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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大事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

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记事力求主

题鲜明、准确，突出时代特征。

二、本大事记收录时限上自1929年建立中共地下党西昌特

支起至1999年12月止，是一本存史、资政、育人且突出地方特

色的史料书籍。

三、本大事记收录范围：政治方面，主要记述机构沿革、领

导更迭、重大运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机构沿革记至市委、

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市级各部委局的机构建立与演变；领

导更迭记至市委常委、市政府正副市长、市人大正副主任、市政

协正副主席。其他人随事出。经济方面，主要记述中央、省、州

(地)对西昌市在建设、改革开放方面的重大决策；市委、市政

府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及工农业、城建、科研、教育、

文化、卫生等方面的重大情况；市内获得的重大经济效益及财政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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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情况；市内发生的重大灾害及重大事故等情况。

四、本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按照中

国共产党历史分期，以中共西昌市(县)地方党组织活动为主

线，采取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个别地方又将一年或一段

时期内的相关事件相对集中记述，以求相对完整地反映整个事

件。

五、大事记中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后建立西昌县至1986年7

月撤销西昌县并入西昌市。西昌市于1979年7月建立。故1979

年7月至1986年7月为西昌县、西昌市并存时期，至1986年8

月县、市合并为西昌市，西昌县结束。

六、本大事记突出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客观地再现中共西

昌市(县)地方党组织的早期活动和党领导全市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曲折历史进程，力求准确反映历史真面目，旨

在记清历史，做到有史可鉴、有史可查。

七、有关货币单位、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一律以现行人民币和

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八、本书依据的资料是档案、历史文献、党刊、书报和老同

志回忆录。在使用资料时，凡能核实的材料都进行了反复多次考

证、核实。力求达到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数据可靠。

九、本书记述的地名、单位名称，一律按历史变化使用当时

本来名称(加注现称)。机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十、年号一律用公历。

十一、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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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创建时期
(1929年至1950年2月)

1 929年

中共四J all临时省委派共产党员廖质生回西昌开展工作，廖质

生利用在宁远联立中学任教的身份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7930年

廖质生在宁远联立中学发动进步青年教师党文彬等组织了

“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自学、自治、自强的能力。号召青年

“要进步、要团结、多读书”，并组织了“新文艺研究会”，作为

。学生自治会”的核心组织，同时指导“学生自治会”创办校刊，

发动进步师生撰写针砭、抨击时弊的文章；利用“五四”、。五

卅”等运动纪念日，进行反帝、反恶势力、反劣政的宣传，提出

“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地方恶霸”、“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

教育激励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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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创建时期．19M§

部，廖质生任书记。

为了加强同省委和西昌特支之间的联系，廖质生在越西至成

都之间的保安寨积极筹办保安小学，建立共产党秘密联络点，调

西昌特支党员王辅、胡伦先到保安小学任教，担任联络员，后因

经费困难，王辅、胡伦先分别撤离。

胡伦先回西昌后介绍省二师校(四川省立西昌第二师范学

校)学生陈野苹入党。陈野苹入党后，负责省二师校党的发展工

作，相继发展了赵光洁、李朝茂、谢绪龙、杨嘉铭等入党，建立

了省二师校党支部，陈野苹任书记。寒假，陈野苹回冕宁，发展

李祥云入党。

9月 中共四川省委派童光敏到西昌担任特支书记。

冬西昌特支成立干事会，下设社会支部和省二师校支部，

特支书记童光敏分管组织工作，兼任社会支部书记；周国晟、陈

野苹为特支干事，陈野苹分管宣传工作，兼任省二师校支部书

记。

是年廖质生因组织学生游行、讲演和张贴标语传单，进行

抗日反蒋宣传，揭露越西县长林云生的劣迹，遭受越西反动当局

迫害，被迫离开越西转移到成都，次年8月因中共四川省委组织

遭敌破坏而被捕。

7934年

童光敏以担任“文友书店”经理的身份为掩护，负责领导西

昌地下党。并与省委联系。

省二师校党支部先后发展了王若夫、廖志高、邓明鸿、严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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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陈言伦等10多人入党。特支决定成立二师支部干事会，陈

野苹任书记，赵光洁、李朝茂为干事。干事会负责省二师校党的
‘

工作和西昌城区其他几所中学的联络及党的发展工作。

5月10日 越西爆发了有数千彝汉人民参加的“救贫义勇

军”武装起义，攻城3日，惨遭镇压。

10月 为加强与四川省委的联系，中共西昌特支在冕宁沙

坝设立通讯点。

7935年

2月特支书记童光敏、省二师支部干事李朝茂因叛徒出卖

被捕，陈野苹、赵光洁遭通缉。

4月鸡心石小学校长宋立训通知杨嘉铭、廖志高、康集先

等党员在鸡心石小学秘密开会，会议决定由廖志高暂代省二师校

党支部书记，组织在校党员分头做好迎接红军的工作。

5月9日红军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从皎平渡渡过金

沙江，进入会理休整。5月12日．党中央在会理铁厂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过江后的任务，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

5月16日，朱德总司令作出向西昌进军的部署。由于西昌城内

有国民党重兵防守i军委决定绕城而过，为抢渡大渡河争取时

间。至24日，历时9天，中央红军由南向北，纵贯全县22个乡

镇。红军经过的黄水、黄联、河西、小庙、锅盖梁、礼州、月华

等地都留下了红军宣传抗日，反对剥削压迫，打倒土豪劣绅、贪

官污吏的标语。19日，红军到达礼州，在礼州文昌宫召开群众

大会，宣传红军的改革主张，并将没收地主的粮食、布匹、财产

·4‘ ●．，I-●●■■●●l●●●■●■—■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党的创建时期．1936：》

分发给穷人。2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住礼州土官庄，在边家

祠堂召开了军事会议，作出改道决定。次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

到达冕宁县城。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地方工作部部长陈

云在冕宁县城接见陈野苹。陈云指示，建立冕宁革命委员会，加

强工农武装，组织抗捐军。

5月23日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野苹任主席，李井

泉任副主席。随后，建立中共冕宁县工委，陈野苹任书记。

秋中共党员王梓赋、王若夫、陈选昌在省二师校成立临时

党小组。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党棍、校长兰守谦和反对国民党驻军

别动队驻校的斗争。

7936年

3月 国民党驻军别动队在西昌成立了铲共义勇队，大肆搜

捕共产党员。童光敏、李朝茂再次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王

若夫、谢绪龙。他们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直到5月

别动队撤离西昌后，才被陆续释放。

7937年

由于中共西昌特支连续两次遭到敌人破坏，特支书记童光敏

被迫离开西昌。胡伦先在礼州发展胡崇尧、胡崇礼、胡崇裎、徐

永铭入党。西昌地下党组织演出进步戏剧《重重博士>，宣传抗

日，唤起民众。

西昌县立中学的共产党员掀起了反对青年党分子、校长邓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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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斗争学潮。

7938年

8月 中共四川省工委决定派廖质生回西昌恢复特支。

9月 重返西昌的廖质生召集戴从龙、李朝茂开会，廖质生

传达了党的国共合作方针和十倍发展党员的指示。会议决定恢复

特支，廖质生任书记，李朝茂、戴从龙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委

员；决定创办党内刊物《抗战周刊》。

年底廖质生受聘任西昌《建宁报》总编，利用该报进行党

的宣传工作，发动共产党员撰文投稿，评论时弊，扩大了该报的

影响。

7939年

1月1日 西康省政府成立，中共川西特委改为中共川康特

委。

上半年，党组织在西康省立师范校即省二师校有较快发展，

各班都建立了党小组，在党员教师戴从龙的带领下，掀起了反对

训育主任邓凯南、教导主任陈利英、反动教师彭雅罗、杨静的斗

争学潮，得到校内外群众的支持，邓、彭等被迫离校。

7月 川康特委陆续派赵子博、徐坚、陈绍敏到西昌，加强

特支工作。后西昌特支组建为西昌中心特支，书记徐坚，支委廖

质生、李朝茂、戴从龙、赵子博。

8月西昌中心特支在礼州建立了礼州学校支部和社会支
·6·



一、党的创建时期．1940 g

部，由曹孟泉、胡崇修任支部书记，同时在礼州建立了《新华日

报》推销点。

11月 礼州建立中心支部，曹孟泉任书记，胡崇敏、胡崇

鑫为委员，下辖学校支部和社会支部。

12月礼州中心支部改建为区委，曹孟泉任书记，胡崇鑫、

胡崇敏、叶文惠为委员。

年底西昌中心特支建立了省师校党支部，省立西昌中学党

支部，西昌女子中学党支部，西昌县中党小组，新宁制革厂、蚕

桑局、鱼市街联合党支部，西街店员党小组。

7940年

5月 共产党员蒋勉、李应松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西昌警

佐办公室逮捕，同时西昌几所中等学校也受到清查。西昌中心特

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师校支部书记胡崇裎、委员李睿及西昌

省中支部委员刘光帜撤离西昌。负责领导学生工作的陈绍敏转移

到冕宁文蔚小学(中心特支建立的党员隐蔽点)。

8月 川康特委调徐坚回成都，赵子博代理西昌中心特支书

记。

是年川康特委派陈俊卿来西昌任中心特支书记，黄永年、

赵子博为委员。

冬川滇公路乐西段动工，中心特支安排党员邓勋、刘利民

到工区，组成工区支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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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7年

春西昌中心特支派黄永年、吕英、胡崇敏到冕宁组成冕宁

特别支部，黄永年任书记，吕英、胡崇敏为委员。

上半年，西昌省中刘光帜在校组办《唯行》墙报；进步教师

刘振美支持学生组织“文艺习作会”，利用课余阅读进步书刊，

传播进步思想．广泛进行抗日民主宣传活动，遭到cc分子、校

长张吴的反对。广大进步师生在刘振美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张罢

课斗争。西昌行辕将刘振美逮捕，同时传讯和驱逐了支持罢课的

教师焦冲明和林风。事件发生后，中心特支采取紧急措施，通知

党员割断相互联系，分散隐蔽。后陈俊卿到礼州传达了中共南方

局“隐蔽骨干，转移干部”的指示，将已在西昌暴露的党员胡崇

绅、胡崇提、胡崇尧、刘光帜等撤离西昌。

8月 川康特委贯彻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将西昌中心特

支的干部实行转移，另派黄觉庵、李成英全面负责西昌地下党的

工作。

10月川康特委派罗湘云来西昌巡视，传达了中央、南方

局和川康特委的指示，同时协助搞好干部转移接交工作。

7942年

2月 黄觉庵、李成英到达西昌与罗湘云、陈俊卿研究了西

昌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取消组织名称、缩小领导机构、对

党员实行单线联系。为了不暴露新来的领导同志，商定由陈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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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离西昌前再到各基层组织作一次检查，传达布置隐蔽工作，

约定每个党员与组织单线联系的暗号和方式。

下半年，陈俊卿在西昌下鱼市街保国民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

护，白天深入基层指导党的工作，晚上创办民主夜校，组织了乡

村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不久，夜校和歌咏队被蒋介石西

昌行辕发现，行辕政治大队接管了歌咏队，陈俊卿被迫离开西

昌。

同年川康特委分别派王月生、邹玉琳、李维佳、李成之、

龚成林到西昌加强工作。西昌地下党研究决定：王月生到宁南，

龚成林到会理，李维佳在西昌分管德昌、盐源等四县，发展地方

党组织。

李成之受川康特委委派建立西昌地下党的平行组织。这个平

行组织，是特委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将绝对没有暴露身份，不为

敌人所知的一部分党员划出来，单独建立的堡垒性组织，它不与

原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斗争。

7943年

2月 冕宁地下党员严伯通在宏模乡代理乡长，组织群众痛

打西康省派来的土地清丈处处长田正宗，揭露田的贪污舞弊行

径．并联合各方实行武装罢政、罢工。

春陈俊卿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往来于西昌、德昌、冕宁以

及乐西、西祥筑路工区之间，深入党的各个基层组织，传达上级

的指示．了解党员情况，并根据每个党员身份的暴露情况和现实

表现分别作出撤退、转移、保留关系、停止联系等处理。对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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