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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一部志书不仅反映了-地一世

的盛衰，同时也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智慧和精华。《安J顷地区党群

志》的成书出版，是安)顿地区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建设成果，它的

出版，将对我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安顺地区党群志》翔实地纪录了安JI『页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战斗，在推翻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旧

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伟大业绩。1 949年11月，安)顷地区

解放时．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全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安顺地委坚定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积极探索适合安J顿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子，不断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促使全区经济建设以较快速度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党

群志》总结了我区四十余年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经

验教训，为今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搞好党的各方

面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安7顿地区党群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地委、行署领导的

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曾经在安J一『页地区工作

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对该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

他们以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不顾年老体弱，积极负责地对全

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谨向

关心、支持该书编写工作的老领导和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顺地区党群志》的出版，凝结了全体编纂人员的心血。在

编纂人员中，有几位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孜孜不倦，勤奋笔耕，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余热，为我

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存史、资政、育人"是志书的主要功能。我们相信《党群

志》的出版，必将成为一部对现实工作有着重要借鉴作用的“资政

之书”，一部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一部值得

保存的宝贵的历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资政、教化、存

史”的作用将日益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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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客观地记录

了中共安顺地委及地委工作机构、群众团体的工作历程。

二、本书领导人名录的收录范围：地委正副书记，地委委员(常委)．地

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地委各工作部门、群众团体正副

职。
、

三、本书文体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四、’本书时限：上限自1949年11月，下限至1990年12月。

五、本书所涉及机构和政治运动的名称，在初次出现时，均用全称。

六、本书中所涉及人名，均以本人常用且较固定的汉字妻生名为准。

七、本书仅是《安顺地区志》的一个部分，所以凡涉及其它分志需要详细

表述而机构又属党群部门的工作，这里在表述时从略。如农业工作、政法工作、

报社工作等。
．

十

’

八、本书中年代均采用公历纪元。

九、本书中表示数量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资料，个别采用已经核实、鉴别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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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安顺地区的活动始于三十年代初期。1934年7月．中共党

员林青、秦天真由毕节来安顺，以办读书会训练班为名．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1935年初，林青、秦天真分别发展进步青年谢速航、陈汉民、龙文等人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于1935年4月初，建立了中共安顺县支部，4月底改为中共

安顺县工委。1942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下，安顺县工委被迫停

止活动，其成员均陆续转移到安(顺)、紫(云)、长(顺)边区一带，在1939

年3月成立的“安紫边区党的领导小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

3月，安紫边区党的领导小组遭到严重破坏，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被捕牺牲，党

的领导小组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其成员均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继续坚持革

命斗争，直至解放。

安顺地区除有安顺县工委和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的活动外，四十年代

后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南方局、中共罗盘地委也都派出党员到安顺地区

进行革命活动，截至1949年11月安顺解放时为止，安顺地区共有党领导下的

游击队7支，群众组织2个。 ‘．，

1949年11月至1950年元月，安顺专区所属六个县相继解放，随即建立

了地、县两级党委。从此，．安顺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开展了

接管建政、土地改革i国民经济的恢复等工作，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安顺地区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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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地区党委的工作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和阶段，1949年底至1950

年初，安顺专区所属各县先后解放，各县分别建立了县委(临时县委、工委)

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迅速开展了接管、建政等工作。1950年初，在

全区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

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

若。／弋·



的剿匪斗争，至1950年底，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在剿匪斗争胜利结束后，党

和政府及时领导全区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征粮"五大任务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同一时期，

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

封建斗争。1953年全区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土改的基础上，

发动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建立互助组开始，逐步发展为初级社、高级社，

至1956年底全区已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任务。1956年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全区跨入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1958年，全区掀起了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年底实

现了人民公社化。在这一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各项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如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地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I由于大跃进中的“一平

二调”和浮夸风、共产风．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61年贯彻中央“调

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情况才有了很大好转。1963年以后，

全区由点到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安顺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受到严

重冲击，处于瘫痪状态，领导干部被批斗。1967年3月，各群众组织联合夺

了地区党政领导的权．成立了由军队代表、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

成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各县(市)、区、公社及各基层单位也纷纷夺

权建立“革委会"。从1968年起，在各级革委会内建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71年恢复地、县(．市)委．并先后召开了党代会，各项工作开始有了好转。

1975年后，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各项工作又陷入混乱之

中，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在“斗、批、改’’的过程中．许

多老干部、党员、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批斗迫害，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社会秩序混乱，加以派性作怪，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不能正常运行，财政

税收困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 。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各级党政组织群

众团体的工作和党团组织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全区政治、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好转。在地委的领导下．全区开展了揭批“四人

帮"的斗争，地、县(市)委领导机构和各级组织都进行了整顿，纠正了一批



冤假锗案，落实了．一些人的政策。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流毒

的影响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两个凡是"的错误·致使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和

各项工作，只能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地委认真

贯彻了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及方针政策，在全区进行了各

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党的政策。随着工作着重点

的转移，地委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以后，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地委

遵照中央关于干部“四化"方针对各级党政机构进行了调整，逐步实现了新老

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通过整党，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受到一次党风党纪教

育，党员素质有了一定提高，通过核查“三种人”，纯洁了干部队伍。1987年

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后，地委认真贯彻了十三大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推动了各级组织和干部队

伍的建设，使全区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1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顺地区各族人民，在安顺

地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了

“左"的错误，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

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
’

*
●r

t

。‘
。 二- +‘．。’P

，

●
一 ，

--’’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首先是建立和健全党的地方各级组织及其工作

机构，其次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安顺地委的领导班子

是在1949年下半年随二野五兵团西进途中组建的。1950年，在剿匪斗争过程

中，地委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军队、地方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由十七军领

导兼任地委第一、二把手，各县也均由部队领导兼任县委第一把手，原地方党

委主要负责人任第二把手，1951年底剿匪基本结束后．仍恢复原地方党委的

领导。地委自1954年10月起，开始设立常委。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地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1967年3月，安顺地委被夺权，其工作

机构停止运转。‘1968年2月，成立安顺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11

月23日召开了中共安顺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安顺地区第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届委员会及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和后补委员。1983年党的十二大召开

后，地委按干部“四化”标准调整了领导班子，改常委制为委员制。自1949

年安顺地委建立开始。如按地委主要领导人更迭为一任计．至1990年底止，安

顺地委共经历八任。从地委直属的工作机构来看，解放初期只有12个，以后

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工作情况的变化不断有所增减，据1990年底的统计．地

委直属的工作机构共16个，基层党委417个，党组143个。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地委一向是重视的，把上述三

大建设结合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进行，使我区的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员素

质不断提高，党员人数从1950年初的406人．发展到1990年底的84870人，

共建立党总支176个、党支部5977个．党员队伍的结构大为改善，全区已拥

有一支数量多．遍及各行各业的党组织队伍，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核心和战斗堡垒及先锋模范作用。

1951年4月，地委在安顺二区云华乡二桥村搞发展党员工作的试点，采

取“积极慎重’’的方针，重点在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以后

随着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党员发展较快，地委又根据中央和省委指

示，及时贯彻“保证质量、稳步发展’’的方针。八十年代初期．为了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又强调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技术人员以及知识

分子中发展党员。为了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和党的战斗力，加强了对党员的管理

教育工作．自1950年开始到1990年底止，先后在党内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

整党(整风)运动，清除了不纯分子特别是“文革"中混入党内的“三种人"

和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处理了一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

员，从而提高了党员思想觉悟，纯洁了党员队伍．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地委还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

在党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采取整顿基层组织．

进行党员登记、民主评议党员、开展“争先创优"和“双带"活动，严格组织

生活，办短期学习班培训班，建立经常的学习制度等方式。加强对党员的培养

教育。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地委还加强了老干部和

青年干部的工作，加强了对党员和干部的考察、监督．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

列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培养、考核、选拔、奖惩、监督的规章制度，把党的建

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的



素质不断提高．进一步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了全区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

。
r‘

。

．，“ ．三． ·，
．’ I，’

1949年11月中共安顺地委建立后，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地委书记

白潜亲自抓统战工作．在地委统战部未正式成立前就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这一

工作。统战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宣传贯彻各个时期党的统战政策．加强同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工商联的团结合作。1953年结合宣传贯彻党

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工商界人士

积极参加“五反运动"，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私改造任务、同时加强对

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搞好民族团结，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助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乡、区、县。1957年在党外人士中普遍进行了整风，1976

年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和错处理的人，分别给予摘帽、平反、

落实政策，对党外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均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具体情况作了妥善

的安排。自1986年起，根据上级指示．进一步拓宽统战工作面，加强了宗教

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加强统战工作的理论研究，帮助地区和各县

(市)整顿和恢复工商联组织，帮助各地建立民主党派组织，使党的统战工作

更好地为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为冲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 、

五十年代初期．安顺地区的群众团体只有工会、青年团、妇联三个。以后，

根据工作需要，先后于1959年底和1986年初，建立了地区科协和地区文联。

他们根据各自的性质和任务，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工作和活
一●

‘

动。 。

1950年3月正式成立贵州省总工会安顺专区办事处，以后更名为专区工

会，受地委直接领导。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级工会停止工作，

1959年恢复地县工会．基层工会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文革”中工会组织又

停止活动。1975年1月16日至18日地区工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地

·5‘



区工会正式恢复并更名为安顺地区总工会，后为贵州省总工会安顺地区办事

处。地区工会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并在全区组织开展了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职工文化技术教育、文体活动，在搞好劳动保护与安全生

产，抓好职工福利，建立职代会，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顺地方工作委员会于1950年1月成立．1957

年5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顺专区委员会。“文革’’中各级团组织被

撤销。1973年4月12日召开了共青团安顺地区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共青团安顺地委。团地委成立后，组织与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党的各项中心工

作，鼓励广大青年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尖兵，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在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中运用多种形式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

安顺地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月。1956年6月，安顺

专区妇联筹委会更名为“贵州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安顺专区分会”，1957年7

月，再次更名为“贵州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安顺专区办事处”．“文革”中专区妇

联办事处被撤销。1973年9月召开了安顺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安顺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地区妇联自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动妇

女参加经济建设及各项社会活动，宣传贯彻《婚姻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宜，努力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积极培养妇女干部，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7

安顺地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于1959年9月，“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

1976年8月恢复，1981年，1月及1990年12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地区科协代

表大会。科协成立后．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浓厚了全区的学术空气。

同时推动科学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并结合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培养农业技术人

才，组织专题讲座和科技培训班，为提高农民的素质，推动农村治穷致富起到

积极作用。

安顺地区文联于1986年2月开始筹备，1987年3月18日召开安顺地区

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地区文联成立后对促进发展我区的文化艺术事

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顺地区党群志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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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及西迸支队奉命从江西

省上饶出发向大西南迸军解放贵州。安顺的地、县领导班子，就是在行军途中

逐渐形成的。 ，

11月6日，行军至湖南芷江时，五兵团和支队党委正式决定由西迸支队

第八大队接管安顺专区，并明确安顺专区由白潜任中共安顺地委书记、李庭桂

任安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赵尧(现名姚修文)任副专员、宗凤鸣任地委

宣传部部长、齐振亚任地委社会部部长、刘金彪任专署公安分局局长、韩国锦

任安顺军分区副司令员。 ．＼

11月16日，行军到贵州镇远时，新明确的中共安顺地委召开了地委扩大

会议，讨论了进入安顺后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明确第八大队所属各中队

分别接管各县，同时明确了由胡泮生同志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1月18日，五兵团第十七军侦察营解放安顺。

11月19日，十七军四十九师进驻安顺。

11月21日。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人员到达安顺，并成立军事管制委

员会，统一领导安顺解放后的工作。军管会主任汪家道，副主任白潜、李庭桂．

委员韩国锦、翁可业、赵尧、张友忠。当时安顺地区辖安顺、平坝、普定、镇
宁、郎岱(现名六枝，属六盘水市)、紫云6个县。 ’一 ’‘。

11月25日，地委召开地专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安顺地区的接管

工作。接管国民党“中国"、“农民"、“交通”等银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安顺

县支行，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接管国民党盐务局、粮食仓库及和中公
司等企业。据统计，全区共接收122个单位，留用人员有5515人。 -’

11月下旬，地区干部学校成立，白潜兼任校长，吕瑞林主管教学。第一

批学员有300余人。’ ·’ ‘。

。12月3日，安顺地、县领导、驻军代表和南下、西迸干部与地下党员王

舍人、李志远以及游击队和进步群众代表共100余人在安顺县政府举行会师

大会。。‘
“

， ?j ．一 ，一

12月15日．地委根据省财经会议精神．研究大力抓好工农业生产和组织

财政收入等工作．决定成立贸易公司，部署征借公粮1000万斤。～
?

’
，

，． ．·， 。+。 一九五。年：、

元月2日至9日，地委召开了首次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白潜在会上传

：
‘

·】 ．



大事记

达了省委关于入黔后第一阶段的工作总方针：依靠群众，争取团结各阶层中愿

意与我合作的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肃清敌人的残余势力及匪特活动．建

立革命秩序，恢复工商业．完成征粮任务，开展贸易税收工作，发动群众搞好

生产。

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在逃跑前部署了反革命的应变计划．全区各地土匪
开始有组织的暴乱。

2月16日，贵州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

精神，决定安顺地委的领导成员为：十七军副政委戴润生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

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裴志耕任地委第二书记兼军分区副

政委、政治部主任，白潜任地委第三书记，十七军参谋长孙仁道兼任军分区参
谋长。

3月22日，地委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紧急动员起来，全面开展
剿匪斗争。

4月22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西南局关于剿匪和土地改革

工作的指示。

d月间．地委成立剿匪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城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

剿匪、财经及安顺城区的工作。

5月1日，全区各县分别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举行武装示

威游行，同时，成立了专区工会筹委会。

5月，1日．安顺各界青年4000多人集会，纪念解放后的第一个“五·

四"青年节，并举行了第一批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宣誓大会。

6月30日，安顺地区和平签名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黄国权为主任委员．

杨子远、戴子儒为副主任委员．骈引丁等9人为常务委员。

8月6日．地委发出了《关于逮捕反革命人犯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

命分子的检讨和今后意见》，提出了七条从宽和从严处理罪犯的原则。

8月7日至31日，我区戴润生、白潜、宗凤鸣、芦琪、孙泊、席汝林、张

子厚、江泽民、陈洪涛、王耀庭、李一丁、赵尧、李济民、王志德等1，l位同

志出席了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

9月初，地委召开直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党代会精神，并听取孙

仁道、李庭桂关于剿匪和经济工作的汇报。会后，白潜同志率领地直机关部分

干部到安顺县二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五大任务试点。

9月12日．经西南局批准胡泮生同志任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

10月30日，全区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安顺召开，正式成立了专区农民协

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96人，大会选举了戴润生为主席，白潜、宗凤鸣、胡泮

生为副主席。到年底，全区农协会会员发展到25万人。

11月上旬，地委响应党中央和省委先后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号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2’



安顺地区党群志

一九五一年

元月下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要

求各地在完成“五大任务"后，进一步发动群众。分期分批地开展土地改革运
动。 一’

’

2月，安顺专区革命干部学校改名为安顺地委干校，罗岩石任校长。

2月，地委组织140人在安顺华严区搞土改试点。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和省委发出《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

示》后，我区先后成立地、县抗美援朝分会．广泛宣传、开展和平签名．订立

爱国公约．反对武装日本，准备“五?一”大示威，捐献飞机j大炮等活动，

3月至8月全区6个县共动员了8717人参军，组织了两个补充团开赴前线。
3月，胡泮生同志传达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整党建党工作，开办

整党学习班．组织党员进行学习。

6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张甫到安顺作传达报告，受到城区3

万余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6月10日，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扩大会决定，坚决执行杀人权

收回到省委，捕人放人权收回到地委，集中人力清理在押案犯。

7月16日，安顺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由白潜、胡泮生、赵尧、骈

引丁、刘金彪等6人组成，白潜任书记。

自7月下旬开始，地直机关及各县县直机关分别召开干部整风大会，参加
整风的干部约4245人。 ．

．8月22日至28日，地区召开了有337人参加的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了大力开展“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搞好

文教卫生和城市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成立了安顺专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李庭

桂、赵尧、白潜、贺少恒、魏伯卿等21人为专区人民政府委员，大会还选举
产生了安顺专区政治协商委员会，白潜任主席，赵尧、杨庆安、黄国权、孙启

延任副主席。

9月23日，地委保密委员会成立。胡泮生任主任委员，黄字任副主任委

员。 ‘．

·
‘

．
，

：11月4日．安顺专区中苏友协委员会成立，来自机关、部队．群众团体

的代表1400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李庭桂任主任委员，王六生、黄国权任副

主任委员。 一．
．

12月底，军分区总结剿匪战果。全区剿匪经过大小战斗940次，歼匪85

股，3万余人，基本上实现了“捉尽匪首、收尽匪枪、挖尽匪根、净化全区”。

、 一九五二年 ． ‘J

●

， ，‘

元月22日，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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