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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了中共安徽省地

方党史中自1949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大事，比较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全省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经济

文化建设等主要情况，勾画出解放后安徽地方党史的大致轮廓。

可以说，这本大事记实际上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中共安徽地方党

史。．，

本大事记的编写体例采用以编年体为主、其中部分条目采用

纪事本末体的体例进行编纂，既顺应党的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又

力求反映出各个事件的内在联系。

本大事记重点编纂中共安徽省委对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项工作的领导，党的重要活动，以及对党的建设、对全局、对发展有

决定意义、指导意义、重大影响的大事。具体内容主要是：省委结

合安徽实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时期提出的任

务、作出的决定、制定的计划及组织实施情况；全省党组织加强思

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中共安徽省历次

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省委比较重要的一些届次的会议，安徽省政

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举行的重要会议，以及各民主党派的重要

会议；省委等省级领导机构的设置、沿革的重要情况；全省政治、经

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党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改革和开放

取得的重大成就，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和新鲜经验，涌现的先

进人物、模范事迹；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安徽视察、调研的情况；有重

大影响的人物、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在安徽的活动；重大外事活动

等。省级领导人的收录范围：省委(包括1949年4月、5月先后成

立的皖北、皖南区党委和芜湖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不设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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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委员；省顾委(包括1983年3月的顾委筹备组)主任、副主任、

常委；1983年9月以后省纪委的书记；1979年12月起设立的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省政府(包括1949年4月、5月先后成立

的皖北、皖南行署和芜湖市政府)省长(主席、主任)、副省长(副主

席、副主任)；1955年3月以后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55年3

月以后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政协(包括分别于1949年11

月、1950年8月、1952年12月成立的皖北、皖南、安徽省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省军区(包括1949年4月、5

月先后成立的皖北军区、皖南军区、芜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

委、党委书记、副司令员、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本大事记条目突出记事，以事系人。所记述的资料，主要来源

于历史档案和公开出版的历史著作。

编纂《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m1999)》，我们力求所有

条目史实准确、体例规范、结构严整、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以增强

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我们热切地期望，《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

(1949--1999))能够成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研究安徽地

方党史的参考读物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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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月 淮海战役胜利后，安徽境内长江以北大部已经解放。

2月中旬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安徽省人

民政府、安徽省军区2月9日，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在讨论渡江

问题时请示中央：“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

立”，或者将“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

苏之安徽部分⋯⋯究应如何，请早示复”。11日，中央军委复电指

示：“江淮、皖西必须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

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

你们此次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中央备案即可。”总前委和中

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当即进行了研究。16日，华东局通

知：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

区。省委由宋任穷、谭启龙、曾希圣、曹荻秋、黄岩、张劲夫、汪道

涵、梁从学、孙仲德、李步新、李世农、宋日昌、杨光池、张恺帆共14

名委员组成，宋任穷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省政府由宋任穷兼

主席、张劲夫任副主席；省军区由曾希圣任司令员、宋任穷兼政治

委员、梁从学任第一副司令员、孙仲德任第二副司令员。下旬，宋

任穷在合肥召集曾希圣、张劲夫、汪道涵、曹荻秋、彭涛、桂林栖等

开会，宣布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明确省委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全

力在皖北地区开展渡江支前工作，同时筹建省委工作机构。安徽

省委隶属华东局领导，仅设组织部、宣传部两个工作机构，辖江淮

区党委、皖西区党委、皖南地委和安徽淮北各地委。省委机关驻合

肥市。由于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急需集中主要领导干部负责

新解放的大城市的工作，又由于安徽地跨大江南北、解放时间有先

有后，华东局于4月3日决定，安徽以长江为界分开成立中共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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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员会和中共皖南区委员会。

2月至1951年底皖北、皖南各级公安机关陆续开展反动党

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2月20日蚌埠市军管会发出布告，敦促国

民党、三青团及一切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人员进行自新登记。4

月，安庆市军管会印发《关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活动的命令》。阜

阳、宿县、安庆、滁县、巢湖等专、市先后开展反动党团登记。6月，

皖南行署发布命令，在机关、团体内部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

记。1951年1月11日，皖北行署公安局发出《关于开展反动党、

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对反动党团人员登记后分

别加以管制。不久，皖北行署公安局制定《皖北区反动党、团、特务

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登记条例》，规定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及其

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办理登记手续。至1951年底，皖北、皖南两区

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及中统、军统等特务分子31292人。在登记中，

对于罪恶大、民愤大，又抗拒登记、破坏登记的393人予以逮捕。

包括逮捕国民党合肥县党部书记长龚兢涤等人，收缴其电台1部、

电话机6部、长短枪25支、子弹2465发、手榴弹67枚、各种证件

11372件。

3月30日至4月3日 阜阳平息反动道会门暴乱 阜阳军

分区所辖部队在阜南县独立团配合下，平息了反动道会门头子张

保真、张祁清等煽动8000余人在洪河沿岸一带进行的反革命暴

乱。

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淮五分区和皖西二、三两个分区抢

修支前公路’发动群众投劳800余万工日，完成土石方415万立

方米，架设、整修桥梁262座，修建涵洞341道，抢修公路24条、长

1205公里，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需要，支持了地方政府的剿匪反霸

斗争，为依靠群众修路积累了经验，对皖北地区公路的迅速恢复和

发展、巩固地方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4月6日 中共皖北区委员会、皖北区人民行政公署、皖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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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立根据华东局4月2日批复，中共皖北区委员会(简称皖北

区党委)由曾希圣、黄岩、李世农、梁从学、宋日昌、张恺帆、孙仲德、

桂林栖、李世焱、何柱成共10名委员组成，曾希圣任书记，黄岩任

副书记，李世农任第二副书记；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简称皖北行署)

由宋日昌任主任，郑抱真、李云鹤任副主任；皖北军区由曾希圣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从学任第一副司令员，孙仲德任第二副司令

员，黄岩任副政治委员。皖北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后，组织了大

规模的支前工作。大军胜利渡江后，在领导剿匪反霸、生产救灾、

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恢复和发展蚌埠、安庆、合肥等城市的

生产的同时，积极做好大军南进的人力物力支援工作。皖北区党

委隶属华东局领导(5月至8月中共南京市委受华东局委托对皖

北区党委实行代管)；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1950

年10月撤销)、城市工作委员会、皖北日报社等工作机构和直属单

位(7月增设政策研究室和党校，10月增设统一战线工作部和直属

机关党委)；辖合肥、蚌埠、安庆3个市委，宿县、阜阳、滁县、六安、

巢湖、安庆6个地委和淮南特区党委。以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

区党委所辖地市委不断有所变动。4月，淮南特区党委改为淮南

矿区党委，仍属皖北区党委直接领导。10月安庆市委并入安庆地

委，合并工作到1950年5月结束。1950年10月重新成立安庆市

委，属安庆地委领导。．1951年8月，安庆市委改属皖北区党委直

接领导。到1952年1月皖北区党委结束工作前，辖合肥、蚌埠、安

庆3个市委，宿县、阜阳、滁县、六安、巢湖、安庆6个地委和淮南矿

区委员会。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均驻合肥市。

4月上旬 皖北区人民行政公署设立工作机构 皖北行署成

立时设立秘书处(1％50年8月改为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财

政处(下设粮食局、盐务管理局、税务局、酒专公司、金库等)、公安

局、宗教团体登记处(1951年1月改为宗教登记处)、邮电管理局

(7月撤销，8月分开设立安徽省邮政管理局和合肥电信指挥局，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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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电信指挥局1950年6月与芜湖电信指挥局合并为合肥电信管

理局，12月合肥电信管理局与安徽省邮政管理局合并为邮电部安

徽省邮电管理局)等工作机构，5月设立农林处、民政处、中国人民

银行皖北分行、教育处(1950年2月改为文教处)，9月设立工矿

处，11月设立卫生局(1950年9月改为卫生处)，12月设立交通

处、劳动局，1950年3月设立工商处(1951年6月分开设立工业

处、商业处)，5月设立合作总社，7月设立水利局，10月设立人民

监察委员会，1951年7月设立人事处。

4月11日 平息天门道道徒暴乱受国民党敌特控制的天

门道道徒近4000人在宿西县(6月撤销，与宿东、宿城两县合并成

立宿县)杨柳区董楼发动武装暴乱，占领王楼乡公所，攻打杨柳区

政府，打死中共杨柳区委副书记等于部、民兵多人。宿县军分区所

部在县公安机关配合下果断平息了暴乱。

4月20日前皖北区调集船只支援渡江战役从1949年1

月到4月20日，共征集木帆船12737只、拖轮25艘、驳船35艘，

保证了战备物资调运、部队集结、训练和渡江作战的需要。在渡江

战役中，船工张孝华驾驶的木帆船被誉为“渡江第一船”，车胜科、

马毛姐荣立特等功。荣立一等功的船工有100多人，立二等功的

500多人，立三等功的1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江战役中

安徽段牺牲船工25人。，

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皖南 首先突破安庆、

芜湖一线，解放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等地。至4月30日，

解放绩溪县和屯溪市。至此，安徽境内长江以南地区全部解放。

4月底至9月底皖南区、皖北区接管、改造旧教育事业从

安徽全境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皖北、皖南地区根据1948年中

共中央关于新区学校工作的指示和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部布告精神，本着“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在做好接

管学校的基础上，对教育事业进行初步的改造和整顿。至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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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境内有高等学校2所，学生1052人；中等技术学校13所，学

生1980人；中等师范学校1l所，学生3466人；普通中学143所，

学生30594人；小学12399所，学生663868人；幼儿园102所，入

托幼儿6917人；盲聋哑学校1所，学生44人。
’

5月1日 皖北区党委机关报《皖北日报》在合肥创刊。

5月4日 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皖北地区当前工作方针和

任务的指示》指出在继续完成剿匪反霸任务的同时，在农村实行

减租减息政策，领导群众生产救灾，恢复和发展蚌埠、安庆、合肥等

城市的生产，积极做好解放军渡江南进后人力物力的支援工作。

5月初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剿匪的指示》指出，“最近我

舒、六、霍、寿、桐、潜、岳边界及金寨朱屋庙地区的土匪猖獗，江

(浦)全(椒)边界及皖豫边界洪河沿线之刀会暴乱，淮南路东之会

门妖言惑众”，是国民党反动派临死挣扎的表现。指示“在土匪猖

獗地区，应以剿匪为主要任务，迅速的根绝匪患，以保证支前工作

和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在一般地区，也应开展剿匪政治攻势，加强

公安保卫工作，扫清散兵游勇及潜伏匪特，以安定社会秩序。”到7

月底，剿灭成股土匪74股，扑灭多次会道门暴动，共歼灭土匪

8895名。

5月初中共皖南区委员会、皖南区人民行政公署、皖南军区

成立4月10日，牛树才率领从晋察冀区抽调的2600多名干部

南下到达合肥。根据华东局指示，他们随陈(锡联)谢(富治)兵团

过江进入皖南。5月7日，与中共皖南地委书记胡明带领的在皖

南坚持游击斗争的干部在屯溪会师。7日，华东野战军总部电令，

成立皖南区人民行政公署(简称皖南行署)。13 13，中共皖南区委

员会(简称皖南区党委)发出第1号通知，宣布区党委已正式成立。

皖南区党委由谢富治、牛树才、胡明、马天水、黄庆熙、刘平共6名

委员组成，谢富治任书记、牛树才任第一副书记、胡明任第--吾U书

记、马天水任第三副书记；皖南行署由魏明任主任，江靖宇、许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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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皖南军区由胡明任司令员，牛树才任政治委员，熊兆仁任

副司令员，马天水、杨建新任副政治委员。皖南区党委隶属华东局

领导(5月至8月中共南京市委受华东局委托对皖南区党委实行

代管)；设有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

部、社会部(1950年11月撤销)、党校、皖南日报社等工作机构和

直属单位(8月增没直属机关党委，9月增设工委、青委、妇委等)；

辖屯溪市委、芜当、宣城、池州、徽州4个地委。以后随着行政区划

的变动，区党委所辖地市委有所变动。7月，屯溪市委划归徽州地

委领导。8月起，芜湖市委改属皖南区党委领导。1950年5月，芜

当专区撤销，其行政区域划归宣城、池州2专区，芜当地委随之撤

销。到1952年1月皖南区党委结束工作前，辖芜湖市委和宣城、

池州、徽州3个地委。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先驻屯溪市，1949

年7月移驻芜湖市。

5月上旬 皖南区人民行政公署设立工作机构 皖南行署成

立时设立秘书处、民政处、公安处(1950年4月改为公安局)、财政

经济委员会、财政处、农林处、粮食局、教育处(1950年6月改为文

教处)、宗教团体登记处(1951年1月改为宗教登记处)、皖南电信

指挥局(7月改为芜湖电信指挥局，1950年6月与合肥电信指挥局

合并为合肥电信管理局，12月与安徽省邮政管理局合并为安徽省

邮电管理局)等工作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皖南分行，6月设立合作

总社、公路局(11月改为交通管理局，1950年7月改为交通处)，7

月设立水利局，8月设立工商处，12月设立主任办公室(1950年11

月与秘书处合并为办公厅)，1950年5月设立卫生局，1951年8月

设立人事处，10月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

5月12日 中共芜湖市委员会成立 此前，根据华东局关于

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和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电令，4月27日

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日，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

治部电令，芜湖市军管会重新组建。10日，根据华东军区命令，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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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市人民政府成立。12日，根据华东局决定，中共芜湖市委员会

成立。中共芜湖市委由李步新任书记，市委常委由李步新、杜义

德、朱辉、石坚、江靖宇共5人组成；芜湖市军管会4月由谢振华、5

月由杜义德任主任，李步新、刘中华任副主任；芜湖市政府由李步

新任市长，江靖宇任副市长。芜当警备司令部于4月27日成立，

由谢振华任司令员，吴大林任副司令员；5月1日芜当警备司令部

改为芜湖警备司令部，由范朝利任司令员。中共芜湖市委隶属华

东局领导(受华东局委托由中共南京市委代管)；设有组织部、宣传

部、社会部、财政部、职工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芜

湖日报社等工作机构和直属单位；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区

委。7月3日华东局决定：芜湖市委与皖南区党委合并。8月6日

中共南京市委电示：芜湖市委改属皖南区党委领导。

5月18日 皖南区党委决定开办皖南革命干部学校 皖南

军区开办军政学校。

5月23日 皖南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地方武装建设的指

示》指出迅速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及地主、道会门、惯匪等

反动武装，掩护和发动群众，是皖南首要军事任务。地方武装建设

以发展壮大为基本方针。到年底，消灭匪特武装4100余人。

5月27日至6月2日 皖北区党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提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的方针，要求“生产不荒地，救灾不饿死

人”。

．5月 皖北区党委组织部制定施行《新区接收新党员临时条

例》和《干部管理制度暂行办法(草案)》。

5月 皖北人民法院成立。

5月至6月 南京市和芜湖市军管会接管国立安徽大学和省

立安徽学院9月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原安徽大学从安

庆迁至芜湖市与安徽学院合并改组，建立新的安徽大学。

6月4日 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外贸工作领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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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机构及收购物资的决定》明确新成立的皖北区国营贸易总

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和统一全区贸易工作。随后，皖南区国营贸易

总公司于7月成立。皖北、皖南确立了公有制商业在市场上的领

导地位。当时的任务是打击投机奸商，稳定市场物价。

6月5日 皖南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财政经济工作指示》

要求有计划地清理国民党官僚资本机构；尽快恢复和发展城镇工

商业；对于城市手工业予以适当扶持，并逐步通过合作方式组织起

来；根据需要和可能组建合作社，沟通城乡关系；积极恢复和发展

交通事业。

6月12日 皖北区党委作出关于在皖北普遍开展建团工作

的决定 当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皖北工委筹备委员会在合

肥成立。7月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皖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统一领导全区的建团工作。

6月20日 皖北区党委、皖北行署、皖北军区及合肥市举行

联席会议成立总学委会，统一与加强对各直属机关干部学习时

事政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

6月至1953年皖北、皖南两区取缔反动道会门组织6月，

皖北军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联合发出布告，宣布对反动道会门组

织严加取缔，并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从宽，有功必奖”的方针处理。

1950年12月12日，皖南行署亦印发布告，取缔所有反动道会门，

打击首要分子。至1953年，全省依法逮捕大小道首4395人，集训

登记一般道首75714人，退道道众602060人，占原有道众676576

人的89％。处决罪大恶极的道首及骨干分子1000余人。

7月1日 淮河铁路桥修复通车至此，津浦铁路全线通车。

7月14日 皖北行署发出《对目前司法工作的指示(草案)》

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法律和法令，着重强调新中国司

法工作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性，提出了当前司法工作的任务和

要求：一、统一改革内部组织，建立与健全新的司法机构，解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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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问题。二、确定审判制度，并设立审判委员会。三、确定领导

关系。各司法机关为各级政权的组成部分，受各级行政领导。四、

确定特别刑事、一般刑事与民事案件处理原则。五、改进审判作

风，实行陪审、复核、请示报告等项制度。六、筹建监狱和看守所。

7月18日至8月2日 皖北区党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会

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的“粉碎敌人封锁”的总方针，确

定今后工作任务以农村为重点，大力发动群众，沟通城乡关系，精

简节约。会议决定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健全党委制。

7月 皖北、皖南开展抗洪救灾工作 由于长江、淮河发生洪

水淹没2976万亩田地，7月2日皖北区党委、皖北行署、皖北军区

召开紧急防汛会议，提出以防汛、护堤为最紧急的战斗任务，并拨

急救粮1亿多公斤、盐100万公斤救济灾民。31日，皖南区党委

作出关于紧急发动群众战胜灾荒的决定。

7月 谢富治调离皖南，皖南区党委由牛树才任书记，李步

新、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11月后皖南区党委增加杨建新、刘飞

2名委员。

7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皖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统一

领导全区的建团工作。

7月 皖北区党委宣传部制定《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计划(草

案)》要求凡具备初中毕业文化水平者，都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

东著作及上级指定的文件。县以上干部年内学完《社会发展史简

编》及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严格考试及每日两小时学习制

度。同时建立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吸收高小文化程度以下的工作

人员学习文化课程。

8月31日 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肃清大别山土匪及开辟山

区工作的决定》原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师长汪宪等9人受国民

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派遣于5月潜人大别山区，在金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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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豫鄂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以金寨

为指挥中心，将3省边区的大小股匪近万人统一拼凑成14个支

队。已被打散的皖西土匪也聚集起来，打起“九路军”、“华中剿匪

义勇军”等旗号，与之相互配合，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由于敌情严

重，8月皖北军区成立前方剿匪指挥部(亦称东线剿匪指挥部，受

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9月5日开始进剿，到10月底

全歼占据大别山区的伪“鄂豫皖人民自卫军”在东线的7个支队

6724人(其中5310人投降)，生俘其司令汪宪，副司令袁成英、樊

迅等。

8月 皖北行署颁布《关于处理荣军及老弱军人暂行办法》、

拟定《皖北区革命军人、工作人员、参战民工民兵、船工伤亡抚恤条

例(草案)》。

8月 皖南、皖北各地开展查禁烟毒运动安徽解放初期，仍

有大批毒贩和烟民，鸦片依旧流行于城乡各地。各地设立禁烟禁

毒领导机构，开展查禁烟毒运动。至1952年底，全省共逮捕制、

贩、运等毒犯1505人(处死刑22人，处有期徒刑930人，处劳役

144人，释放交群众监督409人)，集训877人，传训3957人，登记

3945人，管制1148人，缴获烟土34460两，收缴烟具6589件。全

省所有烟馆、烟行等全部摧毁，制、贩、运毒品等烟毒犯受到打击，

烟毒在全省基本禁绝。 ．

9月5日 皖北行署发出《关于在剿匪期间授权专署批准死

刑职权的通令》规定各地对土匪首恶分子判处死刑，一律授权专

署批准，报送行署备案；对民愤极大、必须清算的匪霸案件，各级政

府和司法机关不得受理，一律组织人民法庭进行审判。

9月5日 皖南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指

出全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农村，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有领

导、有步骤地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目前要广泛发动群

众，进行剿匪、反霸，合理负担，生产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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