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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 沂蒙革命
根据地纪略

[沂蒙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

综述】
沂蒙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初期开辟、创建的全国著名的几大革命

根据地之一。这里所说的沂蒙地区，是一个

区别于行政区划的广义上的地理内涵，其范

围是指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今临沂地区为

主体的山东东南部地区。这一区域大体上包

括今临沂地区、莱芜市和枣庄市的全部；泰安

市的东南部和淄博、潍坊、青岛三市的南部、

济宁市的东部以及江苏徐海地区的北部。

1939年7月至翌年5月，这里是中共山东第

一区(习称大鲁南区)党委所辖区域的主体部

分。1940年春夏，随着省、行政区、专区、县四

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先后建立，山东第一区分

为鲁中、鲁南和滨海三大行政区(战略区)，且

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鲁中、鲁南、滨海

三大战略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所辖的

五、六个专区的地委、专署、军分区等均长期

驻在这一地区。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鲁中

南行政区的构成主体，华东、山东和鲁中南行

政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均驻扎于此，使临

沂成为山东乃至华东解放区的首府。十余年

间，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和经济、文化等各

个领域的诸多经验和重要举措，都是在这里

先行试点，待取得成功后，再向全省其他地方

加以推广的。虽然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和革命

斗争的需要，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几经变动，

但“沂蒙”一词作为山东中心根据地(解放区)

的代称，却是一个公认的客观事实。为便于

读者了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故

采取分区记述、统分结合的方式，真实展示沂

蒙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基本历程。

一、鲁中沂蒙革命根据地

鲁中区位于胶济铁路西段以南，津浦铁

路济南至兖州段以东，滋(阳)临(沂)公路以

北，沂河以西。其中，二专区(即沂蒙专区)系

鲁中革命根据地的腹地，鲁中区党、政、军领

导机关长期驻于沂蒙专区之内。沂蒙专区的

范围除东、南与上相同外，北依沂山、鲁山，西

接新泰、莱芜。境内山脉连绵起伏，河流纵

横，地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党

委书记郭洪涛率干部约50人，携带两部电台

来山东。5月20日，郭洪涛等到达鲁中区泰

安县南上庄中共山东省委驻地。第二天，郭

洪涛在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

《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会

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按照中

共中央的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山东省委，暂定

郭洪涛、林浩为常委，郭洪涛任书记兼军事部

长，林浩任组织部长。5月下旬，山东省委扩

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简称边区省委)，郭

洪涛任书记。6月30日，边区省委制定了《发

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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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钉：在鲁【11，创市以沂蒙tll区为【fI心的抗日

根据地；向北发展+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仓J

清扣f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

山区抗口根据地；向东发展，JF也'I鲁东南沿海

地区抗I；=j根据地

7月初，边区省委书}￡郭洪涛率八路军山东

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简称第四支队)～部南

F；林浩率第四支队第一团、教导队和政治部到

蒙阴县的坦埠，与廖容标、姚仲明带来的1个团

会师÷8月28日，郭洪涛率南下部队北返，到达

沂水县岸堤(今属沂南县)，与林浩、廖容标所率

部队会台。9月，边区省委在岸堤召开会议，研

究开辟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问题，进一步确定在

沂蒙山区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1938年5月，郭洪涛率约50名干部从延安到达鲁中山东省委驻地之后，奔赴山东各

个战场，成为开辟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为开辟鲁中及沂蒙抗日根据地，边区省

委继调廖容标、姚仲明率领的第j支队1个团

到沂蒙后，又调第三支队第八团来此：10月，

第八团和廖容标、姚仲明部台编为第四支队

第四团，11月，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

支队全军4000多人分批南下，陆续到达沂、鲁

山区．之后，进入沂水县东北部、安丘两南部

地带。

为创造经验，指导全省的建党建政工作，

边区省委直接领导r鲁中各县的工作，派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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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干部到沂水、蒙阴、临费边等县任职。在岸

堤，边区省委直接领导了沂水第九区区委及区

民主政府、动委会：在边区省委的直接领导下，

沂水、蒙阴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群众团体。11

月间，黎玉、张经武率领160名干部从延安来到

岸堤二12月27 FI，山东八路军各游击支队的

统一指挥机关——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

王庄成立；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中共山东分

局：到1938年底，鲁中区先后建立健全了蒙

阴、沂水、费县．新泰、莱芜、博山、淄川I，临费、泗



1938年，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

支队由清河区开往沂蒙山区

水、安丘、临朐等县党的组织，所辖地区的区

委、村支部以及农救会、青救会、妇教会、自卫

团、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也相继建立。这

表明，鲁中抗日根据地已具雏形。

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提出四条反动措

施。此后，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地方顽固

派伙同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分子缪激流等，

继续策划限制共产党的办法，不断制造摩擦，

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

逐渐加强了对其占领区的控制。沂蒙抗日根

据地和全省各地一样，出现了敌、我、顽“三角

斗争”的局面。从同年6月日军对沂蒙山区进

行第一次大“扫荡”起，沂蒙军民的抗日斗争

进入艰苦阶段。

抗战初期，各地抗日武装建立后，未能迅

速在抗日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广泛建立抗日民

主政权。1939年6月初，中共山东分局接受

过去忽视政权建设的教训，派出一批干部到

各地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

针对H军第一次对沂蒙大“扫荡”、国民

党地方政权纷纷垮台的有利时机，山东分局

于7月1日下达了《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

示》，要求在原政权机构被破坏地区，均要创

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机构；县界应以地形及

沂蒙革命根据地纪略

战争需要重新划分．不受旧行政县界限制

不久，鲁巾区先后成扩r澜川、莱芜，博Ⅱt、沂

水等县抗H民主政府，7月下旬，中共111东分

局第一区党委f习称大鲁南区党委)在沂临边

的青驼寺成立，同时成立r八路军山东第一

军区(对外称lh东纵队后方司令部)．．

进入1940年，沂蒙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

进展加快。2月16日，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立。3月，临费县委建立；沂(水)、蒙(阴J、临

(朐)、益【都)四县宪政促进会和沂水县参议

会成立。6月10日，中共费北县委和费北行

署成立；临(沂)费沂边联工委成立。7月11

日，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7月26日至8

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在青

驼寺召开，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f简称战工

会)。战工会和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

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IO月，鲁中区党

委成立。次年2月，建立了沂蒙地委、沂蒙专

署，辖沂水、蒙阴、沂南、沂临边、费东5个县：

沂蒙行政区划正式确立。

1939年、1940年，日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

进行了25次大“扫荡”，其中万人以上“扫荡”

有两次。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吴化文配台

日军，对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沂

蒙抗日根据地一度被压缩在方圆几十里的狭

小地带。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

变”．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从3月起，

日本侵略军先后推行5次“治安强化运动”，山

东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在11月

问日军5万多人对沂蒙根据地大“扫荡”中，省

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IIl东纵队宣传

部长刘子超、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鲁中区

党委社会部长朱毓淦、省妇救会常委陈若克、

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等壮烈牺牲；沂蒙青壮年

被掳者近万人，民众被杀害达3500余人，房屋

被烧毁占全区民房的四分之一。加j二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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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分散掩护了八路军1300

余名伤病员；沂水县桃棵子村妇女祖玉兰，将

昏迷在该村南大顶子山的八路军战士郭伍士

救到家中精心护理、治疗，使身负7处伤的郭

伍士伤愈重返部队，后被誉为“红嫂”；沂南县

李家林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救活受重伤的

八路军战士，后亦被誉为“红嫂”；沂南县东辛

庄的王换于大娘，精心护理全身80％被敌人

烙伤的《大众日报》社的白铁华，使其得以活

了下来，被誉为“革命母亲”。

1942年春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后，沂

蒙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了精兵

简政；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培养发展了近万

名党员；进行了整风学习，提高了干部的马克

思主义水平。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蚕

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下半年，

沂蒙地区又先后建立了沂北、沂东等县委或

工委。

1943年春，沂蒙地区实行了党的“一元

化”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

的“十大政策”，全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使根

据地逐渐恢复并获得新的发展。7月于学忠

部离鲁后，八路军控制了沂山、鲁山及滨海区

诸(城)、莒(县)、日(照)一带山区防地。9月，

击退了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的进

犯，并连克蒙阴垛庄、沂水涝坡等日伪据点，

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从秋季开始，整个山东

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困难阶段，进入恢复

和再发展时期。

1944年1月，沂蒙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

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2月25日，鲁中

区党委决定以发展生产为工作中心，掀起了

春耕生产热潮。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

胜利，3月25日，鲁中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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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战役。这次讨吴，标志着山东战场局部

反攻的开始。战役结束后，解放国土2980多

平方公里，攻克重要据点49处、炮楼100多

个、山寨52处，使鲁中军区完全控制了鲁山山

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系，为之

后的反攻夺取了有利的前进阵地。从6月开

始，沂蒙根据地军民发起了夏季军事政治攻

势。6月中旬，鲁中军区第二团攻克蒙阴县桃

墟敌据点，歼伪军1个大队；第二、三军分区分

别攻克蒙阴县刘官庄、住佛敌据点，基本粉碎

了敌经营多年的环绕蒙山的封锁线。8月17

日，攻克沂水城，毙伤俘日伪军1000多人。继

之，鲁中部队于9月上旬进行了葛庄伏击战，

共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300多人，俘31人；毙

伤伪军1000多人，俘伪军367人。

1945年1月，沂蒙各县认真贯彻鲁中区

党委《关于开展拥军参军运动的指示》。开展

大规模的群众性拥军参军运动，各县加入主

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青年达8111人；在开展

的英模评比中，被评为鲁中区劳动英雄、劳动

模范有朱富胜等119人。3月9日，蒙阴城解

放，使泰山、泰南、沂蒙根据地连成一片。6月

夏季攻势中，鲁中部队对盘踞在安丘、昌乐一

带的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部和盘踞在诸

城的伪山东国民自卫军张步云部发起攻势，

共攻克日伪据点66处，解放国土1700平方公

里。7月13日，鲁中行署成立，辖泰山、沂蒙、

泰南、沂山、鲁山5个专署。沂蒙专署辖沂南、

沂东、沂临、费东、蒙阴、沂中6个县。7月17

日，鲁中部队发起临(沂)费(县)边战役，攻克

诸满、上冶敌伪据点。8月7日，解放费县城。

8月6日至13日，沂蒙军分区部队攻克白沙

埠据点，为解放临沂城扫除了障碍。

在8年抗日战争中，沂蒙军民计作战4万

余次，毙伤俘El伪军25万人，缴获各种枪支

20余万支、炮500余门及大量军用物资；主力

部队和地方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正

规军10万余人，民兵30多万人，自卫团70多



沂蒙革命根据地纪略

万人；沂蒙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主力部队、

地方武装、党政群机关人员伤亡1 l万多人(其

中牺牲4万余)；人民群众被杀害或迫害致死

的有20多万人，伤残60余万人，被抓走的有

40余万人；房屋等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抗El战争胜利后，山东军区抽调滨海军

区主力部队、山东军区特务团、沂蒙军分区十

一团等向临沂城守敌发动进攻，经26天激战，

于9月11日攻克临沂，使鲁中、鲁南、滨海3

个战略区连成一片。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沂蒙抗日根据地

的行政区划和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泰南、

鲁山地委和专署撤销，原分属上述地区的新

泰、泰宁和沂源县划归沂蒙；原沂蒙的费东与

泰南的费北两县合并，成立蒙山县，划归沂蒙

地区；沂临边县撤销，辖区分别划归沂南、沂

东、临沂县。沂蒙专署辖沂源、沂中、沂南、沂

东、蒙阴、蒙山、新泰、泰宁8个县。在中共沂

蒙地委和沂蒙专署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奸诉

苦、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广大翻身农民积

极参军，有2．5万名青年加入主力部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

算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沂蒙各地进行

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6月下旬，全面内战

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

失败后，于1947年3月改为对陕北和山东实

行“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

率领下，在沂蒙山区先后进行了莱芜、孟良崮

等重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战争中，

沂蒙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仅

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中，支前民兵、民工就

达100多万人次。在支前工作中，蒙阴县野店

区烟庄村妇女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树

英、姬贞兰、公方莲6人，挑起了全村支前拥军

的重任，她们组织妇女在两天内加工5000斤

粮食的煎饼，送往前线；为部队当向导、运弹

药、洗军衣、做军鞋，成为著名的“沂蒙六姐

妹”o

1948年春，沂蒙地区灾荒严重。各级党

政领导执行上级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的指示，

咬紧牙关，渡过艰苦岁月。通过进行剿匪反

霸，开展整党整军，深入土地改革，各项工作

得到迅速发展。7月，鲁中、鲁南、滨海区合并

为鲁中南区。沂蒙地委改为鲁中南区第二地

委。此后，沂蒙人民全力支援济南、淮海、渡

江等战役，并组织大批干部南下云南、贵州、

河南、浙江、湖北等省，支援新解放区的开辟

与发展。同时，在全区继续开展了生产救灾，

医治战争创伤，使解放区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1949年7月，沂东县撤销，辖区划归沂

中、沂南县。8月，沂北县和莒沂县合并为莒

沂县，沂中县改称沂水县，新泰、泰宁两县划

归泰山区。此时，鲁中南区二地委辖沂水、沂

南、沂源、蒙阴、蒙山、莒沂6个县。沂蒙人民

克服重重困难，以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新

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鲁南革命根据地
鲁南区南起陇海铁路，北至滋(阳)临

(沂)公路(一度至蒙山)，东至沂沭河之间(一

度至黄海边)，西到南四湖。今临沂地区所辖

的临沂、苍山、郯城、费县、平邑等县的全部或

一部分境域属鲁南革命根据地。

1938年7月1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简称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八路军山东抗

日游击第四支队第二、三团的3个连南下，到

达费县。中旬，边区省委率第四支队一部到

达滕县，支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

同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道

路。8月，郭洪涛率第四支队返回沂蒙山区，

第一总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东部地区。第一

总队进人抱犊崮山区后，活动于大炉(今属苍

山县)周围山区。此期间，临沂、郯城等地党

组织建立的由丁梦孙、刘剑率领的临郯青年

抗日义勇队编人第一总队，原在大炉一带活

动的开明士绅万春圃领导的武装，编为第一

总队第二大队。9月，由于大炉地处贫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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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群众生活艰苦，部队供给嘲难，边区省委

决定，同意周K党山东省第__三区专员兼保安

司令张里元为扩大自己势力提出的要求，在

不改变部队建制，不f：涉部队人事、保持i|}|：队

独立的前提下，将第一总队改称为¨I东省第

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第阴团(简称直辖四

团)。9月上句，直辖四团联合张艰元部进行

了稠脂山伏击战，毙伤日军六七十人，12月，

直辖四团又对日军新设的车辋据点进行40多

天的围困战，迫敌撤退，稳定r鲁南山区扰El

根据地。边区省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先后3次派党员干部到张里元部』：作，形

成了较好的国共合作抗FI的局面。12月间，

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奉命率部陆续

人鲁．先后布防于甲子山、沂蒙山，抱犊崮山

区。

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成立：在鲁

南特委领导下，山东纵队及鲁南人民抗日武

装初步开辟了抱犊崮山区东部及东南部活动

八路军J15师开赴鲁南抗日前线

基地。6月2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

出：乘鲁南局面混乱．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

六团及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

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以争取政权。9

月初，六八六团抵达抱犊尚山区，王秉璋、黄

励率一一五师师部机关抵大炉，随后，罗荣

桓，郭洪涛、张经武．陈光也来到大炉，一一五

师师首长、机关、随营学校、六八六团及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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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12 Jj全都进入抱犊崮地区。

为巩同扩大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根据地，

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北

连接大块山区，向南向东南发展大块平原”的

战略构想．11月18 I=I，一一五师一部在地方

武装配合下，攻占了马头。一一五师和地方

党组织分别组成I=作团．分赴邹、滕、峄、费和

泗水县，协助各县委开展抗日斗争。与此同

时，一一五师后方司令部消灭了离大炉10余

公里的孔庄反动地主杜若堂部。12月下旬，

一一五师于滕(县)费(县)公路的兑头沟伏击

口军运输队，全歼日伪军90多人，并缴获大批

军用物资和弹药，

1940年】月，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已扩展

到东南至郯(城)马(头)，东至苍山，西至滕、

邹边。北至梁邱一带的大片地区。1月底，郯

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接着，建立了郯东

北抗日民主政权——郯东北办事处。2月14

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特务团、苏鲁支队、

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发起白彦战斗。经两天

两夜激战，摧毁白彦及周围据点，消灭孙鹤龄

部1000多人，解放了白彦地区。日军为夺回

白彦，3次攻打白彦，均被一一五师击退。在3

次白彦争夺战中，一～五师各部共歼日伪军

800余人。白彦争夺战的胜利，解放了费县西

部广大地区，为八路军向天宝山区发展扫清了

道路，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

利条件。2月16日，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3

月14日，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4月中旬，日军调集8000余人，向抱犊崮

山区进行历时1个月的大“扫荡”；在反“扫

荡”中，一一五师和地方武装共作战30余次，

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

心的鲁南抗13根据地。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

在天宝山区的油篓村正式成立，下辖第一、三

两个地委二一地委辖泗水、邹县、泰宁、曲阜

县委或工委；三地委辖临沂、邳县县委和苍

马、郯马．东海3个工委；临郯费峄四县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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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费县工委和滕东、峄县县委由区党委直接

领导。6月11日，鲁南参议会、鲁南专署宣告

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和鲁南军区成

立。至年底，鲁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

达到2762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1．7％；

人口有75万，占总人口的21．18％。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

事变”，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从3月起，日本

侵略军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

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和烧光、杀

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鲁南抗日根据地处

于敌、伪、顽夹攻之中。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严

重，鲁南军民生活极其艰难。1941年，敌据点

由1940年的365处增加到441处，平均每隔6

公里就有一处；国民党顽固派及地方土顽对

抗日根据地骚扰、进攻日益频繁，先后在临郯

费峄四县边联县制造了“四·二五”、“七·二

五”、“十·二七”三大事变。仅1942年上半年

至次年下半年的一年中，敌伪对鲁南根据地

的“扫荡”就有7次，兵力最多时达6000余人。

到1943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九十二

军)进入鲁南后，鲁南日、伪、顽军总数达到

4．4万人，而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不足

4000人，鲁南根据地仅剩邹东、费南、滕峄边

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互不相联的几小块根据

地。在这几小块地区中，邹东、费南以及四县

边联的东部和西部，也被敌伪顽分别封锁，基

本区人口只有12．5万，村庄不足500个。鲁

南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中共鲁南区党委为了动员、团结全党、全

体军民克服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

抗战，争取胜利，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

指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行党的“一元化”

领导，贯彻执行“敌进我进”的方针，采取灵活

机动的战略战术，对日伪军开展反“扫荡”、反

“蚕食”、反“封锁”斗争，对顽军进行了有力地

回击。与此同时，进行巩固党的工作和整风

学习，实行了精兵简政，开展了减租减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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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志

委辖滕县、l临城、凫山县委；三地委辖赵铸、苍

山、邳县、峄县、铜山县委(临沂、郯城划归滨

海区)。到年底，解放区和游击区面积为

14560．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5％。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

后，鲁南区普遍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群

众运动，并进行改造旧政权，恢复城镇社会秩

序等工作。中央“五·四”指示颁布后，土地改

革运动逐步开展。6月26日，国民党以22万

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中

旬，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苏北、鲁南进攻。8

月1日，鲁南区党委举行反内战誓师大会。为

了保卫家乡和胜利果实，各地都掀起了“反蒋

保田”、参军参战热潮。在支援苏中、淮北反

击国民党进攻作战中，鲁南人民出动民工担

架队有10万人。

在人民军队阻击下，进攻鲁南之敌进展

缓慢。10月中旬，敌整编第二十六师才逼近

枣庄，并向临沂进犯。在伏山口作战中，敌被

歼2500余人，退至台儿庄、枣庄一线。11月

上旬，敌开始新的进攻，华东部队发起台枣路

反击战。取得歼敌3000多人的胜利。在上述

作战中，鲁南人民大力支前，平邑县一区担架

队被鲁南前线总兵站授予“模范担架队”奖

旗；鲁南专署通令嘉奖赵铸县五区、平邑县一

区担架队，赵铸县七区妇救会、姊妹团，泗水

县妇女支前运输队为支前模范单位。接着，

鲁南人民又积极支援宿北战役，使此次战役

取得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3个

半旅共2万多人的重大胜利。

1947年1月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向

北转移。2月15日，临沂城被国民党军队占

领。3月，国民党成立了陆军总部徐州指挥

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24个整编

师、60个旅的兵力，组成3个机动兵团，对山

东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先后侵占了枣庄、曲

阜、泗水、费县等地。抗战胜利后逃跑的伪军

政人员、地主、恶霸等组成“还乡团”，返回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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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

分子。出任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专员公署专

员、保安司令的王洪九，扬言不杀3000名共产

党誓不为人。斗争形势极端残酷。5月初，鲁

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侵占。鲁南区党委遵照

华东局的指示，各地、县、区委在留下主要领

导干部和精干武装坚持斗争的同时，将机关

党政军工家属等2万余人，组成鲁南后方司令

部，分期分批撤离到渤海地区。6月6日，国

民党三十三军、整编八十三师会同临沂、费

县、郯城、峄县、邳县等地保安武装共10万余

人，从四面向抱犊崮山区合围。鲁南党政军

机关、部队以及赵锝、苍山、费县、峄县、邹县、

平邑、泗水、邳县、枣庄等县、区干部、民兵、军

工家属5万多人，被围困在云涧峪一带。7日

晚，陆续向东突围，于9 El凌晨到达滨海区的

泉源头、店头一带。在突围和就地坚持斗争

中，临沂县委副书记刘继忠、麓水县委副书记

张考三和组织部长齐民新等许多干部牺牲。

在“还乡团”的反攻倒算中，平邑和费县被杀

害的干部群众达2000多人，苍山县达2300余

人，临沂县达7000多人，出现“村村停尸体，庄

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鲁南区党委等领导机关突围到滨海地区

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于7月底返回鲁南。此

后，以开展游击战争，恢复被敌人摧残的党政

组织为中心工作。当时，鲁南地区处在极端

困难之中，据1948年春统计，农村支部比1946

年减少了82％，党员减少了76％。

1948年1月10 Et，鲁南区党委在平邑县

王崮山村召开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会议

传达了大鲁南土地会议精神，确定今后的总

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鲁南战略区，压

缩敌占区，巩固收复区，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反

攻。会后，大力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基本达

到了“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

7月17日，中共华东中央局决定将鲁中、鲁南

和滨海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区。原鲁南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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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专署改为鲁中南区第四、五专署。第四

专署(又称尼山专署)辖平邑、泗水、曲阜、滋

阳、邹县、滕县。第五专署(又称台枣专署)辖

费县、苍山、兰陵、峄县、邳县、临城县和枣庄

行政区。

鲁中南区成立后，鲁南地区相继开展了

支援解放军大规模战略决战；动员参军参战、

抽调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剿匪反特、巩固后

方，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广泛开展生产救

灾；老区结束土改，恢复区完成土改，新区开

展减租减息运动。至1948年11月，鲁南除陇

海铁路沿线和徐州外，敌军均被清除，和鲁

中、冀鲁豫连成了一片。1949年1月10日淮

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鲁南全境解放。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鲁南是国民党军

队进攻的主战场，斗争尖锐复杂。在中共中

央、山东分局、华东局的领导下，鲁南地区党

政军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新中国的

建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滨海革命根据地

滨海区(抗日战争初期称鲁东南地区)的

范围北起胶济铁路，南至陇海铁路，东临黄

海，西界沂河。大体包括今临沂地区的日照、

莒县、莒南、临沭、临沂、郯城；潍坊市的诸城、

五莲、高密；青岛市的胶南、胶州；江苏的赣

榆、新浦、海州、东海等16个县、市、区。从

1941年春起，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就长期

驻在滨海地区，滨海因此成为山东革命斗争

的中心根据地。

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将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El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

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

(简称第二支队)，由沂水开赴莒县岳家沟一

带，创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8月，边区省委

决定建立了鲁东南特委，以统一鲁东南地区

党的领导。10月，鲁东南特委在莒县大店(今

属莒南县)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特委书

记景晓村分析了这一地区的形势，传达了上

级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党的

任务。到年底，莒县、日照、诸城建立了县委

和基层党组织；第二支队发展到1000多人，成

为开辟和建立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基干

武装。鲁东南特委和第二支队组织大批民运

干部，分赴各地，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并开办

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社会知识青年，使群众

运动有很大发展，相继建立了自卫团、农救

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后，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

声宣布解散国共合作建立的莒县各级动员委

员会。莒县、日照等县国民党政府，普遍组织

“民众运动督导团”，进行“一个党，一个政府，

一个领袖”的反共宣传，发展三青团组织，在

各地建立反共基点。5月，鲁东南特委书记高

克亭会见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

长常恩多，商讨双方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共

同抗日问题。常恩多是东北军的爱国将领，

他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拥护中

共联合抗El主张。党组织派王维平、华诚一、

张鞋平等到常恩多一一一师工作，建立了该

师中共地下工委。

6月1日，日军出动2万余人，对鲁中山

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同时“扫荡”鲁东南

地区。11日，日军第二次占领莒县城后，接着

占领日照城，并打通了莒日公路和台潍公路，

在枳沟、高泽、招贤、石沟崖、涛雒、两城等地

设了据点。为反击敌人“扫荡”，鲁东南特委

机关和警卫武装转移到莒日公路以南活动。

在转移途中，在莒县城西南的葛庄与敌人遭

遇，战斗中，警卫武装牺牲23人。特委机关到

达莒县南部朱梅一带。为便于开展对敌斗

争，特委决定撤销莒县县委、莒赣临工委，在

莒日公路以南建立莒南县委，在公路北建立

莒北县委。

7月上旬，中共山东第一区党委成立，鲁

东南特委改为一区党委所属第五地委。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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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委自成立后，经过一年的努力，相继建立

了诸城、日照、莒南、赣榆、胶县等县委或工

委，并建立26个分区委。抗日武装除充实扩

大第二支队外，建立了日照、莒南县大队及区

乡武装。随着群众抗日团体的发展，至11月，

鲁东南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

1940年1月，莒县大地主、大汉奸于经武

在汀沟一带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万仙会”，进

行反共活动。3月，反共顽固派张步云、梁钟

亭、张希贤、李延修部联合反共，向莒、日根据

地进逼。“万仙会”配合顽军，偷袭周家庄的

抗日部队休养所，惨杀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

及其家属多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莒El公

路以北根据地逐渐缩小。6月，诸城三区区委

书记郑文新和区委组织委员臧松旺叛变，供

出60多位党员名单，致使该区党组织遭到破

坏。7月上旬，五地委机关撤到莒El公路以

南，决定地委特务营、莒北县委和莒北、日北

的区乡政府及胶县工委、诸城工委等已公开

暴露的人员一律南撤；菖日公路北的工作转

入地下活动；诸城、胶县等地未暴露身份的人

员，留下进行秘密工作。8月间，为了开展莒

日边区工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对El

照顽固派李延修部进行攻击，一举歼其大部，

扩大了活动区。

9月22日，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

与徐州日军鹫津师团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秘密协定，被该军⋯师师长常恩多和
三三三旅旅长万毅等人发觉，决定将缪逮捕。

当El晚，他们派兵包围驻东盘的五十七军军

部，因一营长告密，缪激流等逃脱，其余通敌

军官被扣押。常恩多、万毅通电全国，提出

“锄奸救国”口号。这次行动，沉重地打击了

国民党亲日派的投降政策，粉碎了敌、顽联合

反共的阴谋，使滨海南部地区的紧张局势有

所好转。但山东党组织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促使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以致数月后

五十七军内的顽固分子得以复辟，造成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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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较长时期的困难局面。从1940年下半年开

始，鲁东南地区开辟了临(沂)东、赣(榆)北地

区，计有18个区的600多个村庄，使苍马、临

东、赣北与莒南、日照根据地连成一片。到年

底，建有日照、莒南、莒中3个县委，临东、临赣

2个工委，共有19个分区委，75个乡支部，205

个分支部，1172个党小组，10035名党员(日

照、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均于3月成立)。民主

政府的政令能下达2000个村庄。

1941年，鲁东南地区进人抗战最困难的

时期。“皖南事变”后，东北军一一一师在顽

固分子陶景奎、孙焕彩等把持下，积极反共，

并策动朱信斋部叛变，配合顽固派进攻抗日

军民，日照、莒中和莒南县处于艰苦的三角斗

争中，几乎每天都要和顽固派打仗、周旋。3

月上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东分局

等领导机关由鲁中转移到滨海区后，3月19

日发起了青口战役，经6天战斗，毙伤俘敌伪

军1600多人，解放了青口，攻克了海头、兴庄

等8处据点，扩大了抗日根据地。4月25日，

东北军一师顽固分子孙焕彩纠集顽保安
十六团李延修部1000余人，向中共El照县委、

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沟洼村发动突然袭击，

县机关8人牺牲，50多人被俘。日照大部被

日、伪、顽侵占。5月中旬，山东纵队第二旅和

地方武装对李延修部进行反击，将其打退至

莒日公路以北地带。8月上旬，滨海专员公署

成立。

在艰苦的斗争中，滨海人民创造出无数

动人的英雄事迹：9月底日伪军1000多人袭

击临沭县西山前村，山前乡乡中队和该村自

卫团英勇抗击，打死敌伪100多人，山前乡乡

长张作洪等壮烈牺牲，该村被滨海专署授予

“抗日模范村”称号。12月20日伪军包围沭

水县渊子崖村，全村300多自卫团员及男女老

少，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英勇抗击，消灭

日伪军100多人，成为著名的“抗日楷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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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1日，中共滨海地委正式成

立，辖日照、莒南、莒中、沭水、临沭、赣榆、海

陵7个县委和莒北、日北、马陵3个工委。4

月10日刘少奇来到滨海区，检查指导山东工

作。在刘少奇具体指导和中共山东分局领导

下，滨海区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

息，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7月下

旬统计，在2个月的时间里，滨海区有93个村

庄、3155户佃农、28250亩土地实行“二五”减

租，7860多雇工增加了工资，1万多户农民加

人农救会。继之，全区大部地方都开始深入

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广大群众的抗日、生

产积极性空前高涨。8月8日，东北军⋯师师长常恩多率
部2700多人脱离国民党的控制。9日常恩多

病逝后，万毅任师长、中共一一一师工委书

记。而该师三三一旅旅长顽固分子孙焕彩纠

集余部重组一一一师，并勾结土顽李延修和

国民党游击独立第七支队朱信斋部，抢占了

该师原驻地甲子山区。甲子山区位于日照、

莒南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8月中旬，山

东军区第二旅和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等部发起

反顽战役，收复甲子山区。10月中旬，孙焕彩

纠集4000余人，乘滨海军民反“扫荡”之机，分

路进攻甲子山区，在损失500余人之后，再次

占领甲子山区。12月中旬，一一五师教导第

二、五旅等部队1万余人，在罗荣桓、陈光指挥

下，发起第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经14天激

战，毙伤顽军1000余人，俘获1137人，全部收

回这一地区。甲子山区的收复，扩大了滨海

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开辟滨海北部地区、打通

与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3年4月，中共滨海地委撤销，成立滨

海区党委，符竹庭任书记。政权机构仍称滨

海专员公署，谢辉任专员。一一五师教二旅、

教五旅、滨海军分区番号撤销，成立滨海军

区，陈士榘任司令员，符竹庭兼政委。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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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国土3687．5平方公里，解放1500多个村

庄。

1945年1月下旬，伪诸城保安队张希贤

部1500多人反正，其据守的32个据点被八路

军摧毁。继之，滨海区部队又进行了大规模

的夏季攻势，首次于6月下旬对盘踞滨海南部

地区郯城的顽军梁钟亭部发起攻击，歼顽军

500余人，生俘梁钟亭，解放了郯城，扩大了滨

海和鲁南区的联系。接着，于7月中旬对滨海

北部伪军张步云部进行讨伐，歼灭张部5000

余人，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

公里的地区。

8年抗日战争中，滨海部队发展到3．6万

人，民兵4万余人，自卫团11万多支；毙伤俘

日伪军4．8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5万多

枝，炮30门；拥有人口500万，控制国土1．33

万平方公里；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为夺取解

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但也作出巨

大的牺牲：死亡人口130773人，被烧毁村庄

5600个、房屋256776间，损失牲畜、粮草等财

物无法计算。

1945年9月，诸城、日照、临沂相继解放。

此后，各地深入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

发展生产运动，并对政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

造，各项工作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临沂城

获解放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遂由莒南

农村迁驻临沂。不久，中共华东中央局在临

沂成立。至此，临沂成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

和华东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地。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华东

局决定撤销滨海区党委和滨海军区，将滨海

第一地委所属的诸城、高密、胶县、藏马、莒北

5个县划归胶东区党委领导，滨海第二、三地

委和新海连办事处合并为滨海地委，辖莒县、

莒南、日照、临沂、临沭、郯城、东海、竹庭(赣

榆)8个县。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滨海

地区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

利”的口号下，全力以赴，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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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由全面进攻转人

重点进攻。2月下旬，滨海南部地区大部被侵

占，“还乡团”普遍建立了反共政权。在艰苦

的环境中，党组织领导人民，一面实行土地改

革，发展生产，一面踊跃参军，全力支前。在

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就有

54340人参战，出动民工533130人支前。

1948年7月，鲁中南区成立，滨海地委改

为鲁中南区第六地委。11月6日淮海战役开

始后，滨海区先后出动民工57万多人，运送粮

食3480万斤，加工粮食3700万斤，做军鞋60

多万双，另有子弟兵团5000多人在前线服务。

至11月8日，滨海区全境解放。此后，在做好

生产救灾的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开辟中

原、江浙、川黔等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5月，中共鲁中南区第六地委改

称为中共滨海地委，1950年4月改为中共临

沂地委。

[驻沂蒙革命根据地内地级以

上领导机关设置概况]
一、中共机关

(一)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员会 1938

年5月下旬，根据徐州失守、八路军准备向苏

鲁豫皖四省挺进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决定

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

委，同年12月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

涛任书记兼军事部长，程照轩任组织部长，孙

陶林任宣传部长，郭子化任统战部长，张天民

任职工部长，景晓村任青年部长，史秀云任妇

女部长。10月景晓村离职，孙陶林兼任青年

部长，杨涤生任副部长。

(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1938年12月

由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成，1945年10月

与华中局合并。郭洪涛(1938年12月至1939

年lO月)、朱瑞(1939年10月至1943年9

月)、罗荣桓(1943年9月至1945年10月)先

后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1943年9月始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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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先后有郭洪涛、黎玉、张经武、徐向前、朱

瑞、罗荣桓、陈光、萧华、舒同。组织部：程照

轩、朱瑞(兼)、李林、黎玉先后任部长；宣传

部：孙陶林、李竹如、赖可可、陈沂先后任部

长；统战部：郭子化、朱瑞(兼)、谷牧(兼)先后

任部长；社会部：刘居英任部长；民运部：李竹

如、朱则民、霍士廉(兼)先后任部长；政府工

作部：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设立，陈明

任部长；群众工作委员会：1941年10月设立，

李竹如(兼)、黎玉(兼)先后任书记；调查研究

室：1942年3月至同年11月设立，李竹如兼任

主任；财经委员会：1942年9月设立，黎玉兼

任书记；锄奸委员会：1943年9月设立，罗荣

桓兼任书记；城工部：1944年9月由城工科改

设，杨一宸任部长；青委：1938年12月至1943

年设立，孙陶林(兼)、刘居英(兼)、钟效培先

后任书记；妇委：1938年12月至1943年设立，

朱瑞、刘居英先后兼任书记；党校：郭洪涛、朱

瑞、罗荣桓先后兼任校长，潘维舟、陈明、萧华

(兼)、李培南先后任副校长；大众日报社：刘

导生、匡亚明、于寄愚、李竹如(兼)、陈沂先后

任社长。

(三)中共华东中央局 1945年10月25

日，中共华中局与中共山东分局在临沂城召

开会议，合并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饶漱石

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饶漱石、陈毅、

黎玉、张云逸、舒同任常委，李林、郭子化任委

员。1949年3月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重新

成立。中央批准由康生、张云逸、傅秋涛、向

明、郭子化、许世友、彭康、李林、袁也烈9人组

成山东分局，康生任书记，傅秋涛任第一副书

记，向明任第---N书记。不久，中央又批准张

晔、赖可可、高克亭、王卓如、任质斌、彭嘉庆、

李士英为分局委员。

(四)各直辖特委

1．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中共苏鲁边区临

时特委于1935年2月建立，1936年6月，特委

机关由枣庄迁到费县南部的高桥镇，12月改

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进入抱犊崮山区。1937

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划归中共河南省委领

导。7月下旬，特委机关设在高桥镇。1938年

5月，特委机关迁至滕峄边区，并由隶属河南

省委改属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1938年8

月，特委撤销。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

间，郭子化任书记，丛衍瑞、张光中先后任组

织委员，张光中、何一萍先后任宣传委员，委

员先后有郭子化、丛衍瑞、何一萍、陶洪瀛、刘

文。

2、鲁东南特委 1938年8月，中共鲁东

南特委在大店(-'4-属莒南县)成立，先后隶属

于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1939年7

月，鲁东南特委改属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领

导。特委领导莒县、日照等县委和临赣、莒赣

临、胶县等工委。景晓村(1938年8月至1939

年3月)、高克亭(1939年3月至7月)先后任

书记，杨昆(吴瑞林)、李仲林先后任组织部

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刘涌、．

谢辉先后任军事部长，高克亭兼任社会部长，

张敬堂任职工部长，李纪德任青年部长，刘

炎、戴克先后任妇女部长。景晓村、高克亭、

刘涌、崔介、李仲林、刘居英、杨昆、张岗、李‘

均、谢辉、张敬堂为委员。

3、鲁南特委 1939年1月，中共山东分

局决定建立鲁南特委，隶属山东分局，同年7

月，鲁南特委改属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领导。

鲁南特委辖临沂、郯城、费县、l临郯费峄边联

县、临费、滕县、峄县等县委。宋子成任书记

兼社会部长，刘剑任组织部长，许言任宣传部

长，于化琪任政府工作部长，杨士法任统战部

长，钱钧任军事部长，张福林任职工部长，蓝

铭述任青年部长，李汝佩任妇女部长。宋子

成、刘剑、许言、于化琪、张福林、张光中、李乐

平、杨士法、蓝铭述、李汝佩、钱钧、张岗为委

员。

4、尼山特委 1939年6月，中共山东分

局决定建立尼山特委，隶属山东分局，同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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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尼山特委改属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领导。

尼山特委辖曲(阜)泗(水)宁(阳)县委、邹

(县)西县委和泰(安)、新(泰)、蒙(阴)、费

(县)、泗(水)5个县工委。张岗任书记，冯起

任组织部长，燕遇明任宣传部长，乔海秋任社

会部长，杨士敬任青年部长，刘萍任妇女部

长。张岗、冯起、燕遇明、杨士敬、乔海秋为委

员。

(五)各战略区党委

l、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 1939年7月，

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在沂水县

岸堤(今属沂南县)组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

党委(亦称大鲁南区党委)，10月召开了第一

次党代会，选举产生区党委领导机构。会后，

将泰山、淄博、鲁东南、鲁南、尼山5个特委改

为其隶属的5个地委。林浩任书记兼宣传部

长，史秀云任组织部长，魏思文任副部长，林

乎加任宣传部副部长，朱毓淦任社会部长，李

林任民运部长，刘海涛任军事部长，刘其人任

副部长，霍士廉任政府工作部长和统战部长，

张天民、孙学之先后任工委书记，杨涤生任青

委书记，赵新、汪瑜先后任妇委负责人，林浩

兼任党校校长，穆林任党校主任。林浩、史秀

云、朱毓淦、霍士廉、李林、刘海涛、刘其人为

委员。第一区党委于翌年5月撤销。

2、鲁南区党委 1940年5月鲁南区党委

在沂临边的青驼寺组建，6月在天宝山区的油

篓村正式成立，隶属山东分局。先后辖4个地

委，1948年7月合并入鲁中南区党委。赵鳟

(1940年5月至1941年11月)、张雨帆(1941

年11月至1942年3月代理，1942年3月至

1943年9月任职)、王麓水(1943年9月至

1945年12月)、傅秋涛(1945年12月至1948

年7月)先后任书记；张雨帆(1940年12月至

1942年3月、1943年9月至1948年7月)、王

麓水(1943年4月至9月)任副书记；魏思文、

赵钵(兼)、张雨帆(兼)任组织部长；林乎加、

王少庸、罗野岗、李启华先后任宣传部长；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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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傅秋涛兼社会部长；宋子成、李乐平、韩去

非先后任统战部长；杨涤生、魏思文、林乎加、

张雨帆、李青先后任民运部长；于化琪、李乐

平先后任政府工作部长。1941年秋至1942年

8月设直属工作部，许言任部长。1944年8月

设城工部，王少庸、王见新、韩去非先后任部

长。1945年春设调研室，张雨帆兼任主任；刘

昆任青委书记；赵铸f兼)、张雨帆(兼)、张恺

先后任女j委书记；赵销(兼)、王少庸先后任党

校校长，林乎加(兼)、许言(兼)、赵宏弼先后

任《鲁南时报》社负责人、社长。1945年8月

开始设国军部、人武部、工委、农委，韩去非、

杨军、牛一萍、穆林分别任部长、书记。赵镩、

魏思文、宋子成、孙学之、林乎加、王少庸、李

乐平、于化琪、许言、张光中、邝任农、杨涤生、

张雨帆、韩去非、杨士法、宋逸安、王麓水、李

青、罗野岗、张雄、李启华、傅秋涛均任过委

员。

3、鲁中区党委1940年10月成立，先后

辖6个地委，1948年7月合并人鲁中南区党

委。霍士廉(1940年10月至1943年3月)、罗

舜初(1943年3月至1945年10月)、向明

(1945年10月至1948年7月)先后任书记；霍

士廉(1943年3月至1944年1月)、高克亭

(1944年3月至1948年7月，1945年8月始称

第一副书记)、李培南(1945年8月至1948年

7月称第二副书记)先后任副书记；高克亭、董

琰、赵毓华先后任组织部长；高克亭、林乎加、

于寄愚先后任宣传部长；刘建中任民运部长；

刘海涛任军事部长(止于1941年11月)；朱毓

淦任社会部长(止于1941年11月)。1944年

8月设城工部，高克亭兼任部长；王子文任政

府工作部长(止于1942年5月)；杜前、宋诚

德、董琰(兼)先后任青委书记；高克亭(兼)、

王寅先后任妇委书记；霍士廉、罗舜初先后兼

任党校校长；王中、宫达非、贺汝仪先后任《鲁

中日报》社主编、社长。霍士廉、王子文、朱毓

淦、刘建中、高克亭、刘海涛、林乎加、罗舜初、



沂蒙革命根据地纪略

周赤萍、王建安、董琰、邝任农、钱钧、李培南、

向明、马馥塘均任过委员。

4、滨海区党委 1943年4月，滨海区党

委在莒南县成立，先后辖3个地委和青岛市工

委，1946年7月撤销。符竹庭(1943年4月至

11月)、唐亮(1944年10月至1946年7月)任

书记，张晔任副书记；孙汉卿任组织部长；王

众音、赖可可先后任宣传部长。1944年9月

至1945年8月设城工部，华诚一任部长；符竹

庭、唐亮先后兼任财经委员会书记；符竹庭兼

锄奸委员会书记；张晔兼群委会书记；张敬堂

任工委书记；赵田人、袁成隆先后任农委书

记；李雨之、李岩先后任妇委书记；刘曾浩、王

照华先后任青委书记；王众音兼任党校校长，

白炎波任副校长；1945年吴健任《滨海农村》

报社社长。符竹庭、张哗、孙汉卿、陈士榘、王

众音、刘兴元、唐亮为委员。

5、鲁中南区党委1948年7月17日，中

共华东中央局决定，鲁中、鲁南、滨海区和

泰西专区合并建立鲁中南区。7月23日，鲁

中南区党委在沂水县武家洼成立，辖7个地

委等单位，1950年5月撤销。康生(1948年

7月至1949年3月)、高克亭(1949年5月

始任)先后任书记；傅秋涛(1949年3月离

职)、董琰(1950年2月始任)先后任第一

副书记；高克亭(1949年5月离职)、李乐

平(1950年2月始任)先后任第二副书记；

贺汝仪、宫达非先后任秘书处长，赵宏弼任

行政处长，魏思文、曹轶欧、于一川先后任

组织部长，李启华、于寄愚、杨士法先后任

宣传部长，李乐平、胡维鲁先后任社会部

长，刘建中、穆林先后任民运部长，李云川

任职工委书记，穆林任农委书记，穆林、谷

牧、董琰先后兼任青委书记，张恺任妇委书

记，康生、高克亭先后兼任党校校长，曹轶

欧任副校长，赵宏弼、宫达非先后任《鲁中

南报》社长。康生、傅秋涛、高克亭、张光

中、张雨帆、李乐平、谷牧、钱钧、董琰为

区党委常委。

二、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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