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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市，晗

尔滨成为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正当全市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建设和平、民主新家园之时，国民党

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撕毁了“双十协定∥，在

一九四六年七月后，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全国规模‘

的内。战。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Ⅱ夸

尔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到解放东北和

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运

动。． 。i． 一 ， -。．

上
。

．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市各阶层人民Ⅱ向应“一切为了丈

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在环境和条件极为困难的一

情况下，以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支援了前线。市各级政．

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扩军委员会；翻身的农民、城市的工．

人、学生纷纷报名，出现了参军热潮，各阶层群众积极组织起大

车队、运输队、医疗队、慰问队等奔赴前线，市各级政府还组织．

各方面力量，进行军工、军需加工生产，努力完成战勤任务；广大

妇女群众踊跃参加军服、军鞋生产；此外，全市还轰轰烈烈地展

开了劳军运动，工人、学生等组织起来，慰问、护理住哈伤员，

备级政府组织力量，积极帮助烈军属，．全市涌现了大批的拥军优一

属模范；工商界也积极筹款支援前线。哈市人民的支前工作，对’

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入民解放战争

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为了反映这一时期哈尔滨市支前工作的历史；我们根据馆藏

档案和资料，‘编辑了这部专辑，以供市级领导、有关单位和史志

工作者了解、研究哈尔滨历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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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辑按照文件的内容分类，结合时间顺序加以编排。其范围

包括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支前工作的文件材料。．本专辑

所选之档案史料，原则上保持历史原貌，在不妨碍理解原文旨意
的前提下，基本上不作改动。本编中，凡编者重拟或修改的标题

以“※”号注明；加字及增补缺字用[]号；改正错别字用[]号，

颠倒字直接改正；衍文删除I原件中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字句用

，口号；书中注释用脚注。
’‘

鉴于馆藏匮乏和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所限，在专辑的

选材和编辑等方面，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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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战勤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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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啥尔滨市委关于开展‘r

厉行节约、支援前线运动的决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各区委、党组、支部负责同志： ’

．

’

’为了争取民主自卫战畦利，很快的爬过山顶，有力的支援前

线流血苦斗的将士，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今天的艰苦斗争形势，要’

与人民尤其前方将士共甘苦，。发扬我党历来艰苦斗争之光荣传

统，‘为此市委决定哈市全体同志厉行节约，克服浪费现象，展开 ．

慰劳英勇苦斗的将士，支援前线的运动，并决定以下各项，希各

单位讨论执行，j并把随时节约运动开展的情况告诉给我们。

一、各级政府机关紧缩和减裁不必要的组织机构与人员以减+

少开支。 ，

、，
：．

二、所有政府、公安及文化机关之党员干部一概停止薪金制，

实行统一供给制。
’

．

．三、原规定之小灶伙食，。每人每日可节省一顿细粮，(换成粗

粮吃)，及节省菜金合计卅元。，

四、政府、公安、文化等机关及各群众团体，减少办公费用

之支出；提倡利用废纸废物和减免各种的文牍形式。 ．．· ，

五、、减少和取消一般不必要之马车费开支。· 、．
，

．此决定各级党负责同志，必须于本单位党员同志中进行传达

和深[入]讨论，并在政府、公安等各机关及各群众团体中进行广

泛宣传动员，开展群众性的节约慰劳运动。

·1 ’



钟子云同志豢关于形势。
●

．
．

●

●
～● ，

． 与任务的报告[节选]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
、

’

，- 、

‘

支前是党的主要工作j全党的工作，每个同志的工作。发’展

．生产与支援前线有些矛盾，无大的矛盾。我们’如何支援呢?一是

． 组织生产，L是节衣缩食。生产马上来不及，必须先节约。我们

刚进来负担少；和商公会要一万万[元]可以，以后又发票子，．但现
‘ 在不同了，财政受到相当困难，我们节约不仅在物质上支援，在

精神上也是很大支援。我们不仅不能比战士高，，而且要比战士

低，现在生活标准不能按实物，至多给L点j这种情形不是长期

的，等到春过能生产就好了。现在属市委领导下，都要实行预决

算，小灶变中灶，中灶变大灶，大灶还要降低点。各部分生产要

想些办法，如手工业、种地，但马上还不行；对少部分店工人生

活也可宣传，使他降低一些；政府里还要减裁人，要自己提茶

壶，轮流值班，工作人员都能住到机关内，警卫员也能叫他做一
‘

部分工作，我们要一个人当两个做，并生活上亲自做，也体验一

下劳动，其他生意不让做，自己劳作j如若自己不作；公家想法

送到乡下去生产，_般的不许带警卫员。⋯⋯大家节省，积少成

多，所以每一个同志要响应东北局的号召，把自己生活减到最低
、

’?+
．

熙摩。．
‘’

‘+ 一．
，

‘

木钟子云同志当时任啥市卫戍司令部政委、啥市解放后第一任

市委书记。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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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的工作总结与
√。． ’

’：j o二．．

’．，我们今后的任务鬻[节选]
：

一 ‘

’．

·

·．

．‘ ．_九四七等一月 ．．．

’．，。 ’八个月的工作概况 ．，
．·

． ． 、

。

。

。’j

‘

政府在这八个月的具体工作中组织了三次防疫运动，：改组卫

生清扫队，组织了手术组治疗后方伤病员，整顿了财政收支，清

理公产，．部分改造旧职员思想作风j．配合分地、分房子的群众工

作，’组织后方勤务，慰劳伤兵，动员车辆，征集物资支援前线。‘’

这些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_ “‘·1

‘。

7‘

·

。J’
· ．- ， 。。’’ ． ．．!·． ：j‘’‘

．

．． 今．后‘的。任．务 。一．’⋯～
．

：
f ?‘l

’～ ···‘‘；。 ， t I·
’ ‘

．
． 、f ．· ． ．． f t ． ·一

’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是党内当前迫切的工作，’同时也是经

常的工作。因为东北目前正处在战争的情况下；财政经济状况极

端困难，广大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而前方的战士在冰夭血战，

因此我们在后方．工作的+每一个干部都应该自觉的亥口苦自己，支援

前线，‘否则前方战士是不会满意的。此外应将这种思想贯输到广

大群众中去，使群众了解冷天他们所得到的民主自由，是前方战

士们的血换来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支援前线的责任。+政府应加强

战争动员(组织车辆物资)以备不时之需o_
。‘

’
‘

‘
·’

一’

、

‘r

， ’。 L ．
·

．．+术此件为中共哈尔滨市委的·介总结报告。．_ ‘’‘



中共哈尔滨市委

关于战时勤务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鉴于今后东北战局的需要以及哈市处于接近前线的后方，故

今后战时勤务工作需要更进一步加强组织和领导。必须动员全党

的力量来保证这一工作之顺利完成以争取自卫战争全面胜利。

一、市府组织。哈尔滨市战时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代表

执行市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各项决议的一个领导机关，因此一切有

关战时勤务之问题一定要服从他的领导和指示，执行他的决议。

各区除区委直接领导外，还要决定一个干部专门负责。动员方法

尽可能经过群众路线，自下而上的动员。但群众条件不成熟而工

作要求迫切，亦可经过政令的方式动员(自上而下)。在这种形

式的动员工作[中]，尽可能照顾群众影响。

二、宣传。各区委区长及战勤工作的负责干部在作各种战勤

工作中，要向群众宣传及解说自卫战争的意义，使群众彻底了解

这个自卫战争是为保卫东北人民的翻身，争取中国独立和平民主

而战。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很重要的群众工作来做。

三、马车。为保证战时交通工具的供给，各区对于马车(胶

皮车)的整理要急速完成。 ，

1．各区马车的数量、住所、车辆及马匹情形，车牌号数，

要在本月二十日．前调查清楚，列表报到战时动员委员会动员部I

2．每区出发的马车必须派干部率领并负责车夫教育工作I

3．．出勤完了回来的马车要总结工作举行欢迎会，表扬模范

工作者；

4．出勤中或征用时逃跑的马车要处罚(处罚条例另定)l

5．出勤完了蒙受损坏的马车要适当赔偿(赔偿费到战时动

。4 。



员委员会领)； ．

。

6．出勤时伤病车夫要慰问；
’ ’

。

7．各机关团体雇用的马车一律征用；
一

8．斗子车、四轮马车、营业小汽车也要组织起来。他们不

出车也要出钱帮助出勤的马车。

四、民夫。为保证战时人力的供给，太平、香坊、顾乡、松

浦要组织一百到二百名民夫的后备力量，便于随时征用。凡出勤

的民夫，各区必须派干部率领，负组织及领导责任。出勤期间暂定

一个月；出勤完了要总结工作，表扬模范工作者；出勤中或征用

对逃避的也要处罚(民夫惩奖条例另定)。．
、

，

五、医疗工作人员。各区公安分局长要协助市府卫生局调查

各区的医院产院情况。必须将各区医‘院产院的住所、医院或产院

的名、院长姓名、医师若干、助产士若干、’护士若于列表报到市

府卫生局，便于组织医疗工作’队的参考。 ．

六、慰问队。各机关及群众团体要组织慰问队，准备到三棵

树慰问伤病员。每队至少要在十名以上队员。组织完了报到战时

动员委员会慰问部。由[战]委会统一组织慰问队，是一种很重要

的群众工作，一以促进军民团结，达到相互教育的目的。所以，各

机关及群众组织都要参加这个工作j 一

、七、凡受到战时动员委员会指示的某种协助部队的工作时，

．各区委、区长及负责同志要亲自负责布置此项工作。．．

八、限五日内将各区战勤负责同志的姓名电话号码报到战时

动员委员会，以便于工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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