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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洛地委书记李元虎

中共商洛地委党史研究室为了使党史工作贴近现实，努力

为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他们根据上级安

排．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编写了建国后50年的《中国共产党商

洛地区历史大事记》，现在正式出版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党史工

作者向全区人民迈向新世纪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共产党在商洛地区的组织是1927年建立的，党组织的

活动从未间断。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商洛人民在大革命、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前仆

后继。浴血奋战，顽强拼搏．先后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区域

的并在全国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鄂豫陕、豫鄂陕

革命根据地。经过二十多年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和艰苦卓绝的斗

争。为商洛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

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固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共商

洛地委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自

觉肩负起商洛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认真贯彻

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人民巩固政权．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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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商洛．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贫困山区初步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的新山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历届地委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区人民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以扶贫攻坚总揽工作全局，把基本解决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着眼于加快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着眼于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着眼于把农村

经济发展纳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着眼于

增强县城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紧紧扭住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件大事不放松。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大大加快了全区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步伐，使商洛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买产党商洛地区历史大事记>。以其丰富、翔实的资

料．比较全面、真实地记述了5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商洛地

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和建设、发

展的历史事实，记录了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

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解放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洛社

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巨大业绩。有丰富的经验．

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误和教{Ill。这本书是商洛地区一个重要

的、长期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实践的真实记录。对于当前我们正在

进行的“三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是一鄙好教材，对全面加强我区新世纪党的建设、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广州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

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只要我们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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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

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的重

要讲话，总结了我们党近80年的历史经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高度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任务，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的新要求。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商

洛的革命与建设走过了五十年辉煌历程。回首五十年．商洛的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展望新世纪，我们的事业任重道远。在新的

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领导下，抓住西部大开发

的机遇。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谱写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篇章，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商洛带入21世

纪。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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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 949年10月"---,1956年12月)

1949年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时中国共产党商洛地区委员会、商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隶

属陕南区党委、陕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商洛军分区隶属陕南军

区领导。中共商洛地委由8人组成，书记王力，副书记石金河。委

员有王杰、孙光、李书全、薛兴军、肖良清、程建民。商洛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专员王杰。副专员程建民。商洛军分区司令员孙光。第

一政委王力，第二政委李书全．副司令员薛兴军。时全区除镇安、

柞水两县外，其余5县(商县、洛南、山阳、丹风、商南)均已解放。

6日 商洛专署和商县党政军机关在商县城举行万人大

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日 中共商洛地方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商县县城地委机



2 中国共产党商洛地区历史大事记

关召开。会期7天。至21日结束。出席会议代表39人，各县和

分区机关科级以上干部18人列席会议。会议主席团由王力、王

杰、孙光、石金河、李书全等9人组成。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解放

商洛中的经验教训，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共陕

南区委关于陕南区当前工作方针与任务，安排全区工作。陕南区

党委委员、第十九军副军长陈先瑞出席会议具体指导。会上，地

委书记王力作了《关于两年工作检查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

告》。会议确定1949年11月到1950年底全区的工作方针是：进

军镇(安)柞(水)，解放全区；广泛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剿

匪、肃特、反霸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打倒地主阶级，树立工人、农

民优势，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11月

6日 中共商洛地委召开地委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山

阳、洛南、商县、丹风、商南等县剿匪指挥部，地委委员分别到各

县。直接指导剿匪工作；成立镇柞工作委员会．由孙光任工委书

记，何史挺任柞水县副县长；做好建党、建团准备工作。并决定成

立商洛专员公署党组，由王杰、程建民、李秀峰、申永礼、张和宾

等5名同志组成，王杰为党组书记。

22日 中共商洛地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反霸反匪反特．

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掌握政策，运用策略的指示》。《指示》指

出：今冬明春的工作，以反匪为中心，进行反对恶霸，肃清特务，

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树立农民优势诸方面的工作．要求彻底克

服以前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良思想作风。掌握政策，运用策略，

充分发动群众．顺利完成工作任务。

23日 商洛军分区司令员孙光率独立第五团进军镇安、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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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24日。咸阳军分区独立第八团一部收复镇安县城。27日。孙

光率部进驻镇安县城．中共镇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机关从七里

峡移驻县城。县委书记张少林。县长王德甫。12月1日，柞水县

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何史挺任副县长。至此，商洛地区全境解放。

商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

本年底 全区辖商县、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

县，共7个县。53个区，543个行政村(相当后来的乡)。全区有党

员1471人．党委8个，党组1个，党总支1个、党支部98个。全

区总户数266580户，其中农业户253186户，非农业户13394

户。总人口1237201人，其中农业人口1208486人，非农业人口

28715人。总人口中，男653016人，女584185人。工农业总产值

4749．21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49．15万元，占11．6％，农业总

产值4200．05万元，占88．4％。粮食总产量为38624．3万斤。



4 中国共产党商洛地区历史大事记

1950年

1月

9日 中共商洛地委召开地、县委扩大会议，会期8天，至

16日结束。会上，地委书记王力作了重要讲话．副书记石金河作

了《关于反匪反霸发动群众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重点解决了

反匪反霸、土改斗争中的一些政策问题，主要有：①建立以贫雇

农为骨于，联合中农及贫苦知识分子、开明人士的广泛的农村统

一战线；②对土匪处理要轻重有别，宽严得当；③采取正确的斗

争方法，即以群众讨论意见为基础，最后处决交政府，由法院执

行审判。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乱打乱杀．不要扫地出门，不要挖

底财．不要侵犯工商业；④要实行双减与合理负担政策；⑤收缴

枪支；⑥提倡生产．奖励节约；⑦组织与建立各地各代会与农代

会，把各界都团结在党的周围，按照共同纲领办事。

1月 陕南军区第二分区改为陕西省军区商洛军分区，隶

属陕西省军区领导。军分区司令员孙光。政委王力，副司令员薛

兴军，副政委李书全。同时成立了中共商洛军分区委员会。按照

地方部队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由地委书记王力兼任军分区党

委书记，孙光为副书记。

3月

8日 中共商洛地委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明

．确提出了当前必须。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结合反霸”的方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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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灾区，站到生产的行列里去了解情况，解决

群众的实际问题。”要“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

“依法执行减租”，“打开农村储贷之门”，及时使用政府的救济

粮、优军粮等国家物资，尽快解决生产救灾问题。

23日 地委针对生产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发出《关于生产

救灾补充指示》，指出“各县应立即检查纠正只注意救灾、渡荒，

忽视组织生产的问题”，“必须深入宣传政府的借贷、生产、减租、

处理债务、负担、土改等政策”，“并根据国务院《新区土改及征粮

指示》检查与纠正、补救过去征粮中错订成份。”

28日 商南县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出席

会议的各届代表共152名。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董巩作的政治

工作报告和副县长董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生产自救、减

租反霸、剿匪肃特，发展生产等工作；通过了《商南县首次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决议》、《商南各界代表会组织规程》等，选举产生了

商南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常务委员会。董巩任主席，谭道

鹏、董流任副主席。

29日 中共柞水县委员会成立，书记王丕德。该县委隶属

商洛地委领导。下辖城关等4个区工委。机关驻县城中街。1952

年4月，王丕德调离，贺楹接任县委书记。

31日 根据各县不断发生破坏生产、谣言和会门活动，烧

房、抢粮、打死村干部等情况，中共商洛地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

自救运动与肃清特务处理会门的指示》，指出要“动员一切人力

物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运动”。“严格检查政策执行情况”．

“应针对特务谣言破坏事实。开展反特反迷信教育，并组织力量，

对破坏活动予以处理．以保证生产救灾运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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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 经西北局报告中央批准，中共商洛地委划归中共陕

西省委领导。8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通知：省委决定，商

洛地委由王力、石金河、王杰、孙光、李书全、杨子蔚、刘泽西、薛

兴军、程建民、吕明皓、伊宾生、郭茂生、苏育民等13名委员组

成，并以王力、石金河、王杰、孙光、李书全、杨子蔚、刘泽西7人

为常委，书记王力，副书记石金河。

4日 商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商洛区专员公署，归陕

西省人民政府领导。

6月

6日 中共商洛地委召开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地

委扩大会议。会期12天，至17日结束。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

《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及中共中央西北局、陕

西省委关于开展整风的指示，地委领导成员在总结工作时，检查

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与会同志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

评，检查了工作中的问题。会议要求领导干部要转变作风，更好

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经济建设工作。会议

对全区开展整风运动作出了具体安排。

22日 中共商洛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扩大会议。

地委常委王杰作了I：关于整顿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检讨总结及

今后半年内工作任务》的报告。对于农村工作，要求在。有条件的

地方，经群众志愿．在记工算帐、双方两利的原则下·进行变工互

助”。

下旬 全区各县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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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局、省委关于开展整风的指示，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克服党内、主要是领导干部间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绪、命

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少数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

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并对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给予了恰当处理。

对于部中一般不良思想作风进行了教育。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了政策

观念。这次整风运动延续到12月底结束。

7月

28日 中共商洛地委根据各地发生匪特勾结、散布谣言、

破坏生产、抢劫群众财物甚至杀害干部群众、严重威胁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实际情况，发出了《关于剿匪问题的指示》。全区党政

军统一行动，成立了7个指挥部、15个联防剿匪委员会，共抽出

8个连的兵力，结合各县公安部队及民兵，统一进行剿匪行动。

截止8月底，共剿灭大小股匪26股，捕获匪首、匪徒119名，敌

特官兵459人。

9月

11日 中共商洛区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商县城南街地委机

关召开。出席会议代表75人。会期9天，至19日结束。会议遵

照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策略路线，中共中央《关于在全

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的代表会议精神，分别就土

地改革、整风运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讨论

和安排。地委书记王力在会上作了《关于贯彻省党代会的决议及

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25日 在剿匪斗争中荣立战功的商南县青山乡白庙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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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沟民兵分队长田发祥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出席全国战斗英

雄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lO月

11日 中共商洛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作出《关于剿匪

工作指示》，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加强内部整顿．建立治安民兵组

织。开展群众性的剿匪防匪活动。

11月

4日 为了保证秋征工作顺利进行。地委发出《秋征工作的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依据《陕西省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

例施行细则》，认真发动群众，充分地发扬民主精神，做好评定土

地常年产量与查实土地数量的工作，“有组织有领导地召开各界

代表会。宣传、贯彻秋征工作政策。并实行首长负责．亲自下去，

配合各群众组织，集中力量进行试办．取得经验，加以推广。”按

照地委、专署布置，各县大体于中旬开始，普遍召开了三级干部

会、农代会等．学习秋征工作条例。打消群众顾虑。在全区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征粮运动。至1951年2月。全区完成征粮3133．97

万斤，比原定的2664．38万斤．超额469．59万斤。在秋征工作开

展的同时．减租反霸斗争亦在500多个乡、126万多人口的地区

全面展开。

12月

12月 商洛军分区为抗美援朝输送兵员2478人。

本年底全区共有7个县．53个区，513个乡，1657个行政

村5228个自然村。有党员2114人，党委61个．党组3个。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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