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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象山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993年2月22 13，中共象山县第九次党代

会在丹城召开，选举产生象山县第九届委员会。25

日，九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

的县委常委会。常委郭正伟、练兴常、何康根、

丁福生、胡锡海、张雪明、陆传明，副书记练兴常、
何康根，书记郭正伟。



序

象山县县委书记郭正伟

《中共象山县党史大事记》，在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努力

下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大喜事。它

不仅有助于全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象山党组织的沿革和

象山地方党史状况，而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供某方面的

历史资料，或阅述某方面的历史经验，供党政领导对有关问

题进行决策时参考。

建国以来，象山地方党组织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所

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领

导和带领象山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赢得

’了辉煌的胜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象山党组织坚持

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建{5)：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1989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182828万元，仅此一项就比1949年增长了54．87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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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影子。让我们以史为

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十四大为动力，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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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为把象山地方党史资料立准、立全、立好，遵奉“资政、

育人、服务于现实”的方针，为党的中心工作和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编纂了这本《中共象山县党史大事

记》(1949一一1989)。

一、本书是根据党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按

照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

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

共党史分期法，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并以编年

体为主，排列以时间为顺序；对一些发展过程较集中、头绪

较复杂的事件，均采取了记事本末体，使读者从一条记载中

便可对该一事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

二、本书主要内容，集中记述了象山地方党组织贯彻执

行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并领导象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包括在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和政治工作、群团工作、统



战工作、外事工作、人事工作等方面)的光辉足迹，同时也收

录一些错误和挫折、失误和教训等方面的事件。全书贵穿，

既摆清史实、寓观点于史实之中，又记事、系人，力求反映出

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

三、本书录用的党政军统群组织名称、人名、地名等，一

律按历史称谓。

四、本书的资料依据是档案、历史文献、县志、报刊、组

织史资料和老同志回忆材料等。所例条目，根据现有资料和

与之有关的当事人已经过考证核实。

五、为便于了解社会主义时期象山地方党史，本书专附

了象山县党、政、统五套机构和领导人名录，以供查阅。

六、本书涉及面广，历时40年，且历史档案不全，限于

学识和水平，遗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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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 949．7～一1 956．1 2)

1 949年

7月8日 象山解放

7月9日 包毅率国民党“两浙”税警总队1000余名

·官兵在石浦起义和平解放石浦镇，加速了解放象山半岛

的进程。

7月10日 新华社向全国庄严宣告：“宁象战役”战斗

结束浙江大陆全部解放。这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妄图以象山半岛为桥头堡“反攻大陆”的美梦。

同日 由王化祥、李瑞三为正副队长的象山县工作大

队40余名干部分二路进人象山 与由李长江、李丕鉴率领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象山县大队会合。

7月11日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一九二团政委向

县大队、县工作队人员作解放象山经过报告后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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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制订开展工作、接管旧政权等工作计划。

7月12日 县工作队员在丹城大街上张贴《约法八

章》的布告 于华杰、周联娥、柯扶等上街宣传解放战争形

势，教唱革命歌曲。 ．

7月13日 二十二军奉命撤离象山 北上镇海、鄞县

一线，准备解放舟山。

7月14日 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二八一、一八三团撤离

象山 留一八二团在溪口小白岩一带练兵，六十一师人民

盐警大队成立，陆中杰为大队长．归包毅指挥，留守石浦。

7月15日 工作大队于华杰、柯扶等找国民党丹城镇

镇长李毅谈话 命他移交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档案、田赋

粮册。 ·

7月中旬解放军县大队先后扩军20余人

7月19日’留守石浦的人民盐警大队与登陆的国民

党军队激战后奉命撤至南堡后转移至墙头方家岙休整。

7月20日 石浦等地被国民党陆军七十九师和交警

九纵第八大队重占 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七十九师

和交警九纵队乘解放军北上解放舟山之机，立即从石浦登

陆，疯狂地向新桥、东溪等地反扑，重点石浦、新桥、东溪岭

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7月下旬 隐蔽在深山冷岙、海岛洞礁中的国民党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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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匪特、散兵游勇、土匪恶霸拼凑反动组织打出“宁奉象

前进指挥部”等旗号，叫嚣要在象山建立“宁奉象游击区”，

匪势暴涨，活动猖獗。

8月初 匪聚集史文、萧谦等股匪，在黄溪、洋北密

谋妄图进攻丹城，杀尽工作队、县大队。县大队、公安组获

讯后主动出击，直捣黄溪匪巢，追歼残匪后撤至九顷。

8月 中共象山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在九顷成

立王化祥、李瑞三为正副书记，张云祯、李祝三、徐振、李

长江、李丕鉴为委员，下设机关、公安、东山、靖河、西沪5工

作组。

8月28日 活捉匪“中队长”葛万芳 县大队副政指

史中平率一个班兵力击溃匪“宁奉象三县指挥部机炮中队”

全部，活捉中队长葛万芳及葛部下匪徒4名，缴获／k---迫击

炮一门、重机枪一挺及其它枪支弹药等。

9月3日 县大队队长李长江率15名队员在宁海后

洋村与匪激战9小时 当夕，李等进后洋村时，被匪宁奉象

地区指挥部第三大队葛开国部70余入围袭。战斗在夜间

12时开始至次日9时，激战9小时，毙匪1名，伤4名；县

大队牺牲队员1名，耗弹400发，手榴弹20枚。

9月5日 石浦等地重获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

一军一八二、一八三团及县大队一同向东溪、新桥、高湾、石



浦进军。大军所到之处全部重获解放。 ，

9月5臼 人民解放军在爵溪乡捕匪9名 由当地群

众的检举，即日活捉潜伏在该乡白沙湾村张昭声股匪3名， 。

接着又将暗藏在赤坎的孙尚雄、朱震来、陈杰等6名匪特捕

获。 、

9月26．日．南田、高塘解放 解放军某部于25日拂

晓在高塘登陆，即全部占领该岛，俘匪百余，继于26日下午

解放南田，守匪向檀头山狼狈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

10月1日 县城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1日 中共象山县委员会、象山县人民政府成

立念方之任县委书记、县长。

10月下旬 先后建立东山、靖河、西沪、石浦4区，辖

18乡 原玉泉盐场改称玉泉盐场中心所。浙江省宁波盐务

分局派包毅、张作兴、李明智为军事代表，以包毅为主接管

旧玉泉盐场公署。

11月 解放军一九八团与县大队联合剿匪 先后毙

匪19名，伤7名，俘160名，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

11月20日 擒获匪“浙南农民反共救国军”司令李芝

藻 由群众举报，在驻军的配合下，终于将匿居在石浦的李 ，

匪擒获。同日，国民党“地方系”匪特史阿尚、蒋军八十七军

谍报科组长陈银财和组员胡佩云先后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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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象山干训班举行结业典礼为响应党的

号召，到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完成剿匪、征粮、减租

任务，干训班学员提前举行结业典礼。岳凤展讲了话，学员

周谛文代表学员发了言，机关、部队、学校500余人参加了

典礼。

是日下午 干训班30名学员光荣入团 学员自学了

《青年修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后，纷纷申请入

团。经团支部通过，团工委批准，于29日下午举行30人入

团仪式。陈驶宣布团员名单，岳凤展致词：1、每一青年团员

必须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努力奋斗；2、青年团员必须要

为贯彻党的政策而积极工作。 -

11月 鲍家田掩护工作队干部抱住土匪大队长纵身

于海中 高塘岛乡杏八村鲍家田是第六军分区警备团战

士．是月某日乘三门渡船回高塘时，突被潜伏在船内化装成

商人的土匪包围，当鲍发觉同船另有干部章宏荣、吴李江等

也被包围之中时，便死抱住土匪大队长跳海同归于尽。鲍的

所为，打乱了该股土匪的图谋，使工作队干部死里逃生，但

同舟者仍有17人遭杀害。

12月 西沪等9乡开展减租和征粮工作 是月，西

沪、靖海、丹城、爵溪、靖河、东山、珠溪、东港、东海9乡开展

减租和征粮工作。随后，废除保甲制，建立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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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 浙江军区调大军进人象山半岛剿匪 为

消灭盘踞在象山半岛的股匪。浙江军区命令二十一军六十

三师--A七、--JL]k团和师教导营、武工队及第二(宁波)、

第六(台州)军分区警备团4000余名指战员，进驻象山半

岛，联合清剿盘踞在象山半岛上的股匪。

是年 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602万元，社会总产值

1775万元，国民收入1334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工业总

产值159万元，农业总产值3173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

计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36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510千
_一
兀。

1 950年
‘

1月 解放军在宁象交界山区清剿匪浙东行署“宁奉

象地区指挥部"消灭该部二、三、十大队和直属机炮中队

象山县第二中队，俘匪象山县长章昌琛、宁海副县长麻起、

匪首史文和匪徒500多人。

2月 二所初级中学正式办理接管手续 原丹城一所

旧初级中学接管后，于1956年9月升为完全中学，为象山

县第一中学，现称象山中学。原石浦一所旧初级中学接管

后，于1970年9月始为完全中学，为象山县第二中学。

2月20日 牛丈岙农会主任等被土匪绑架是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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