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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元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及子孙。

《永胜县政党群团志(1937～2005)》编纂成书，这是历届永胜县委

高度重视史志工作的结果，是史志部门积极工作的结果，是编纂人员勤

奋笔耕的结果，是所有关心、支持《永胜县政党群团志(1 937～2005)》

的单位、个人，特别是曾经在永胜战斗过和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热

忱关心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谨向积极提供史料的革命先辈和为编

纂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永胜县政党群团志(1 937～2005)》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

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改革开放30年来党史研究的新成果，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上起1937年初中共地下党员

熊新民以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华永独立营政治指导员”身份在永胜开

展工作，下至2005年中国共产党及各党派组织在永胜活动的历史，着

重叙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永胜县委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领导全县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断推进改革、促

进发展的历史。总的看来，这本志书史料翔实、秉笔直书，引证有据、

详略得当，脉络清晰、行文流畅，记述科学、志中见史，做到了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既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历史的本然，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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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永胜县反党群团志。，。。，～：。。。，

准确地写出了历史的必然，写出了时代的特征，写出了永胜的特点。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过去，将启示和提醒未

来。《永胜县政党群团志(1 937"---2005)》很好地总结了永胜县的一段历

史，对我们当前和今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新永胜提供

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对我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想、信念、宗旨

教育，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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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

求客观真实地记述永胜县断限内党群系统的历史。

二、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本志上限为1 937年，以文字

资料为依据，下限截至2005年，个别时间顺延至2008年。

三、本志由述、记、志、传、表等几种体裁组成。序率先，继之概述、

大事记，中置政党篇和群团组织篇，表穿插其间，采用篇章节目体，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结合。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寓得失褒贬于事实记

述之中，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通俗，具有可读性。

五、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永胜县政党群团志涉及的各部门、各

单位，资料翔实可靠。

六、本志中对人的称谓不加褒贬，直呼其名。

七、本志中所涉及的数据、计量单位、纪年均按国家现行的有关出版物

的统一规定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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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胜地处滇西北高原，东接华坪县，南与宾川县、大姚县隔江相望，西临金沙江与

古城区、玉龙县、鹤庆县一衣带水，北接宁蒗县，是宁蒗县、华坪县通往丽江市、大理

市的交通要道。永胜位于北纬25。59 7～27。05 7，东经100。23 7～101。12 7；海拔处于1 056～

3 963．5米之间。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由于海拔高低差异，坡向、坡度、山脉、江湖和

植物群落等因素，形成低纬山地季风气候的寒温带型的立体气候。主要山脉成南北走向，

东西两山之间形成一条由三川坝、程海、期纳至金沙江畔全长110千米的宽谷盆地和水

域。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形成“江边酷暑高山寒，一层平坝一层天”、“一

日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金沙江自西向东环绕大半个

永胜，境内有被誉为“滇西北米粮仓”的三川坝，万亩平畴孕育了祥和富足的农耕文明；

有位列云南9大高原湖泊之四的程海湖，万顷碧波滋养着被现代营养学家称之为“人类

营养的微型宝库”的神奇生物——螺旋藻；有多次打破世界水稻高产记录、被“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称为“世界少有、中国唯一”的涛源热区，优越的光热水土资源堪称水

稻种植的宝地。

2005年，全县辖6镇12乡，即永北镇、金官镇、梁官镇、仁和镇、期纳镇、程海镇

6个镇，顺州乡、板桥乡、太级乡、涛源乡、片角乡和松坪傈僳族彝族乡、光华傈僳族彝

族乡、羊坪彝族乡、六德傈僳族彝族乡、大安彝族纳西族乡、东山傈僳族彝族乡、东风

傈僳族乡12个乡，有147个村(居)民委员会。全县总人口38．7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5．54万人，占总人口的91．74％；非农人口3．2万人，占总人口的8．26％。全县共有25

个民族，主要少数民族有10个，其中，万人以上的有傈僳族和彝族，千人以上的有纳西

族、白族、傣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总人口12．55万人，人口出生率9．19％。，人口密度

每平方千米7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3．03％。。

永胜从汉元鼎六年(公元111年)至清朝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先后设过遂

久县、糜州、北方赕、成偈赕、成纪郡、施州、北胜州、北胜府、北胜直隶州、永北府

和永北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称永北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改称永胜县。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属云南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

月，永胜归属于云南省丽江专区。

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路经宾川、鹤庆、丽江，其影响波达永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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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胜41-政党m-团志‘1937--2005'

程海镇季官村青年李桂林、片角乡小梭罗村杨振华分别在祥云、宾川I参加了红军，红军

过后给永胜的民主革命活动注入新的内容。1937年，中共地下党员熊新民(宾川人)由

中共云南省工委秘密派往国民党“华永独立营”任政治指导员，在永胜开展过抗日救亡

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省工委根据中共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等待时机”的指示，将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疏散到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下

党员刘云中、陆子音先后到了永胜，他们和在永胜的其他进步人士团结在一起秘密开展

地下活动。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对大理地下党及党的外围组织进行查捕，地下党组

织对已暴露的人进行疏散隐蔽。中共地下党员吕和章率进步青年王力群、杜开祥来到永

胜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这些地下党员，虽然没有在永胜发展成员建立组织，但他们的革命活动，为后来党

的活动和建立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根据党

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武装斗争。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黄平等到滇西

工作，筹组武装，开展斗争。1948年2月，永胜开始有党组织活动。1948年5月，中共

滇西工委成立，10月中共永胜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县工委的领导下，是年底，全县党

员发展到10余人，建立了4个“民青”支部，有“民青’’成员150多人，“农抗”会员

400余人，建立了秘密军事小组4个，“两面性质武装”1个，约300人。

1949年2月10日，永胜地下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在海腰铺遭到国民党永胜县民

众自卫总队长罗瑛部镇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受到破坏，组织活动停止。7月，滇西北地

区的鹤庆、丽江、剑JII、兰坪、维西、云龙七县相继解放，“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在战斗

中诞生；滇西工委通过丽江中心县委，分别从各部队中抽调部分永胜籍人员先后回到永

胜，恢复和重建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游击队组织也相继建立。8月底，滇西北人民自卫

军第三支队进入永胜，收编了部分国民党永胜县地方武装。9月下旬，成立中共永胜县委

员会和县人民政府。1950年1月16日宣告永胜解放。

中共永胜县委建立以来，在1950"-"1952年短短的三年中着力于组建县、区、乡三级

人民政府，组织发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永胜县经济的复苏。同时为保障人民政

权的巩固和发展生产，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了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

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

主义的“三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的“五反”运动，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对教育文化等事业进

行初步改造，为永胜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

使全县各族人民的生活初步得到改善。

1952年底～1956年，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依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进行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7～1966年5月期间，县委、

县人委根据上级指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改进耕作技术，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小型电站、铜矿、建筑、纺织、饮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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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等开始建立。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65年底，全县农业总产值

达13 63亿元，比1956年增3 78亿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永胜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受了10年内乱。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1966年5月起，永胜县的“文化大革命”就

与“四清”运动统一进行。10月，各种战斗队纷纷成立，掀斗所谓“走资派”，贴出炮轰

永胜县委的大字报。12月，县委、县人委受到冲击，不能开展正常工作。1967年1月

后，党、政各级普遍受到冲击，派战升级，生产、生活秩序混乱，3月29日，经陆军第

十四军党委批准，4月1日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9月成立永胜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四

大组。1969年，县、社党的核心小组先后成立。在这期间，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

“划线站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制造了许多

冤、假、错案，许多干部、群众及他们的家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1971年4月，

全县经过整党建党，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各公社在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建立了党委，大队

建立了党支部。在此期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永胜县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使各方面的工

作有了转机。1973年10月，撤销了县革委下设的四大组，逐步恢复组建了县委，革委部

委、办局等工作机构。1975年9月，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全县党、政各部门进行全

面整顿，地方老干部逐步解放出来主持工作，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

好转。可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再次受到冲击，直到粉碎

了“四人帮”后才结束10年动乱。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县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机构受到极大的削弱，党员

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在严重考验面前，

全县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都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的立场。对帮派势力的倒行逆施共同进行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在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稳定增长，

农田水利建设成果显著。工业中的电网建设、农业机械修理和制造等，亦有一定的发展。

1976年10月～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中，全县广大干部、共产党

员和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全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了揭发批判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揭、批、查’’运动，清理“三

种人”，逐步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逐步解

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

复和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1979年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0

年9月，中共永胜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同年12月，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党、政工作职能开始分开。1981年，全县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1984年2月进行区乡体制改革，

完成农村政社分设和建立乡政府的工作。1985年12月开始，先后进行县、区、乡三级整

党，使98％的党员受到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此后的几届

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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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领导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等的一系列改革。进行了整党，加强党的建设，使经济得到

持续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胜枚举，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建设、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建设、农村可替代

能源建设、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等，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利在当代，

福及子孙，惠及千家万户，其承载力由弱变强，各种配套设施逐步健全和完善，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了发展后劲，为全县经济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永胜县的各级群团组织，在中共永胜县委的领导下，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党与人

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全县各级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50多年的历程，永胜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秘

密到公开的过程，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全县各族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永胜的最

后一任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各级党组

织的正确领导，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紧密依靠全县各族人民，在思想、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永胜各族人民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产为依托，植根于农业，努力探索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路子，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建国50多年

来，永胜的工业、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2005年，

全县生产总值达129 378万元，人均生产总值3 250元，农业生产总值39 584万元，工业生

产总值46 222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 635万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 599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 71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 427元。

纵观永胜历史，永胜的发展振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上述的一切。在永

胜的这块热土上哺育了许多优秀儿女，他们为人民的解放，为永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县各族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以自己无

私奉献，勤奋工作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团结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赢得了全县各族人民的信赖和爱戴。今后，中共永胜县委、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共产党员，也必将能在党中央、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增强战斗力、凝聚力，提高领导

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爱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带领勤劳智慧的39万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永胜县的繁荣昌盛而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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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永北县改为永胜县，废除分县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永胜初级中学。

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进入云南，4月中旬路经滇西时，永胜县李桂

林、杨振华(原名李福海)，分别在祥云、宾J1I县加入红军，并于同年冬抵陕北后加人中

国共产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省教育厅派徐鸿图到永胜中学创办简师学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永胜清丈土地292 186．31亩。1月，永胜县禁烟分会成立，

定收7 000亩地烟罚金，每亩罚金3～10元(银元)。

1937年初，中共地下党员熊新民任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华永独立营”政治指导员，

在永胜活动。

1938年1月，华永独立营移大理，熊新民离开永胜。在永胜河口建立“抗日民族先

锋队”(简称“抗先”)。彭纪、杨少伯等lO多个进步青年加入组织。同年12月，滇缅公

路通车。

1942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指示，将暴露的党员疏散到全省各地。在昆明军运局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云中(原

名刘世鹤，湖南省人)，根据组织决定，是年秋转移到永胜中学工作被聘为教务主任。

1943春，中共地下党员陆俊才(又名陆子音、刘子俊)由省工委派到永胜中学工作。

1943年8月，刘云中趁暑假之机，到昆明购回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及中外进步作家作

品开拓师生视野；举办各种专题讲座，给师生宣传时事政治、哲学理论、无神论、科学

与民主、“五四”运动、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办壁报，刊载题材新颖、具有革命内容的诗

歌、散文、评论、漫画等作品，鼓励师生进取向上。

1944年，中学师生200余人进县政府，向切断中学饮水的常备队抗议示威。

1944年，刘云中组织永胜中学师生演出话剧《雷雨》，轰动了社会各界，上演场次及

观众之多，前所未有。

1946年，占据片角四角山10多年的盗首“小铁炮”(徐占春)被杀死于马家湾(今

片角乡下六)。

1946年冬，中共地下党员吕力生(黎旭、吕和章)和进步青年王力群(王灿)、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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