，清算和没收了日伪财产

和不法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次土改虽然是在解放区腹地进行的(有

的县只搞了试点) ，但这是徐州地区农民首次较大规模地动摇封建土地

制度。不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地主还乡团尾随国民党军队还乡，

大肆反攻倒算，农民所得成果损失殆尽。土地制度初步变革的火焰，暂

时熄灭下去。

1948 年底，徐州全境解放，部分乡村恢复了减租减息和反倒算斗

争。有的县根据中共中央《土地法大纲))，在部分乡村进行土地改革。

1951 年至 1952 年，各县(区)分别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苏北区党委



领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全面土改(经过土改的

老区是土改复查)。从此，徐州大地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这

是土地制度划时代的巨大变革，也是农村生产力空前大解放。

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运

动，在新解放区迅速发展开来，其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试办了一

批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 年，江苏省徐州专区

建立。徐州地委大力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共中央《关于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领导和

帮助农民继续发展提高互助组织并由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

展。 1955 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传达

后，徐州农村掀起大办农业合作社高潮。到 1956 年初，徐州农村实现了

农业社高级化。推翻了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完成了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继土改后，土地制度又一次重大

变革。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徐州地区随着全国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浪潮，于 8 月底到 9 月上

旬，半个月时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 1958 年到 1985 年，徐州农村人

民公社经历了二十八个年头，有过许许多多的壮举和大型建设，也有许

许多多的盲动。建社初期的"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大范围破坏，给

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在人民公社运行过程中，虽经过贯彻中共中央一系列关于

整风整社的指示和政策，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

问题，农村生产力和农民的积极性仍然受到较大的束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中逐步改变。徐州地委在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

上， 1982 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替代了人民公社

的集体生产和收益分配，摆脱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各种植桔，农村生产力

获得进一步发展。

1983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徐

州农村恢复乡人民政府建制，人民公社改为纯经济组织。 1985 年前后，

人民公社随着其性质、任务的改变和乡级三套班子(乡党委、乡政府、人

民公社)运转上的问题，逐渐失去作用而停止活动。

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徐州农村以土地制度为主要内

容的农村经济体制，经历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性变革，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农、林、牧、副、渔各业，由自给自足性生产向社会化商品性生产

转化;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以及各种服务性行业蓬勃发展，

农民实现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温饱生活，并向小康生活标准大步前

进。

齐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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