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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史，记载党政活动，抚昔追今，以展未竟。句容是革命老区，

市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发掘党史、研究党史、学习党史。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５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出版面世，这是句容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市党的

建设和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

１９４９年４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句容县城，古城句容

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２９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句

容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奠定了句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扎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从

尊重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出发，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记述了中共句容县委领导句容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曲折历程。这一历程，既有新中国

成立初期迅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喜悦；

也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更有在调整和提高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向前迈进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在“左”的错误思

想指导下产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等严重挫折和

惨痛教训。这一历程，既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句

容各级党组织巩固地方政权、加强基层建设的执政史，也是党领导

句容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奋

斗史，更是一部在曲折和探索中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发展史。全



书真实系统地反映了句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

化，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热情讴

歌了革命老区广大干群矢志不渝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和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中国

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的出版，为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了解、学习、研究句容党史提供了一份系统、真实、生

动的历史资料，是开展党史教育的一本好教材。史志办为组织编

纂好此书，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学好党史、用好

党史，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

众要认真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凝心聚

力、共谋发展，为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建设“强富美高”新句

容而努力奋斗！

中共句容市委书记　

２０１６年６月

２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编 纂 说 明

一、《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依据，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力求客观、系统、准确地反映句容解放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这２９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艰辛探索历程。

二、本书采用章节体，层次结构设编、章、节、目，内容以记述

为主，略夹议论，史论结合。

三、本书记述时限，始于１９４９年４月，止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为了

比较完整地叙述部分相关专题内容，记事时间略有前伸或后延。为了

方便读者了解句容解放之前概况，编写了“引言”置于全书之前。

四、本书记述地域范围，以当时句容县行政区域为准。

五、本书使用的主要社会经济数据，以句容县（市）统计局编

印的《统计年鉴》为准，《统计年鉴》没有的，以历史档案为准。

六、本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史志、报刊、口碑，所运用史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编纂借鉴了中央和部分省、市、县（市）的党史资

料及科研成果。因篇幅所限，于此统一说明，书中不再注明出处。

七、本书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按现出版物的要求表述，本书

引用资料（引号内的资料）的数据，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前为旧币，并以括

注说明，其他记述涉及的旧币币值，已按１００００∶１折算成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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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宝华事件 （１５５）!!!!!!!!!!!!!!!!!

五、各级党组织的救灾努力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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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精简机构和职工，下放城镇人口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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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一、省委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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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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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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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内乱开始 （２２１）!!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２２１）!!!!!!!!!!!

一、批判“三家村” （２２１）!!!!!!!!!!!!!!!

二、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 （２２３）!!!!!!!!!!!

三、派驻工作组，“文化大革命”逐步向全县发展 （２２６）!!

　第二节　社会局势全面混乱 （２２８）!!!!!!!!!!!!

一、红卫兵破“四旧”与“大串连” （２２８）!!!!!!!!!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２３２）!!!!!!!!!!

三、造反派全面夺权 （２３３）!!!!!!!!!!!!!!

　第三节　实行军管稳定局势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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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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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劳动 （２５７）!!!!!!!!!!

五、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 （２６０）!!!!!!!!!!!!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与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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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林整风”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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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顿经济秩序 （２９２）!!!!!!!!!!!!!!!

三、群众团体组织的恢复 （２９４）!!!!!!!!!!!!

四、平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２９５）!!!!!

２１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五、落实党的统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领域政策

（２９７）!!!!!!!!!!!!!!!!!!!!!

　第三节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２９８）!!!!!!!!!!!

一、“批林批孔” （２９８）!!!!!!!!!!!!!!!!

二、“评法批儒” （３０２）!!!!!!!!!!!!!!!!

第二十章　全面整顿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３０４）!!

　第一节　全面整顿 （３０４）!!!!!!!!!!!!!!!!

一、领导班子的整顿 （３０４）!!!!!!!!!!!!!!

二、各行各业的整顿 （３０７）!!!!!!!!!!!!!!

三、抗灾防震 （３０９）!!!!!!!!!!!!!!!!!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３１１）!!!!!

一、“农业学大寨” （３１１）!!!!!!!!!!!!!!!

二、“工业学大庆” （３１９）!!!!!!!!!!!!!!!

　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３２２）!!!!!!!!!!!

一、全县干部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 （３２２）!!!!!!!!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３２２）!!!!!!!!!!!

三、悼念毛泽东逝世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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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句容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抗争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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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的反思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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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编
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第二十一章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３３１）!!!!!!

　第一节　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和落实党的政策 （３３１）!!!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

和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 （３３１）!!!!!!!!!!!

二、落实党的政策，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３３５）!!!!!!

　第二节　恢复和整顿各职能机构 （３３６）!!!!!!!!!!

一、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及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

（３３６）!!!!!!!!!!!!!!!!!!!!!

二、县、社机关进行整党整风 （３３７）!!!!!!!!!!

三、群众团体整顿及工作的开展 （３３８）!!!!!!!!!

　第三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３４１）!!!!!!!!!

第二十二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初步恢复与发展

（３４３）!!!!!!!!!!!!!!!!!!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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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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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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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４—１９７８．１２） （４０８）!!!!!!!!!!!!!

后记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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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古县句容地处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西及西北与南京接

壤，并与仪征隔江相望；东北至东与镇江市的丹徒、润州相连；东南

至南与常州市的金坛、溧阳交界。句容地处宁镇山脉与茅山丘陵

交替地带，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部低洼，是江苏省典型的低山丘

陵区。

句容历史悠久，早在１０万到３０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７０００至６５００年前就有原始农业氏族聚落，３５００年前建造古

城，２２００年前西汉置县。旧志称句容为石城（南京）左臂，战略位

置重要，古代句容是古战场之一，近代句容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争长

达１１年之久。全国抗日战争中，句容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

块之一。

句容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代以来，太平军与清

军在句容交战多年，城乡处处皆战场，因而句容遭受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浩劫，人口从３０多万下降至五六万人。由于地广人稀，大量

外来移民涌入，句容在连年兵燹之后，不仅百业待兴，而且土地高

度集中到少数豪绅地主手里，整个社会结构失衡，土客籍之间矛

盾，以及华侨投资兴办林业同农民垦荒的矛盾，显得非常突出。

１９１０年，句容发生多起农民暴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号称１０万农民

大暴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１９１９年的

五四运动，对句容的革命斗争产生深刻影响。以郭纲琳为代表的

爱国进步青年，陆续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１９２７年，句容有了中



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在句容地

区展开。全国抗日战争中，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中共句容地方组织

得以复建，先后建立句容、江句、镇句等多个县级中共组织，协助新

四军建立和巩固茅山抗日根据地，组织军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涌

现出巫恒通等英烈人物，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

时期，新四军主力北撤，留守句容地区的中共组织，依然在极端艰

难条件下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并最终迎来了

胜利的曙光。

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胜利，并在４月２１日展开渡江战役。在大军压境和党的统战

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句容国民党县长率部投诚，句容于４月

２３日和平解放。从此，句容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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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建立人民政权

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第一章

解放初期党的组织和人民
民主政权的建立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人

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４月２２日，国民党句容县县长兼句容

保安团团长陈天秩率句容保安团第一、二营正式离开句容城，２４

日在南京近郊马群向人民解放军三十四军投诚。２２日夜，三十四

军先锋营在渡江后，经急行军，于２３日下午到达句容县城，句容解

放。４月２５日晚，接管句容的南下人员到达句容县城，迅速接管

县、区政府机关和所属机构，逐步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

句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句容

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此，句容进入了全新发展的新时代。

第一节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一、句容县委、县政府机构的建立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日，中共镇江地委公布洪天诚、迟明堂、程文、

储玉祥４人组成中共句容县委委员会，洪天诚为书记、迟明堂为副

书记。新成立的中共句容县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和秘书



室。１９５０年成立人民武装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１年８月建立

统一战线工作部。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２日，镇江专署公布：句容县人民政府正式成

立，洪天诚为句容县县长，程文为副县长。新成立的句容县人民政

府，下设秘书处、民政科、司法科、文教科、工商科（同年底撤销）、财

务科、粮食局、建设科、公安局、税务局。以后又多次改称或增减。

６月，镇江军分区句容县总队组建，何畏任副总队长，洪天诚

兼任政委，总队由２个解放军连队和４个新组建的连队组成。

句容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新政权组织在

句容的建立，从此句容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句容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组织保证。

二、接管旧政权

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中共茅山工委就为茅山地区的解放做准

备。为做好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上级组织委派以山东老解放区

为主的一批南下干部，并在扬州定编。为加强句容接管工作的领

导，上级组织对中共句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机关和区干部作了安

排，初定洪天诚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兼任县长，程文任副县长。洪

天诚为控制句容城和平解放后的局势，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中午便

服简从先行入城。２５日晚，由迟明堂、程文带队的南下干部一行

与洪天诚见面，并研究部署接管工作。为不扰民众，接管句容的南

下干部当夜住进县城“日新池”浴室。２６日上午，接管干部移住城

隍庙，并于上午１０时召开与洪天诚的见面会。会后，县区两级干

部立即出发，开始接管县区政府机关和所属机构。

２７日，句容县即通告原国民党县政权的旧人员开会，向他们

说明形势与政策，并要求他们向人民政府交待过去历史，以达到将

功赎罪的目的。２８日上午接收人员开始全面接收，接收工作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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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机构原封不动、各按系统的原则进行。除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外，

还接收了国民党时期乡政府２０个，银行２处（江苏省农民银行句

容办事处、句容县银行），医院１所，旧人员２３０名；物资方面：稻

２４６５９５斤，糙米４４６８５６斤。在移交大体完成，旧人员集中培训

后，录用１８名。原国民党县属军警人员编入人民解放军警备第七

旅及句容县总队和公安局。

对旧人员处理原则上采取慎重负责、区别对待的方针，县一级

的主要人员送交上级，一般科员、干事、接待人员，无产、无重劣迹

者，分别录用，乡镇长一级的开除回家，向群众反省，参加生产。５

月１０日，全县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由于接管工作方法、措施得力，

句容的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三、基层政权的改造

解放初，保甲制度在句容并没有立即废除，而是暂时利用原保

甲长为新政府做事。原乡长由政府培训后，到群众中认识过去的

错误，向人民悔过、认错，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有步骤改造国民党

时期保甲组织，保长只作个别撤换。新乡、村干部任职后要向群众

保证不贪污腐化、有事大家商量办、为人民服务、执行人民政府各

种法令。

１９４９年４月，全县设９个区，临时划设６６个乡镇；７月，正式

公布为９个区５５个乡镇；８月，八区滨江乡划归江宁县，九区增设

宝华乡。解放后，句容干部来源成分复杂，不仅有南下干部，还有

新任命的干部、留用的原国民党人员。被划分为新乡的都确定了

代理乡长，有的乡是区干部兼任乡长，地方干部协助工作。县级通

过城区召开庆祝大会宣传形势、政策，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

区级除召开座谈会外，主要召开各种群众性会议和村民大会，培训

旧人员。以宽大政策对待旧人员，加强对旧人员的教育与管理，原

国民党旧政权下属人员集中学习５天，表现积极及有技术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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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其他人员一般经教育后遣返回家；科长以上人员集体学习。

在借粮中对保、甲长进行个别处理，在夏征中对保、甲长有条件进

行改造。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商讨了改造乡、

保政权，废除保甲制等问题。秋征中建立乡村秋征委员会，组织成

立乡村行政委员会，以便彻底废除保甲制度，划小乡、取消保、建立

村级组织。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而施行的县以下基

层行政组织制度，１０户为甲，设甲长；１０甲为保，设保长。因其自

身具有的反民主、反社会的暴力和封建色彩，不为民众所容，必然

被以新社会建设为指向的新政权所抛弃。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

召开和群团组织的建立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实现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

过渡。解放初，句容县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和行使

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曾召开过两次

各界人士代表会议。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共句容县委发出《关于县府召开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县府召开各种代表性的民主会议……经

常运用这种形式来武装进步分子，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应与各阶层代表商讨问题，把党的决定，变成

各代表共同的决定，并通过各阶层代表，动员群众共同执行，共同

负责，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３年７月，句容

县召开过７届９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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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２日，句容县在县城召开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１３５人。县人民政府与各界代表共同商讨

了支援前线、消灭残匪、减租减息、肃匪反特、打倒恶霸、生产备荒、

建设基层政权、废除保甲制、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实行新民主主

义教育等项工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选举产生协商委员会，委

员２３人，主席洪天诚，副主席程文、赵治和。协商委员会共举行３

次会议。

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各界代表的意见、建

议，加快了民主建政过程，巩固扩大了民主统一战线。同时，与会

代表明确了工作方针与工作任务，树立了当家做主的思想。

二、农民协会的建立

１９４９年７月，句容县农民代表会议召开，成立句容县农民协

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剿匪等运动已初步建立自己的组织，九个区

都先后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另有１０个乡成立乡农民协会。

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旬，发展会员３０６７２名，内有妇女会员１１１６名，

工人会员１１１０名。１９５０年１月，句容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通过减租、生产、备荒、冬防、治安等方面工作决议，选举农协

委员４１人。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农民在土地改革、民主反霸、剿

匪肃特、生产自救、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政权等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１９５１年３月土地改革结束时，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已达

６７２１２人。１９５４年农民协会撤销。

三、工、青、妇组织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县总工会的成立。１９５０年５月，由１７名委员组成的句容县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分别到城区、天王、下蜀、龙潭

等集镇，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同时对职工队伍进行

调查摸底，发动职工自愿加入工会。自下而上建立工会组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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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城区、天王、下蜀、龙潭等地成立了４个镇级工会，１３个基层

工会，９２个工会小组，发展会员１１１１名。１９５１年７月，句容县首

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县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发动职

工群众，掀起增产节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全县职工捐

献１．１５万元人民币（新币值）购买飞机大炮。１１１４名职工在“和

平公约”上签名，２５名工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反”、“五

反”运动中，县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斗争。

在宣传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中，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清查“黑田”，整理赋籍。在全面贯彻落

实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对工商企业进行生产改革，检举揭发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掺杂

作假行为，加强护税和市场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维护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１９５４年５月，县总工

会更名为县工会联合会。

青年团组织的成立。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

容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筹备句容县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正式成立青年团句容县委员会。年底，建有基层团总支１个，

团支部６４个，团员２８６５人。各级团组织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组织团员青年投入减租、减息以及生产救灾活动。１９５４年初，各

级团组织在团员青年中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全县３５３名

团干部参加了团县委举办的两期基层团干部训练班，学习和贯彻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开展

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１９５６年底，全县８５９９名农

村团员全部加入农业合作社，并带动５８１２４名青年入社，占农村青

年总数的９９％以上。团员青年成了农业合作社的一支骨干力量，

有２１２名团员担任高级社社长，１０９名团员担任初级社社长。

１９５６年８月，实行撤区并乡，以生产队成立团小组，以合作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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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以乡（镇）成立团委会，共建立乡（镇）团委会２２个。同时，

各级基层团组织结合全县整团建团活动，普遍对团员青年进行了

“怎样做一个青年团员”和“以社为家，怎样做一个优秀社员”的团

课教育，增强了农村青年对农业生产的信心。

妇女联合会的成立。１９４９年下半年，成立句容县民主妇女联

合会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１年３月正式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嗣

后，区、乡（镇）相继成立妇联会和妇代会。

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各地妇联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宣传落实，反对包办买卖婚

姻。１９５１年５月至１９５２年２月，全县有１００５对青年自由恋爱，

１０１名寡妇重新组合家庭，３４９人解除童养媳关系，因包办买卖婚

姻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婚的有８１３对。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涌现出２８０名妻送夫、１３８名母

送子以及未婚妻送未婚夫参加志愿军的动人事迹。１９５２年后，各

级妇女组织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全县有２４５６名妇女参加兴修水利，３９８名妇女第一次走出家

庭参加田间劳动，２３名妇女学会耕田。

四、工商业联合会的组建

１９５０年６月，句容县工商业联合会（筹）成立，推荐常务委员９

人。７月，接收旧商会，城区工商联发动各行业成立基层组织。

１９５１年年初，城区工商联（筹）下属同业工会１９个，小组７个，有

４６４户参加。１１月，县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其时全县工商业户发

展至１５２６户。县工商联成立后，即开展了增产捐献、爱国主义和

“五反”教育活动，积极组织工商界捐献抗美援朝武器代金，推销胜

利折实公债６７９３份，募捐寒衣１０４６套，募捐救济米１２６２公斤。

１９５２年，先后组织特产石灰、沙缸、剪刀、药草等工、农、副产品参

加苏南地区的物资交流会和展览会。嗣后，又组织三批工商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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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赴无锡、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及业务洽谈。

第三节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秩序

一、剿匪肃特

句容地处宁镇山脉和茅山丘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

“南京东南门户，石城左臂，宁镇必经之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

党的统治较为严密，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句容大肆搜捕新四军留

守人员，残害革命志士。句容解放后，由于匪特的基础尚未完全摧

毁，公开的匪特已被消灭，但残留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转入地下

秘密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严重影响了句

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此外部分党员尚未彻底清除

麻痹思想，逃荒者与外地难民大批来到句容，因此，句容社会秩序

尚未完全稳定。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２日，县政府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

议，会上与各界代表共同商讨支援前线、消灭残匪、肃反肃特、建设

基层政权等工作。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及公安干部会议，

县委书记洪天诚亲自部署剿匪肃特任务和传达学习苏南人民行政

公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指示精神，分析敌情，认清形势，统一思

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中共镇江地委发出《加

紧剿匪肃特，切实保护国家资财，保卫生产的指示》，县委及时作了

传达贯彻。８月，县委又专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恢复生产、

救济灾荒、剿匪肃特、反霸斗争”的会议精神，同时，成立句容县保

卫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肃特工作。

解放初期，句容境内有各种匪特３８股、５００余人，大体分为两

类：一类是政治土匪，以颠覆政权为目的，共有２１股、４６０余人。

另一类是经济土匪，以掠夺财物为目的，共有１７股、１００余人。匪

特组织的破坏活动相对集中在县区交界、城乡空隙地区，或集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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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或化整为零，昼伏夜行，四处流窜。其主要手段和罪行有：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武装匪特“江南救民总队第二支队”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袁巷一带活动，冒充区中队战士，到群众家中查户

口，放枪示威，散布谣言。１９５０年初，该伙武装匪特在八区东阳镇

散布谣言，扰乱人心。

抢劫财物，扰乱治安。１９４９年４月句容解放，国民党军队溃

逃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土匪乘乱私闯民宅，抢劫财物。１９４９年全

县发生抢劫案２１起，１９５０年发生抢劫案２２起。

破坏线路，阻碍通讯。１９５０年，宁杭公路天王至句容、句容至

黄梅、天王至溧水路段数十公里的电话线多次遭武装匪特严重

破坏。

打入内部，窃取情报。１９５０年，匪特“苏南民众反共行动总队

部政工大队”在县城周围发展组织，将六区元通乡的一些干部发展

为匪特成员，建立情报基地，向农民要粮，妄图开展游击活动。匪

特“苏南人民反共纵队第五大队”还在六区将４名区干部、６名村

干部发展为特务成员。

煽动群众，哄抢公粮。１９５０年因春荒群众生活较困难，少数

坏分子乘机煽动少数人哄抢国家公粮，仅２月至３月就发生哄抢

公粮８次，抢走公粮１０万余斤。匪特组织“忠义救国军”四处张贴

反动标语，威吓群众不准为政府送公粮。１９５０年农历正月初八，

句容县六区金山、虬山等乡农民到西地粮库运送公粮，匪特赵天福

趁开仓之机，带头煽动群众哄抢公粮７０００余斤，区乡干部赶到制

止时，也被围攻殴打致伤。３月，句容县古隍乡武相村粮库人员在

送公粮途中，被匪特煽动群众哄抢稻谷、黄豆５．５万余斤。

针对匪特的猖獗破坏活动，县委县政府和驻句容部队，把肃清

匪特，保卫人民政权作为中心工作和首要任务。县委要求各级党

组织成为剿匪肃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并在武装匪特活动猖獗的

重点地区派驻部队。乡村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和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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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开展夜间巡逻放哨，配合政府清剿匪特。

根据匪特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实行公安

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军事围剿相结合，镇压与

宽大相结合，剿匪肃特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中国人民

解放军句容县总队及区中队，主要负责军事清剿。县总队把武装

力量部署在茅山、宝华山，逐步压缩敌人，力求全歼。县公安局负

责掌握全面情况，开展侦察工作，对分散小股匪特，有重点有目标

地进行突击。县交界区是匪特经常活动之地，则在上级领导下，友

邻县区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对在政治、军事围剿中少数闻风潜逃

的匪特，则用发通缉令等形式，请兄弟县市公安部门配合，清查残

匪，消除隐患。

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剿匪肃特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共破获残余匪特２０余股，捕获匪特２５０多人，缴获长短枪１０５支、

子弹２９２７发，手榴弹２９枚，委派令３０张等。

剿匪肃特斗争的胜利，是巩固人民政权的一场军事和政治行

动的胜利，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

镇压反革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全县各项

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组建地方人民武装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句容县公安局在扬州市南下干部驻地筹

建，褚玉祥为局长。４月２６日，褚玉祥从镇江带领７名南下干部

到达句容县城。４月２７日正式接管句容警察局，接收警察局留守

人员５８名，同日，句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

１９４９年６月，镇江军分区从主力部队调派２个连队，与句容

县新组建的４个连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总队。７月，改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大队，１９５１年５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句容县独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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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１月，苏南军区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指

示》。４月，句容县武装部成立，这是中共句容县委领导下的军事

部，接受镇江军分区领导，人民武装部的干部由地方党委调配。

１９５１年４月，《苏南区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

中，武装部列为区县群众团体系列。７月，李永月任县委武装部部

长。１９５２年６月，句容县武装部撤销。１２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

军句容县人民武装部，张新光担任首任部长，中共句容县委书记鲁

光兼任政委。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大多来自原县独立营。

地方武装的组建，为句容县收缴散兵游勇枪支、剿匪肃特、抗

洪救灾、镇压反革命、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等各项工

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打击不法投机，稳定市场物价

解放初期，社会经济混乱，市场物价仍处在动荡之中。由于战

争还在继续，支援战争的开支巨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

政府留下来的公教人员，只要不反抗新秩序的，一律采取包下来的

政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恢复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那时

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政府的收入远远

不敷支出，暂时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１９４９年长江

中下游的严重灾荒，使得物资短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

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乘机兴风作浪，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为了追逐暴利，大

批资金转向金融投机，买空卖空的商家愈来愈多，严重影响社会生

产和人民生活。

１９４９年５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县内曾出现３次涨价高潮。

第一次，１９４９年上半年，金银涨价，不法分子贩卖银元，囤积

粮食扰乱市场。县长洪天诚、副县长程文发布句容县人民政府“关

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规定人民币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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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法货币。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后，不准伪“金圆券”在市面流

通，规定１元人民币折合伪金圆券３５００元，如有奸商故违，定于严

办。人民银行开展金银、外币的兑换，举办折实储蓄，提高利率，吸

收游资；同时调运粮食供应市场，确立了人民币在流通领域的地

位，刹住了由金银价格上涨引起的涨价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又出现以纱布领头的第二次涨价风。从１０月１

日至１１月２５日，持续时间近两个月，不法商人乘解放区不断扩

大、工业品需求增大、流通加速之机，抬价争购货源。国营公司在

１１月下旬向市场大量售出棉纱、棉布、大米、面粉等物资，工商部

门加强管理，使物价趋向缓和。

１９５０年春节前后，投机商人见旺季到来，掀起第三次涨价风，

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一倍以上。由于国营商业公司三个月前就调集

大批物资储备，当涨价风出现时，按市场价格大量出售物资，春节

期间还以低于市场价供货，银行收缩银根，双管齐下，给投机奸商

以致命打击。２月底涨价风基本平息。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至１４日，

六区虬山、高阳乡，三区古隍、中心乡及二区伯群乡，先后发生坏分

子煽动抢劫国家粮库事件。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煽动抢粮主犯

赵某某等５人被处决。１９５２年，市场物价普遍下跌，日用生活消

费品价格一般下跌１０％至２０％，少数产品下跌３０％至４０％，农副

产品滞销积压。下半年，按照中央的决定，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

流，调整商业网点，收缩国营零售业务，统一安排市场，放宽地区批

零、季节差价，提高６００多种商品的批零价格，市场萧条局面随之

改观。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和反限制斗争取得的

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

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从使用政治手段到使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

物价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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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租反霸

解放前，在长期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利

用雇工、地租、高利贷残酷剥削贫下中农。他们勾结官府，横行乡

里，欺压百姓，许多农民濒临绝境。解放后，句容县反霸工作于

１９４９年９月上旬开始布置，反霸工作主要是通过阶级教育和群众

诉苦相结合进行，大体分为２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９月上旬至１０月上旬，以秋收为中心内容，

结合反霸来进行，只作了一些宣传动员，对恶霸未开展斗争。

第二阶段由于提高认识及恶霸分子在秋征中明目张胆抵抗，

对恶霸分子进行了打击。至年底，共打击对抗合理负担的地主、富

农６９户，批斗恶霸分子３名，逮捕３名恶霸分子。

减租是为减轻封建剥削，初步改善农民生活，恢复与发展农业

生产。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县农协代表大会召开后，各区先后召开

了乡农民代表会议、小学教师会议、群众大会、动员大会及佃户会

议等贯彻减租。减租大体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思想动员和组织

准备，思想动员的内容是谁养活谁，结合算账，启发群众的阶级觉

悟；组织路线上是以佃贫农为骨干，团结佃中农和自耕的贫雇农。

第二步是算账，同时算要减下的租子，并采用说理斗争的方式进

行。第三步是减租要结合各项工作进行。

整个减租工作的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１９４９年，在秋收后群众提出了减租问题，干部对

减租工作不明确，直到华东局公布了减租条例，虽明确了要减租，

但如何减未研究。

第二个时期，秋征结束后，工作上以反霸和减租为中心，但还

是偏重反霸。在没有反霸的地区进行了减租。

第三个时期，１９５０年１月９日，按地委指示，当前的中心工作

是减租，反霸应在减租中来贯彻，明确了以减租为中心。２月４

日，据４个区不完全统计，已减租的地主、富农４１５户，田地８０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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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按减租法令减租后，退回粮食３１３６９０斤。

减租反霸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发动与组织了广

大农民群众，初步改造了乡村政权，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

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适

当满足了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三是锻炼与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以

后的农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８１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和经济秩序的初步建立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并

顺利完成征粮任务，支援了前线。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

资交流，活跃市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

经济，实施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政策，争取财经状况基本好

转。积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着力恢复和发展

农业生产，全力以赴完成征粮任务

　　一、顺利完成征粮任务

为了支援解放军继续南进，消灭反动势力与建设新中国，国家

必须征收公粮。征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实行粮多多交，粮

少少出，按赋累进，合理负担的政策。句容县征收公粮主要是通过

普遍诉苦的方式进行，确立群众交粮为自己的观念，在合理负担中

以查“黑田”、评减免等为内容。在城镇主要是进行筹粮，在乡村是

借地主、富农的粮，起借起点为拥有田地２３．５亩以上。通过借粮，

干部进一步认识到支援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群众阶级觉悟有



了提高。

１９４９年夏征。句容县政府下发《关于夏征工作几个问题的指

示》，对征粮缓交问题作了规定：“中农以下者的贫农，应减者即减，

应免者即免；中农以上地主、富农一般不能缓交”。全县动员小学

教师３００余人参加夏征工作，在县城集训了１０天；召开了３天

１５０多人的农民代表会议，发动农民代表在夏征工作中起骨干作

用。全县直接参加夏征工作的区乡干部共有２５０人。主要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准备阶段。首先召开区乡干部会议进行

动员，帮他们树立信心，教育当地干部带头交粮。其次是干部深入

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第三是进行田亩登记，贯彻反“黑田”斗争。

重点是通过群众评议检查地主“黑田”。第四是检查粮食准备情

况，了解真正困难者，由群众评议减免，同时区负责整理临时仓库，

准备收粮。

第二阶段是粮食入库阶段。召开群众会议，动员群众交好粮、

快交粮，帮助群众解决运粮工具等问题。

第三阶段是交粮完成的善后工作。主要是组织农会、改造基

层旧政权、清理尾欠等。

１９４９年秋征。句容县秋征从１０月初开始布置，到１１月２２

日全面入库，１２月２０日大体结束。句容县人民政府于１９４９年１１

月制定了《秋季征收公粮公草实施办法》。自上而下的进行了组织

准备，培训了助征人员，成立了４３个乡、３５０个保的秋征委员会，

建立了１４个乡、１９０个保的行政委员会。建立了永久性仓库２９

个、临时性仓库７４１个，提拔了一批干部。村组织了检查组、宣传

组、互助组、运粮组。

１９４９年借粮原任务是１５０万斤，实际完成１７１．３７万斤。

１９４９年自报夏征原任务是７３９万斤，实际完成８４１万斤。１９４９

年，秋征原任务２９１８．７９万斤（上级任务２７３０万斤），完成３３９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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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征借粮任务虽然完成，但在征粮中减免政策执行的不够好，

有的应减而未减，如在１９４９年灾荒中发生农民借粮交公粮的现

象。１９５０年，征收中发生干部打人、扣人现象。

征、借粮任务的完成，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减租反

霸、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产救灾

１９４９年夏季，因水灾倒圩堤１６．５米，淹田１２４８４．５亩，受灾

６９８户、４７２８人。虫灾以二、三区最为严重，造成１５７６０亩绝收，收

成在三成左右的有３９４００亩，灾民２０４１０人。其他区虽未成灾，但

均受虫害，全县受虫害田有２２．２万亩，占总稻田３７％，减产２３％。

句容县受灾后，根据上级指示：江堤、圩堤地区以防汛抢险为

中心；成立防汛指挥部，领导干部亲自到抢险地区指挥，军队到江

堤抢险；抢险器材以群众解决为主，政府协助；运用原有的防汛组

织动员群众抢修险堤；已成水灾之地组织排水。经过干部、军队、

政府、群众的努力，共抢修险地三段、１０００米，使５７５０户群众、４万

亩农田免受水灾。按上级指示，在干部中提出正确认识灾情，明确

以生产自救为主的救灾方针，在群众中宣布禁止强借，开展自由

借贷。

水虫灾害后，句容县即开展冬耕杀虫，全县冬耕约５万亩，排

水种麦１．２万亩。在生产自救的方针下，主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

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发出麻袋蒲包１０３９５条、柴油４０００斤，修筑

江堤２２．５公里，筑坝８０个，开塘３７个，修圩１６个，补漏洞４５个，

共用民工１０．８１万人次，完成土方８３０１立方米，受益农田１０．６９

万亩。二是解决种子粮。１９５０年共贷出麦种１７万斤。１９５１年又

贷放种子２１．９５万斤，解决了４３９９０亩田的种子。三是在原有互

助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以人工换牛工，解决耕牛不足缺劳力的困难。

四是动员群众开荒。共开荒６０７４亩，扩大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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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灾方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以工代赈组织运粮。二是政

府共发出大米２０．０２万斤，稻谷２１．５万斤，先后发放４次，救济了

２９３３０人；同时在党政机关开展了提倡节约，支持救灾，全县节省

棉被５９９条、蚊帐３２０顶、大米４９６９斤用于救灾。三是开展社会

互济。募捐大米２４１２１斤、人民币１０７６．５５元、元豆２８２３斤，临时

募集大米８８６４６斤，救济灾民３４２４４人。四是提倡种菜种瓜以渡

春荒，全县计种豌豆、蚕豆１７９０５亩，种瓜４５０万穴。五是领导群

众从事副业生产。靠山地区灾民砍柴卖，解决了３万人、１个半月

的生活费；江、湖、河地区组织灾民打鱼，解决了１万人、２个月的

生活费；组织灾民运柴运油、贩鱼等解决了５０００人１个月的生活

费；其他零星的副业生产解决了１万人、２个月的生活费。除此，

还反对大吃大喝，拨出了１万多斤的救济粮救济灾民。六是开展

治螟虫运动。全县自上而下建立了治螟指挥部，全县参加群众５．２

万人，捕捉螟虫５４０余万只。

生产自救的开展，是句容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

群众，大力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取得的伟大胜利。

三、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蓬勃开展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制定

了爱国公约。当捐献运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

公约，把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等列为公约的重要内容。１９５１年１０

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增加生产，厉行

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开展爱

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指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发出捐献

飞机、大炮和推广爱国公约通告的同时，提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

入的口号，以增加收入作为捐献之款。许多地方把爱国公约、劳动

竞赛以及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涌

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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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４月５日，句容县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在县互助组组长

会议上发起。至４月底，参加向苏南挑战的有２个组，向苏南应战

的有２４个组。至９月１６日，全县有２６６２个互助组、４１４家单干

户参加，参加苏南竞赛的有２６组，参加县竞赛的有３２８组，参加区

竞赛的有２６２８组。还发起了水稻千斤丰产竞赛活动，参加的有

６９１户，参加竞赛田为１３２７．２亩，比上年增产四成多。

运动深入至农村后，还有村与村、干部与干部、组与组的竞赛。

根据上级指示，以互助组为基础、劳模及积极分子为骨干，采取了

自上而下、层层发动、逐步深入、普遍开展的办法进行。从县到村，

都写有挑战书、应战书，活动开展面广、有秩序。

１１月中旬，句容秋收全部结束，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农民进

一步组织起来，改进了生产技术，实行了深耕细作，开展爱国增产

竞赛运动，参加竞赛的水稻田产量打破句容历史纪录，平均亩产量

４２０．７斤。

１９５２年冬，全县参加冬小麦生产竞赛的有８７个乡、４０８个村、

２２６１个组、２６６４２户。句容县一区大同乡运用典型示范全面推广

的办法，推动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开展。

四、兴修水利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因地制宜，常抓不懈。据１９４９年调查，全县有大

小塘坝７．２万个，总蓄水量６９００多万立方米，按４４万亩岗?田

计，平均每亩耕地获水量不到１５７立方米。解放后，除改造老塘坝

外，修筑坝堰多数是利用自然河道的中、上游分段建筑梯级坝。

１９５１年，派专人协助苏南水利工程局人员与区乡水利委员会，进

行勘查和计划。至１９５１年年底，出动人工２４１８０个，挑土３８８６０

立方米，共修塘１６８个；新开塘１２个，挑土１３７４０立方米，共出动

人工９１０５个；修涵洞１０座，共出动人工４８０个；修筑圩堤１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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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土２７６０立方米，共出动人工１９３０个；水利工程总受益面积

３４９８２亩。１９５２年冬，袁巷乡兴建了苏南首批小水库—小马埂水

库，集水面积２．６平方公里，总库容１０１万立方米，灌溉７００亩。

在农业合作社统一规划下，选择一个冲或几个冲的交汇处，筑一道

土石坝，拦蓄一冲或几冲上游来水，建成临时水库、屯水库，并从小

到大，逐步提高。

五、农业互助合作的初步开展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并未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

质和状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规定，在所有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谨慎、逐步而

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业向着社会化、集体化方向发展，引导农民按

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句容解放之初，遭遇了洪水和虫害等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群众

的生活十分贫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农民组织起来，积极

开展生产自救，兴修水利，完成抢收抢种，农民从中看到了组织起

来的好处。

１９５１年春，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县委、县政府利用农民

搭班生产的习惯，及时引导农民组成季节性互助组２６０５个，入组

１４１０９户，占总农户的１６．４％。１９５２年全县组成临时季节性互助

组５７５７个、３５６４６户，常年互助组４２９２个、３３６５０户，合计占总农

户的８１．７％。入组田地３１万余亩，占总耕地的３５．３％。根据华

东局１９５２年下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精神，坚决贯彻稳步前进

的方针，继续整理和发展互助合作组。通过宣传，整理和发展了互

助组，制定计划开展竞赛。１９５２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２１日期间，

开办２期互助组长培训班。各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对互助组进

行整顿，巩固和提高了互助组织，使互助组在增产运动中起带头作

用。如五区通过增产节约运动后有４４个组４４４户恢复起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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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干活。

句容县农业互助合作大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广泛宣传合

作社的优越性，深入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认识，解除入社顾虑，

达到自愿入社目的。第二步是召开村民大会，开始自报入社，进行

民主协商，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明确规定必要制度。第三步是民主

选举成立社务委员会，建立组织机构，制订生产计划与社章，做好

建社的一切准备工作。第四步是召开社员大会正式宣布农业生产

合作社成立，通过社章与生产计划，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至１９５４

年３月中旬，全县有互助组５９４４个、５００８３户，其中常年组１９９０

个，１８４４５户。

第二节　争取财政状况基本好转

一、统一财经

统一财政收支。遵照中央决定原则及苏南行署具体精神，句

容县迅速进行了传达。句容当时的税收主要是公粮附加及税收附

加。公粮附加：按国家公粮正额１３％征收。税收附加：按其正额

１０％征收。

１９５０年，公粮附加收入，依照农税法依率计征的任务完成，税

收附加也完成任务，共征收附加粮（稻）５５９万斤，已超过１９４９年

公粮附加收入实征数额。税收附加共征收附加现金７０９８．３６元。

供给制标准的执行与经费调度。句容县执行中央规定的各项

标准和供给制度，贯彻节约原则。４月，句容县完成供给制标准与

人员的编制等工作。做到控制统一编制，核实人数，并加强预决算

的审核及经费管理。依中央标准规定，１５公里可以乘车，为节省

开支，规定县境内来往除特殊情况（病号、体弱、工作紧急、任务重

要），并电话请示财委会批准后，才准予报销外，其余一律不准乘

车，仅５月差旅费就节余３００余元，在全年１１月中共节余７３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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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发放蚊帐时，严格按照节省开支的原则，结余上解数占预领

数１２％。按照无预算不开支，有预算不超过的原则，１９５０年（１２

月未计算在内）总计结余现金１６１３７．３９元，大米７．１５万斤。开支

的原则是维持现状，可以缓办的缓办，可以不办的不办。除行政

费、乡干粮按提拔的实有人数发给外，其余各科目均有节余。

统一物资管理。１９５０年７月，县级单位组成清委会（７人），县

长任主任委员，县政府与县委联合通知县属单位与各区分别成立

３人清查小组，领导参与执行清资工作。７月２５日，县清委会召开

第二次会议，审查各单位清理物资登记表，并要求各单位将已登记

的物资上解。计清出大米５７５斤，金戒２枚，牲口３头，废铁万余

斤及其他零星物资等。１１月，招标出售生产救灾中下拨的车胎、

废铁等主要物资。出售破旧军衣、军毯给机关供给制干部，清理出

售大部分仓库物资，并将出售款汇交苏南行政公署。

统一现金管理。句容县实行经费民主管理。凡是包干制的会

议、学习、自行车修理等费，都核定给各单位自行调度，而县财委会

仅掌握了医药费的调度。开支是由财委会讨论决定后，财政科具

体执行。苏南行政公署下拨的自行车是经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决定

后分配的。修建费的分配首先是派专人到各单位了解具体情况，

再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根据实际需要与上级批发数，合理

分配使用。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

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统计，全县人口约３０．５万人，工商业１５５３

户，按人口比重，工商业不发达。一般消费者如需大量物资，均直

接向南京购买，既便宜又方便，因此工商业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各

市镇商店９０％以上是小店铺，最大商店流动资本只有５０００元。

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济调查，工业方面：八区龙潭镇有水泥公司１

家，解放前为官僚资本经营，解放后，归人民所有，由南京直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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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其余在九区普渡乡，有煤矿１２家，规模较大的为江南煤矿公

司、同成企业公司，大都是农民集资经营。商业方面：布业１１１家，

粮食业１２９家，百货业６５家，烟、茶叶８１家，麦食业５８家，豆腐坊

２３家，浴室１２家等。

句容处在南京外围，到南京交通便利，决定了句容经济上依靠

南京，县境内大部分工业物资由南京运来。因此句容各市镇市场

物价动态变化受南京市场物价变化影响很大。

１９５０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

买力消失等原因，产生了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

增加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与共产党关系日趋紧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５０年春夏之际，政府开始合理调整资本主

义工商业。

１９５０年，句容县根据当时情况及力量，在调整公私关系、劳资

关系、治理摊贩、粮食业管理时，以城区为重点着手进行。

调整公私关系。依照上级指示原则，结合句容实际情况，广泛

听取私商意见与要求，与公司、合作社研究后，在兼顾私商合法利

润及消费者的利益下，将主要物资的批发与零售价格及货物起售

点，均作了适当调整。经过调整，提高商人经营的积极性，并在工

作中教育商人，使其对国营公司有正确的认识，放弃过去对国营公

司错误看法与不合理的意见，并促使其打消了高利思想，教育其要

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同时让国营公司的人员认识到掌握市

场物价、领导私营公司，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主动团结商人，

与他们取得密切联系。

调整劳资关系。句容在工商业登记工作中结合调整工商业。

在收购期间，未将粮食业的度量器具进行校准，影响农民的利益。

全县主要市镇粮食业进行校准计量器１７１件，衡器１４６件，减少了

粮商欺骗农民最主要手段，使市制在粮食业进出上统一了。在城

区、下蜀、龙潭组织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劳资间发生的问题，能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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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合理与满意的解决，减少过去劳资间存在的隔阂与意见。

治理摊贩。句容县进行摊贩正式登记，并重新整顿，会同公安

部门，对每户摊贩严格审查，许可的发给营业证，对投机的摊贩进

行教育，坏分子给予取缔。并动员５户大的布摊、百货摊转入坐

商。取缔投机商人，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如天成布店在市场布卖

缺时，囤积隐藏棉布４４尺，等涨价获取厚利。有的商户吸收存款，

隐藏资本后投机，查出后，除分别给予停业处分外，还需在大会上

向群众悔过。结合贸易部取缔投机商业的指示，广泛对摊贩进行

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通过时事学习及抗美援朝运动，摊贩

订出了爱国公约。

粮食业管理。解放前后，粮行在秋季大量盲目开设粮号，粮商

采取投机取巧等多种手段来欺骗农民，对市场秩序、城乡物资交流

影响很大。１９５０年，县政府对粮食业进行严格管理、限制开设。

不批准粮行开设粮号，规定资本３万斤至５万斤大米，必须经过验

资。通过教育，粮商改变了经营方式，树立了为农民服务的观念，

没有发生亏空逃跑等事件，投机取巧等非法行为日趋减少。

通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得

到缓和，恢复和发展了私营工商业，保证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

三、供销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１９５０年５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和县城城区供销社成立。初

时，主要经营大米、豆油、火柴、香烟、肥皂、土纸、锅碗、布匹、日用

百货等，并代销食盐，还受中粮公司委托代购稻谷、代销大米，供应

豆饼。１９５０年秋，在一区元通、二区陈武庄、四区延福、六区谢桥、

七区下荫、九区下蜀等地先后创办了供销合作社。至１９５２年，全

县兴建基层供销社２２个，入股社员５９２５２户，股金８８２９０元。县

供销合作总社初期设总务、社务、业务、会计４个股，配有干部１８

人。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供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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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章程（草案）和基层社工作人员奖励试行办法。１９５５年３月全

县按行政区划建立１０个区社和４８个供销站。

四、扩大城乡物资交流

１９５１年３月，根据华北、华中、华东某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

中共中央认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或者土产代表会议，组织城

市和乡村间，地区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

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问题

的关键。并提议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专区，各县（市）、各区和

各乡，均应有准备地在两个月以内召开一次土产会议。１９５２年７

月１８日，镇江地委发出通知，指示各县（市）分批举行城乡物资会。

由于华东、苏南城乡物资交流会的推动，句容农村购买力的提高，

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在句容逐渐开展。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０日，句容县召集人民银行、百货公司、中粮公

司、税务局、公安局等１６个单位，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业务处、宣教处，分头负责筹备工作。８月５日至９日，在城区召

开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大会的方针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交易

分三类，第一类是各国营公司与私商的零售交易。第二类是交易

所的批发交易。第三类是各国营公司、合作社和私商的收购业务。

这三类交易互相结合，成交总额１４１１７５元。参加该次交流大会的

私营工商界代表２７人，国营、合作社代表９人，各区政府代表１１

人，农民代表２７人，参加的群众约１２万人。城区物资交流大会有

南京、镇江、丹徒、江宁等地商人参加。大会设立了４个服务站，准

备了１３００多个铺位，接待了２２７８个路远来不及回家的农民。还

设立了工业品与土特产品、农业生产、卫生３个展览室。

１９５２下半年，句容龙潭、下蜀、天王等６地也都举办了交流

会。句容县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和秋后旺季的特点，１１月１０日成

立了城乡物资交流委员会，下设秘书、业务、宣教、治安卫生等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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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

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提高了干部思想认识，明确了城乡物

资交流的重要意义，助推了本地工业品下乡。同时使农村工业原

料进城，打开了土特产品销路，通过城乡互助，活跃了城乡市场，繁

荣了城乡经济，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第三节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一、教育事业的改造、建设及扫盲运动

解放前，农民生活比较困苦，受教育仅是少数地主、富农阶级

的特权，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学龄儿童往往因负担不起每年２００

斤稻子的学费而上不了学，纵然也有上学的，但读到９岁或１０岁

也多因贫失学。

小学教育。１９４９年３月，句容解放前夕，全县有中心国民学

校２９所，保国民学校２５７所（其中私立１０１所），教师４７５人，学生

１７２６７人，工友５１人，入学儿童占全县学龄儿童总数的３１％。这

些学校校舍、教育设备极其简陋。全县教育发展不平衡，５５８个保

中有１９１个保没有学校，边缘地区、山区空白村比比皆是。新中国

成立初，教学活动强调把政治、党的中心工作贯穿到各科教学中

去，提倡学习老解放区教学经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句容解放后，在“维持现状，全面开学”办法下，全县城乡公私立小

学很快复课，部分学校未曾停课。１９４９年下半年，全县小学２８６

所（其中民办１８５所），３９９个班（其中民办２０３个班），学生１７２６７

人（其中民办９６５７人），教职工４７５人（其中民办２１２人）。原国民

党时期的训育制度与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被取消，体育主要以

步伐操练、体操、游戏为内容。１９５０年，伴随着土地改革，贫下中

农迫切要求文化翻身，纷纷送子女读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全县小学３９１所、５１３个班、学生１７３１８人、教职工５８３人。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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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执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四二制”小学教学计划。１９５２

年，县人民政府将３５６所民办小学中的３２４所转为公办，使公办小

学达到４８７所。全县共有公、私立小学５１９所、７１３个班、教师８４６

人、学生２８７０２人，占全县学龄儿童４０９２６人的７０．１３％，与１９４９

年小学生数相比增加了６６．２％。县创办初级师范培养老师。在

抓师资的同时，对教学内容作了调整和改革。对留用教材中的错

误内容进行删除。１９５３年，根据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稳步

前进”的工作方针，县制定《句容县小学教育整顿方案》，将５１１所

公办小学调整为４９５所。

中学教育。１９４９年４月初，全县除国立豫州临中、省立句容

临中、中华三育研究社中学部外，尚有公立县中，以及方济、长江、

自忠、建华、述三、省心６所私立初级中学。县中、方济、长江、建华

４所初级中学共有教师５２人，学生８１２人。句容解放后，人民政

府开始接管学校。县中教导主任王存诚在句容解放前已与中共地

方组织发生工作关系，并在城区教育界积极活动，因此解放前后，

城区学校一直未停课。解放后，因人手不足，未派专人接管文教

科，在王存诚等人密切配合下，顺利地对中等学校进行了改造。自

忠中学、建华中学和省立句容临中全部停办，国立豫州临中的学生

有的被遣散回家，有的迁往浙江省菱湖上课。１９５０年，全县有县

立中学６个班，私立方济初级中学３个班，私立龙潭初级中学（原

述三中学）４个班，私立长江初级中学４个班，计１７个班，学生７４４

人，教职员５３人。１９５０年秋，参照部颁《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

案）》规定，各中学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等１４门课。１９５１年，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学的修业年限为

６年，分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３年，均得单独设立，初中入学

年龄为１２足岁为标准，高中入学年龄为１５足岁。

幼儿教育。解放后，县城镇幼儿园按照教育部提出的“保教合

一”的原则，做到既重教又重保，保育员与教养员分工不分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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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１９５１年，县人民政府在城镇府君巷创办公立幼稚园，２个班

（大小班各１个），幼儿８４名，教职员工４人。根据政务院规定，年

底前改为幼儿园（１９５５年改为城镇幼儿园）。１９５２年，城镇幼儿园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定（草案）》，注意培养幼儿卫生

和锻炼身体的习惯，保证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并对大班幼

儿建立出园时健康记录表。１９５２年，县城、下蜀、天王３所完全小

学各附设１个幼儿班，全县幼儿园５个班，１７１名幼儿，７名教师，

隶属文教科。

文化扫盲。解放后，句容县政府十分重视成人教育。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县成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在农村开展冬学运动，动员男女老

少上冬学、学文化。县举办２期冬师训练班，培训师资２０６人，开办

冬学３０２所，入学学员１．８万多人。１９５０年春，基础较好的６４所冬

学转为常年民校。同时，县城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县机关也办了干

部业余学校。１９５１年，县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举办２期师训

班，培训师资４２２人；年底办起冬学７５５所，入学４．８万多人。１９５２

年秋，县政府抽调干部、教师７人，参加苏南行署举办的“祁建华速

成识字法”训练班，开展扫盲运动。县、区均成立扫盲办公室。龙

潭、天王、下蜀、三岔等集镇陆续开办业余学校１０所、２５个班。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起步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８日，县中学生专门成立秧歌队开展文娱宣传

活动。５月下旬，私立方济中学，在校长徐克强带领下，下乡宣传，

在张庙大院内举行合唱、跳秧歌舞、打腰鼓、演活报剧，庆祝江南的

解放。９月，成立句容县人民阅览室，１９５０年９月正式成立句容县

人民文化馆，并在９个区分别建立中心俱乐部。其主要任务是配

合中心工作，运用黑板报、幻灯、读报、展览会、文艺演唱等多种形

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利用夜校、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开展

文艺演唱等。当时读报组遍及县城每个居民组和农村大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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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办有夜校或识字班。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县设收音站，抄收苏南人

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记录新闻，油印分发，供县城各黑板报使用。

１９５２年９月，前无锡市文力锡剧团由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分配到句

容，定名为句容县文力锡剧团，为首个专业剧团。

三、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县公医院，改称句容县人

民医院（１９５１年４月改称句容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并增加了工作

人员。１９５０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县政府又扩建了县人民

医院，增添了设备和器械，人员增至１７人，开始分设内、外、妇三科

和门诊、病区两大部分。

１９５１年土改结束后，农村集镇的个体中西医医生根据自愿的

原则，开始组织联合诊所。１９５２年９月，县政府在天王集镇建立

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乡卫生所。同年，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

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的号召。县成立

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县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

从城镇到农村，家家户户普遍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层层建立爱国卫

生组织，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

１９５１年４月，县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简称“卫生协会”），承

担全县部分预防接种工作任务。１９５２年春，鼠疫疫苗注射完成

１２８５７７人，四联疫苗注射一期完成１３７０００人。１９５２年，各种预防

接种６７０７５６人次。

新中国成立初，大多数产妇、特别是农村产妇分娩都是采取老

法接生，易于感染或出现产后出血等并发症，严重威胁着产妇和婴

儿的生命安全。１９５１年开始，改造旧接生人员２９人和培养新接

生员。１９５１年６月，在全县选拔了有文化的优秀农村青年妇女２７

人，举办第一期妇幼保健培训班，经过１年专业培训后，于１９５２年

结业，分配到全县各区新成立的妇幼保健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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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展“三大运动”，进行民主改革

土地改革是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抗美援朝时期，句容人民广泛

开展支援志愿军的活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

志愿军，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及其

家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前线战斗。改革封建婚姻制度，从

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上

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

婚姻家庭关系，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改变。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

主改革运动，明显改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

政权，振奋了民族精神。句容人民正是从这一系列民主改革给社

会面貌、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切身感受到党和

人民政府荡涤旧社会各种污泥浊水的决心、胆识和魄力，更加努力

地投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生活的伟大斗争中。

第一节　土地改革运动

一、土改前各阶级占有农村土地情况

土改前，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大量土地，且

土地质量好。雇农拥有土地６６９５６亩，占总耕地的９％；贫农拥有



土地１３５０３２亩，占总耕地的１８．１５％；中农拥有土地２５４４３３亩，

占总耕地的３４．２％；富农拥有土地６３２３６亩，占总耕地的８．５％；

地主拥有土地１８５２４５亩，占总耕地的２４％；工商资本家拥有土地

７４３９亩，占总耕地的１％；小土地出租者拥有土地３１５４１亩，占总

耕地的４．２４％。１９５０年春，县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作初

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附带劳动，靠出租

土地或雇工剥削者，约占农村总户数的４％，其占有土地约占全县

耕地总面积的２５％左右。全县佃农共有佃田１７．５万亩，山０．７

万亩，荡０．９万亩，占总耕地的２６．１％。

二、土地改革的试点及准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４日，中共句容县委决定，成立土地改革工作

队，并决定在四区延福、淮源两乡试点。６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土地改革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县

委土改工作队在县农民协会主席魏永贵的带领下，认真贯彻“谨慎

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历时５２天完成工作。同时采取“推、跳、

带”的方法，组织骨干力量，把试点工作推到附近的王庄、水南乡，

跳到五区蔡巷乡、六区虬山乡及三区敬德乡，带动每个区一个乡进

行试点。

试点中，通过各种会议，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联系农村

中地主阶级压迫贫苦农民的罪行，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自觉，

对罪行严重、对抗土地改革的恶霸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县城北郊，

大恶霸包某某，曾亲手杀害新四军和群众多人，解放后在借粮支前

工作中，造谣惑众。城乡２万多人集会与之斗争，受害群众拿着当

年包犯杀人的屠刀和血衣，愤怒控诉其罪行。政府依法惩处，人民

扬眉吐气。四区延福乡３０个地主，任职在位的有１５人，他们依仗

权势欺压百姓，群众称“上古村一只狼（指地主王某某），下古村一

只虎（指地主张某某），一狼一虎，百姓受苦”，经过说理斗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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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主的嚣张气焰，保证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试点同时，１９５０年６月，县委、各区委领导人和青年团县、区

委书记，分别集中到苏南区党委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接

着县、区干部１１９人到镇江地委学习。８月至１０月，县里共进行

了３期土地改革轮训班，历时５８天，参加学习的学员有８５５名，其

中男７６１人，女９４人。１１月，镇江地委调配干部９５人，华东人民

革命大学来学员１０２人，华东农委调配３６人，加上本县干部共同

组成土改工作队，共１８４７人。１２月２０日，县委在县城举行土改

誓师大会，到会干部、积极分子及土改工作队共３０００余人，为全面

开展土地改革做好组织和行动准备。

三、全面土改

全县面上土地改革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下旬开始，到１９５１年３月

基本结束。发证工作到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大体分

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宣传发动。主要通过召开乡农代会及青年、妇女、民

兵等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揭露地主分子的

阴谋活动。在宣传发动过程中，对敌人的阴谋活动给予有力的批

驳和斗争。全县有５３．２万人次参加各种土改工作会议，开会批斗

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１９８次，查出瞒报的黑田、黑地２２７００

多亩。

第二步是划分阶级成分。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各乡召开农

民代表大会、小型座谈会，具体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学

习划分阶级成分政策，根据土地占有和剥削被剥削的状况，经群众

评议分别评出各户的阶级成分并张榜公布。全县农村共７０４４３

户，３０２１０９人，共划出地主２８０４户、９８１４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

口的３．９８％和３．２５％；富农１２１５户、３６３８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

的１．７２％和１．２％；中农１９９０７户、９４４２０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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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８．２６％和３１．２５％；贫农３７３３７户、１６６６８５人，占总户数和总

人口的５３％和５５．１７％；雇农６２０４户、１８６１２人，占总户数和总人

口的８．８１％和６．１６％；工商业在农村占有土地２１５户、６４５人，占

总户数和总人口的０．３１％和０．２１％；小土地出租２４５９户、７３７７

人，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３．４９％和２．４４％；其他３０２户，包括未划

分成分的７５户。

第三步是没收土地进行分配。阶级成份确定后，乡农民协会

按照土地改革步骤，讨论没收征收范围，明确政策界限。全县共没

收、征收土地２５４６７７亩、房屋４５９５９间、粮食３１．３万斤。对土地

财产的分配，一般先分土地，后分其他财产。土地按人统一分配，

以各户原使用土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好差搭配，远近就便，高低适

宜，注意水口。其他财产多分配给贫雇农，适当照顾困难的中农。

分配结果，全县有６．３万户、１７．９万人，分到了土地和其他胜利果

实，分别占新农户的７５％和总人口的５９％，地主同样分得一份土

地和财产。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为：雇农

１６０６９４亩，占总耕地２１．６％；贫农２５０６５９亩，占总耕地３３．７％；

中农２８３２６６亩，占总耕地３８．１％；富农１４５５２亩，占总耕地２％；

地主１８６２８亩，占２．５％；小土地出租者１４７５４亩，占总耕地２％。

复查发证。１９５１年３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在总结的

基础上，进行复查发证，全县复查出漏划地主３３９户，半地主式富

农５５户，富农８６户，工商业兼地主４２户，纠正错划地主２３户。

对部分村干部多分土地、房屋、家具、粮食问题，也在复查中作了妥

善处理。１９５１年５月，县在一区大同乡、七区城东乡先行颁发土

地证。全县９个区９２个乡先后分３批发证，至１０月底发证全部

结束。共 给 ８４７６４ 户 合 计 发 土 地 证 １９３５５７ 张，土 地 面 积

１１０９１９４．１８亩，房基地２２７０３．１２亩。另给７３８户全民、集体单位

颁发土地使用证７４８张，土地１９４９．０３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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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改后农村的巨大变化

土地改革是一场涉及几亿农业人口和广大社会范围的民主改

革运动。句容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句容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句容县普渡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中农９

户，贫农３３户。土改前，大部分农民是受剥削的，生活贫困。土改

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合作组织

进行生产，劳动热情很高，战胜了自然灾害。１９５１年修大堰１个，

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４年修塘１９个，能抵御旱灾。生产上获得连年丰

收，产量逐年增加。１９５０年水稻亩产量为１８０斤，１９５１年为３１０

斤，１９５２年为３８０斤，１９５３年４５０斤，１９５４年为５２０斤。小麦产

量也是逐年增产。

随着生产的提高，农民生活逐年改善。据不完整统计，该社

４２户，１９５２年买布８６２米，１９５３年买布１１５６．６７米，１９５４年买布

１７２７米。此外，至１９５４年９月，还增添卫生衣３０件，水瓶１０个，

棉被３９床，毯子４床，蚊帐８顶，衣服（人民装）３９套，修造瓦草房

１７．５间等。

各乡村在发证前，都把旧的土地契约当众烧毁，宣告封建土地

制度的废止，新的土地制度的诞生。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

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句容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

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土地改革中，由于时间短，执行政策中也出现偏差。如同地主

阶级开展面对面说理讲法斗争时，由于忽视了对贫农、雇农的耐心

的思想教育，曾出现对地主采取变相的体罚。六区高平乡有５７户

地主，斗争中被吊打的有５０户、６０人，复查中接受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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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美援朝运动

一、抗美援朝宣传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

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

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解放，公然干涉中国内

政。１０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北朝鲜，迅速朝中国边

境推进。１０月８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句容县委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

席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１１月，工、农、青、妇、文

教、医务、工商等各界代表２９人，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

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句容分会”，并先后在全县１０个区、３个镇成立

支会，其中天王支会还设立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继苏南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后，句容县召开了３０８人的抗美援

朝代表会议，在抗美援朝运动已开展的基础上，根据苏南抗美援朝

代表会议决议精神，贯彻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的工

作，各区与乡的抗美援朝支会相继成立。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句容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召开，大会通过继续普遍地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决议。５月１

日，全县有１５万人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广大群众

纷纷在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书上签字。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有

２３．３万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和平宣言上签名，约占全县总人口

的７４％。

１９５３年１月２日，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县委书记作了目

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县级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布置抗美援朝工

作。４日，赴朝慰问团代表张来生作传达报告，全县有４０００余人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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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掀起参军热潮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

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团中央、全国

学联于次日分别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

全国青年团员书》和《为号召同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加强国防建设

告同学书》，要求青年团员和学生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到祖国

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全国青年学生、工人

积极响应，把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作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县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１９５０年，全县有７００多名在校初中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因

名额限制，只录取３５６人。１９５１年３月，全县各乡近万名青年报

名参军，９６７名青年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名参军活

动中，涌现出许多争先恐后报名，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参军的动人

事迹。第一区青年胡万民，于深夜１１点敲区委大门，送交要求参

军的决心书。张庙乡烈属汪立保第二个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后，

又把第三个儿子送去参军。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县有７３人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光荣献身。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县委接地委指示后，制定计划。计划分

三步：第一步是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前，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由干部

到群众，广泛进行抗美援朝教育，达到家喻户晓。第二步是１４日

至２５日，县开好干部扩大会议、人代会。进行突击动员，对新兵对

象进行动员教育。第三步是集中新兵对象，进行体检检查，做好巩

固工作。加强教育，主要以抗美援朝形势教育为主，结合阶级教

育，提高群众的觉悟。在教育形式上，运用各种组织力量，多开小

型群众会，反复教育，深入解决思想问题，造成“参军光荣，拖腿可

耻”的氛围。这次参军人员的最大特点是骨干多。新兵条件也较

好，全县４３９２名青年报名，经区检查合格的９４１名，县检查合格的

是６３６名，第一批送镇江６２１名，后经镇江检查退回一批，又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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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名。至月底，运动胜利结束。

参军运动是广大群众永保翻身不受二遍苦的合理要求，是群

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然结果，也是对全县群众进行的一次继

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教育，扭转了干群的和平麻痹思想。同时推动

了拥军优属工作，烈军属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为实行普遍民兵制及

其他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捐献活动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

情，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确保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地发

展，“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

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简称“六一”号召），号召在全国普遍

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六一”号召强调指出，各地各界群众已

经订立的成千成万的爱国公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的具体化，是各订约单位的具体的爱国行动纲领。它要求全国

人民抓紧并充分运用这种形式，进一步推进生产、工作和学习及其

他各项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建议全国所有各界人民，各工厂、企

业、机关、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按照自己的业务，围绕抗美援朝运

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还建议在性质相近的订约单位间开展实

现爱国公约的竞赛运动。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

侵略委员会句容分会发出履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

属的号召。７月２日，县召开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响应抗美

援朝总会号召。从县城到农村，掀起修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炮、拥军优属的热潮。修订爱国公约的多数乡是以户为单位订立

的，无一空白村，有的是以组订的，也有户与团体皆订的。全县有

９２个乡，订立爱国公约的户在９０％以上的有３６个乡，在８０％以

上的有３１个乡，在７０％以上的有１５个乡，在６０％以上的有５个

乡，在５０％以上的有５个乡。四区延福乡陶义福互助组订立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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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约保证每亩水稻平均产量４７５斤，最高亩产８００斤，每亩棉花

产量１２５斤，最高亩产２００斤，每亩小麦平均产量１２０斤，最高亩

产量１４０斤。该乡第三村在劳模陶义福的推动下，首先订好增产

捐献计划，然后大家积极地耕种、施肥，保证计划的完成。在稻子

收割后，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大家一致表示将要捐的６３００斤稻

子赶快上交，以支援前线。全县共捐献２１５３６７．９元（新币值），可

购置１架战斗机和１门大炮，另有慰劳金４０５２．４元，慰问信１０００

余封。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为自己制订的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行

动计划，运动的开展有助于将人们的爱国热情转变为爱国行动，推

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四、开展拥军优属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是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１９５１

年春节，县委县政府给烈军属及残废军人赠送“光荣灯”２９１６个，

“光荣牌”４１１０块，送慰问品猪肉１９７９斤，鱼９４２斤，糕１９４０条，

茶叶１２０斤，人民币５３７．６元。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对烈军属除在

物资上、子女入学方面优先照顾和补助外，对在农村中无劳动力或

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实行代耕、代种、代收。通过各种群众运动

与教育，他们的政治地位在群众中有了提高，个别村庄还实行了包

耕等竞赛活动。

代耕工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与苏南行署关于优抚代

耕工作的指示精神，句容县先后于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０日和４月１０日

两次下达代耕工作指示。１９５２年句容县制定《评选优抚模范暂行

办法》。至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上旬，全县有革命烈士家属５１４户、１９４０

人、４３０２．４５亩田；革命军人家属（包括一部分转业的在内）３０７５

户、１２３４３人、１５３７５亩田；革命工作人员家属５６８户、２４３４人、

４２０８．４３亩田；革命残废军人１３６户、４６８人、５４６亩田。全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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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３户、１７１８５人、２４４３１．８８亩田。全县享受代耕和包耕的２７０４

户，代耕和包耕田１１４９０．５９亩。在先烈军属后自己的号召下，大

大提高了代耕田亩的收益，不少代耕田亩产超过了当地群众的生

产水平。

发放优属粮。１９５２年春夏雨季，结合社会救济，先后发放优

属临时救济粮４批，计大米２７万斤，救济了１２９３３人。从６月至

１２月，先后评出７个区享受烈军属补助粮的８２户、１５６人，每月补

助大米２４５５斤。二、三、四、五、六、九６个区，有５１８户烈军属、

２１５２人，得到了老根据地救济经费的补助，共补助人民币２４００

元。１９５２年春耕期间，发给二、三、四、六４个区烈军属生产补助

金１１００元，解决了２８８户烈军属、１１５２人生产上的困难。

优抚活动。在１９５２年春节及“八一”建军节期间，各区均开展

群众性的优抚活动，组织了慰问、拜年，赠送慰劳品、光荣牌、光荣

灯等。如在“八一”节期间，城区开展了文娱晚会慰问烈军属；八区

组织了８００余人分别到部队驻地慰问，赠送锦旗７面，晚上放电影

进行联欢；农会、工会、工商界送慰问品西瓜１２２５斤，鸡蛋５５６个，

毛巾１２５条，肥皂１２５块，人民币４２．７８元，慰问信３２封。此外，

各公私营企业单位在“八一”节也都给予烈军属购买物品的减价优

待活动。

拥军优属活动的深入开展，树立了军属光荣的良好社会风气，

不但调动了烈军属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鼓舞了前方战士的士气，提

高了部队战斗力。

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解放前后严峻的政治形势

解放战争时期，句容县党部拟定《收复区共产分子处理办法》，

制定报表，实行“助导”，强制所谓“共产分子”申请填报自首，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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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狱。县议会通过《加强民众团体活动案》，规定句容县商会、工

会、农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民众团体都在县党部办公，实际是将

民众团体置于县党部的监督控制之下。建立党政工作总队，乡

（镇）建立区队，保建立分队，采用法律、军事手段进行反共活动。

同时，国民党还培养了很多封建帮会头子，各霸一方。句容山区则

驻有特务武装，人民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残余的反革命分子

地下破坏活动相当猖獗，其趁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机，与国

际反动势力遥相呼应，疯狂破坏革命胜利果实，企图配合国民党军

队反攻大陆，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残留的国民党

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句容的社会稳

定。句容县政府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及时给予惩办，甚

至血债很多的恶霸廖某某、包某某经群众告发虽已被逮捕，但未及

时惩办。县区的领导干部思想上虽然对反革命分子有所警惕，但

认为全国已经解放，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产生了麻痹轻

敌的思想。

针对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句容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期准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全县召开区乡干部、积极分子７６０余人

的大会，贯彻上级部署。首先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的罪

行，激发到会人员的阶级觉悟。接着是开小会控诉。干部、积极分

子纷纷诉出了地主阶级是怎样统治搜刮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是怎

样残害人民与革命力量的，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组织学习华东

军政委员会颁布《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要求他们逐条根据各

地的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出来的材料当即进行登记，经人民法庭、

公安局、法院审查后，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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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

指示》（简称“双十指示”），公安部于１０月１５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对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句容公安机关在

中共句容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

镇反运动），重点打击地主、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

门头子５个方面人员，整个镇反运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这一阶段主要是

贯彻“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启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

认真贯彻“谨慎收缩”的方针，清理积案，消化战果。其步骤大体分

为三步：调查摸底，制定行动计划；结合土改等工作任务，充分发动

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举揭发，核实材

料，确定捕办对象，经审查批准，组织党政军民力量统一搜捕；召开

控诉和公审大会，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审判处理。县委按照镇反步

骤，三次集中行动共搜捕５６０名反革命分子。此外，在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控诉揭发查证有罪行的陆续逮捕了９９４名，

在这一期间共逮捕１５５４名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

全国性高潮时，公安部于１９５１年５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实行适当收缩的方针，严格控制捕人和杀

人的权限，集中力量清理积案。中共句容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

组织２１名经验丰富的审讯干部，分成７个组，负责清理在押犯，依

法审判执行。１９５１年７月３０日，首次在县城召开审判大会，公开

宣判处理案犯８０名。其中当场宣判处决３名案犯。

第二阶段（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这一阶段的主要

工作是贯彻９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对尚未发动镇

反和镇反不彻底的地区，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县委于１９５１

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召开机关、公安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上

级指示。１１月上旬抽调精兵强将，建立工作班子，负责清理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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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到各区乡传达学习贯彻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深入发动群

众，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至１９５２年４月底，全县镇压反革

命运动再掀高潮，敦促反动党团、特务及会道门骨干分子登记自

新，以彻底摧毁反动组织。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六区破获了隐藏较

深的潜伏特务“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第五大队”，挖出潜伏特务５２

名，其中１０人已担任乡村基层干部。经过第二阶段组织干部深入

到不彻底的地区发动群众，深挖潜伏较深的敌人，先后又逮捕打击

了６２名各类反革命分子。

第三阶段（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３年８月）。这一阶段的中心

内容是贯彻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

总体要求是：必须坚持不懈地把镇反工作中不彻底的地区和不彻

底的方面搞彻底；一切镇反已经彻底的地区或者接近彻底的地区，

结合各项工作，迅速扫清残余敌人，巩固镇反成果，有系统地开展

各项业务工作，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县

委召开４００余人参加的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第五次

公安会议和镇江专署召开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重点打击反动会

道门头子问题。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３日至３月下旬，全面开展取缔反

动会道门。全县登记办道人员４１４人，连同前期阶段逮捕的反动

道门头目，共逮捕惩处有罪恶道首４４人，群众退道９７１８人。对各

单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结合普选开展检查验收，看对敌

人打击程度是否彻底，群众是否发动起来了，基层组织是否纯洁

了。经检查发现镇反不彻底的有１７个乡，不够彻底的有４０个乡。

对这些乡进行了“补课”，掀起了镇压反革命高潮。结合选民登记

审查，深挖一批隐藏较深的残余反革命分子。通过第三阶段取缔

反动会道门、结合普选工作，先后又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１０３人。

在基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于１９５１年全面清理了机关

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历史特务、情报

组织的人员进行了自首坦白，清理登记，又侦破现行匪特组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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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抓捕骨干分子６７人，根据党的政策分别给予不同处理。

整个镇反运动中，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

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历时两年多的镇反运动，基

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反动势力，为土地改革和

抗美援朝创造了条件，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秩序得以安

宁，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此外，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出现错杀的问题。磨盘人周长兴，

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北撤后，奉命打入金坛县薛

埠自卫团，担任秘密交通等地下党交办的工作。解放后，周长兴返

回磨盘老家，参加土改反霸斗争。由于村上宗族矛盾，被诬陷“携

枪投敌，叛变革命，杀害宋亚欣”等罪名，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遭处

决。１９６５年原武工队指导员宋亚欣亲自证明事实经过，澄清是

非。１９７９年句容人民法院经复查，实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恢复

名誉。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

新中国成立前，句容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大刀会、一心天道、

一贯道、天德道、先天道、九宫道、红三教、太慰会、二十字道等。其

中大刀会、一心天道、一贯道组织发展较多，基础最强，范围亦广，

分布在全县各地。全县共有道徒１万人，办道骨干和办道人员

４００余人。这些会道门有的曾被国民党、日伪机构操纵和利用，从

事愚弄残害人民、奸污妇女、骗取财物、制造谣言、破坏革命、危害

社会治安等活动。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公安局下发《关于取

缔会道门工作的几个意见》。１９５１年２月，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

指示，句容公安机关组织人员对全县反动会道门作了调查，据统

计：办事员以上会首１７７人，会徒９４７０人。会首大都担任过伪职，

有的与日伪及国民党军政部门有联系，有的则是封建地主和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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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闲的地痞流氓。县公安机关在重点地区开展广泛有力的宣传攻

势，教育争取群众，揭露封建会道门的反动面目、欺骗伎俩及罪恶

事实。县政府颁发布告，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查封坛名，

严厉惩办罪行重大的首恶分子。经调查取证，全县共逮捕各类反

动会道门首恶分子３７人，其中１５人被判处有期徒刑，６人被判处

死刑，其他则交由群众管制。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句容县委召开区乡干

部扩大会议，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１９５３年２月，

在全县又一次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惩办了一批漏网反动会

道门首恶分子。

第四节　开展其他民主改革

一、开展禁毒、禁赌、取缔封建迷信活动

贩毒吸毒、聚众赌博、卖淫嫖娼，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

现象。

禁毒。解放前，国民政府曾开展肃清烟毒工作，先后成立“句

容县戒烟处”“句容县戒烟委员会”“句容县立戒烟所”，但吸食烟毒

问题始终禁而不绝。解放以后，句容县委、县政府开展以禁赌、禁

毒为中心的专项治理。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发布民禁字第１号布

告，严禁吸售鸦片、抽头聚赌。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４日，中央人民政府

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县人民积极宣传贯彻禁毒通

令。据城镇、龙潭、下蜀、天王寺、土桥等６个集镇统计，吸食鸦片

的３３３人，又吸又售的６６人，专门从事销售贩卖的４７人。三岔镇

有水运码头通南京，是南片几个区、乡运销的结合点。１９５２年７

月，苏南行署政法会议统一部署了禁毒工作。全县开展全面禁毒，

号召运、售、制、藏烟毒者自动向公安机关登记，交出烟毒烟具，同

时组织力量、大力侦破烟毒案件。查获暗地继续贩卖鸦片、开设烟

馆的烟毒人犯５２名，其中惯犯１０人，依法逮捕交司法机关判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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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和管制。收缴吸毒烟具１２７件、鸦片白粉毒品２两，使境内吸

食、贩卖、制造鸦片毒品的基本绝迹。

禁赌。解放后，人民政府即开始禁赌，１９５０年人民政府发布

通告，严禁赌博活动，并采取多种形式，打击赌头赌棍，取缔赌博场

所。特别是通过１９５１年春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

受到党和政府的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识到赌博活动的危害

性，赌博活动一度几乎绝迹。公安部门通过加强户政管理，对旅栈

等特种行业实行治安行政管理，对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严厉打击，

旧社会遗留的恶习被铲除，新社会的新风尚大为发扬，是解放后第

一个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

取缔封建迷信活动。解放初期，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布告，明

令取缔封建迷信活动，查处“巫婆”、“神汉”、“算命”天王、“卜卦”天

王等。一段时期，迷信活动很少出现。１９５３年３月，二区城北乡

五村群众王某煽动群众又复起“冲菩萨”到光里庙上香拜神活动。

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王某带头叫人扛着会旗、抬着泥菩萨，冲向庙

堂上香，之后下甸、怀德、下荫、城东、西岗城北等６个乡２０个自然

村的群众近５００余人，也相继抬着泥菩萨冲向光里庙烧香拜神。

第二天和第三天，二、三、七区上万群众络绎而来，因无人管理，秩

序混乱，看热闹的儿童被挤入水塘，放铳的人被炸伤头、手，花费

３００余元。句容县迅速组织民警深入到有关村召开群众大会，广

泛宣传教育，教育大家破除迷信。同时现场制止迷信活动，对为首

者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其检讨，将这一大规模的迷信活动予以制

止。９月，东昌、青山、东荆三乡部分群众又在农历七月三十日为

“地藏王菩萨”做生日，设堂烧香敬神。东荆塘村也设堂烧香敬神，

以求神灵保佑，赐“仙方”治病为名，进行迷信活动，引起周围９个

村庄２００余人参神求“仙”。句容县有关部门及时开展宣传教育，

对为首者进行了处理，制止了这些封建迷信活动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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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封建婚姻制度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交织融合在一

起，构成旧制度链条中的重要环节，给大多数妇女和很多男子造成

巨大痛苦，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新中国建立前夕，主要存在三种婚

姻形态：以强迫包办、男尊女卑和漠视子女利益为主要特征的封建

婚姻制度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占绝对主导地位；形式上提倡

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实际上尚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改

良婚姻制度，主要体现在城镇，特别是工商业较发达地区的社会上

层；倡导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各解放区

实行，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旧式婚姻制度的斗争。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

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

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也是中

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这方面的深入。１０月，句容县人民政府抽调

力量，深入宣传《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反封建思想，使全县人民

初步懂得《婚姻法》的意义和作用。婚姻登记由民政部门负责实

施，各区（镇）政府由民政助理办理婚姻登记。据当年统计，全县按

《婚姻法》办理婚姻登记８４对，离婚２９对，解除婚约９起。１９５１

年，民政部门共接受婚姻离异案件９１件，其中，经调解无效办理离

婚手续的２９件，解除婚约的１３件。在宣传贯彻《婚姻法》中，县妇

联及各基层妇联，主动配合民政等有关部门进行宣传落实，反对包

办婚姻。

为推进贯彻《婚姻法》运动稳步健康发展，１９５３年１月中旬，

组织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县长任主任，公安局长、妇联

主任、法院院长任副主任。并抽调干部成立婚姻法办公室，抽调７

人组成工作组。１月２５日至２月５日，在一区前林乡进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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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点工作。县政府采取了由点到面分批分期进行。１９５３年３

月１６日至４月５日，在县工作组试点典型乡活动结束后，各区以

参加过县贯彻《婚姻法》会议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先搞一个重点乡，

城镇先搞一个户口段或一个村，以便取得经验，这一时期共完成

４７个乡。接着开展第二批，至４月２０日基本结束。

强化干部训练。县级机关干部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８日至１４日学

习《婚姻法》全文、宣传贯彻提纲等，参加的有６００人。３月１１日，

召开了区贯彻《婚姻法》的主管及有关部门会议，有妇女、民政、宣

教等干部５０人。培训学习主要是明确运动的方针、政策、目的、

《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其他区乡干部都是结合区乡整风扩大会进

行的，２期培训了７６６人。４月５日，召开了乡调解委员会议，８５

人参加，主要是解决如何正确处理运动中所发生的案件与纠纷

问题。

做好群众宣传。在第一批前贯彻的乡都是先开乡委员扩大

会，包括妇女代表、宣传员、积极分子、教师等。后以行政村或自然

村为单位召开群众会，向群众宣讲《婚姻法》方针、政策、基本精神、

新旧婚姻制度对比。第二批贯彻到乡时，结合春耕生产的农代会

进行贯彻，到村开群众会布置生产后，即以贯彻《婚姻法》１０问１０

答向群众宣讲。除会议宣传外，还利用幻灯、图片、广播等多种形

式向群众宣传贯彻。３月到４月２２日，共受理婚姻案件１４７件，

已办结的７４件，未办结的７３件。

通过广泛宣传，全县农村有６０％的人受到教育，城镇有８０％

至９０％的人受到教育。贯彻《婚姻法》运动，摧毁了封建婚姻制

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加强了家庭的团结，改善了

夫妻、婆媳关系。

三、水上民船民主改革

句容解放初期，水域航道有龙潭港和桥头港，其中龙潭港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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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码头７个，桥头港有大小码头２个。有民船３９３条，其中运输船

２７９条、交通４６条、渔船６８条。

１９５３年１月，句容县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开始对水上民船

实行民主改革，由公安局、水上检查站、工会、民政等部门组成民船

民主改革委员会，公安局长林堂任主任。在县委有关部门抽调干

部１０名，组成工作队，分龙潭、桥头两个工作组。民船民主改革工

作主要分５个阶段。一是宣传教育。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船

民对民船民主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培养骨干。在船民中选

拔、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推动民船民主改革进行。三是开展忆苦

思甜。在船民中选择苦大仇深人员召开忆苦大会，通过忆苦激发

船民的阶级觉悟，掀起检举揭发坏分子的高潮。四是搜集材料打

击不法分子对船民检举揭发的材料，工作队组织专人调查核实，严

厉打击土匪、恶霸等。五是建立组织，巩固政权，发展生产。

在民船民主改革中，原有３９３条船只单位，参加民改学习的有

３７４条船只单位，占９５．１６％。原有船民１６６７人，参加民改学习的

有８２７人。通过检举揭发和调查核实，依法逮捕土匪２名、恶霸１

名、逃亡地主成员１名、逃亡还乡团成员１名。通过民船民主改

革，经全体船民、渔民讨论选举，共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２个，成员

２０名。民船民主改革于５月底结束，纯洁了船民、渔民队伍，维护

了船民渔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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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放初期党的建设及经济建设成就

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可能滋长的

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思想的侵蚀。１９５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召开

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和建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三反”运动是党在领导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

时，同自身腐败行为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句容县委开展了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党

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带领句容人民发展生产，取得了粮食生产

的丰收，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解放初期句容党员队伍状况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除铁路干线周围（下蜀、龙潭一带）及敌之

据点附近外，一般各区均有一些工作基础，但自新四军及句容县党

政机关北撤后，留下来的党员均失去党组织指导。同时因当时政

治环境恶劣，部分党员被抓捕，少数党员自首或叛变，一些未暴露

的党员暂停了活动。这部分人的党籍，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才得到恢复。

由于以上情况，至１９４９年年底，全县统计共有党员１８９人，共

有支部１４个，其中县级５个，区级９个（１区至９区各１个）。党员

家庭成分为工人３人，自由职业者２人，佃农８人，贫农１０６人，中

农６７人，富农３人；党员本人为工人２０人，职员２人，学生３４人，

手工业者１３人，自由职业者５人，佃农９人，贫农７２人，中农３４

人；党员文化程度为文盲２４人，初小９０人，高小５９人，初中１５

人，大学１人；妇女党员２２人，青年党员６４人。

二、整风运动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

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工作作了

具体部署。之后，全党整风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句容县自解放以来，在上级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

下，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但句容县领导干部作风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只忙于中心工作，对各部门的工作不

够关心；总结与检查工作不及时，处理问题拖拉；工作粗枝大叶、全

面性差。一般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事前不报，自

以为是，并存在以功臣自居的自满思想。

句容县整风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总结，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改

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要求是通过总结工作，检查思想作

风，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享乐的资

本主义思想及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以达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更好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工作任务的目的。整风的方法

是由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进行动员；学习文件，树立正确的整风

态度；通过总结，检查工作，联系检查自己；典型示范，进行全面

检查。

句容县机关在职干部的整风，从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５日开始，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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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５日结束，历时４０天，共有１６５人参加，分为四个阶段。在组

织领导上成立了总学委会，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各设分学委会。

城区机关部门作为总学委会领导下的一个直属单位，在分学委会

下划分小组；在未进行全面检查前，一般是党内党外未分别划组，

是按部门或人数划分小组；在进入全面检查后，除原有在行政上成

立小组外，又在党内成立了小组。党员干部的书面检查，在通过方

式上，先在党内小组会上通过，再到行政小组会上通过。在内容上

除按《共同纲领》检查外，还要按党纲党章标准进行检查。

通过整风，各部门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工作积极性有了

提高，发扬了民主，改善了党群关系、领导关系和南方北方干部的

关系。

三、整党建党

１９４９年年底，句容有党员１８９名。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上旬，全

县共有支部２７个、党员２９３人。党员分布为：集镇及区以上机关

１９７人，农村党员９６人。全县共有农村党支部１３个，其中以１个

乡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支部７个，党员３７人；几个乡合并建立的支

部６个。句容县党的组织发展不均衡，党员数量不足。

根据上级提出的整理与发展相结合，并以发展为重点的方针，

句容县委要求：一是在１９５２年年底前，按中央整党建党的原则对

所有党组织进行一次整理，以达到提高党员思想、纯洁党的队伍；

至１９５２年年底前，对没有党员的乡要落实发展党员任务。二是在

一、二、四、六、八区由点到面分批建党，在三、五、七、九区有重点地

建党。

句容县整党工作是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后展开。

在学习的基础上，批判了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初步整理了县机

关的党员队伍。同时对党员开展党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八项

标准的教育。参加整党学习的党员共９６人，检查出作风不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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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命令的８人，历史不清楚的２人。按照团结、教育、改造、提高

的方针，教育了党员。参加“三反”运动的党员７８人，查出贪污的

１３人，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２人。然后自觉地将个人的

历史问题、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等作检查

交代。

句容县建党典型试验在城东乡进行，于１９５２年７月底结束；

共吸收６名新党员。句容县委总结经验，于８月５日至９月１日，

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学员４９５名。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从区

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学员中吸收２４０人入党，第一期建党共发展

２８８名新党员。至１９５２年年底，句容县党的力量已渐壮大，全县

有党员６７９人，支部８５个。

通过整党建党，提高了党员思想认识，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

了党员队伍，并壮大了党的力量。

四、干部的教育与培养

句容解放后，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干部队伍

现实状况和句容为适应建立新政权的迫切需要，依据党的干部教

育方针政策，即建立了干部训练班，训练对象主要是乡干部、农村

积极分子、税收与征粮的技术人员，学习内容主要是形势、政策、阶

级教育，技术人员并有技术学习，共办了６期训练班，参训学员共

７４９人。至１９４９年年底，提拔脱离生产的干部３８４人，充实到各

种组织机构。至１９５２年５月，全县共有党、政、群及财经干部９１６

人。其中１９４９年４月前参加工作的１５２人，解放后吸收的干部

７６４人。

经过三大运动和“三反”运动，绝大多数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

锻炼与提高，全县涌现出４０６０名积极分子，为壮大干部队伍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按上级规定的“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分清主次缓

急，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方针和德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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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干部选拔标准，以及历史清楚、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积

极、富有朝气和有培养前途的条件精神，通过“三反”运动考验后，

全县从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７７人，从乡干部提拔为区干部的３９

人，从一般区干部提拔为区委级干部４５人，从区委委员级提拔为

区级领导的２１人，从区级领导提拔为县级领导４人。提拔干部做

到了打破论资排辈、本位主义等弊端，正确掌握德才兼备的干部

标准。

五、“三反”运动

解放后，有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行

为。句容县虽然在１９５０年４月至５月进行过一次反对贪污浪费

的检查，对发生的贪污问题也已处理，但因认识不足，处理不严，工

作不及时，没有发动党内外群众广泛开展，故仍有贪污浪费现象

发生。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

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苏南区党委作出

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三反”运动的决议。１９５２年１月，根据

上级部署，县委对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工

作作了两次研究，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和“三反”运动办公室，统

一领导全县的“三反”运动。句容县“三反”运动分为教育动员、集

中打“虎”、追赃定案、总结提高四个阶段。

教育动员阶段。首先是通过传达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

神，结合句容贪污浪费的典型事例，说明开展运动的重要性，打破

无大问题、小镇、小机关无浪费的思想。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

《人民日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其

次是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坦白、检举

会，向贪污浪费现象展开斗争，及时解决一些小浪费与贪污较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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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是在群众中通过农代会、劳模会、冬学及宣传提纲，进行

爱国增产节约教育，并通过订立爱国公约，把运动推向高潮。

集中打“虎”阶段。根据限期发动、点名彻底坦白的精神，１月

１５日至１６日，句容县召开机关区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全体党员

会、全体团员会，发动群众广泛参与；１８日开始，首先由县委书记、

县长、民运部长先后在４００余人的干部会上检查，并充分发扬民

主，开展了批判；２０日，贪污蜕化分子、前中粮公司办事处副主任

张某某在全体大会上进行坦白；２６日，县级机关召开坦白、检举大

会，当场坦白的有３３人，检举的有７８人；２月１０日，召开坦白检

举大会，揪出贪污１０００元（旧币１０００万元）的“老虎”，初步打击了

此山无“虎”的思想；２０日，在坦白检举大会上初步弄清公营米厂

集体贪污１８万斤大米的案子，第一次捉到“大老虎”。

追赃定案阶段。至６月底，这次运动，共２５个单位参加，参加

学习的共５３３人。除赵和桂专案处理，方必仕悬案外，全部定案。

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是根据中央指示“严肃与宽大，惩治与改造”相

结合的方针，经反复审查，甄别核实材料，进行定案。坦白出的有

贪污行为的共２９０人，占总人数的５４．４１％，通过甄审定案后，贪

污人数下降至２２８人，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４２．７７％。另百元以

下的６２人不算贪污，为公私不分讨便宜。在２２８名贪污分子中不

以贪污论处的１８９人。“三反”运动中有３５人受到党纪、政纪处

分，４人受刑事处理。１９５２年４月，通过前期的“三反”运动，追回

赃款５９９３４３０９ 元（旧币），票据 ３２７２２０００ 元（旧币），物折价

６００００００元（旧币）。中小贪污分子交赃３７８９５１７０元（旧币）。至７

月５日“三反”运动结束。

总结提高阶段。经过“三反”运动，涌现出积极分子１５８名。

同时培养党员对象６０名。７月中旬，召开科局长会议，听取“三

反”后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各种制度落实情况。召开了全体机关干

部大会，肯定了成绩，明确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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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反”运动，分清了敌我，提高了全体干部对资产阶级思

想意识的警惕，官僚主义作风有一定程度克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

关系。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解放后，句容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稳定经济形势，迅速恢

复生产，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没收大丰米

厂，建立国营城镇句容米厂。１９５０年５月，成立中国百货公司镇

江支公司句容办事处；１０月，设中国粮食公司句容收购组，１９５２年

改为中国粮食公司句容支公司。同年县城北郊原飞机场废地辟耕

地６００亩，建立句容县农场。１９５１年，民生印刷所和文华印刷号

合并，成立地方国营句容印刷厂。同年没收原教育林二区广兹林

场和没收、征收地主祠堂庙宇林以及附近社队的献山，组建句容县

林场。１９５２年建立优属布厂、句容县轧花厂。

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和县政府就考虑

恢复发展生产。１９４９年６月，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肃清武

装散匪安定社会秩序严禁偷盗恢复生产”的布告。６月中旬，句容

县遭受洪灾。７月２０日，县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代表３４人，讨论发

动劝募救济灾民、组织群众恢复生产等问题。当年粮食获得丰收。

１９５０年春，部分因水灾严重地区出现春荒。４月初召开的句容县

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把以生产度荒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

务。１９５１年，虽然遭受旱情和洪涝，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粮食总产仍比１９５０年增产４２５２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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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从粮食产量看，１９４９年全县粮食总产为７０６４万公斤，１９５２年

粮食总产达１５８５６万公斤，１９５２年比１９４９年增产８７９２万公斤，

是１９４９年的２．２４倍。农业产值：１９４９年是４２７９万元，１９５２年是

６０４０万元，１９５２年是１９４９年的１．４倍。工业产值：１９４９年为２６

万元，１９５２年为７６万元，１９５２年为１９４９年的２．９倍。商品零售

总额：１９４９年为６３４万元，１９５２年为１１１６万元，１９５２年是１９４９

年的１．７６倍。财政收入：１９５０年为４５１．５万元，１９５２年达５９９

万元。

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与提高。１９４９年末全县有职工

１０４２人，人均年工资３２０元。１９５２年有职工２５１８人，人均年工资

３５１元。人均占有粮食：１９４９年为２３１．９公斤，１９５２年达４９７公

斤。人均占有油料：１９４９年为４．２公斤，１９５２年为１２公斤。生

猪：１９４９年饲养量为４．７４万头，圈存量为２．９１万头，出栏量为

１．８３万头；１９５２年饲养量达６．５９万头，圈存量达４．０３万头，出栏

量达２．５４万头，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分别是１９４９年的

１．３９倍、１．３８倍、１．３９倍。人均水产品：１９４９年为０．５７公斤，

１９５２年为０．７５公斤。城乡居民储蓄额：１９４９年为０．２万元，１９５２

年为２５．６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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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３年，句容县委按照上级统

一部署，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实行粮食的统购统

销，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１９５４年全县遭受特大洪灾，县委

县政府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救灾，战胜了特大水灾。

第一节　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传达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以及

三年的经济恢复，我国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

经济发展得比较顺利。抗美援朝战局在１９５２年年底时已稳定，和

谈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

望结束，国家已经获得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党中央及时

决定：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

年１月１日，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国

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４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



周年的口号，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１２

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宣部拟定的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纲领。省委会议后，句容在县机关科局长及企业单位负责干部中

进行了传达贯彻，并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以党支部为核心，组织机

关干部学习，各单位结合各自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县委召开５６５人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

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贯彻落实

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１２月４日，扩大干部会议结束后，确定

大同乡为先行乡，以便创造经验指导全县。各区先后召开各种会

议进行宣传教育，通过算账对比、回忆、诉苦的方式，明确农村必须

走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农村今后互助合作

的发展方向。１２月中旬，省委指示《新华日报》、《江苏农民报》以

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宣传和贯彻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材料，报道

各地宣传运动开展的情况及其经验。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提出：一

是在区乡干部会议上动员和教育区乡基层干部，认真学习《新华日

报》和《江苏农民报》精神。二是《江苏农民报》的主要对象是乡村

干部及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农村党支部及乡干部的学习以《江苏农

民报》为主要材料。１２月下旬，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迟明堂到句

容作了《关于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县委书记陈建新和县长郭

志强分别作了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结和说明。为了全面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起，全县共培训

３０００多名报告员、宣传员，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一

化（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的精神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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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一、“一五”计划的提出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决定从１９５３年开始，执行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党代会和省党代会会议提出的基

本任务是：动员全党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就是：集中

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

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

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也就

是说，这个基本任务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非社会主

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

主义建设的主体，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１９５５年３

月，江苏省编制了《江苏省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１９５６

年４月２０日，镇江专署正式下达（不含镇江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尚福

春作了句容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和当前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

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句容县必须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动员全县

人民，积极努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赋予

句容县的光荣任务。句容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的主要内容为五

年内县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１９４１０７０元，其中分配比例为：农

林水利占７４．７７％；工业占５．１３％；交通占３．６１％；文教卫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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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３％；城市公用占３．２６％。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句容县委制订了“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的全面规

划与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打算”，对句容以后的发展作

出了全面规划。

二、“一五”计划的实施

工业生产。“一五”期间，句容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为１５２４万

元，至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已完成８６２万元，占５６％。句容县第一机米

厂由于工人的努力，改进了设备，提高了出米率。句容印刷厂在各

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改进，其他各项工业也都成绩显著。

农业生产。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这两年粮食连年丰收，１９５４年虽

然遭受百年未遇严重水灾，但全县粮食总产仍超１９５３年，达

１５５９２１吨。

合作化运动。为实现农业增产，以支持工业建设，县农业合作

化运动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１９５３年春，县委在一区大同乡钤

塘村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丰产。秋后平均亩

产水稻５５４斤。至１９５５年春发展到５９４个，占总农户的２２％。

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劳动竞赛。１９５５年３月，句容合作总社

附设加工油厂开始推广李川江先进榨油法，经过初步实验，出油率

不断提高，以往每百斤大豆平均出油９斤６两，实验后达１０斤５

两。每天生产２４榨，即多出３６斤油。此外，冷榨豆饼也在城区推

广成功，每百斤豆子可出油８斤，可多出豆腐６４块。以每月食用

２．５万斤大豆的副食品统计，可提炼出２万多斤油，并可增产

１６０００块豆腐。

做好农村“三定”工作。句容县规定余粮户口粮每人每年留

４８０斤。饲料：生猪每头５０斤，母猪每头２００斤，公猪１００斤，骡、

马１５０斤，耕牛４０斤。定销采取全年一次计算分月核定的办法。

凡生产粮食的缺粮户，对其供应的标准一般应略低于当地余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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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粮标准。农村缺粮户规定每人每年４６０斤。余缺粮界限的划

分是以户为单位，按其总产量扣除三留，所余粮食不超过４０斤的

不予定购，超过４０斤的按比率定购。

三、粮食统购统销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统购统销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

要，保证城市、工矿区及农村人民缺粮的供应，消减富农和粮食投

机商的中间剥削，支援灾区而实行的。统购统销工作在稳定物价、

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支持工业建设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同时打击和限制了富农资本家的高利贷剥削。

据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句容县委关于粮食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农

村中半农半商这些人，有的从事放债，有的从事粮食投机活动，有

的以买卖为名放高利贷。１９５３年３月有私营粮号４４户，经加强

市场管理，至１０月只剩２０户。

粮食统购是根据农户实际粮食产量，扣除公粮、种子、口粮及

必要饲料后，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开展的。

句容县统购工作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５日开始，县委召开区乡扩大干

部会议，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统购工作分三

步：第一步是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阶段。区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乡

召开了有积极分子参加的人代会。在贯彻到村的同时，又以乡为

单位，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分别召开了会议。第二步是出售余

粮阶段。经过会议的正面教育和个别协商，反复动员，在积极分子

的带领下，全县掀起了出售余粮的热潮，至１９５４年２月中旬，全县

的统购工作基本结束。至２月１８日，全县共收购粮食１２０３１万

斤，除完成省委分配的１１８６２万斤，超额完成１６９万斤。第三步是

到２月中旬，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先后召开了会议，进行粮食

统购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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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执行了华东局提出的三个条件和省委指示的四个办法，

统购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具体有以下做法：一是帮助农民用回

忆、对比、算账的方法，分清了土改翻身、生产提高、工农业品差价

的三笔账。二是培养积极分子作为运动的骨干。统购一开始，农

民大都采取等待观望态度：人家卖我就卖，人家不卖我也不卖。积

极分子多的地方，运动便迅速打开局面。全县在贯彻总路线中仅

有积极分子４７３８名，自省委指示四个办法后，至全面进入协商时，

积极分子队伍扩大到２０５２７名，掀起了农村出售余粮的高潮。三

是运用典型，以点带面。由典型先行一步，得出成功经验和运动发

展的规律，及时推广全面。四是坚持耐心说服的方针，反对强迫命

令。五是适时有力地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持运动的健康

发展。运动中逮捕了五类反革命分子、不法奸商及刑事犯等

１５５名。

统销是根据国家可能，适当照顾缺粮人需要的原则，严禁私

商、富农及任何人套购、贩卖粮食等不法行为。统销工作中首先将

供应的底摸清（供应面、供应量），做到心中有数，进行粮食统销政

策的教育，讲清缺粮户在确实需要、不囤积、不浪费的三个原则下，

国家保证供应。其次发动缺粮户订出购粮计划，经评议小组评议，

区委审查批准，全年一次核定。缺粮户凭购粮证随时到指定地点

购粮，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需干部开介绍信，各户购粮计划

如本月没有买足，可转到下月购买。如因特殊需要，经查实后，也

可提前购买，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全年计划供应量。１９５３年全年销

售原粮３８３９．９９万斤，占上级核定数字的３７００万斤的１０３．７８％。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了粮价的稳定，打击和限制资本

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

事业。

１９５４年的粮食统购工作中也出现较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

纪等问题。１９５５年７月，中央监察部农村工作调查组江苏省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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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对句容县１９５４年粮食统购工作调查后认为，领导上的主观

主义是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普遍而严

重的基本原因。在统购统销中也暴露少数干部存在封建残余作

风，如组织干事夏某某在伯群、上荣两乡共打群众１９人。在１９５４

年冬至１９５５年春粮食统购期间，全县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

令、违法乱纪错误。全县９３个乡镇有８６个乡发生了的强迫命令、

违法乱纪行为，花样有打、冻、站、跪、吊等３６种之多。

四、粮食“三定”政策

１９５４年７月至１９５５年３月底，共销原粮２５９９万斤，占全年

上级分配任务数３７００万斤的７０％，比上年同期销售数２３８０万斤

增加９％。从全县供应面上分析，按１９５５年３月底统计数，全县

供应面为５３％，在３０％以下的有１１个乡，如张庙、春城乡。因此

句容县存在供应不合理现象，如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

供应了、该供应的没得到及时供应。中央指示：既要取得粮食，又

要团结农民。结果是粮食取得了，而在某些地区犯了严重的强迫

命令，有些干部未按照多余多购的精神办事，而使农民多卖了口

粮，造成群众怀疑政府政策。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来，

有不少地方农民生产情绪不高。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对粮食“三

定”政策的指示：在每年春耕前按照国家计划，把各乡的常年计划

产量和统购、统销的数目确定下来，秋收以后只要年景正常，国家

就按照春天宣布的数字向农民征购，无论农民增产多少，收购数字

都不再变动。这就是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至２１日上午，县委召开关于贯彻粮食“三

定”工作的县委扩大会，李永月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２１日下午

至２２日晚，召开了各区区长、区委副书记等１５０余人的会议，进行

贯彻。４月５日左右，粮食“三定”工作基本结束。

粮食定产方面。句容县定产的原则是：对于田亩的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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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估得准确，定产不得超过实际产量，既不能偏高，又不能偏低的

原则，要有利于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性的

提高，有利于整个任务的完成。定产的方法是：以农业税查田定产

的方法等为基础（参照土质、水利、经营条件、常年实产等情况），根

据不同的等级，采取分别加成的办法，定出常年实产。具体做法

是：一是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提高思想，报实田亩产量，树立正确的

标准。二是要定多数评少数，一般要定下７０％左右。三是要正确

做好评增评减，达到基本上公平合理，防止某些干部自私自利、互

相包庇和互相报复的产生。在粮食定产的同时，把棉花、油料作物

的面积、产量也定下来。

粮食定购方面。句容县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是：既要掌握必

需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向余粮户统购的粮食比率：句容县规定统购纯余粮

的９５％，对富农统购纯余粮的９７％。县区农场生产的粮食，除按

规定的用粮标准留下必要的粮食外，所有余粮全部卖给国家。粮

食统购办法是根据夏秋两季粮食产量，确定夏秋统购比例，分两次

进行，夏秋两季一次结算。

粮食定销方面。句容县对缺粮户的粮食供应，应根据何时缺

何时供应的原则，具体评定开始供应的时间和分月供应计划，缺粮

户不得提前购买。供应缺粮户的粮食品种，应根据国家有什么供

应什么的原则，进行供应。灾区的缺粮户口粮、饲料用粮标准，应

低于当地正常年景缺粮的标准。

全县“三定”工作大体上分三步，第一步从检查安排生产入手，

开好会议，训好骨干，建立评议组织（乡“三定”评议委员会），做好

内部方案。第二步是区进一步检查生产，从安排生产入手，开展广

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培养骨干，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建立评议小组，

进行分户试算，个别串联，协商定案方案送乡批准，出榜公布，分发

通知单。第三步是总结“三定”工作，发动以社带组，社组团结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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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开展秋收秋种运动，检查保秋计划，确保晚秋作物丰收。１９５６

年随着农业合作社发展，粮食“三定”以社结算，定产为１６０１３５吨，

定购６２８６０吨，定销５１０吨。１９５７年在坚持“三定”基础上，实行

以“以丰补欠”方针，丰欠年可以互相调剂。

“三定”到户工作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互助合作

的发展，消除了群众思想顾虑，又团结了群众。

“三定”工作在定产方面存在单纯的任务观点，用任务去套产

量，用留粮去套产量，用平均产量去套总产量等。

第三节　带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

一、１９５４年的抗洪救灾

１９５４年，全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水，全县轻重灾乡２５个，

轻重灾民近１０万人，受灾面积２０余万亩。特别是八、九区，从５

月中旬至７月中旬，连遇３次大雨，山洪暴发，从龙潭到桥头的８

个圩乡，东西相距１５公里，茫茫一片，广大圩区农民不但丰收无

望，成片的草房和部分的瓦房也都被洪水淹没而倒塌。

灾情发生后，有些老年夫妇坚守破屋，要以家为坟，有的群众

远走高飞，盲目流入城市。不少乡村干部只看到眼前利益，对灾民

放任自流，认为前途无望产生畏难退缩情绪。

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帮助下，县委县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

入灾区进行抢险，组织群众转移及安置；县里各界人士组织灾区慰

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救急，当时移居到圩堤上、山边上等地的

灾民有４０００余户，１万余人。由于及时得到政府和非灾区群众的

关怀、支持，灾民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发动群众排除积水，进行补种和秋种。经过灾民艰苦努力，排

出积水，及时组织种植晚秋作物１１７７３亩，挽回粮食损失２３５０万

斤。在７万亩的田地上种植了夏熟作物，还垦荒７５１亩（内有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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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亩），种蔬菜５００亩。这对灾民恢复生产，渡过灾荒，起了很大

作用。

组织灾民开展副业生产，就地坚持自救，扭转了部分农民盲目

流入城市的趋势。１０月下旬，洪水渐退，有计划组织灾民重建家

园，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水退到哪里，就抢种到哪里，到１１月

中旬，灾区已基本完成秋种计划。

国家及时发放各种救济款和贷款。至１９５５年３月底，上级拨

给句容县的６２８１３元救济款，已全部发到灾民手中，其中用于修建

房屋的有２５４４元，帮助灾民修建了２９０间房屋；用于补助棉衣棉

被的有２９０３元，解决了棉衣１１７２件、棉被４６条；用于麦种救济的

有１４９７元，解决麦种１４７９０斤；用于生活救济的有５４８９３元，解决

了６１３４户、２４１３４人的生活问题；用于牛草救济的有９７７元，解决

了牛草１２万斤。对于一时困难但以后有偿还能力的灾民，由银行

贷款扶助。在生产救灾中，共贷款４万元。

二、兴修水利

１９５５年冬至１９５６年春，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县委县政府

发动广大群众兴修水利，掀起了兴修水利运动高潮，其特点是数量

多、动员面广、进度较快。

全县投资较大工程７处，如固江口水库工程任务土方达１６万

立方米，首次投资４５０００元，１９５５年冬动工兴建。完成其他中小

型水利工程有：筑新塘１３５个，修旧塘９４５６个，筑新坝４８座，修旧

坝２１５０座，新建水闸１１座，修旧水闸３５座，新建涵洞７５座，修涵

洞５９４座，开浚河道４条，修圩堤３１条。以上工程共完成土方

８１３万立方米。共使用投资补助和贷款经费３１１９２４元（其中贷款

３８８９１元），占７年共用经费９３９１７１元的约１／３。以上工程完成

后，共增加灌溉面积２．５５万亩，改善灌溉面积１５．５万亩，防洪控

制面积４．８６万亩，水土保持面积５．４４万亩。取得这些成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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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验有：一是建立组织，明确分工。从县到社都建立机构并抽调

专职干部领导掌握水利，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如供销社、粮食

局、宣教等部门，确保全县水利工程顺利完成。二是发挥互助合作

组织作用。依靠互助合作组织，是开展小型农田水利的主要保证；

发挥党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安定民工思想情绪，提高工作效

率，保证质量的重要关键。如茅山区以延福乡中心社为基点，该社

在秋种完成８０％时即抽出４０％劳力开展冬修水利，并组织全乡农

业社参加评比，介绍经验。三是训练和使用大批水利骨干，加强技

术指导，保证了工程质量。先后培训了４４７名农民水利骨干，其中

选用了１０８名优秀的担任区乡工程员，具体帮助各区乡的水利技

术指导工作。天王、茅山、下蜀３个区都成立了技术小组，每５天

至７天分点召开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解决施工中的困难问题。四是实行定额包工，开展红旗竞赛。如

东山河工程，有中队提出定额４包办法（包工、包时、包质、包量）和

６快的口号（挑快、挖快、推快、倒快、铲快、夯快），实行５人包４部

车子，两人包７副担子的办法，工效由１．２５立方米提高到３．３９立

方米。蟒蛇洞水库工程，提出挑土带跑，挖土不站，打夯不停的口

号，把工效提高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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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过渡时期政治文化建设

１９５３年，中国成功组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普选。中央和各地方党政机构对这次普选做了精

心准备，在先行试点和总结经验基础上全面铺开，从而保证了普选

的顺利完成。通过这次普选，各级干部深刻体会到权力来源于人

民，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受到了一次政

治民主教育，男女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１９５４年９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在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

法制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五”期间，句容在上级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一、基层普选

１９５３年１月，根据中央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

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３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

布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关于由普选的地方各级

代表大会代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句容县在城东乡和下蜀



镇进行民主普选工作试点。７月中旬抽调干部２００多名和业务人

员２６０名开展普选工作，而后在全县推开。通过人口普查和选民

登记，至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８日普选结束，选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３７２１名，分别召开了乡、镇人代会。

１９５３年，句容县有９３个基层选举单位，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１日结

束了两个试点（城东乡、下蜀镇）。第一批４６个乡，从７月１５日开

展至９月７日结束，平均参加选举的选民占总选民数的８９．６％，

４６个乡有１２３６名乡委员以上干部，当选代表的有７２２名，并完成

了４６个乡的人口调查工作。第二批４３个乡、１个区属镇、１个城

区单位从１０月２７日先后开始（城区是１１月１０日开始）。普选是

群众性的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性质上不同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以及其他民主改革运动，它主要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在

进一步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基础上来做好普选。在宣传教育

发动群众方面，主要是教育基层干部消除思想顾虑，端正态度，积

极领导生产，争取当选。在做法上，先从党内到党外，依靠当地组

织和当地干部，在提高党员与基层干部的思想基础上，向群众进行

普选的宣传教育工作。

基层普选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参政

议政和主人翁的意识，健全了基层组织。同时激发了群众的爱国

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转变了干部作风，加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二、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基层普选的开展，为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５４

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５日在县城召开，应到代表２１３人，实到代表１９１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拥护宪法草案、政府工作报告、贯彻大会精神

等三项决议，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节

约运动，突击防汛排涝，做好统购统销等工作，选举县长、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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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县人民法院院长，同时选举出席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３人。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２日至２５

日在县城召开。应到代表２１４人，实到代表１９２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句容县人民政府改为句容县人

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１３人，选举产生县长、副县

长、县人民法院院长。

会议审议通过了《句容县人民政府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工作和

１９５５年工作任务》、《句容县１９５４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地方自

筹经费收支计划》，并作出了决议。

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既是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从此，作为国家

的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句容正式确立。

第二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

句容解放后，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争取进步知识分子、工商界和宗教人士，团结他们为建设

新中国而奋斗。

解放初，句容县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和行使

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１９４９年４月３０

日和７月２０日，县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邀

请工、农、商、教及进步绅士５３人参加。听取各界意见、肯定他们

在拥军支前、征借粮草任务中所发挥的作用，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

作；协商讨论了召开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事宜。

随着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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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

则》精神，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３年７月，句容县共召开过７届９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５日，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由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的过渡状态。

二、句容城区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

１９５２年，句容开展“三反”运动后，资方认为私营企业无发展

前途，对政府和工商业的政策认识不足，由此抱着消极经营的态

度，不愿意扩大营业，怕生意多、多缴税，忙来忙去都是为政府忙

的，抱着卖了吃光、拖光算完的态度。老年工人认为无前途，怕失

业。青年工人嫌工资少，在私营商店没出息，导致生产情绪不高，

劳动纪律与劳动态度松懈。在劳资关系上也存在不协调的现象：

一般表现在工人生活上、经营上与工资上。资方认为劳方的劳动、

纪律、技术都不好，而劳方对资方存有保守落后的经营方式不满。

有的店乱开支，工人不满，因营业不好，劳资双方相互埋怨，资方克

扣工人的伙食。以上这些现象，必须通过协商才能得以解决。

１９５３年４月，句容城区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召开，本着发展

生产、繁荣经济，为完成１９５３年的三大任务而努力的原则，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协商精神，经劳资双方代表研究，共同商

定，制定了如下决议：

一是关于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和改善经营的决议。劳方保证改

善服务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发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技

术，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确立请假制度，商定全年假期以两个月

为限（特殊情况例外）。资方坚定积极经营信心，树立新的商业道

德，改善经营作风，保证货源供应，以满足群众需要，钻研业务，接

受工人合理化建议，以促进业务发展，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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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扩大经营。

二是关于处理变相工资的决议。明确了变相工资是工人应得

的工资，根据实际情况把所有变相工资适当归纳到正式工资内。

三是关于工资改为工资分计算的决议。研究决定一律按原发

薪标准改折南京市工资分计算。

四是关于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的决议。经协商双方各推派代

表５人组成劳资协商委员会。

三、加强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句容成立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产生委员

２４名，其中工商联代表１８名，国营企业代表４人，城镇工作干部２

人。工商联在成立前召开了３次筹备会议，各镇也进行了充分的

准备。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工商联成立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人数

１１０名，大会产生执委２７名，常委９名，选举正副主任各１名等。

共收集提案２０４件：劳资提案８件，抗美援朝提案２６件，公私提案

５８件，业务提案３１件，生产建设提案３６件，文教提案１２件，其他

提案３３件，在大会上逐条对提案作了说明。１２月２０日成立工商

工作委员会。委员１３名。

１９５３年４月，以城区工商业为重点，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的有

３２户，劳资双方在思想觉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职工

劳动态度的转变，劳动纪律的遵守和技术的提高，也给资方很大教

育，资方也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６月，重新整理工商联党组，

设有９人，县长郭志强任主任，城区委书记任副主任，决定每月召

开一次工商联党组会议。整理集镇工商联组织，取消城区工商联，

不另设机构，由县工商联统一掌握。成立工商联分会的有３个镇，

成立办事处的有５个镇。其他小集镇成立了工商联小组。

通过商业调整后，国营企业的业务范围缩小，批零差价也作了

调整，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私营企业营业额比１９５２年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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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如棉布业在１９５２年５月的营业额是５８１４元，１９５３年５月

的营业额是２２７８６元。

第三节　过渡时期文教卫生事业

一、文化艺术事业的初步繁荣

文化馆、站、俱乐部的建立。解放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１９５３年冬，句容县

文化馆在石狮乡杜巷初级社试办第一个农村俱乐部，建立了活动

室和业余剧团，以后逐步以农业社为单位建立俱乐部。至１９５７年

年底，农村俱乐部发展到５５８个，内有图书馆６７个。１９５３年，一

区城上、五区天王、六区葛村、九区下蜀分别建立区级收音站，１９５５

年后，又相继建立了一些区、乡收音站；１９５５年春节期间有３０个

业余剧团，１７９个文艺小组，前后共演出７３９个节目，观众７２７６０

人，收听广播３８２次，听众５８０２５人。１９５６年，县委决定建立有线

广播站，发展全县的广播事业，抽调人员，拨专款购买器材和设备，

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８日正式开播。１９５３年，以原夫子庙大成殿为基

础，修建了县人民剧场。

解放初期，电影放映主要靠苏南电影放映队和驻军部队电影

组进行。１９５４年春节前夕，江苏省文化教育工作队派省第五电影

放映队到句容，改称句容县电影放映队；１９５６年６月和１９５６年８

月，相继成立句容县第二、第三电影放映队。句容县文力锡剧团于

１９５５年改名为句容县锡剧团。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中共句容县机关

报—《句容报》创刊，《句容报》的出版发行和广播站开播，为宣传贯

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增添了新的舆论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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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１９５３年，句容县教育事业贯彻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

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县制定《句容县小学教育整顿方案》，将

５１１所公办小学调整为４９５所。对小学教育、工农教育、扫盲工作

进行了整顿。对不称职的人员进行处理，清理回家的共５人。秋

收以后，工农业余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巩固的占６０％，学员

有６１６７人，学校１７５所。随着农业合作社运动深入发展，教育中

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来，县教育部门因势利导，制定出《关于农业

生产合作社举办幼儿园（班）的办法》（草案），农业生产互助和农业

生产合作社开始创办幼儿园（班）和托儿组。小学教育中，社办小

学兴起。１９５４年，对学生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特别是劳动教

育，除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外，有９４２名高小毕业生，１３０名

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１９５５年暑假，在全县中小学教职员中

进行了学习活动和开展一般坦白检举的工作，提高了教师的社会

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纯洁了教师队伍。１９５６年，有社办小学

６６所，入学儿童１８３３名。随着小学教育规模的扩大，扩大中学教

育规模的问题也被提出来。１９５６年，句容县中始召高中一年级新

生２个班，成为县内第一所完全中学；与此同时，新建后白初级中

学和行香初级中学各１所，接办了私立长江初级中学，改名为下蜀

初级中学。全县共有中学４所、３８个班、学生２１６８人、教职员工

１２１人。

三、卫生防病事业得到加强

句容县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县之一。流行程度较重的

有茅山、下蜀、宝华、亭子４个乡镇；流行程度一般的有东昌、陈武、

磨盘、大卓等乡镇；流行程度较轻的袁巷、春城、天王、黄梅、石狮、

白兔等乡镇。民间有许多因血吸虫病造成断嗣绝后、家破人亡的

悲惨事例。东昌乡高仑村有首民谣：“大肚子，两头尖，不在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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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就在高家边。”亭子乡武岐村小上解自然村，原居住５０多户姓

解的人家，因血吸虫病流行，至解放初只剩下２户。解放后，党和

政府对血吸虫疫区人民的健康十分关心。１９５４年３月，中央血吸

虫病防疫总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５４名防疫队员抵达句容，对重点

疫区开展查病。１９５５年，共接种牛痘７３８６６人，伤寒预防注射

５４３５人，白喉头毒素注射１３２２人，接种卡介苗２２３人，为了控制

肠胃传染病的传染，计训练饮食业从业人员２０８人。１９５６年，县

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县长任主任。开展防疫人员培训，组织

了１５４６人的普查队伍，全面开展查螺及查血吸虫病工作。同年，

县根据《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除害灭病”

１２年规划，将灭蝇、灭鼠、灭蚊、灭麻雀（后改为臭虫）列为爱国卫

生的重点，县委书记任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在大

搞爱国卫生的同时，加强了对传染病（重点是疟疾、流感、麻疹、流

行性脑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和地方病（重点是丝虫病）的防治。

四、农村扫盲工作

句容县扫盲工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随着农村合作

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指示贯彻后，各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

热潮。

入学人数急剧增加。至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全县１５９０个社，

已办学的社有１２８９个，占社总数８１％。乡级主要干部全部入学，

已办学的社的社长和社务委员一般都参加了学习。由于干部带

头，大大推动了社员入学，壮年文盲入民校学习的达４１２８７人，其

中党员入学１８２３人，占党员文盲总数８６％，团员入学４４３７人，占

团员文盲总数８５．３％，妇女入学１２８３３人，占妇女文盲总数１６％，

高小入学１７７４人，参加民校班级教学群师１４０７人。

通过学习和贯彻江苏省文教工作会议精神，有计划地结合兵

役法工作进行扫盲规划的试点工作，批判与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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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扫盲工作的信心。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下旬，县召开全县完小校长、扫

盲干部和区扫盲重点乡文教主任会议，在明确农村新形势的基础

上，研究扫盲规划工作，随后各区都进行了试点工作。反复深入地

进行扫盲意义的宣传，如东昌区行香乡进行三想四算（三想：一想

过去谁有文化，谁没有文化，提高阶级觉悟；二想没有文化的困难，

启发了学习要求；三想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更需要文化，

以巩固思想。四算：一算办好社要多少有文化的人；二算农业生产

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人；三算没有文化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四算有

了文化日常生产生活有多少便利），生动地教育了干部和社员，大

家纷纷报名入学，由原来的４０４人增加到８２０人，占全乡青壮年文

盲的７４．５％。

广泛发动社会上有知识的人以及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扫盲工

作，推动扫盲运动的发展。县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扫盲工作，

特别是全县大多数学校的师生积极参与，对工作忙、会议多的社干

和孩子多、家务累的妇女进行了包教保学。

坚决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认真编印第一部识字课本，全

县共编印２１９９６本，基本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学习要求。在教学

方面，由于各区培训了一批群师积极分子，组织群师学习和开展观

摩教学等活动，群师一般都能掌握进度和基本教法。宝华区各民

校每月在保证上课时间的基础上，一般能增识生字４００个左右。

第四节　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

一、审干工作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为

必须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更进一步

了解我们的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

精神，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１日至３月１日，省委召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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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提出全省各地在两三年内对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８

月省委制定《关于审查干部工作的计划》。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镇

江地委对审查干部工作作出部署。

句容县的审干工作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省、地委审干委员会和

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从１９５５年４月开始至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结束。

全县有９个区一个直属镇。县区党政群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２１５９人（不包括临时人员）参加，进行审干的９２４人，占工作人员

总数的４２．７％。即除工人、勤杂、营业员、保管员、农金员、医务人

员等除外，全部进行了审查，列为审干对象的２１１人，占９２４人的

２２．８％，其中区级以上干部７６人，审查对象１８人；区委以上干部

１３７人，审干对象２１人；党政群区助理以上的干部２８９人，审干对

象８７人；企事业一般干部４２２人，审干对象８５人。以上２１１名审

干对象均不包括“肃反”对象。２１１名审干对象中，属四类性质的

１６名，脱党脱队伍的１５名，参加过反动党、团、军政、警等一般政

治历史问题的１６１名，其他问题１１名，被捕、被俘、党籍问题等８

名。审查与本人交待完全相符的８５名，审查与本人交待基本相符

的６０名，部分交待的４４名，根本没有交待的２２名。

领导重视，设立专门机构。句容县建立了审查委员会和审干

办公室。审干开始，县委就指定一名副书记兼审干委员会主任，一

名组织部副部长专管审干办公室的工作。凡属重大问题都经审干

委员会或管审干工作的副书记研究决定，其中有些重大问题都是

经县委研究决定的，一般问题都经审干办公室反复研究决定。如

区级以上干部性质的决定是经过县委研究决定的，区委以上干部

性质的确定是经过审干委员会和主任决定的。同时配备了与任务

相适应、政治上完全可靠、作风正派、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

平的专职干部，负责审干的具体工作。

进行思想动员，启发自觉交待，与收集审阅材料、反复研究排

队相结合。审干工作开始时，从各单位收集干部档案材料，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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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干部进行动员、组织讨论，启发他们自觉交待。全县属审

查范围内的干部听过审干报告的占到９０％以上，其中有的人听过

数次，在审干结束时也作了总结报告。根据原始档案和本人在审

干工作中交待的材料进行分工审阅，对照政策确定审查对象，凡属

主要材料都反复看过数次，并采取边审边对照的方法。

专职干部进行分工划片包干，制订切实周密的调查计划。一

是调查人边调查、边研究、边分析、边整理。二是明确调查研究的

关系，通过调查为研究提供材料，通过研究指导调查。三是明确调

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问题，因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取得可

靠的客观证明材料。

审干结论客观公正。对问题全部查清后，对照政策，正确确定

性质，并把这些问题同本人核对，指定专人起草结论。做好结论初

稿后，办公室进行认真研究，再与被审查者核实，征求本人意见，采

取其意见中正确合理部分，予以修改。

通过审干工作，查清了干部的政治面目；调动了干部的积极

性，使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丢掉了包袱，消除了隔阂，为正确调配使

用干部提供了历史参考资料和根据。

审干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结论性质变动过多次，有的

应作结论而未作结论，也有个别人的结论同调查材料不符等。

二、肃反运动

１９５５年２月起，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

十万言意见书，展开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后逐渐演

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５月１４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

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

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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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

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根据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句容县肃反运动从１９５６年６

月２８日开始，至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０日全部结束。参加运动的全县所

辖党、政、群、企事业、学校等１８４个单位（小学全县为一单位，企业

区级以上为单位），共３６１６人，直接参加运动的有２０８０人，占总人

数的５７．５２％。其余是参加集训教育，前后共集训４次，参加受训

人员 １１５１ 人。全县共接受教育的为 ３２３１ 人，占总人数的

８９．３５％。

运动前排出调查对象２２８名，通过深入调查，经五人小组审

案，确定为肃反对象的１１４名，已经甄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

坏分子５１名。运动中共收缴反动武装驳壳枪１支，子弹３９发，反

动证件２件。运动中参加检举的１９４３人，共收到检举材料

３２１３件。

句容的肃反运动是分批分期开展的。第一批是县级党、政、群

等５１个单位，特点是党员多，骨干多，领导强。运动中以县人委为

基点，政治氛围较薄弱的财粮科为重点，推动全面。学习方法是集

体听报告，按系统配备力量，分组讨论。确定没有政治问题的１１２

人。第二批是以县、区企事业和区党、政机关等４５个单位，特点是

面广、单位分散，直接经营业务。第三批参加单位有农、林场，油

厂，米厂、工厂、养路工区和卫生系统等１４个单位，特点是基层单

位，分散全县各地，业务闲忙、旺淡季各有不同，骨干少，工人档案

不全，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采取方法是由县委五人小组统一组成

工作组，深入到各单位具体领导，分别开展运动，防止事故发生，同

时兼顾生产与业务。完小教师的肃反运动利用１９５６年寒假一次

性完成。

肃反运动具体做法是：一是做好运动前组织、材料、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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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立五人小组，抽调干部健全组织。实行按系统负责，建立

“肃反”领导小组。领导分工负责，划片设点，进行研究指导。二是

领导统一思想认识，根据不同业务情况，认真进行肃反与生产的安

排，保证肃反与生产两不误。三是在运动过程中领导亲自坐镇指

挥和严密控制，坚持思想发动，开展政治攻势，充分发动群众，适当

运用和平谈判与小组斗争相结合的方法。第四是有计划地将肃反

对象进行安排。县委为了减少肃反对象的顾虑，便于审查了解和

控制，在摸底排队的基础上，有计划进行安排。

肃反运动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充分发动群众，彻底肃清了反革

命分子，又教育了群众。但在以人定案调查中，对个别嫌疑对象缺

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全面分析；在运动中有伤害群众感情（一般政

治历史问题）的问题，如银行嫌疑对象王某某，经过６次外调，外调

同志片面追查其罪恶，认为有血债（实际与他无关），王在运动中未

交待，认为其不老实，派人监护１个多月，造成王用刀自杀（未遂）

后，又经过该单位领导亲自调查证实血债与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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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

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

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

的要求。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１９５８年春在全国大多

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

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伴随着农业合作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对

私”改造的进程，至１９５６年底，基本完成改造任务。三大改造的胜

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钤塘农业生产合社试办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以个体农民自愿

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特点是土地入

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



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之后，

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

分配。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

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应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３春，县委在一区大同乡钤塘村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

社。原有社员１６户、６９人，田１３８．２亩，地４０．１亩。该社成立近

一年，由于实行深耕细作，全体社员的努力，生产技术的改进，取得

了水稻丰收，达到每亩平均５５６斤，比解放前每亩平均增产２２６

斤，比１９５１年亩增产１０５斤，比１９５２年亩增产６１斤，比本村较好

的互助组每亩平均多产稻谷４６斤，比单干户每亩平均多产稻谷

１０６斤。

合作社的优越性：一是全社土地统一经营，按土地的特性、水

利条件，种植各种适宜不同的作物，产量普遍提高。二是统一使用

劳力，按技术高低、劳力强弱，统一分工，计分限酬、按劳分红，发挥

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三是合作社的集体性较强，人力、财

力集中，便于进行互助。四是统一使用水利，根据水利条件，统一

调剂使用。

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互助合作运动逐渐有了发展。据

１９５３年统计，全县有农业生产合作社１个、１６户；互助组４９８３个，

参加农户３３９６３户，其中常年组６６２个。１９５４年，句容县根据中

央关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层层试办、重点掌握、以

点带面、分批发展的措施，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蓬勃发展。２月１３

日至２１日，县举办首期农业互助合作训练班，参加学员大多是常

年互助组的骨干，共举办３期，培训学员９１９人，在群众中起了一

定的推动和带头作用，成了农村组织起来的主力军。４月１９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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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县首次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会议，会上贯彻过渡

时期党的总路线精神，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农民

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至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组织起来的农业

合作社有５０１个，参加农户１３８３５户，已达到乡乡有社，互助组

５２１９个，４５１９８户，其中常年组２８７１个、２７９４７户，总共组织农户

５９０３３户。按照省委指示的三类社的标准和新办社的三个条件

（自愿、骨干、基础）来检查，原有７８个社中，第一类４４个，第二类

２９个，第三类５个。新社符合条件的有１４５个，基本上符合条件

的有２６９个，不够条件的９个。

为了稳步的发展，新社主要是组织搞好生产，老社主要是搞好

分配工作。初级社规定劳力、土地、大型农具入社，建立生产、劳

动、财务三大管理体系，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

制度。

初级社从土地、劳力两方面与农户利益挂钩，它比互助组更能

克服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１９５４年，第六区在夏忙中

遇洪涝袭击，互助组互而不助，当即有２０多个组解散。

由于农业社干部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生产秩序比较混乱，引起

社员要求退社。因此，１９５５年４月，县委决定普遍进行农业社的

整社工作。

为了迅速贯彻关于农业合作社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搞好

互助组的措施，句容县委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３１日召开县、区

互助合作干部会议，贯彻镇江地委召开的县委副书记会议精神。

县委会议指出：全县原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为５０７个，后改为７００

个，会议前已发展到９９６个，并已发展到乡乡有社。虽然数量已超

过计划，但质量很差，社内领导能力弱，会计人员缺乏，财务制度和

生产秩序混乱，统计有３３８个社没有党员，５３个社没有会计，还有

少数的社没进行投资，６１５个社财务制度不健全，６４个社生产秩序

混乱，还有不少社在处理具体政策和社员成分方面存在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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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议人员一致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的

措施。方法是以社为单位召开会议并由社长掌握，没有参加社的

农村选区，由村干部掌握，贯彻后及时检查督促。

三、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和全面推开

１９５６年１月，县委作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书记动手，

全党办社”的决议，仍选择三年前创建初级社的钤塘村试办句容第

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历时２０天，把附近５个初级

社和少数单干户合并为３２０户的高级社。２月中旬有６个区各建

成一个高级社。县委举办初级社转办高级社培训班，先后培训乡

社干部８９３人。县委另组织２６名干部为合作社工作队，选调干部

任各区驻社指导员。７月，县委又培训合作社工作队和乡社干部

１１９人，分赴各区乡指导办社。由于急躁思想的指导，年底全县建

成高级社３６８个，入社７７９９４户，初级社尚存７７个，５０００余户，合

计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９．２４％。

１９５６年，合作化运动的中心任务将原有的合作社，进一步加

以巩固和提高。干部普遍缺乏领导经验和经营管理水平，社员思

想和生产组织都还存在问题。从整个运动来看，重视了数量而忽

视了质量。县委抓住每个生产季节，进行了４次整顿：第一次结合

春耕生产，进行经济规划，使全年生产有了奋斗目标；第二次在夏

收夏种中全面推行了“三包一奖”制，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三次在秋

收前开展了民主办社的学习，使干部的领导作风有了改进；第四次

秋收后及时进行了秋收分配，体现了合作化的优越性。通过不断

的整顿，取得了增产，参加分配的５２７个社，与“三定”对比增产的

有３６７个，占６９％；平产的６６个，占１２．５％；减产的９４个。

高级社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耕畜、大型农具

折价入社，划出１．５％至２％的土地作为社员自留地，其他主要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获物的分配权全归高级集体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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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内分片建立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大型农

具）和三包（包产量、成本、工分）及奖赔制（超产奖、减产赔），生产

队对社员实行三基本制（劳动日、投肥、口粮），这些政策、措施，促

使妇女出勤率和家庭投肥积极性的提高，对水利建设和耕牛制度

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四、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及其教训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党中央适时提出农业

发展４０条纲要后，句容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极其广阔的规模

和极有深度的高潮。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日至１０日，县政府召开三级

干部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县长门盛德在会上宣布，全县农村

已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９．６％，其中高级

社占９８．０９％。１９５７年春，经过整顿，高级社已发展到４４０个、

８２３６４户；初级社尚存１０个、１６４５户。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

农民合作的经济组织，简称“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

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劳动组织，其基本单位是生产队。但是，由于

高级社办社时间太短，发展过快，工作粗糙，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

存在问题很多：

一是建立高级社后，有的社干部经常不下地干活，摆着干部架

子，不深入田间领导生产，群众有意见。

二是乱记工分。社干部开会不该记工分的记工分了，经统计

乱记工分的现象达１０多种。

三是社内财务混乱。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贪污挪用现象时有

发生。

四是分配工作处理不当。一般是重视个人利益忽视国家利

益。伯群乡茅庄、柳埝、前石坑等社，把好稻留作口粮，次稻出售，

芽稻、泥稻等送交公粮。有的社口粮留得多，超过了“三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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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瞒报产量，以多报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农村全部由高级社组织生产，两年的粮食

总产量分别为３．１９亿斤和２．５４亿斤，比前两年明显下降，各地不

断出现闹退社现象。一些中农说：“中央规定，１９５７年高级社才发

展三分之一，现在粮食‘三定’到户，统购心中有数，我们要等几年

再入社。”不少社员感到财务混乱，不放心，对农具折价不还本，不

称心。高级社之间，社与国营场圃之间，为争夺土地、水源、林木

等，不断发生纠纷和毁林事件。

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初级社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

发展，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速度太快了，带来群众不适应、不理解

等问题。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至２８日，句容县城东乡钤塘高级农业

合作社发生社员停止生产、组织请愿、哄闹分社事件。为查清原

因，县委于５月２０日召开县城附近４个乡２３位社员参加的座谈

会，大家反映闹分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高级社分配过大，要求做到

联社不联产，以初级社为分配单位。从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出，集

体所有制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第二节　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

一、对资改造掀起高潮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４日，镇江地委召开了各县（市）区及５０户以

上工商业的集镇负责人会议，明确对资改造进度和政策，部署了对

资改造工作。为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建立领导小组，由副书记尚福

春负责，建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简称对资改造，下同）办公

室。１９５６年１月，县对私改造领导小组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商

界代表会议，通过宣传教育，工商界批准，出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

迎接改造的局面。１月７日至１３日，召开各区对资改造工作干部

会议，到会１９１人，其中区乡干部１１１人，职工４５人，船工６人，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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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工人１５人，集镇青年妇女积极分子１４人，传达贯彻地委对私改

会议精神。会后，各区均分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全面贯彻，同时在

内部做好摸底排队、查核材料、制定改造方案，成立领导组织机构。

根据地委指示精神，１月１６日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各区进行贯

彻，总的要求：在１月２５日前，要完成全部对资改造任务的９０％，

还有１０％拟在２月５日左右完成，最迟不超过２月底。县试点天

王镇要求于１月２０日结束。１月１９日，试点镇天王镇和句容城

镇对私改造已掀起高潮。全县在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９日左右，掀起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群众运动的高潮。至１月２２日申请批准

工作全部完成。至３月２０日，全县私营工业６户，批准合并３户，

占总户数５０％，私营商业１５１２户，批准合并１７４户、合作的４３９

户、经销代销的６９０户，尚未改造的２０９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分散

在农村的小商小贩（半农半商）和集镇上的老弱病残户。交通运输

业木帆船９７艘，批准入社的７４艘，占总户数的７６．２％；骡马车３８

辆，已全部归农民，人力车８０辆，批准入社６８辆占总户数８５％，

其余１２辆归农民。对私改造工作于同年底基本完成。全县城镇

有公私合营商店２１家、１３７户，从业人员１４６人，投资入股１８．３９

万元，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１０．９％；后经行业调整，组成公私合营

商店２６家。农村对私营商业改造中，组织合作商店７８家、５１８

户，占总户的３８．１％，从业人员６３１人；参加经销、代购形式的合

作小组４２个、４７８户，占总户的３８．１％，从业人员５１４人；还有分

散经营的个体商贩１２１户，占９．７％，从业人员１３７人。

在对资改造过程中，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生产经营这一环节，

开展服务良好月等形式多样的竞赛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

质量，产品质量和技术改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改进和提高。

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组改造

１９５６年，句容县委遵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开始对私营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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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了系统的改组、改造工作。

组织定型。对改造私商的组织形式有合营、合作、代销、代购

４种形式，在有关集镇上和有条件乡集镇上的什货、百货、国药、棉

布、文具、加工性的行业，按市场的需要与可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

并，成分不纯的一般不参加合作小组，可以代购、经销，有条件还可

以参加合营。至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改造为合营１０５户、２６７人，

占总户数３７％；保持原有经营形式３２２户、２４２人，占总户数

１６．４％。

清产核算。在申请批准合并合作后，各地成立合并工作委员

会，从１月２３开始至２８日进行资产核算工作。核算工作一般采

取由资本家自报自填、自评，职工协助监督。同时各区都重视抓紧

搞好生产，全县开展了组织货郎担９４副送货下乡，做到收购、推销

相结合和村村跑、社社到的服务措施。批准合并合作及一般商店

的经营商品均有增加。有些工业和手工业企业也提出比产品、比

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和超额完成竞赛任务。

人事安排。根据上级指示，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分

别排队，根据量才录用原则，适当安排，对工商界代表人物要提前

安排。对资方在职人员全部包下来的都量才录用，安排工作，全县

安排为合营企业的经理１８人，副经理１９人，门市部主任１２人；合

作小组组长８２人，副组长５５人；集中对私营商业上层分子代表人

物安排为合营经理１５人，副经理１９人，门市部主任３人；合作商

店（组）经理组长１９人，副经理组长１３人；另安排县工商联副主任

（县人民代表）吴良珠为下蜀供销社经理。

实行经济改组。为保证农业增产节约、购销方面的时间，以利

生产，因此在农村需有一个方便群众购销的零售网，满足他们生产

生活的需要，但原有的商业网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需要合

理调整。农村商业网调整工作，是深入农村、改造农村私商、进行

经济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句容县积极而稳步地贯彻“大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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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调整”的方针，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适当调整。按照边修正、

边规划、边下伸、边总结，有领导、有计划的分期分批的下伸，全县

计划下伸６３个点、１３９人，其中代销组１３个点、２９人，合作小组

１２个点、４９人，经销户７个点、１６人。至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按照

先远后近、先大村庄、后小村庄，大村庄固定、小村庄流动，小村庄

中心可以固定下来的原则，已下伸５３个点、１２０人，其中代销小组

１２个点、４８人（流动固定相结合），代销户２２个点、２９人，合作小

组分销点４个、６人，经销户５个点、１４人。

三、对资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对资改造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在２个月时间内，不仅完

成了合并、合作的工作，改变了企业的性质，而且工商界人士的认

识有了提高，积极性有了发挥，密切了城乡关系，使市场出现了不

少新气象。但是由于运动来势凶猛，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不够充

分，领导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深透，因

而，在干部、群众思想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和疑虑。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干部中普遍存在贪多、贪快、贪大的急躁情绪。有人认

为：改造就是要并店，不并店就显示不出改造的优越性，归口领导

就是统一核算，不统一就不好管理，就无法统筹安排；也有的强调

农村集镇比较简单，不像大城市那样复杂。

二是在改造工作中，对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方面做得不够好。

新组织的合营、合作企业，由于未能迅速建立生产秩序和必要的管

理制度，导致消极经营，贪污、挪用、差错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轻率

地改变了原来的经营状况和服务制度，打乱了原有企业之间的协

作关系，中断商路，给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群众的不满；

手工业产品质量普遍低劣。

三是改造形式仍不够明确，存在混乱现象。如不应该合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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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了，应流动的固定了，适宜分散的集中了，不适宜统一核算的

统一核算了。有的将流动的皮匠合并为固定生产，对群众的生活

影响很大。如赤山区将不应合营的什货合作小组合营了，该流动

的农村小商贩组织合作固定了，该分散经营的串乡流动小贩，组织

到合作小组来搞统一核算了。

四是在合作、合营企业中，工资问题有待处理解决。已经评定

工资的区、集镇或行业，都采取固定工资形式，有的低于原来收入，

有的行业虽然维持原来水平不动，但合营、合作后相互悬殊较大，

内部不团结；有的行业在评定工资时，采取平均主义或片面照顾家

庭生活困难的做法，没有掌握按劳取酬的原则。

四、对手工业的初步改造

解放前夕，句容县的个体手工业有铁、木、竹、纺线、制鞋、刻

字、鞭炮、制香等７８家，从业人员１７８人。解放后，句容县人民政

府积极引导恢复和发展生产。１９５１年，城镇组织铁业生产合作小

组。１９５２年，成立木业合作小组。１９５４年年底，句容县个体手工

业有２８个行业、１１２０户，从业人员１７５４人。主要行业有铁、木、

竹、缝纫、棉纺针织等９个子行业，从业人员１１７２人。砂缸业在句

容属主要行业，产品销路广，很受群众欢迎。该业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组织了５６人的生产社１个。

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了普

遍提高，明确了手工业的发展方向、道路及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纷

纷要求供销社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合作社加工或在业务上挂钩。

１９５４年供销社通过加工订货，即组织了加工组４０个，人员达２４４

人。有的手工业附属组要求转常年组，常年组要求建社。组织起

来后，便利了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同时产品质量有了提高，规格

有了改进，降低了成本，改进了经营作风，并组织修旧小组下乡修

旧，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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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工业合作化加速进行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手工业合作化

必须加快进行。

１９５５年年初，开始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５年２月

９日，句容县手工业管理科正式成立。上半年，在巩固提高社组的

同时，发展生产社１个、木组２个。轮训干部４６人，方法是采取长

会短训，为巩固社组培养了干部，同时发展了党员２人，团员１人。

生产社、组都与国合贸易建立了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产销问题。３

月，召开了产销结合会议，签订了结合合同３３件，产品４８１２５件，

产值２３３１４元。

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０日，句容县第一届手工业代表会召开。通过会

议，手工业代表有很多收获：一是会议通过总路线和组织起来优越

性的教育，手工业代表普遍提高思想觉悟，明确了手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作用。二是进一步认识到手工业生产分散落后、资金

短缺、工具简陋、季节性差异大，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三是明

确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手工

业的任务就是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服务。四是初步明确了组

织手工业生产的方针、原则、条件、对象。五是加强党与手工业的联

系，为逐步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５５年第三季度，遵照中央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省、专区工作任务要求，句容县继续贯彻整顿巩

固提高生产社、组为主，掌握边巩固边发展的精神，认真抓好典型，

有计划有步骤发展新社组，并深入基层了解农村生产情况进行有

计划生产，同时做好手工业重点行业的调查，摸清产销情况，逐步

做到统一安排生产。重点整顿九区沙缸社：在生产上主要是提高

质量、提高技术，增加产量，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降低成本，加强生

产计划性，改善经营管理，克服生产上混乱现象，并加强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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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办社，克服资本主义与保守思想。至季度末，全县已组织

手工业生产社３个，社员８４人；供销生产社１个，社员１３８人；生

产小组１３个，组员１２５人。

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巩固与完善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

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在步骤上由小

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采用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把手工业

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重点发展铁、木、竹和沙缸业，适当发展缝

纫、制鞋、印染、石灰、皮革、造纸等行业。１９５６年６月，由于合作

化运动高潮中扩招了不少新的社员，新社员入社在处理工具折价

入股、股金交纳等方面，还有不少遗留问题。另外，手工业合作化

运动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部分产品质量低劣。所以，对现有合作

组织进行整顿十分必要。

在整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句容的基本做法有：根据各

社不同情况，分清主次，解决在组织中尚存的一些问题；根据现有

组织情况，统筹考虑，提出方案，确定整社重点和分批整顿计划，有

领导有步骤进行整顿；各区选择一两个行业进行试点先行，取得整

顿的初步经验，并吸收第二批整社骨干参加试点；先农村后城镇，

抓两头（问题不大和问题较多的行业或社组）带动中间。到１９５６

年年底，全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及整顿工作基本结束。

七、信用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１９５３年，县人民银行在全县农村组建信用合作社。１９５４年６

月，郭庄信用合作社首先成立，至年底发展到７３个，参加农户

４３０８３户，占总农户５３．２％，股金５７５７４元。１９５５全县建立了９１

个信用合作社（东阳信用社，１９５６年划归南京市管辖），１９５６年４

月随着基层营业所合并为５０个，８月又调整为２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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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党的建设和首届党的
代表会议召开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

政治路线建设党，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

了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高度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密

切了党同群众之间的联系。而句容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作风建设

一、党的组织建设

１９５５年４月至１９５６年４月，遵照“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发

展新党员１５９６名，巩固和扩大了党的队伍。党员发展中，贯彻了

党的阶级路线，如在１５２０名农村党员中，雇、贫农成分的占

８０．２％，中农成分的占１４．９％。１９５６年４月，全县共有党员３３７８

名，有农村支部９２个，分支３２个，小组１４６个，机关支部３７个。

结合整社进行了整党，将党员情况作了摸底排队，其中工作积极、

觉悟高的占６７．６％，一般的占２３．８％，消极落后的占７．７％，反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占０．９％，对那些作风恶劣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

处理，计开除党籍１５名，留党察看６名，撤销工作７名，警告５名，

劝告４名。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领导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进行了干部训练工作，共训练干部２０９名、合作社骨干１０３７１名、

党课教员８７名。从而纯洁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确

保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二、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与领导作风建设

开展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批判。１９５３年夏、秋，中央发

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１２月，中央政治

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１９５４年２月，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一致通过《关于增强

党的团结的决议》。４月上旬，镇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批判。句

容县委及时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精神及省

委、地委的指示，并将县委在集体领导方面存在问题作深入检查，

研究了改进办法。１９５４年１１月，根据上级的决定，县委开始设常

委会，这是加强县委集体领导的组织及制度措施。县委自从设立

常委会后，逐步形成了一些会议和学习制度，如工作会议制度、民

主生活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学习会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

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工作有辫子可以

抓了，工作方法可以简单一些了”，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要

求过高过急，容易脱离实际；在布置工作任务时，临时紧急措施多，系

统调查研究分析少，结果造成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以粗鲁的简单

化的工作方式对待农民。１９５６年，县委先后召开了常委会议、全体县

委会议及科局长以上领导骨干会议，推进领导作风的改进。

首先，句容县委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从１９５６年８月开始，组织合作部、林业部等１１个单位，完成３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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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查。

第二，初步扩大民主生活。县委开始建立思想见面制度，先书记、

后常委，再县委委员，加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第三，在贯彻工作时，基本上做到依靠组织和相信组织，初步

克服单纯追求完成任务的片面观点。

三、整顿农村党支部

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团

结群众的核心。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４年２月的农村整党，大体分

为三个阶段：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为第一阶段，区委对

支部情况调查研究。１２月中旬到月底为第二阶段，讲解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在回忆对比、算账、诉苦等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

由支部带头检查缺点错误。针对本人和支部存在的问题，制定整

改措施。１９５４年１月到２月底为第三阶段：进行鉴定。先由个人

写出书面材料，然后经支部大会讨论。对于违法乱纪屡教不改分

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最后总结，改选支部。

这次整党，开除党籍的８人，留党察看３人，说服退党２人，撤销职

务２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１０人，劝告１人，延长候补期２０人。

四、第二期建党工作

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根据上级党委的指

示，句容县委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举办了一次全县的支委训练班，决

定定期分片召开支部委员及党员大会，加强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句容县委制定了第二期建党计划；１９５３年６

月１０日，制定了第二期建党（修正）计划，对党员培养对象提出了

具体要求。

根据第二期建党计划要求，句容县召开组织干部会议，结合具

体情况，根据各区不同的类型乡，订出不同的要求。各区制订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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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建党计划，通过农村春耕生产工作，结合做好候补党员转正工

作，整理互助组，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建党。

句容县召开县一级机关总支委员会，贯彻第二期建党计划。

根据县机关情况，每个支部订出建党计划。县机关建党着重依据

工作情况、学习表现，对积极分子进行排队，具备党员标准的同志，

个别吸收入党。

在第一期建党的基础上，将原已登记好的积极分子，由负责联

系的党员同志，根据工作表现，教育提高。在参军、春耕生产等工

作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审查其历史情况及工作表现，填写积极分

子登记表。

第二期建党共发展党员１２５名，全县共有支部９９个，其中农

村支部７５个，还有１５个乡未建立支部。

五、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１９５０年８月，建立中共句容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设专职副书

记、干事各１人。主要工作是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及党员对土改政

策的执行情况和少数党员的违法乱纪现象。１９５２年，“三反”运动

开始后，纪委对犯有贪污、浪费、严重官僚主义的党员干部进行了

必要的处理。党员干部有３５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４名受到刑

事处分。１９５４年，县委受理干部违法乱纪案件３８件，审理结果，

开除公职９人（包括受刑事处分２人），记大过３人，记过２人，停

职２人，免于处分２１人。１９５５年纪律检查委员会更名为中共句

容县监察委员会。

第二节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一、党的干部管理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中共句容县委组织部制定下发《关于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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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干部的意见》，对党委各部门管理干部的分工问题作出规定：

组织部负责管理党委系统的干部等；政法部负责管理公安、民政、司

法、人民检察院等；财贸部负责管理财政科、商业局、银行、粮食局、

供销合作社等。此外还对工业部、合作部、文化部、统战部干部管理

作出了规定。对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复部管理，在党委的领导下由组

织部、统战部的统一管理。分部管理，凡属于在财经系统的资产阶

级实职人员，由财贸部管理，在工业系统的资产阶级的实职人员由

工业部管理。意见还对分管后各部的任务、分管中的具体问题作出

了规定。６月２１日，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决定》

指出：健全县委员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进

一步加强分口管理制度、执行文件的审批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等方

面作出了规定。正确贯彻党委的统一领导与各个委员的明确分工

负责相结合，防止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

主义和分散主义，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

二、“新三反”斗争

１９５３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

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文件指出，官僚

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

要在１９５３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

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

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要将

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

倒邪气。

县委在整党的基础上，由县级机关开始，组织学习反对官僚主

义、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等文件。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７日，召

开县级机关干部大会，找出句容典型的官僚主义代表，并要求其在

大会上作检查。各机关结合实际进行了讨论，全体干部都作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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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过检查，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新三反”的意义。

３月１５日至４月４日，区乡干部开展“新三反”斗争共分两批

到县集中集训，以扩大干部会议整风的方式进行。第一批时间８

天，第二批１０天，共集训６４２名。首先是通过总结工作，县委检查

了因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而造成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其次

是区乡干部自觉检查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各种错误做法，批判

了坏人坏事。

６月１３日，召开县区乡扩大干部会议，通过总结春耕生产、检

查夏收夏种，表扬好人好事。７月１日至４日，从党内到党外进行

动员，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认真克服农村中的“五多”现象》，县委作

了检查，各部门重点检查分析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通过“新三反”斗争，改进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在干部党员

中逐步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

三、干部培训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业务素质，从１９５０年夏开始，在县

机关进行干部文化补习。６月，组织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机关工

作人员２０余人，以业余为主，学习文化、配备专职教师１人。１９５２

年，创办了在职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有高小、初中各１个班。１９５４

年，举办４期互助合作训练班，共培训干部１４５８名；３期会计训练

班，共培训２９８名会计人员；１期（６个月）文化补习班共培训３８名

文化低的区级干部。１９５５年，动员组织１２３名县机关文化水平较

低的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校进行文化补习，举办２期文化补习班，

学员８１名。１９５６年，对干部全面排队，分类培训；除送省、地委党

校学习外，组织５６７名干部参加业余文化学习。同时，还选送干部

参加省里举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学习，建立句容县农业合作

干部学校、供销合作干部学校，分期分批地对干部进行短期轮训。

通过培养训练，达到了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与工作能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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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党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正确贯彻落实。

四、干部提拔与调配

干部提拔。在培养训练的基础上，进行继续审查了解，熟悉情

况，１９５４年共提拔区委书记、区长２２名，科局长９名，财经企业负

责干部９名，县一级干部６名，乡干部６７名，信用社主任４３名。

１９５５年，通过各项工作与会议，考察了解干部；通过个别谈话，有

意识了解干部工作情况；通过写自传，进一步熟悉干部，为以后正

确使用、提拔干部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提拔和新吸收的干部中，绝

大部分政治品质较好，工作积极热情。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６月，共提

拔１３４名干部（不包括一般干部）。１９５６年干部提拔工作主要是

根据其部门所反映的优缺点及社会主义觉悟、日常工作表现、文化

程度、政治历史情况、工作需要和可能等。

干部调配。１９５５年句容县新设机构有手工业管理科、水利

科、检察院、食品公司等，干部调配主要是保证新设机构干部的需

要。同时，重点加强财经企业和工作薄弱部门的干部配备，调往企

业部门３５名、文教系统６名、卫生７名，充实、加强了各部门的骨

干力量。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６月，遵照上级指示按系统稳定下来的精

神，结合工作需要，共调配１７４名干部。

第三节　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期准备工作

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中共句容县委下发《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区以上各级党

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省、市县、区党的代表大会，都应每二年定

期召集一次。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党的民主生

活的根本制度，也是每个党员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代表名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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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办法是每１０名党员（正式和候补党员的合并计算）产生１个

代表。由于全县的党员分布不平衡，除按上述规定外，各乡的代表

最多不超过５人，最少不少于３人，凡不足３人者，得以增选代表

１至２人；区一级机关以及城镇机关党组，除按以上规定，最多不

超过６人，最少不少于４人，不足４人者，得增选１至３人。此外，

还对县级机关和其他单位的代表人数作出了规定。出席县党代表

大会的代表，按照党章规定，由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采取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在选举代表时，应注意包括劳动模范、妇女

代表和青年优秀党员，以使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党在各方面的积极

分子。各区委、各乡支部以及县机关直属总支，均认真学习党的七

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有

关文件，同时围绕中心工作向所有党员进行宣传教育，使全体党员

明确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更进一步的发

挥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此外，认真做好候选人

的审查、收集材料等。为开好支部党员大会，各区委在１９５６年２

月底或３月上旬以前选择一个支部，帮助他们开好党员大会，以便

取得经验，在３月下旬普遍召开。

二、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召开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４

天，应到代表４０９人，到会代表３９４人，列席４６人。大会听取了李

永月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

报告，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

示》等决议，选举县委委员２９人、候补委员７人，组成中共句容县

第一届委员会。在县委一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李永月、曹云兰、傅

众一、宋敏、戎定和、周振森、门盛德、阎发学、张新光９人为县委常

委，傅众一、宋敏、戎定和为县委副书记，曹云兰为县委第二书记，

李永月为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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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上艰辛探索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第九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

成，社会主义制度在句容初步建立起来。１９５６年初中央召开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双百”方针；９月，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共句容县委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和

“双百”方针，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揭开了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

第一节　探索的良好开端

一、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至２０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提

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

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国家的工

业化，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号召全党努力

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

先进水平而奋斗。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６日，省委召开全省高等学校

和科学研究机构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会上印发了《江苏省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知识



分子工作纲要》。

自中央和省委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下达有关指示

后，句容先后通过各种干部会、知识分子政训班，教师、医生会议和

党训班，贯彻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１９５７年４月４日，县召

开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教师、医生、文化艺术

工作者和社会知识青年等４００余人。会议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

行了分析，拓宽了眼界，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树立了信心；对于党

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自我改造，有了进一步完整

的认识；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开言路，畅所

欲言，增强了团结，激发了积极性；特别对领导机关提出了许多建

设性的意见和批评；交流了先进经验，树立了榜样，大会组织２３个

大会发言，举办了实物展览会，共有１０００多件实物参展。

自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发表之后，句容县在贯彻中央和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

议精神所取得的成绩：密切了党、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加

强了团结。干部克服了宗派主义情绪，尊重知识分子人格，关心知

识分子生活，支持知识分子工作，如解决校舍、课桌凳、收缴学杂

费，解决困难等；知识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轻视体力劳动的

现象，出现了许多关心群众生活、支持生产、尊重干部、依靠群众搞

好自己工作的模范事迹。知识分子明确了自己的事业对建设社会

主义的作用，增强了工作的光荣感与责任感，基本上巩固了专业思

想，克服了自卑心理，钻研业务、埋头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县

人民医院门诊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５５年增加５９．２％，１９５７年内外科门诊

量达２７１４４人次；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２５位中医公开单、密验

方１７４件。１９５６年暑假和１９５７年寒假，先后在中教、完小中，围

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查清了一部分人

的政治历史问题，清查了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有过政治历史问题

的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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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和部分学历高、教龄长的教师，提拔到领导岗

位上来。暑假中，先后提拔小学教师担任教导主任的共４５人，提

拔中学正副校长和教导主任９人，选拔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的６

人。在生活福利方面，采取若干措施，适当地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

待遇。在教育方面，中学教师工资增长１８．２４％，小学教师工资增

长２７．２６％，工农教育教师工资增长１４％；卫生系统职工工资增长

１８．２４％，社会医生４０余人，补助和救济４９５元；文化系统职工工

资增长１３．９％。福利费光教育系统就有７３０人共享受１４０００元。

关心知识分子的家属，在工作需要与可能的原则下，给予中教３

对、小教４７对夫妻以适当照顾。

全县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之后，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

工作也得到加强。据县委组织部、文教部统计，文教系统中的建党

工作，自１９５６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以后，各乡都有不同程度

的重视，知识分子党员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只有１５人，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０

月，已有知识分子党员５６人。

二、贯彻“双百”方针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

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

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中共中央赞同毛泽东的

意见，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

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以后，省委在全省科学文化界分别召开了

一些座谈会，进行传达和贯彻。

句容是典型的农业县，１９４６年成立过农业推广所，新中国成

立后，农业推广所隶属句容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仅有农业技术员１

人。１９５４年４月成立句容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只有几个人。贯彻

“双百”方针，在科学界，主要是农科所学习贯彻。

“双百”方针在句容文化团体中反响很大。句容县在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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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县锡剧团，演职人员达５０多人，花旦高静、小生高菊朋，老生方

正、张云鹏，丑角谈锋、杨少朋等，在邻县及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有

一定声誉。党的“双百”方针在句容文化界传达后，引起强烈共鸣，

调动了文化界创作等工作热情，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１９５６年

１０月，由句容县锡剧团整理改编的传统戏《蔡金莲》，参加镇江地

区民间职业剧团首次观摩演出，获剧本创作奖、演出一等奖、音乐

优秀奖、作曲奖，以及２个演员一等奖，２个演员二等奖。是年，黄

梅乡孔家村业余剧团演唱的《句容号子》，参加江苏省民间文艺汇

演，获省文化局奖旗一面。

到１９５７年年底，全县有县级文化馆１个、６人；乡镇级文化站

６个，农村俱乐部５５８个、内有图书室６７个；电影放映队３个，专

业剧团１个、５０多人，业余剧团５５９个；县有专业剧场（人民剧场）

１个，古戏台１６个。

第二节　贯彻党的八大方针

一、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

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

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

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需要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

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

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

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９月２７日，省委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学习

党的八大文件精神的通知。

句容县委根据省、地委的通知精神，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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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迅速部署全县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学习八大精神。１０月１１

日，县委文教部发出通知，要求中小学教师以八大文件作为当前政

治学习的主要内容。１１月６日，县委文教部又发出通知，对进一

步学习八大文件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通过学习，了解八大的伟大历

史意义和文件的基本精神，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任

务和方针政策，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究，为提高教学质量，完成八

大交给教育工作者的任务而努力。学习内容以政治报告决议为中

心，顺序为阅读开幕词、政治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修改党

章的报告和党的章程。学习方法以自学、认真阅读文件为主，写学

习笔记，有计划地组织三、四次报告，并有准备地搞好讨论。在学

习时间上，自１１月起至本学期结束为集中学习时间，每星期每个

教师保持４个小时的学习。

通过传达学习，全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党的八大的伟大历史

意义，正确认识党的新方针和新设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结合句

容的实际，深刻领会八大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总结的经验。

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句容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

二、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党的八大前后，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日，省委召开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会议，

并为此作了具体部署。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范围，

省委研究决定：分类逐步开放，逐步过渡。当时国家将商品分为三

类，第一类商品，即国家统购商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生猪（不包

括猪苗）等；第二类商品，即国家控制收购商品，如薄荷油、毛竹、菜

牛、少数中草药等；第三类商品：水产、蔬菜、耕畜、苗猪、鸡、鸭及蛋

等。江苏决定首先开放第三类商品，完成国家统购、收购任务后的

多余的第一、二类商品也逐步开放。省委、省人委决定：于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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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首先开放农副产品，１９５７年再开放工业及手工业产品。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人委的有关规定，县内市场管理的主要

任务是：维护国家计划，制止长途贩运，加强集贸市场管理，打击投

机倒把。允许社员自有的三类农副产品和国家奖售的工业品自

用，有余部分上市场交换。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９日，县长门盛德在全县

１９５７年工作动员布置大会上，提出“搞好物质供应，开放自由市

场”、“加强粮食市场管理，防止投机活动”的具体要求。６月２０—

２５日，县委召开第二次城镇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按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的方针，来安排市场。会后，县抽调１２人组成４个工作

组，分赴重点集镇进行帮助。７月２０日，句容县人委布告，为了贯

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以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本委决定：“农业社员和个体农民一般不应经营以粮食作为原

料的副业，更不准通过黑市购进粮食经营副业。农村在新谷登场

至粮食统购工作结束前，凡属统购范围内的各种粮食，只能卖给国

家，不准卖给私人。在国家统购结束后，农业社（户）完成国家征购

任务后的剩余粮食，有权自由处理，可以自由存贮，可以自由使用，

可以继续售给国家，可以在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在农户间

互通有无，但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黑市买卖。不准买卖粮

票和以粮食供应证非法牟利”。１０月１１—１４日，县人委召开第一

次市场物价工作会议。根据省９月物价工作会议精神，着重分析

研究近几年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物价水平、自由市场物价如何掌握

与管理，工业产品价格及农副产品价格的掌握等问题。

三、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县委根据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基本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商业。在农村，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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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进而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县城和

集镇，组建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同时通过加工订货、代购

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１９５６

年底基本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五”期末（１９５７年），工农

业总产值１０６２２万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３．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７３７万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５．６％，其中对居民的零售占７７．７％，

对社会集团销售占５％，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１７．３％。“一五”期

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１１．７％，其中工业产值年均递增

５５．４％，农业产值年均递增１０．５％。从农业总产值构成看，种植

业产值比率从１９５２年的９６％下降至１９５７年的８０．７％，而林、牧、

副、渔业产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４％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１９．３％。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得到较快

发展。小学由１９５２年的５１９所、７１３个班、在校学生２８７０２人，发

展至１９５７年的５２８所、７８７个班、在校学生３１７２４人。小学教职

工由１９５２年的８４６人发展至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３５人。中学由１９５２年

的４所、２９个班，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５所、４０个班；学生由１９５２年

的１６３２人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２１６１人。卫生方面，全县住院病床由

１９５２年的２０张发展至１９５７年的５０张，千人拥有床位由１９５２年

的０．０６１张发展至１９５７年的０．１３床。１９５３年，在“团结中西医”

政策的指引下，县举办中医进修班，组织百余名西医学习中医理

论。１９５７年，县、乡两级医院陆续把有名望的中医聘进医院，开设

中医科。是年，麻疹在全县大流行，总人口１．４５万人的宝华乡，即

有１２７０名儿童患麻疹，７岁以下儿童几乎人人感染发病，全县抽

调医疗力量，尚嫌不足，省卫生部门专门组织医疗力量给予支援，

医疗队在姚家村设临时抢救病房，组织抢救。血吸虫病防治着手

进行，１９５４年３月，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成立，查螺灭螺主要结合冬

春水利工程，采用人工土埋。妇幼保健普遍推广，普及新法接生。

１９５６年县在城镇、天王、下蜀三个点集训新法接生员５９７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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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乡拥有２—４名新法接生员。享受公费医疗及劳保医疗对

象从１９５２年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公办教师，扩大到１９５６年的县粮

食、商业系统职工。文化系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句容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人均年工资，

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５１８人、３５１元增加至１９５７年的４９７２人、４９０元，增

幅分为９７．４６％、３９．６％。居民储蓄存款，１９５２年为２６万元，１９５７

年上升至６５万元。粮食总产、人均占有粮食，１９５２年为１５．８６万

吨、４９７．３公斤，１９５７年为１５．９９万吨、４３７．３公斤。水产品由

１９５２年的０．０２万吨，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０．１３万吨。

４１１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第十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党的八大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针对

国际国内新形势和新任务，按照中央、省和地委的部署，句容县委

认真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精神，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１９５７年组织开展了整风运

动，在整风运动中又根据上级的部署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城乡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节　整风运动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

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总

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矛

盾。３月２８日，省委发出《关于传达、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

上的报告的通知》。４月上旬，地委发出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的通知。县委根据省委和地

委的部署，首先在召开有１２６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扩大到科局



长以上干部）上传达省委、地委的指示，然后又在春耕生产誓师大

会、乡支书和机关下乡工作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贯彻省、地委指示，

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贯彻意见。

县委３次研究全县各阶层思想动态，根据反映，负责同志亲自找个

别人谈心。５月１５—１７日，县委举办县机关正副科局长学习《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班。通过学习，大家对两类

不同性质矛盾和社会发生的大变革有了新的认识；全县党员干部

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提高了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月１２日上午，郭庄乡来电话称：该乡光明社社员闹事不生

产，要斗争社主任周××，并扬言集体到县请愿；同时，在闹事的当

晚，发生牛棚的耕牛牛绳被解、１头牛死亡事件。县委接电话后派

出县长门盛德等３人前往郭庄乡光明社调查处理。门县长等在听

取汇报的基础上，分头召开支部党员会、社员群众会，进行教育，对

有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对周××挪用公款物资分期归还，对干部

之间隔阂进行谈心教育，并立即恢复生产。

５月１７—２８日，句容县城东乡钤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停止

生产、组织请愿，队与队社员互相殴打轰闹分社，合作社组织与党

支部一度处在涣散状态。钤塘是句容第一个试点社，为什么会出

现严重闹分社等事件，县委曾几次研究钤塘农业社出现的问题。５

月２７日，全体县委委员用半天时间到该社作调研，用解剖麻雀的

办法弄清闹分社的原因，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精神，较好地解决了钤塘的问题。７月１日，镇江地委转发句

容县委关于处理钤塘农业社社员闹事的报告。

１９５７年５月至７月，全县２１个乡有１３个乡４９个社中发生大

小闹事８０起。县、乡、社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在事情没有闹之前，主动加强教育，

依靠群众，在分清是非界限基础上，及时处理问题，对存在的问题

不“躲”，也不“拖”。通过大辩论，闹退社的农户不但不要退，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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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６户又参加了农业社，除１１０户鳏寡孤独外，所有单干户都入

了社。

毕业生工作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如做不好，势必

发生事故。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１日，县委作出“关于认真做好毕业生工

作的指示”，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即：做好不能升学毕业生的组织

安排，特别是家在城镇的非农户，要通过多种渠道给不能升学的毕

业生找出路；运用各种形式，进一步开展社会宣传，形成正确的社

会舆论；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组织作用。１９５７年，句容应届中小学

落榜学生２００２人，占应届毕业生６７％。全县普遍开展宣传教育，

组织和领导这次宣传的干部、教师达１３００人。出动５７３个宣传

队，直接受教育对象５６２３３人；反复核对落榜毕业生安排方案，解

决安排当中的实际困难；端正家长、学生对升学或劳动的正确态

度；坚持民办教育事业的政治方向，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初中补习

班。全县高小落榜生１７４０人，安排参加农业生产的１３８９人，其中

４２４人兼做技术员、民师等社会工作；初中落榜生２３５人，安排参

加生产２１１人，其中１０３人兼做会计、民师等工作，安排参加手工

业服务行业１７人，组织自学７人；高中落榜生２７人，安排参加生

产１９人，其中兼做会计等社会职务４人，专职会计１人，安排手工

业服务行业３人，组织自学５人。

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县委召开１９５７年第六次三级干部会，

会议专门讨论了两类矛盾问题，研究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

系，表示在粮食问题上，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

县委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１９５７年共接待人民来信

来访１２１９３件（次），到１９５７年底已处理结案１１９９３件，已在处理

和尚未处理２００件。县委领导亲自抓信访工作，亲自接待群众来

访，改进信访处理手续，坚持群众路线办案，把信访工作作为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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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整风运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于１９５７年开展

全党整风运动。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

的指示》，５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５月７日至９日，

省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整风运动计划。５

月１６日，地委召开扩大的县（市）委书记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和省

委关于整风的指示和计划，布置全区开展整风运动。

６月２２日，句容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县委整风领导小组

由李永月、曹云兰、傅众一、魏延堂、阎福泽、门盛德、蒋慧恕七人组

成，李永月任组长。６月２４日，句容县委召开整风动员大会。

整风学习自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４日开始，至８月下旬结束。划分

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第二阶段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城区

和集镇参加整风学习的共有１１７８３人。

整风的第二步是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明辨是非。１０月２４

日，县委书记李永月作整风运动第二阶段的动员报告。整风主要

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县乡到机关部门领导，

自己带头摆问题、找原因、挖根源，并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

据统计，全县城乡在整风运动中共写大字报１０６．６５万张。为了搞

好整风，县委整风办公室编印了《整风简讯》，自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５日

出刊，至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３日，共出刊５９期。

省地委决定，反右派斗争纳入整风运动，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步

骤，整风运动也改为整风反右。整风领导小组改为整风反右领导

小组。由李永月等７人调整为李永月等１１人组成，李永月任组

长，傅众一、戎定和任副组长。整改是整风运动的最后一步。对企

事业单位和乡、社干部，按整风、生产两不误的要求，分批轮训，边

整边改。在整改阶段，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批评意见，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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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规章制度，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化。

中小学整风学习自１月１１日开始，３月１２日结束。参加整

风学习教职员工共１２４８人。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整改三

个阶段。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在全国大鸣大放的高潮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错误

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

动进攻。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

文，６月１２日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整风运动的主题由整风转向反

右派。５月２５日，句容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召开的反右派

斗争会议精神。６月２０日，句容县委召开全委会，落实镇江地委

关于反右派斗争计划。７月２１日，句容报社收到行香乡樊家下隍

社３个暑期回乡学生给县委书记的一封信，提出“农民生活太苦，

粮食被弄到哪里去了”等６个问题，要在报纸上公开答复。第二

天，乡总支电话汇报：下隍社几个暑期回乡学生在农民中散布右派

言论，阻挠夏粮统购，在社员思想上造成一定的混乱。县委当即告

知乡总支认真摸清情况，进行教育。并迅速派宣传部长前去处理。

首先，进行排队，核实情况；第二，培养积极分子，扩大力量，为驳斥

右派言论做准备；第三，加强教育，辨明是非，召开了有全体回乡学

生及社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根据和风细雨、严肃认真、以理服人

的精神，“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通过现身说法，驳斥散

布的错误言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划清了界限。９月４日，

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反右派工作，决定成立由县委书记李永月

为组长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９月６日，县委召开全委会，对反右

派斗争作统一部署。县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分三批进行，第一批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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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０日开始。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先培训骨干。９月７日，县委

召开党员科局长会议，传达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７月在青岛与各省市负

责同志的谈话，中心内容是谈１９５７年夏季形势和反右派斗争。根

据上级规定，农村不开展反右派斗争。

学校反右派斗争，由于教学工作的特殊原因，安排在１９５８年

１月２１日至２月２５日。

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作为整风反右运动的一个阶段。在整风运动中，

从上到下，都号召大胆地鸣放，给各级领导提意见，一些同志在鸣

放中讲过一些“过头话”和不当言论。而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往往

把一些同志讲的“过头话”和不当言论，当作向党进攻、攻击社会主

义制度的“炮弹”加以批判，作为定性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坏分

子的依据。反右派斗争中，全县有７６人被定为右派（不包括反右

派斗争初期定为右派，反右派斗争后期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２３

人），５７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右派言论）。其中全县中

小学教职员工中被定为右派分子４０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右

派言论）４８名。另外，中小学教职员工中，将初期定为右派分子

（５６人）中１６人经群众讨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全县最后确定的

７２名右派分子中，劳动教养１８人，监督劳动５０人，留用察看２

人，免予处分２人。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带来不幸后果。党的八大之后，落实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见成效，一些知识分子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

大显身手作贡献时，在反右派斗争后被戴上“右派”分子等帽子，身

心健康遭严重损伤，家庭受牵连，耽搁了为党和人民贡献才华的黄

金年龄，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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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

１９５７年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

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教育的中心议题是：合作社的优

越性，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律问题。中央要求利

用生产间隙，采取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

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８月５日至２１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县

委书记会议进行部署，决定于秋收前全省农村以粮食为中心开展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地委要求各县（市）先行试点，总结经验

后推开。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分为四步进行，时间３０—４０

天。第一步：安排生产，做好准备，动员鸣放；第二步，开展大辩论；

第三步，整顿组织，健全制度；第四步，订出冬季生产计划和１９５８

年生产规划。县委首先抓了城东乡钤塘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

点。从８月１２日开始至９月５日结束。钤塘是句容第一个合作

化试点社，夏季曾为分社闹过事。在钤塘社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不久，县委还在城东乡的三台阁、北阳门、大南门３个农业社进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县委还探索总结推广了城东乡施家边社

组织、指导社员田头辩论的做法，城东乡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开展以

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经验，其中发动妇女参与社会主

义大辩论的经验，得到镇江地委的肯定，并向全地区推广。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觉悟，表示

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正

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完善了粮食保管、分配等项制

度；改善了干群关系；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也出

现一些问题。在向富裕中农说理斗争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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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破坏活动时，有的乡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甚至出现有的地

主、富农被打、罚跪、被绑等违法行为，县委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二、句容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至６日，中共句容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在县城召开。在此前的１月１９日至３１日召开了预备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２５２人，列席代表７３８人。预备会议实际上是一

次整风会议。在１月１９日的预备会上，李永月代表县委及常委会

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以３天半的时间鸣放，共贴出大字报５５４５张、

意见６０００多条、９０多万字。以乡为单位举行民主讲坛４０多次。

在鸣放的５５４５张大字报、６０００多条意见中，按性质分为８类：领

导作风方面２１４８张、２３４６条；统购统销方面７４９张、８６５条；干部

执行政策方面３６４张、４７５条；工农关系方面２３０张、２３２条；经济

问题方面２０６张、３３８条；合作化方面３６０张、４３３条；政法方面

２５３张、２５５条；文教卫生方面１０９张、１２１条；其他方面１１２６张、

１２７９条。在“鸣足放透”的基础上，于２２日下午由鸣放转入辩论

的动员。辩论主要解决３个问题：一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以粮食统

购统销和合作化方面的突出错误论点为辩论对象；二是实现“农业

四十条”的问题，以批判右倾保守为主；三是党的领导作风问题。

２月１日，正式会议开幕。傅众一、阎发学代表县委作《全党

动员起来，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而奋斗》、《农村整

风整社的意见》的报告。会议着重批判影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

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到会代表和列席代表一致保证苦干１年实

现全县每亩产粮８５０斤，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苦干３

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要求。

２月６日，会议通过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会议决议。李永月

在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会议提出，为了保证这次党代大会确定的

目标实现，必须做到：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开展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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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思想教育；凡参加会议的代表都要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

动；树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思想，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严格防

止强迫命令，坚决采取说服教育方法。

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县委着重抓农村整风、生产

两大工作重点。学习湖北省孝感、麻城、红安三县领导经验，决定

建立在统一领导前提下的分工负责制，以确保党代会确定的各项

任务的落实。是年７月，县委又制定在集体领导下干部实行分工

负责的责任登记卡制度。

三、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在全党全国人

民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１９５７年２月，中央连续发出《关

于１９５７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

知》，提出干部要参加基层劳动，要开辟脱产人员回到生产中的

道路。

按照中央、省和地委的指示，在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同时，

句容县委进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１９５７年７—１０月，县

委将工业部与财贸工作部合并为经济工作部，统战部并入宣传部，

撤销政法部、林业部，政府机构中，撤销蚕桑科、农产品采购局和手

工业管理局，还将计划科、统计科、劳动科与计划委员会合并为经

济委员会，文化科和教育科合并为文教局，财政科与税务局合并为

财政局。全县党政机构撤销、合并了１７个部门，４４８名干部被动

员到农村或充实到生产第一线。１１月２２日，省级机关２７名干部

下放到句容当农民。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２日，县城２５００人集会，欢送

县机关首批４２名干部下乡当农民。这４２人中，有党员９人、团员

１６人，科长１人；这批下放干部中，有的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

英勇战士，过去曾拿枪保卫国防，当党需要加强农业第一线时，又

带头务农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２月２０日，句容县在春节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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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多人的集会，隆重欢送第二批７１人下乡当农民。这７１人

中，有党员２５人、团员２４人、科长以上干部５人，妇女干部１２人。

机构精简，加强基层第一线的干部力量，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提

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行政经费支出，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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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内逐渐形成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

指导方针。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学习和

宣传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中，句容县在１９５７年冬、１９５８年

春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１９５８年，生产“大跃

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

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

出现以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征的“共

产风”，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资源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急剧下

降，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遭受严重挫折。

第一节　农业“大跃进”

一、农业“大跃进”的萌芽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对全国农

业发展作了全面部署。１月２５日至２月７日，江苏召开全省农业



高额丰产社代表会议，贯彻“农业四十条”，交流丰产经验，发起高

额丰产竞赛。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２５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

中全会，基本通过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

草案）》。会议的决定和这个修正草案，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

纲领，拉开了“大跃进”的帷幕。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５日，省党的三届二

次代表大会提出：“争取１９５８年农业‘大跃进’，打响第二个五年计

划的第一炮……”。

句容县贯彻“农业四十条”，１９５６年冬春农田水利工程完成

８１３万立方米，占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总和１１９４．５万立方米的６９％，扩

大了灌溉面积，改善了排水面积，保证了增产，旱田改水田由１９５６

年的１．８２万亩，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９５万亩。１９５８年２月召开

的县党的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对１９５８—１９６７年农副业生产等作

了规划。“规划”提出① 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１９５８年６３７００万

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０１％，１９６２年６９５７５万斤，１９６７年１０１０２５万

斤；② 棉花：１９５８年２６．２万斤，１９６２年６０万斤，１９６７年１００万

斤；③ 油料：１９５８年１５５２．４６万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８７．３％；１９６２

年３４５０万斤，１９６７年４３２５万斤；④ 耕畜：总头数１９５８年２１７２１

头，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９．３％，１９６２年３１１６０头，１９６７年４６５００头。

养猪：１９５８年６７万头，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６６０％，１９６２年１００万头，

１９６７年１２５万头。家禽：１９５８年９３万只，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８％。

⑤ 蚕茧：１９５８年８１９４０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６％，１９６２年１３０万

斤，１９６７年１２００万斤。⑥ 茶叶：１９５８年１６２００亩，比１９５７年增

加２９８％，１９６２年１０万亩。⑦ 绿化：１９５８年４．８２万亩，比１９５７

年增加２７％。⑧ 农业总产值：１９５８年１０５４８万元，比１９５７年增

加３０７％，１９６２年１５３０９万元，１９６７年２３６５６万元。“规划”还对

文教卫生、经济工作提出“跃进”的指标。会议认为，在贯彻“农业

四十条”纲要中，要克服右倾保守情绪，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生产

“大跃进”，掀起高额丰产竞赛热潮，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为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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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实现亩产８５０斤的增产指标而奋斗。

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以冬春水利为重点的生

产“跃进”运动在全县展开。４月９日，《新华日报》发表《形势跃

进，工作方法跃进》社论后，句容县委组织全体委员进行了学习，并

用电话通知各乡组织干部学习，县委宣传部将此文翻印成册发给

干部阅读。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迫切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提出要在１５年赶

超英国的设想，并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

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在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党的八

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实际早在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对周恩来、陈云纠正

“左”的做法给予批评，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反冒进，开展了

“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１８日，句容县召开

了冬季生产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按照上级要求，错

误地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自年初开展“斤粮担肥”运动

后，至４月２日，已积各种自然肥料７０１３９万担，占常年积肥任务

１６４８４５．８万担的４２％。是年５月１５—１８日，句容县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坚决贯彻执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方针。８月１６—１８日，县委宣传部在亭子

乡召开各乡宣传委员、文化馆（站）干部、小学辅导区主任等７２人

参加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现场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建设社

会主义总路线宣传工作，并对下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

工作作了部署。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大跃

进”运动迅速在全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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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

根据党的八大确定的方针及省、地委的指示精神与远景规划，

句容于１９５８年７月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总的

指导思想是大办地方工业和治理山洪，兴修水利。由于“大跃进”

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计划指标严重脱离实际。例如规划总要求提

出：“苦干１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生产指标；苦干２年，

基本改变句容面貌；苦干３年，全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半年

化肥化，１年水利化，２年电气化，３年机械化，４年普及初中，５年

达到粮食总产５０亿（斤），平均每人１万斤。林业生产：奋战２年

实现绿化县，奋战５年达到用材自给有余。工业上５年内基本消

灭城市和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建成共产主义的新句

容”。实际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粮食总产一直未达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

其中１９６１年全县粮食总产不及１９５７年的一半。地方工业的兴

起，全民所有制职工大量增加，至１９６０年底达１０９９２人，比１９５７

年增加６０２０人，增长１．２１倍，致使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比例关系严

重失调。１９６１年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布

局，精简机构，下放职工，充实农业第一线。经过３年调整，农、轻、

重比例关系得到协调，生产布局趋向合理。

四、农业全面“大跃进”与高产“卫星”

１９５８年２月，镇江地委提出１９５８年农业奋斗目标：稻麦亩产

４００公斤，水稻单产３２５公斤，旱谷单产２５０公斤。句容县委则把

１９５８年农业奋斗目标定在稻麦亩产４２５公斤。从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句容粮食单产每亩在１２０公斤左右徘徊。要在一年之内由

１２０公斤达到４２５公斤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大跃进”兴起的浮夸

风，一个个高产“卫星”接连打破纪录。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６—１８日，县

委召开现场会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参观了大卓乡云塘社和宝

华乡楠江社，其中楠江社９队出现了３．６１亩小麦平均亩产１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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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现场会提出：“保证水稻亩产３０００斤，力争秋后上北京”“指标

七倍跳，措施十倍跳，干劲百倍跳”；是年６月２６日，县召开１１３２８

人参加的建设社会主义英模跃进大会。２７日，县公布小麦高产

“卫星”：二圣乡西城农业社２１队１．５６亩小麦产量为５０９１斤，亩

产达３２６３斤（１６３１．５公斤）。西城农业社向全省发小麦亩产３２６３

斤高产“卫星”以后，大大惊动了新闻界，《新华日报》头版红字标

题，并出号外，省广播电台增添“３２６３”特别节目，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亩产３２６３斤的来历》书，还惊动苏联专家前来考察，西城农

业社的代表还上北京参加高额丰产会。在二圣乡西城农业社２１

队小麦高产“卫星”之后，城东乡新河社金竹巷队一块１．０６３亩小

麦田，共收获小麦１８４０公斤，平均亩产１７３１公斤，成为江苏省“又

一颗卫星”。秋收开始后，各地“捷报”纷纷飞来：茅山公社延福大

队王店专业队的近１亩８分双季稻前作亩产３３０２公斤，后作

１７７２．５公斤，共５０７４．５公斤。全县２２个公社除城镇、磨盘、东昌

三个公社没有上报高产“卫星”外，其他１９个公社都上报了高产

“卫星”，其中最高的高产“卫星”，是三岔公社的迎峰大队，上报亩

产达３０４５公斤。不仅粮食种植放“卫星”，水产养殖业也放“卫

星”。由县委领导带头搞的水产养殖试验田，５．１亩试验养殖水产

收获鱼９．６万斤，单产达１８８２１斤，为１９５７年全县平均亩产的

３９２倍。三岔、郭庄、天王等乡党委书记试验田共１９．５亩，平均亩

产也在１万斤以上。这些高产“卫星”是怎么来的？都是弄虚作假

的产物。以二圣乡西城农业社亩产小麦３２６２斤这个曾轰动全县

全省的高产“卫星”为例，事后调查得知：乡党委有位领导，为了骗

取名誉替乡党委“争光”，再三唆使他工作所在地的西城农业社主

任孔某某，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孔某某第一次只向他报１５００斤

一亩，这位乡领导说太低了，人家有１８００斤呢。第二次又向他报

２４００斤一亩，这位领导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再加码”。孔某某第

三次把９块高产小麦田的麦把合并在１．５６亩田里，共打下５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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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亩产平均３２６２斤，这位领导拍手道好。为了进一步达到骗取

荣誉的目的，还捏造情况写丰产经验总结，叫孔某某等背熟来应付

上级的检查和外地的参观访问，并威胁群众要上下一致，不能乱

说。二圣乡西城社的小麦高产“卫星”出名后，孔某某和会计顾某

某两人上了北京，参加高额丰产会，在会上介绍经验。二圣乡西城

社小麦高产“卫星”弄虚作假，骗取了荣誉，刺激了其他乡弄虚作假

的歪风，一个个高产“卫星”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当

时浮夸风盛行的写照。１９５８年由于遭受夏季旱灾，粮食单产（亩

产）只有１１８公斤，比１９５７年单产１２５公斤下降７公斤，降幅达５．

６％。粮食单产１１８公斤与４２５公斤的“跃进”目标数相差甚远。

从这个角度讲，当时的浮夸风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有关。

五、林、茶、果业扩展的艰苦创业

“大跃进”中的林业有两个突出：一是大炼钢铁，砍伐了大量树

木和竹林，给林业带来极大的破坏；二是植树造林也搞“跃进”，搞

群众运动。例如栽竹运动，句容解放至１９５７年共有竹１．７万亩，

１９５８年栽竹３．１３万亩，县委书记李永月、第二书记曹云兰带头参

加栽竹劳动。在植树造林运动中，１９５８年造林达７．２５万亩，其中

赤山公社在葛村以西的下马岗建立２．５万亩的桑树。１９５８年，茅

山林场函请陈毅题词“东进林”三字，鸿笺飞来，全场职工和茅山人

民欣喜相告，是年冬天挑选职工与当地驻军及南京林学院实习生

共１００余人，在大茅峰西坡，用马尾松栽植“东进林”三字。以麻栎

镶嵌四周，每个字占地３３．３亩，翌年春竣工，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后已成为茅山的一大景观。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是句容茶叶发展的重点时期。１９４９年，句容

有茶园６４亩，产茶６００斤，多系寺庙种植。解放后，１９５５年开始

发展茶叶生产。１９５８年，县创建或改建了高庙、方山、茅山、九华、

浮山、下蜀６个茶场，开辟新茶园１万余亩，为句容的茶叶生产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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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５年新辟茶园时，茶树苗全从外县外省购

买。１９５８年３月，全县组织１１６人赴金坛县茅麓茶场学习，利用

茶树嫩条，进行无性繁殖。中共句容县委第二书记曹云兰亲自带

领２５０名中学生和职工，翻山越岭到茶场剪茶条，并亲自背回茶条

４７斤，回县后举办５００多人的茶条扦插技术训练班。是年全县有

２２个乡镇、１８８个农业社、９个国营场圃进行茶条扦插育苗。从６

月１９日到２９日的１０天时间里，完成茶条扦插８５０亩。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０年又完成茶条扦插９８６亩。

解放后至１９５５年，全县有桃果林３００多亩，板栗林６０００多

亩。１９５８年３月，创办国营浮山果园，面积４７００亩；同年，在县城

西门建小果园，面积２１４亩，山区社队建立集体果园。至１９５９年，

全县果园面积达２３４４４亩。

第二节　工业和其他战线的“大跃进”

一、全民办工业

自从省委提出“县县发展工业，乡乡举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

的战斗号召后，地委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大力发展工业。句容县在

１９５８年１—５月已办厂（矿）５８４个，其中县办２２个，乡办１２个，社

办５５４个。在５８４个厂（矿）中，新建的３３６个。县委于１９５８年４

月下旬和５月中旬连续两次召开工业跃进大会，但仍认为工业“大

跃进”干劲不足。是年６月２１—２４日，县又召开兴办地方工业跃

进大会，９３９人到会；办厂规划指标由原来的１８７７９个跃增至

２００９５个。县千人工业跃进大会后，至７月１５日，上报已投入生

产的工厂（矿）６４６９个，其中土化肥厂３２８８个，生产土化肥８９５

吨。７月１６—１９日，县委召开工业现场会，为工业跃进鼓劲，对

１９５８年的工业指标又加码并细化，上山搞工业由原３０００人增至１

万人。南京机床厂在机械化装备设施方面给予句容无偿支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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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支援发电设备、刨床、铣床等各种车床设备，为句容机械工业的

发展作出贡献。至１２月１０日统计，全县新办各种厂矿企业

１６９１４个，其中社办１６８１２个，工业总产值２０１８．７万元。后经县

统计部门认定，１９５８年工业总产值为１５２９万元。

二、万人上山采矿

句容县委认为，句容地处丘陵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民国

时期曾有１０多家小矿场。从句容的实际出发，大办采矿工业是句

容的首选。１９５８年７月，县成立工业远征采矿团，县委书记李永

月任采矿团政委、副县长阎发学任采矿团团长。全县以乡为单位

共成立２２个远征大队；分两批组织万人上山采矿。在短短几个月

时间，先后建立地方国营句容县铜山钼铜矿、地方国营东昌煤矿、

地方国营宝华煤矿、地方国营湾山煤矿、地方国营独山煤矿、地方

国营句容县高骊山煤矿、地方国营句容县铝矿、句容县九华铁矿、

地方国营句容县大理石矿等。是年，全县开采铁矿石１５万吨、磺

铁石０．１２万吨、磷矿石２万吨、铝矾土１８万吨。

三、大炼钢铁

１９５８年８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

适应“大跃进”的形势，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要比１９５７年提高一倍，达

到１０７０万吨。会后，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省委三届八

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１９５８年全省产钢２０万至３０万吨，铁５０

万至７０万吨。北戴河会议之后，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

加快钢铁生产和建设速度问题。镇江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从

各行各业抽调２０万劳动力组成采矿、冶炼大军，保证全年出铁１５

万吨，争取２０万吨，炼钢保证５万吨，争取６．２万吨，全区大炼钢

铁会战开始。句容县委要求各公社建小高炉，大炼钢铁。句容县

８月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任务，９月虽普遍开门，但进度不理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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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６—１８日，县委召开钢铁生产会议，决心大搞钢铁之战。会后，

黄梅公社立即行动，决定在黄梅大队下东队筹建炼铁厂，全队４８

户社员的１１１间房子全部让出，以“大跃进”的速度建炼铁炉。为

了加快钢铁生产，全县抽出３９９５人炼铁，４２２７人运输，４００人生产

焦炭，１４４３人粉碎，３３４人炼钢。１０月９—１５日，县开展钢铁高额

丰产周活动，共建各种炉子９０８个，总容积３３３立方米，平均每天

点火的炉子达３５个，７天共出铁４１．１６吨，共建炼钢炉２０２个，产

钢１１．７２吨。

为了加快钢铁生产，镇江地委县（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在１０月

上旬建成常州、镇江、溧阳、句容４个钢铁基地并投入生产。确定

每个基地由二三个县（市）共同负责建设；每个基地要在１０月１９

日前至少建成土炉２０００立方米，洋炉４００立方米，经常投入生产

的常备民工要达４万人以上。会议之后，句容、溧水、高淳三县县

委紧急行动，组建句容溧水高淳钢铁联合指挥部（后改名为句容西

山钢铁厂），下设政治部、基建部、后勤部、办公室；并从三县紧急抽

调５万多名常备民工，在句容县城西郊西庙地段建设句容“小土

群”（即小高炉、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钢铁基地。为了保证小

高炉的使用，山林树木和竹林遭到严重破坏。在“大跃进”背景下

的钢产量，实际是以铁锅、生铁和矿石熔合凑成的２８０吨铁团团。

句容西山钢铁厂不久关闭，１２４万人民币付诸东流。

四、“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交通运输是保证原材料及时到位的重要一环。句容县１９５７

年兴建解放后首条公路—后（白）郭（庄）线，１９５８年竣工。全长

１４．８公里。１９５８年，交通运输方面采取“农闲大干，农忙小干，急

事突击”的方针，计完成公路修建任务２５４．４５公里，其中矿区道路

６３．５公里，地方道路９６．５７公里，乡村大道９３．２公里；兴建桥梁

１０座、７３米，洞、涵２３３个；全县共完成物资运输１８．３４万吨、５８６

３３１第二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



万吨公里。

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目标指引下，１９５８年掀起办电的热

潮。是年８月，南京机床厂借给句容电厂美国产的ＳＡ型１２５千

瓦交流发电机１台，扩大了发电能力。１１月，后白墅建成旋浆式

水电站１座，装机容量４０千瓦。１９５９年８月，县城东门房家坝水

电站建成投入，安装７５千瓦发电机２台。自１９５８年响应中央发

出的“高速发展水电事业”的号召以来，全县共建成容量不等的小

水电１１座。还有一些为了办电而办电，用人工车水发电，结果只

是电灯光闪了之后，发电设备及工程就成了废物。磨盘公社在驻

地朱巷东队利用两个水塘的地势高差，建了一个小水电站，发动农

民用龙骨水车把低处水塘的水运输到高处的水塘，然后放水发电，

虽然电灯也亮了，后因无充足的水源不得不停止发电。

邮电及广播事业的“大跃进”。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影响下，全县新增１５个公社邮电局，与１９５７年比较，农

话交换机由８部、２３０门发展至３５部、６７１门；话机由９０多部发展

至４９４部，杆路由２２３．３７公里猛增至５４７．１３杆公里，明线由

３１７．９７对公里增长至７３４．２５对公里。县提出每个大队要通电话

的目标。在“大办”电话的同时，广播事业也出现“大办”的“跃进”，

利用电话线作为有线广播线。１９５８年有下蜀、大卓、黄梅、白兔、

春城、三岔、郭庄、天王８个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广播喇叭由公社

驻地向大队及社员家庭扩展。

五、科教文卫领域的“大跃进”

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句容县科教文卫领域也开始了“大

跃进”。　

１９５８年４月，为了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县成立技术指导委员

会，由李永月等１３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各乡党委和合作社、生

产队也必须成立技术组织，乡成立技术推广站，第一书记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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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成立技术研究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生产队要有技术

员。是年７月１３日，为促进科学技术革命，县委决定成立科学技

术工作委员会，建立科学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县科工委由

县委书记李永月等２８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科研所由李永月兼

任所长，县长曹云兰兼任农科所所长，在科研所内成立工业、农业、

林业、水利、社会科学、医药、商业７个研究组，并规定了科研所的

６大任务，拟定了研究员的条件和任务。厂、矿、场、校也建立了科

研组织，共计有研究室９７个，各类专业研究小组６１５个。这些在

“大跃进”期间一哄而上的科研机构，既无研究人员，也不具备研究

手段，空有其名。

在教育方面，１９５８年，为适应公社化的要求，提倡“村村办小

学，儿童都读书，实现幼儿、小学、初中教育三普及”。全县办起常

年性和季节性的幼儿园和托儿组４７０个、６０９个班，入园入托幼儿

１９７３１人，教养员８０６人。教养员由社、队指派，后因自然灾害的

影响，各地幼教事业发展超越社队经济承受能力，先后停办。小学

也由１９５７年的５２８所、３１７２４名学生，猛增至６２５所、１２０７个班、

５４８９６名小学生。同样由于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导

致教学质量下降。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经济困难时期，对小学教育也作

了调整，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８年，在校小学生减少２万多人。中学教育

在“大跃进”形势下，先后办了东昌、白兔、陈武、天王、二圣、郭庄、

葛村、黄梅、云塘、下荫、石狮、城鉏等１２所初中，７０个班。１９５９

年，宝华公社又创办民办初中１所，至此，全县中学已达１８所、９３

个班。此外，１９５８年创办农业中学６８所、７４个班，有学生２７４１

人；１９５９年调整布局，合班并校，保留了２１所农中、５３个班、学生

１８６７人。１９５８年，县政府分别在城镇、城镇北门外、黄梅原军马医

院，创办了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和农林大学，共招收４个班、１５３

人，８月１日开学上课，学制２年。在县办大学的影响下，黄梅公

社、城东公社各办１所水稻大学，共招收２个班、１１０人，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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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学制１年。１９５９年６月，农业大学改为农业中学，其他几所

大学停办。

在文化方面，由于农村大办食堂，一度将原俱乐部办为“三堂

一部”即：会堂、课堂、食堂、俱乐部。绝大多数人民公社成立了文

工团，人数少的不足１０人，多的达４０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先后停

办。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７日，县委发文成立“句容人民出版社”，出版

《促进》杂志，１９５９年元旦出《促进》杂志创刊号。１９５９年１月３

日，在原文化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句容县图书馆，与文化

馆合署办公。是年３月，成立句容县档案馆，配备专职人员２人。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除“四害”（苍蝇、老鼠、蚊子、麻雀）为中

心的群众运动自１９５８年春节后就开始，全年共发动并集中行动４

次，投入运动１８４．１７万人次，共灭蚊６５１０斤，苍蝇１７０００斤，老鼠

２５２万多只，麻雀２３７万只。针对句容地区是全省血吸虫病流行

较严重的县份，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全县开展了查螺灭螺运动，共投入

１１．５７万个劳动日，查清钉螺分布情况，土埋灭螺３４５．５６万平方

米；完成丝虫检查２０万人次，粪检８万余人次，治疗丝虫病６１００

人，钩虫病２４８７人，蛔虫病３３２２１人，检查血吸虫病１７．９万人次，

对查出６２７７个血吸虫病人，普遍进行了医治。随着人民公社的建

立，全县办公社医院１９个，妇产院８２个，１９５８年妇女住院生产

１１１９人，保障了母子的生命安全。

体育方面。１９５８年，曾仿照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馆，在县城

文化活动中心地区兴建一座竹结构（上盖石棉瓦）体育馆，馆内可

容纳观众３０００人。１９５９年，县体委举办过农村篮球选拔赛，并与

县工会、县团委多次组织职工篮球、乒乓球、田径、射击、越野跑等

竞赛活动，参赛者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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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公社化运动前的小社并大社与“三类社”改造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提出“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

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许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

不仅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当然，这种合并要

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句容是１９５６年开

始合作社小社并大社工作，即由初级农业合作社进入高级农业合

作社。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全县建立３６８个农业合作社。在小社并

大社过程中，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群众工作还不够细。１９５７年出

现多起闹分社事件。因此，根据中共江苏省三届二次代表大会的

精神和镇江地委的部署，句容县委开展整社工作，特别是把问题较

多的“三类社”作为整社工作的重中之重。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县还有

“三类社”３７个，县委要求加强对“三类社”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

迅速扭转落后状态。为此，县乡分工负责，包干解决。县级机关抽

调５８人，进驻２０个“三类社”搞整改工作，乡干部包干了１７个“三

类社”的整顿工作。经过２个多月的努力，至１９５８年３月，全县

３７个“三类社”中，有１７个“三类社”赶上“一类社”的水平；２０个

“三类社”赶上“二类社”的水平。其基本做法是：出安民告示，争取

群众；首先抓生产，带头搞生产联合；干群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了

干群关系；发动群众，初步打击了坏分子；边劳动边讨论，解决了生

产上的迫切问题。

二、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

１９５８年８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

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以公社为经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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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单位，全社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偿调用。北戴河会议之后，

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是年８月下旬，由中共句容县

委书记李永月率工作组赴行香试办人民公社。９月７日，黄梅、城

东、大卓、石狮４个乡暨国营句容县农场联合召开基层干部会议，

宣布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定名为黄梅人民公社。兹后各乡

纷纷效仿。此时，全县共有１７个人民公社。９月下旬，又推广黄

梅公社办大社的经验，把刚刚以乡新建的１６个人民公社调整合并

为东昌、宝华、茅山、天王、赤山、城镇６个人民公社。此时全县共

７个人民公社。同年１２月，县委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

顿人民公社，除四乡合一的黄梅人民公社保留外，其他６个人民公

社调整为宝华、下蜀、亭子、天王、茅山、磨盘、袁巷、后白、二圣、葛

村、郭庄、三岔、东昌、陈武、行香、伯群、春城、城镇１８个人民公社。

此时，全县共１９个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２１日召开的句容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规定，决定成立“句容人民公社

联社”。曹云兰任社长，阎发学、侯春林、阎福泽、赵治和任副社长；

李永月、曹云兰、门盛德、傅众一、周振森、万本文、阎发学、张新光、

侯春林、阎福泽、郇祯祥、陈道明等２９人任委员。是年５月，黄梅

人民公社分为黄梅、城东、大卓、石狮４个人民公社。此时，全县又

退回到以乡建立的２２个人民公社。

三、公共食堂等公共福利机构的兴起

１９５８年７月，三岔乡每个生产队办起集体食堂，全乡２３５８户

都参加食堂吃饭。他们认为集体食堂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省劳力，

解放妇女劳力，增加家庭收入；节省燃料，又能积肥；便于开展宣传

教育与扫盲。办集体食堂群众的顾虑是：喝开水、取暖、生孩子、生

病、走亲戚、天凉后洗澡等困难。为此，三岔乡决定建立开水站、男

女公共澡堂、新法接生站、乡民办医院，对冬季取暖做了准备，还办

８３１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了幼儿灶、规定了临时客饭制度。是年８月，句容县委推广了三岔

乡办集体食堂的经验。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公共食堂迅速在全

县兴起。在“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等

宣传口号的推动下，句容全县办公共食堂一哄而起。至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４日，全县已办公共食堂１５５５个，参加农户８４０００多户，占

全县总农户的９９．４％。此外，还办了敬老院４９个、缝纫组７１０个，

洗衣组１０１８个。还有托儿所、幼儿园等。大规模地举办公共食堂

后发现许多问题，不仅不能节约粮食，还造成物资上的巨大浪费。

１９５８年农业上水稻等农作物长势很好，应是一个丰收年，可是丰产

不丰收，原因之一是农村主要劳力全集中上了水利工地和工业等大

炼钢铁工地，留在生产队的基本上是老、小、病残者，许多田里的水

稻等庄稼没有劳力收割；原因之二是有些人认为有了食堂可以吃饭

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造成一些庄稼无人去收割，烂在田里，粮食

损失严重。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本身又造成粮食浪费严重，使解放

后刚吃饱饭的广大农民，一下子又面临忍饥挨饿的局面。

四、无偿调拨的“共产风”

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无偿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按

上级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当时集

体财产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一哄而起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

幸福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就不能不平调社员的房屋、粮

食、蔬菜、炊具、家具、用具、家禽等生活资料，水利、工业多个行业

都大搞群众运动，又无偿调拨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资料。从１９５８年

下半年公社化至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句容全县共无偿占用土地

４１９６４．２亩，其中县级３２８７３．９亩，社级７９０９．３亩，队级１１８７亩；

平调劳动力６２８１９９２个；其中县级４９５００３４个，社级１２９３７９１个，

队级３８１６７个；平调各种农具５６１４７件，其中县级３４３５２件，社级

９５５９件，队级１２２３６件；平调房屋１４５１２．５间，其中县级７６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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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级２９５２间，队级３８７６间；平调被伐的树木２５３８２２３担（每担

５０公斤），其中县级２００２４２８担，社级５１１３９７担，队级２４３９８担；

平调各种车辆１５２６８部，其中县级１１１９０部，社级１４１４部，队级

２６６４部；共动用私人款３０２４７６元，其中县级１４９０４８元，社级

１５２１９１元，队级１２３７元；平调各种家畜６９３７头，其中县级３３４８

头，社级２７１４头，队级８７５头；平调家禽２１４１８５只，其中县级

１７７２１６只，社级３５２８０只，队级１６８９只；平调大小家具５４４１８件，

其中县级２９７９８件，社级１０７８７件，队级１３８３３件；平调建筑材料

折合人民币１９６７４２元，其中县级１２８２１１元，社级５１４３８元，队级

１７０９３元；平调其他物质折合１３３７８３元，其中县级９４９２３元，社级

２３８７５元，队级１４９８５元。

第四节　八大水库等水利工程大会战

一、兴建水库的提出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

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农田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地在贯彻党的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运动

中，都部署以大规模的人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中、

下旬，镇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开展兴修水利、积肥、造林

三大运动。县委根据句容解放前后的实际，讨论研究句容水利工

作的重点和方向。

句容是一个多山的丘陵地区，境内北、东、南三面环山，南部及

东部为茅山山脉；北部为宁镇山脉，最高的大华山为海拔４３７米。

中部为丘陵岗地，西部为秦淮河平原。境内水系为秦淮东支、太湖

西支和沿江三个水系，句容的地势与全国西高东低相反，呈东高西

低、北高南低的走势。由于地势高低悬殊、多山，缺水库、湖泊，河

床狭小，调蓄能力差。解放前由于山林遭到破坏，雨大成洪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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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成旱灾。因此过去群众曾称句容是穷山恶水，农业产量很低，要

使句容农民翻身，除了植树造林、保护林地外，兴建水库，使大雨能

拦住，天旱不缺水，成为句容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共识，是

句容县委经过解放后农业发展的实践逐步形成的。１９５０年，县委

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山区挑塘筑坝，圩区则加高加固堤防。１９５２

年３月，苏南行署水利局派员到句容成立水利工程处，着手山区水

库规划、勘测设计等技术工作。是年１１月，句容南乡的小马埂水

库动工兴建，１９５３年春完竣。１９５４年特大洪水，使沿江及秦淮河

圩区受灾最重。是年冬翌年春，县委发动丘陵山区劳力支援圩区

兴修圩区堤防和涵洞，完成土方１２８．０７万立方米。１９５５年冬，县

委发动群众动工兴建固江口水库。固江口水库位于黄梅乡九华山

东侧的和尚山与泥山之间，来水面积９．１２平方公里，总库容５０１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１万亩，坝顶高程１１０米，是句容海拔位置最

高的水库。该水库工程难度较大，加上其他原因，直到１９６０年大

坝才合龙蓄水。１９５６年３月，动工兴建民兵、蟒蛇洞水库，总库容

９２．４万立方米。１９５７年１月，县成立李塔水库工程指挥部，２月

动员磨盘、袁巷、天王、葛村、二圣五个乡劳力分批轮换上水利工

地，最高上工人数近５０００人。由于工程预算增加，直到１９５９年才

基本完成工程项目。１９５７年１１—１２月，石山头、潘冲两座水库动

工兴建，总库容８９５万立方米。至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全县塘坝由

１９４９年底的７．８万个增加到９．４万个，蓄水由６９００万立方米增

加到１３０００万立方米。

二、八大水库的兴建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底召开的中共句容县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傅

众一代表县委作的《全党动员起来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期间，必须贯彻中央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兴修必要和可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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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程的建设方针，根据我县情况，治水原则应从防洪、排涝、灌溉

需要为基础，结合水利发电和航运，全面安排，做到３个为主：以蓄

为主，以小型为主，依靠群众为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基本

达到解除水、旱、洪、涝灾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加快了句容水库工程等水利工程大

会战的步伐。１９５８年１月，仑山（时称大芦塘）中型水库动工兴

建。仑山水库位于句容县东北部的宁镇山脉南侧，属太湖湖西流

域洛阳河源头，水库原以库内大芦塘村得名。１９６１年以仑山为

名，水库集水面积２４．５平方公里，总库容２６１３万立方米，是一座

灌溉效益较高的山谷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６万亩。仑山水库是句

容动工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水库。１９５９年５月合龙蓄水。１９５８年

３月，茅山（原名火炼培）、二圣（原名二圣桥）两座中型水库开工兴

建。茅山水库位于茅山西侧，地处赤山湖中河上游，原以库区火炼

培村命名火炼培水库，１９６０年以茅山定名茅山水库。茅山水库承

接茅山诸峰来水，集水面积３３．５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２０２９万立

方米，计划灌溉３．８万亩，水库修建动工后，６月前完成清基、隔心

墙挖填和低涵管道的铺设以及大坝部分土方，后因农忙暂停。是

年冬，组织后白、茅山、天王、袁巷、磨盘五个公社１万余劳力突击

进行大坝土方施工，到１９５９年２月，大坝合龙蓄水。二圣水库位

于秦淮河流域赤山湖上游北河中段，承受市境中东部丘陵来水，集

水面积１０３．５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和水库上游提水灌溉为主

的中型水库。水库总库容６５３０万立方米。二圣水库是一片开阔

的冲积平原，淹没面积较大，跨了３个公社１５个大队、３２个生产

队，淹没面积近１万亩，拆迁涉及２４个自然村、９６５户、５５４１人。

是年冬，发动二圣、三岔两个公社５０００余劳力进行施工，１９５９年６

月大坝合龙，当年蓄水高程１０．５米，蓄水量４９万立方米，１９５９年

冬又增派春城、郭庄两个公社劳力，工地最高上工人数达１万余

人，１９６０年大坝高程至２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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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句容（原名戴家边）、北山（原名普渡桥）两座中

型水库动工兴建。句容水库位于句容城区东北约４公里处，原以

坝址附近戴家边村命名。句容水库开工兴建后，至６月完成大坝

清基、隔心墙挖填以及低涵洞身管道铺设等工程，为大坝土方施工

做好准备。是年冬，发动城东、黄梅、石狮３个公社８０００多劳力进

行以大坝土方为主的施工，至１９５９年４月底，坝顶平均高程达２７

米，５月上旬大坝合龙蓄水，是年水位２２．７８米，蓄水量１４４万立

方米，灌溉农田８００余亩，１９６０年水库大坝高程达３０—３１米。北

山水库位于句容北部宁镇山脉南侧的句容河源头，距句容城区１４

公里，集水面积５９．５平方公里。水库原名是因库区近坝位置有一

座普渡桥得名，１９６０年定名北山水库，在中型水库中，北山水库是

地理位置高、坝身最高、兴利库容最大、效益最佳的山谷型水库。

是年４—１０月，北山水库施工进行大坝清基、低涵铺设涵管以及挖

填隔心墙等前期工作，是年１１月底展开大规模施工，大卓、宝华、

下蜀、亭子４个公社万余劳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北山水库是当

时句容县８大水库施工的“龙头”，县委书记李永月坐镇北山水库，

以有线广播统一指挥其余７座水库的建设。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５日，

句容县委集中干群近万人进行大坝合龙，驻句容某工兵团５００名

官兵赶来支援，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大坝胜利合龙。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２３日，以全县抽调５８００名共青团员和青年

民兵组成的青年民兵突击团，大干１０昼夜，完成小马埂水库渠道、

天王红土山流域治理、李塔水库土方工程扫尾３项工程。是年１０

月，虬山水库动工兴建，原设计标准为中型水库，后改为小（一）型

水库标准（总库容１０９９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万亩）施工，１９５９年

春合龙蓄水。是年１１月，位于白兔的幸福水库动工兴建，总库容

７７６万立方米，灌溉面积１万亩，幸福水库大坝于１９５９年春合龙

蓄水。是年１１月下旬，全县组织１万劳力支援大运河拓浚工程。

次年春节后缩减为２０００人，４月停工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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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墓东水库动工兴建。墓东水库位于句容东南

茅山北麓、墓东村南，属太湖湖西流域，水库集水面积１７．４平方公

里，总库容１１７６万立方米，是句容６座中型水库之一。墓东水库

开工后，在完成大坝清基、坝身部分填土（约２．５万立方米）以及低

涵铺设后，因劳力不足、资金未落实等原因于１９５９年停工缓建，直

至１９７２年冬开始续建，１９７６年春大坝合龙蓄水。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其规模位于句容第一、第二的南河天王坝和句

容河房家坝先后动工兴建。天王坝和房家坝蓄水量相当于小（一）

型水库，天王坝是天王公社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也

是袁巷、磨盘公社旱年翻提江水的中转调蓄库。天王坝和房家坝

工程于１９５９年春完竣。

三、客观认识１９５８年以兴修水库为重点的水利大会战

综观１９５８年以兴修水库为重点的水利大会战，第一，修水库

是句容水利工作的重点，方向正确。１９５８年全县完成１２座中小

型水库，３处河网化工程、９００１处小型水利项目，同时，组织了一支

远征军参加全国性大运河治理工程。句容的水库特别是句容的６

座中型水库（北山、二圣、句容、仑山、茅山、墓东），都是在１９５８年

开工兴建的，除墓东水库外，其他５座中型水库都是在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大坝建成合龙蓄水。因此，１９５８年水利大会战成果应当肯

定。第二，广大干部群众那种早日改变家乡面貌的热情和干劲、艰

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可敬可贵，值得发扬光大。第三，１９５８年水利

大会战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进行的，水利

工作偏离了年初县党代会上确定的“以小型为主”的方针，搞了“八

大水库”（北山、仑山、句容、茅山、二圣、虬山、幸福、墓东），因急于

求成，计划脱离实际，财力、物力难以承受，劳力不足，粮食短缺，移

民安置等问题相继出现，是有些水库不能按时完工的重要原因，有

些水库（例如墓东水库）不得不停工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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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从初步纠“左”转为“反右倾”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句容开始初步纠

“左”，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调整公社的管理体制，压缩工农业的

过高指标，并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开始纠正。１９５９年７月２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

会（合称庐山会议），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即在全党范围内

进行“反右倾”斗争。句容根据中央、省和地委的部署，在党内进行

“反右倾”斗争，并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给句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句容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严

重经济困难。

第一节　纠正“左”倾错误

一、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８—２５日，句容县召开全县第二届党代大会。

正式代表５４６人，县、社、队和厂矿列席代表６６３人；６天的预备会

议，２天的正式会议。

李永月在会上传达学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省三届三次

党代大会的精神。

曹云兰代表上届句容县委在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



工作报告。报告指出：１９５８年自５月３０日起严重干旱６８天，部

分地区百日无雨，受旱面积１９３９７９亩，与１９３４年干旱相似，但

１９５８年粮食总产达３．６亿斤（实为２．５４亿斤），工农业总产值

５２３０万元，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４１％，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２８％。关于

１９５９年的任务，报告提出：决战年大决战，赶吴县赛金坛，苦干一

年粮食亩产翻两番，总产超过八亿三，工农业产值肩并肩，林特生

产夺冠军，副业生产大发展；社员的平均收入由１９５８年的６９．５元

增加到１２０元；工业主要以开采为主，１９５９年采煤６．５万吨，铁矿

石２２万吨，铜矿石３０万吨，铝矾土矿３２万吨，炼铁１０００吨，炼钢

轧钢１００吨，炼粗铜３００吨，工业总产值３６００万元。

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会，李永月等２９人当选为中共句容县第

二届委员会委员，梁栋才等４人为候补委员。在中共句容县二届

一次全委会上，李永月、曹云兰、门盛德、傅众一、戎定和、万本文、

周振森、阎发学、张新光、侯春林１０人为县委常务委员，门盛德、傅

众一、戎定和、万本文、周振森为县委副书记，曹云兰为县委第二书

记，李永月为县委第一书记。

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体制调整

针对大办人民公社以后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多次召开重要

会议，特别是１９５９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严肃批评了“一平、

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给农民算账退赔，进一步纠正

“共产风”。省委于３月１０日至１９日召开了全省六级干部大会，

揭露与分析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矛盾，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管

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地委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上旬在

溧阳召开各县县委分管书记和农工部长参加的整社工作会议，对

整顿公社作了部署；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０日，地委召开第二次整社工作

会议，总结、检查整社试点情况，确定今后整社分三批进行。句容

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和部署，在省委农村整社工作组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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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指导下，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进行整社试点，３月普遍展开。全省

六级干部大会一结束，句容县委于３月２２—３０日召开全县四级

（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与会人员６００５人；会议学习和

领会省委召开的六级党员干部大会上所贯彻的郑州会议精神，整

顿和建设人民公社，实现句容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会议在充

分肯定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展开了大鸣大放，提出了

５万多条意见，特别是１９５８年秋季人民公社成立后，刮了一阵“共

产风”，表现为：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

“产”，影响生产，影响群众生活，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会

议认为，要妥善地坚决地纠正工作中的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两种

倾向，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会议根据中央和省、

地委的指示精神，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有关政策作了初步规

定，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会议决定：调小大队管理区和生产

队规模，大队由原来１５９个调为１８２个，生产队由原来１５３６个调

整为１８７３个。在收入分配关系上，会议决定：社员收入部分占总

收入的５５％，国家和集体占总收入的４５％。在全县劳动力使用分

分配上，会议决定：全县１４万男女劳力，分配在农业生产上

７５％—８０％，林业占５％，副业占５％，社办工业占１０％，服务业占

５％。为了密切干群关系，会议对干部参加劳动作了规定：县科局

长以上干部每年１—２个月，一般干部１个半月至半年；公社干部

每月１０天，大队干部每月１５天。

县委四级党员干部大会之后，从４月下旬至９月中旬，全县分

四批（第一批黄梅等７个公社，第二批东昌、赤山、茅山片共１１个

公社，第三批下蜀片２个公社，第四批天王、袁巷、磨盘３个公社）

召开党员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县委３月下旬召开的四级党员

干部大会精神，会期在７—１０天。会议开法：第一步总结检查贯彻

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第二步鸣放算账；第三步民主选举。下

蜀、宝华两个公社于８月５—１２日在句容农校召开了第三批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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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达１１０６人。会议的收获有５条：１．检查

总结了郑州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① 调整体制，

管理区（大队）由原１４个增至２４个，由平均６１１户变为３５７户；生

产队数由原１２２个增至２１６个，规模由原７０户减至４９户。② 恢

复自留地，两个公社已分自留地２６３０亩，每户０．３亩，但仍有８４５

户尚未分到自留地。③ 发展家庭副业，特别是家庭养猪恢复较

快。④ 粮食分到户，是自炊还是吃食堂则根据群众自愿。⑤ 占

用私房处理，共占私房７２７户、１８７４间，已退４４６户、１２１７间，未退

的是房屋已拆（２８１户、６５７间）无法退还，但已作安排。⑥ 干部作

风大有转变。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由过去１７９人减少到４１人，

经济手续不清的由过去２００人减少到７５人。２．初步算清１９５８

年的经济账，进一步消除了群众对“一平二调”的顾虑，使暗账变为

明账，包括：对１９５８年的收益分配账、国家占用集体和社员的物资

账（宝华、下蜀两公社共７．１４万元，会前已付１．９４万元）、干部经

济手续不清账（有贪污行为１２４人，贪污现金５９７６元、粮食３１３０

斤；挪用１６１人，挪用现金４８２８元、粮食６８３３斤）。３．算清到会

干部的思想作风账，与群众加强了团结。４．检查了新的右倾思

想。５．选举三个委员会（公社党委会，公社管委会，总支、支部委

员会）。

从全县看，自贯彻中央郑州会议和全省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以

后至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传达之前，初步形成纠“左”的氛围，县

委带头检查自己的问题：学习外地经验死搬硬套；大兵团作战，用

于水利、运输、修马路还可以，但搞生产不行；搞形式主义、作风不

深入，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群众批评说：“种田人做不了种田

主，反而不种田的人做起主了”。

从生产看，社员出勤增多，工效提高；副业生产有了新发展；生

产运动推向新高潮；从整社看，后进社面貌改变明显。全县已有

１１９个管理区（大队）、１１９６个生产队落实“三包一奖”（包工、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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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日，句容县委向江苏省委、常州地委提出申

请，解散原四乡合一的黄梅公社，仍回到原一乡一社的模式，全县

由１９个公社调整为２２个人民公社。

三、工业及教育社会事业的初步调整

１９５８年，为了工业“大跃进”，句容县委组织万人上山找矿，开

采矿业。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传达后引起县委

深思，１９５９年２月５日决定，为了尽快改变１９５８年搞工业的“人

海战术”，县属３４个厂矿由１６６１５人削减至６６９７人，裁减近万人。

是年５月，全县工交系统在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中，开展清

仓运动，共清理出物资价值６９．９万元，包括钢材２７吨、木材１５３２

立方米、生铁８吨。为支援农业战线，全县工业系统在年初裁减近

万人的基础上，又减少２８７０人。到是年７月，撤并工业企业２６

个，裁减职工１３７４人，至此，全县县属企业职工留用４２２８人，其中

本县工人３７５１人，占本县劳动力总数的２．７５％。

教育战线１９５８年也出现“大跃进”，不仅幼儿园（班）数量猛

增，普通中学和农业（职业）中学数也大量增加。特别是农业（职

业）中学一哄而起。从１９５９年２月起，县对农业中学进行整顿，农

中由１９５８年的６８所、７４班，裁减至１９５９年的２８所、４４个班。对

农中学生年龄超过１７周岁的１０５８人中，劝退回家务农７６７人；对

现有２２所农中实行半日制的９所、实行隔日制的１３所、经费自给

的２所、部分经费自给的１８所。是年，１９５８年创办的工业、农业、

农林县办大学先后停办或改为农业中学；在文化方面，１９５８年成

立的“句容人民出版社”和《促进》杂志，也裁撤停刊。

四、纠正数字不实等不良作风的努力

在１９５９年２月召开的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县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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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作风有初步检讨，对干部参加劳动提出要求，规定县科局长以

上干部保证一年当好一个月的农民，保证每月１０天劳动。是年４

月，县委针对公社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又研究了五条规定，作为

公约，自觉执行。内容包括：对上级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走群众路

线；人人搞试验田，个个学农业技术；参加体力劳动；严格组织生

活，共５项１７条。６月２日，针对出现虚报和隐瞒现象，县委作出

关于各级党员干部对待统计数字的六项规定：要求加强教育，树立

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一切统计数字必须真实准确，不得任意冒估

或假报；使用统计数字，一律以党委或统计部门核定的数字为准；

各级统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统计报表和数字的管理制

度；各级统计部门，必须坚决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统计任务；有意

谎报，不负责任乱报和有意捏造数字的人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给予批评或处分。

第二节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一、“反右倾”斗争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原意是要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结果却发动对彭德怀的错

误批判，使原先准备的纠“左”的主题变成了“反右倾”斗争。８月７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８月１６日，中共八

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增产

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党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和继续实行“大跃进”。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地委召开各县（市）委电话会议，对学习中

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作了部署，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倾”斗争。

１０月５—１０日，句容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与会８９人，其中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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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２２人，科局长、公社党委书记等６７人。会议首先由李永月传达

江渭清在省委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然后分片

（组）讨论。１０月７日下午，由县委领导同志传达县委常委学习中

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情况，开始批判所谓的“右倾”思想，批

判包产到户和商业投机活动等，进一步鼓足干劲。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６日，镇江地委召开了县（市）委第一书记会

议，对整风“反右”提出要求。１１月１７日，县委常委的整风学习转

入重点批判阶段。１１月２４日，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永月任整风领导小组组长。１１月１９日，县

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县级机关的整风学习，从１２月９日全面

进入重点阶段。１０日起列席县党的二届二次大会，直到２４日结

束。自开始批判以来，全县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２１人，其中省管

干部１人，地委管理干部７人，县委管理干部１３人。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２４日，中共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参加会议共１７１１人。１５天会议中，１４天为

预备会议，１天正式会议。会议中心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

全会精神，进行反右整风。

中共句容县二届二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开展对县委第二书记、

县长曹云兰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曹云兰对１９５８年以来贯彻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发生的“左”的错误，

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个人意见，这不仅符合组织原则，而且他的

观点是正确的。曹认为“总路线中‘多快好省’是矛盾的”、“大跃进

是浮夸、吹牛，不实事求是”、“人民公社究竟有什么优越性？”，曹总

结分散吃饭有１２条好处，正由于他（曹）这种思想，句容的２１７１个

食堂一下子散掉１５１９个，实际曹云兰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时，

把曹云兰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句容的代表进行批判，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由十四

级降为十六级。直到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７日，经镇江地委批准，曹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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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原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

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改为党内警告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分

配适当工作。

根据镇江地委的部署，句容农村开展了以两条道路和社会主

义教育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试点工作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底结束。

县委在中共句容二届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专门召开了各公社党

委书记会议，对整风整社作了部署，要求在１９６０年２月底前结束。

整风整社分为三步：第一步，进行正面教育和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点对象的批判；第二步，制订生产规

划，推行“三包一奖”三结合；第三步，组织建设，包括选举公社、大

队的党委会、管委会，处理应处理的党员干部，吸收新党员，组织好

阶级队伍。

根据地委的指示，句容县委部署在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开展以反官

僚主义、反右倾保守、反企业管理混乱、反技术革新保守落后为中

心的整风运动。参加单位４９个、职工４６６２人，占实有人数的８０．

７６％；共贴出大字报３０７２３张。根据边整边改精神，共整改２１８９５

条，占鸣放意见总数的７１．２７％。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敢于坚

持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受到打击，助长了不坚持原则、不

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不正之风，使刚刚开始的纠“左”之

路中断，纠“左”成果毁于一旦。

二、继续“大跃进”

农业上继续“大跃进”。首先表现在计划指标上，１９５９年，句

容全年粮食总产只有１４２２７万斤，而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下旬召开的

中共句容二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提出１９６０年保证

４９２０１万斤，１９６１年保证６１２００万斤，１９６２年保证７３０００万斤。

１９６０年的粮食总产指标是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的３．４６倍，实际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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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达到的，实践的结果是：１９６０年全县粮食总产１５８１５万斤，

１９６１年全县粮食总产１５１１２万斤、１９６２年全县粮食总产２２５５２万

斤。分别只有原计划指标的３２．１４％、２４．６９％、３０．８９％。其次是

水利工程的“大跃进”。由于１９５８年开工的水利工程过多，且多数

是中型水库，多数水库大坝合龙都在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并且水库

工程在大坝合龙之后，配套工程作业量仍很大。１９５９年冬至１９６０

年春，句容共有１０万劳力上水利工地。共分两块，一块是小型水

利工程有５万人，另一块是大型水利工程，共有１２个水库工地、５

万多劳动力。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１日，县委决定抽调全县总劳力的６％

共８２０３人，对几项大型关键性工程进行常年施工。到１９６０年１０

月，“大跃进”以来兴建的１０座中、小水库，８座已合龙蓄水，疏浚

句容河下段３．２公里，整修了塘坝，使全县总库容达２．８亿立方

米，但还有４座水库存在安全不达标、库渠工程不配套等问题。县

委决定，在１９６０年冬至１９６１年春仍集中全县１０％的劳力（１３０００

人）大搞水利工程，其中１万人是干本社本队水利工程，３０００人由

县统一调度使用。三是进行作物布局大革命。总的要求是大面积

连片种植，做到一大二好三整齐；在品种上，根据地区特点，以粮食

为主，大量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全县的主要农作物，

划分四大生产区，即水稻生产区、山芋生产区、棉花生产区、花生生

产区，每个生产区以一个品种为主，几个品种为副，根据土质等条

件，一般不超过三个品种。四是农田肥库基本建设。总的要求：５

亩一个草泥塘，１０亩一个沤肥坑，１００亩一个贮粪池，达到遍地草

塘化、农田肥库化。

工业上继续“大跃进”。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２３日，召开句容县

全党全民大办县社工业誓师动员大会。会议分析了１９５９年工业

形势，制定了１９６０年持续跃进的规划，评选出７个红旗先进单位、

５３０名先进生产者。自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到是年１２月底，全

县大、小厂矿已发展到６８个，产业工人３１１５人，１９６０年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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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２５２２万元，比１９５９年工业总产值１８１２万元增加３９．２％。

三、三年“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的三年“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急功近

利，大搞行政命令，“一平二调”，不讲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结果事

与愿违，造成句容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随之而来的

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句容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大跃进”期间，句容农业各项指

标年年加码，实际是年年减产，由于劳力都上了全县大的水利工

地、工矿企业，实际投入本生产队的农田水利、施肥、田间管理的劳

动力大幅减少，加上水利和工业占用农田过多，劳动力缺乏又使一

部分农田“抛荒”。这样，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亩

产，都比１９５７年下降。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５８年，全县粮食播种面

积１０７．６０万亩，比１９５７年１２８．１４万亩下降１９．０８％，单产１１８公

斤，比１９５７年的１２５公斤下降５．６％；１９５９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８５．１０万亩，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３３．５９％，比１９５８年下降２０．９１％；全

县粮食单产８４公斤，单产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３２．８％，比１９５８年下降

２８．８％；１９６０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９７万亩，比１９５７年下降

２４．３０％，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１３．９８％；粮食单产，１９６０年为８２公斤，

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３６％，比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２．３８％。实际粮食总产，

１９５８年为１２７１３５吨，比１９５７年１５９８５１吨下降２０．４７％；１９５９年

粮食总产为７１１３５吨，只有１９５７年４４．５０％，比１９５８年下降

４４．０５％。１９６０年粮食总产７９０７７吨，比１９５９年略有增产，比

１９５８年下降３７．８％，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５０．５３％。

工业、交通盲目发展，比例失调，造成极大浪费。句容经济原

以农业为主，工业相对落后，发展工业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

望，但盲目求快，劳民伤财，像“万人上山找矿办矿”，全民大炼钢

铁，挤占了农业的大量劳力，平调了人民群众大量房屋、农具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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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具，毁坏了山林树木，浪费了十分紧缺的财政资金。据统计，

全县因大炼钢铁等工业和水利工程，被砍伐平调的树木２５．３８万

担，竹子７０万斤。１９６０年，全县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当年轻重比

为１∶１．３。

文教事业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由于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经济

的承受能力，加上片面理解“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过多过滥，师生参加生

产劳动过多，导致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下降。人均占有粮食，１９５７年为

４３７．３公斤，１９５９年降至１９９．９公斤，１９６０年为２２５．４公斤。粮

食、副食品的供应，由于产量大幅减产，再加上留种粮翻番，以及水

利、工业、运输“大军”实际需要使口粮标准提高，１９５９年，一般留

在社、队食堂的口粮供应原粮标准，每月只有１５斤左右。由于粮

食严重短缺，农村大量发生消瘦、浮肿人群，句容最多时达８０００

人，营养不良造成许多人胃下垂，妇女不来月经，全县在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０年出生人口下降，非正常死亡明显增加。据人口资料统计：

１９５９年，出生５４４４人，比１９５８年的９０１９人下降３９％，人口增加

为－１．６２％。；１９６０年，出生４６３６人，比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４．８％，人

口增长为－１１．１３％。在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出现

人口负增长，反映出因粮油短缺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之严重，也是

解放以后至２０世纪末唯一出现的两年人口负增长。

四、宝华事件

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的仓头、铜山两个大队，１９５８年２月至

１９５９年１月中旬发生非正常死亡几十人的严重事件。早在１９５８

年８月，省委曾将人民来信反映非正常死亡的信件转给句容县委，

句容县委虽两次派人调查，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致八九月又死

亡多人。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３日，江苏省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宝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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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仓头、铜山两个大队近一年来人口死亡情况及其原因的调

查报告。省委指出：“某些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竟然达到这样的严

重程度，以至于对群众生死漠不关心”，“这个事件，虽然是一个个

别的突出事件，但从这个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则

带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希望所有干部都仔细读一读这个调查报

告。务必防止再发生这类令人痛心的事件”。

五、各级党组织的救灾努力

宝华人民公社仓头、铜山两个大队非正常人口死亡事件教育

了句容县委。１９５９年１月下旬，县委组织干部学习省委对宝华人

民公社仓头、铜山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指示，举一反三，检查干

部作风上的问题。是年５月１５日，句容县委对防治浮肿、干瘦病

作出紧急指示。包括：必须加强对防治浮肿病的领导；对浮肿病人

的生活要认真照顾；大力发展副业生产；管好食堂等。全县原有浮

肿病人１８００多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已有８１１人恢复健康，先

后出院，县对６月１０日至８月底计划供应粮食１４２８万斤，第一类

地区每人每月吃粮２５斤，第二类地区每月每人口粮２３—２４斤，第

三类地区每人每月口粮２２斤。秋粮句容大幅减产，群众口粮问题

面临严峻形势，省、地委对句容县征购任务从６５００万斤调整为

５５００万斤，至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中旬，除去种子、饲料、口粮需要，对照

库存共缺４０２０万斤，实际指标仅存１０４９万斤，安排后尚缺２９７１

万斤，免上交任务１９１２万斤，还相差１０５９万斤。为此，县委采取

了６条措施：一是核实产量，核实库存，弄清家底；二是贯彻“生产

自救，节约度荒”精神；三是大抓瓜、菜代食品的生产管理和搭配使

用；四是恢复与巩固公共食堂，建立健全粮食管理制度，全县恢复

食堂１５７２个，共１７４５个，共有农户５０７５４户，计划通过整社逐步

实现食堂化，根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集体保管，发给粮票，凭票

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积极办好食堂；五是大搞多种经营和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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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解决部分生产生活费用；六是加强领导，书记挂帅，积极做好

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等疾病的治疗工作。

据１９６０年１月２日统计，全县清仓多出粮食３８．３６万斤，小

秋收４５．９２万斤；增加种菜１．４８万亩，已有菜５．６２万亩；食堂

１９７５个，参加吃食堂共７４１５０户、２９１５４４人；安排吃粮水平一般每

人每月１５斤；寒衣已解决８６７９户、１７７５５人、１６０３０件；房屋修理

已完成７７９５户、１５４６３间；已治好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

共３４５４人，还在治疗２６９４人。

１９６０年４月，县委在贯彻省六级党员干部会议精神中，要求

采取多种措施，办好公共食堂，大抓瓜菜代食品，按照“麦前千斤

菜，麦后千斤瓜，秋后千斤胡萝卜”的精神，建立蔬菜基地。是年５

月，句容农村食堂总数达１９８４个，参加吃食堂人口占农村总人口

的９６％。食堂也经营副食品的生产。据统计，至１９６０年５月，食

堂养猪８３８８头，养家禽４３４６只，饲料地６３８２亩，种莴苣８８９３亩，

马铃薯１２７８亩，蔬菜２９２４４亩，其他瓜菜１２４２亩，南瓜１０４０万塘

（棵）。

１９６０年８月，句容县委常委通过整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来加强救灾、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工

作的落实。县委主要领导亲自搞调查研究，讨论救灾治病的对策，

对本县不能解决的困难，及时向地委、省委反映，使患病群众能保

证基本营养，尽快康复。至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全年（１９６０年）共治愈

浮肿、干瘦和妇女子宫下垂病人２８２２７人，占发病总人数３１１４９人

的９０．６％，仍在治疗的浮肿、干瘦病人３４３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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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句容县经济遭到很大损失，人民生活水

平急剧下降，全县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最困难时期。１９６１年１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句容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农业、工业、商贸、

教育及政治思想等领域进行调整，以摆脱困境，恢复经济，使国民

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句容县的调整，按照省和镇江地区的部署，分为两个大阶段：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为“八字”方针从初步实施到全力贯彻阶段。１９６３

年至１９６５年为三年继续调整阶段。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

句容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略高于“大跃

进”前的生活水平。

第一节　“大跃进”之后的调整和探索

为了扭转“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自１９６０

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２年７月，先后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

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

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



条”），以纠正各种“左”的偏差。１９６１年１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

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的新轨道。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省委决定首先集中力量调整农业，进行纠“左”，逐步解决关于农村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一、对人民公社的调整与整顿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底，江苏省委工作组句容小组进驻句容县城东

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城东公社共有１２个大队、１个农场，

４３９３户、１．６７万人口，３．８８万亩耕地，是句容县委直接掌握的基

点社，一直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水利、土质较好，１９５７年前，每年

出售余粮６００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这样一个条件优

越的余粮社都变成缺粮社，粮食产量年年减少，社员收入年年减

少，口粮标准年年减少。据统计，１９６０年与１９５７年相比，粮食产

量减少６７％，社员平均收入减少７５％，口粮标准减少３６％，１９６０

年春天，不少大队农民每天人均口粮只有０．３５斤至０．３８斤，发病

率和非正常死亡大增，干部社员十分痛心。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是“五风”：以“共产风”为中心，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命令风、特

殊化风盛行，严重破坏了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按劳分配、生活资

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

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是年１１月开始，

城东公社整风整社分为算账兑现、集中整风和民主选举、建立制度

三个阶段。１２月１０日前完成前两个阶段，然后进入制度建设阶

段。在整风整社中，句容县委书记和城东公社书记带头检查，承担

领导责任；省委工作组依靠当地组织，依靠干部自觉，放手发动群

众，查问题、找原因、订制度，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３日，句容县委召开四级干

部会，与会人员共５０９３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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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句容三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实事求是进行

总结，初步揭发了“五风”的表现、危害、原因，进行了整风；研究了

在句容具体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办法。会议鸣放意

见２１８８４条，其中县和公社占８６．７１％，县级机关无偿调拨土地占

７８．２％、无偿调拨劳力占７８．７％、无偿调拨农具占６５％、无偿调拨

房子占５２％、无偿调拨家禽占４７．１％。会上初定退赔方案（２２５

万元）。

县四级干部大会之后，各公社贯彻县四级干部大会精神，揭发

“五风”危害，进行算账退赔。至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２日，全县已有１８２

个大队在搞算账退赔，１８个公社已开兑现大会，有２２个生产大队

第一批现金９１２２２元已兑现到社员。在落实政策方面，全县在

２０３０个生产小队中，初步搞好“四固定”的有１４７９个生产小队，占

７２．８％；搞评工记分和定额包干的有１７２５个生产小队，占８５％；

经常执行小段计划的有１３８３个生产小队。

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算

账退赔，破产还债。在具体秩序上抓住了自报、评议、审查、定案、

复查五个环节。算账结果：句容全县平调总额为４７４．７８万元，其

中县以上单位平调３２０．２５万元，公社平调１０１．８３万元，大队平调

３０．３９万元，生产队平调２１．８万元。平调中，属于集体生产资料

为２９３．５１万元，属于收益分配５７．０５万元，属于社员个人１２３．５２

万元；被调的财物有：土地７２３５６亩，房屋１５２１１．５间，大中型农具

３８８１８件，小型农具１０７２１１件，生猪４０４６头，耕牛１４５头，其他家

畜９２２头，家禽８３２只，各种生活用具５４８５４件，以及建筑材料和

其他物资。截至１９６１年底，所有平调的财物已经退赔兑现，其中

实物退赔占４９．５％，包括土地２．８９９万亩，房屋９７７１．５间，各种

农具３１８６件，耕牛１３９头；退赔现金２４２万元。所退资金来源：省

支持１９１．４万元，县财政自筹４９．８万元。

根据中央“农业六十条”规定，遵照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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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出发，１９６１年９月，句容县委同意新划生

产大队１２０个，生产队的规模，由２４６８个调整为３６６２个，其中２０

户以下的１４３１个。１９６２年１月１日，经报省委、省人委同意，新

划出后莘、太平、长城、张庙、虬山、高阳、谢桥、浮山、唐陵、北山、仓

头、白兔１２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由４１７２户下降至２６９９户，人口

由１．５９万人下降至１．０３万人。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下旬，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在

杨塘岗、三台阁、西庙３个大队进行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试

点，县委又在城东公社进行全面推开的试点。试点的中心内容是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由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

了生产与分配，经营与核算，耕牛、农具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不统一

的矛盾，生产队和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出

现出勤人数增加、种植面积扩大、队与队之间的劳动竞赛自觉开展

起来了，社员关心集体、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是年１２月

１５—２４日，句容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和全面部署实行以

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调整农业政策，精简下放人员。１９６１年１月，地委决定开放

农村集市贸易，促进农副产品流通，增加社员的收入和市场副食品

供应。４月１９日，江苏省委、句容县委在城东公社进行讨论和实

行“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调整生产队规模，妥善解决公共食堂、

口粮分配和家庭副业存在的问题，实行生产队拥有劳力、土地、耕

牛、农具等“四固定”权。试点至１９６１年６月结束。城东公社大队

由原来１２个调整为２７个，平均每个大队由３６６户调整为１６２户，

生产队由原来１４５个调整为１７４个，调整后平均每个生产队２５

户。是年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５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了

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讨论了“农业六十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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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检查中央“十二条”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分

期分批试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案。会议认为，中央“农业六十条”

的中心问题，是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

食”的原则，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句容办食堂的条件比较差，会议决

定，当前主要做好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社员自炊，并切实做好分户

自炊的善后工作。６月，中央发出取消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

堂的通知，句容农村公共食堂已全部解散。县委从１９６２年夏季预

分工作中，就开始兑现党的多劳多得政策，到是年７月底，全县参

加分配的３６５个大队、３５９８个生产队，已全面兑现结束。应分配

给群众的粮食、现金已分别全部兑清，粮食计划也落实到户。年终

分配在是年１２月底结束。１９６２年，全县集体粮食实收总产

２００５６５吨，征购５６１２１吨，占集体粮食总产的２７．９８％；拿出１８９９

吨粮与国营商业、供销社换购生产资料；集体提留２２６６９吨，占集

体粮食总产 １１．３０％；集体分配粮食 １１７５１４ 吨，占总产的

５８．５９％，每人平均口粮３４３．７斤，除了社员换购和归还预借后，实

有口粮每人３２９斤，比１９６１年增１１．５％。全县全年集体总收入

２３７３．３万元，扣除实际开支的生产费用６７２．５万元，占总收入

２８．３％，每亩平均９．４１元，比１９６１年增加１．５３元。实交农业税

１７０．８万元，占总收入７．２％，比１９６１年增加７７％；提留公社累计

１１６．６万元，占总收入４．９％，比１９６１ 年增 １１％；社员分配

１３８１．１１万元，占总收入５８．２％，每人平均４０．４元，比１９６１年增

３１．６％。

由于“大跃进”中相当一批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事业单位，造成

城镇粮食供应紧张，农业因缺乏劳动力难以恢复。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２

日，镇江地委根据中央相关指示，初步下达整顿劳动力的规划，句

容县委立即行动，首先从精简机关及直属企事业单位入手。县级

机关由原来的４０个减少至３３个，直属企事业单位由原来的７０个

减少到５４个，新定编制为２２４７人，比原来人数减少１９．８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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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从是年９月，全县开始调整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和充实农业生

产第一线，至年底，全县共精简下放职工１４６６人，接收外地回县的

下放职工１８４人，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

１３３００多人。１９６１年１－２月，继续整顿、压缩城镇供应人口，至２

月底又有３４５人回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到１９６２年９月，全县

共精简职工４４３４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１６１８人。精简人员直

接回农村的有４０３８人，占精简总数的９１．０７％，减少定量人口

３５２８人，占任务数的７４％。精简活动减轻了城镇粮食供应的压

力，充实了农村劳动力。

调整工商业政策。句容县地方工业，１９５７年有１７个工厂企

业，３６２名职工，到１９６０年，全县厂矿企业４９个、５５３８名职工，

１９６１年遵循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精简

机构、下放农民工、缩短战线，至１９６１年７月底，尚有厂矿企业１８

个，职工３３７１人，其中农民工２１３１人。根据江苏省委和镇江地委

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再次对工业布局作调整和下放农民工的工作，

１０月底，全县又下放农民工９８３人，至此，全县除东风煤矿外，尚

有职工１０２３人，其中农民工２２１人。

商业。１９５８年公社化以来，句容的商业体制几次调整。１９５８

年春，全县共设６个批发单位、５６２个零售单位、２６６８个商业人员，

其中国营人员９８０人，合营人员２１０人，合作人员１３２６人，小商贩

１５２人，每个商业人员平均劳动额为５７３３元。是年下半年，基层

国营商店改为公社供销部，合营、合作商业也并入公社供销部。统

一核算。１９５９年８月以后，合营、合作商业又划出恢复原有组织

形式。１９６１年１月，又将农村合作商店和合作商贩并入供销部，

建立国营大队采购供应站，当年全年共有商业人员１８６９人，占全

县总人口的０．５２％，比１９５８年减少７９９人。自贯彻中央“十二

条”和“农业六十条”指示和商业工作４０条以来，句容的商业体制

又全部作了调整。首先将国营与供销社分开，成立供销社，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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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代表大会已分别恢复２２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计４６６人，县商业

局与供销社也分开核算，国营、供销社时有６５３人，比调整前５９５

人增加５８人。把原并进国营企业核算的公私合营、合作商贩仍然

划出，重新恢复原有组织形式，走合作化道路，单独核算。全县由

原来的１１３个核算单位、３２４个门市部、１８３７人，调整为１８５个核

算单位、３７５个门市部、１８３７人。工资形式也由固定工资改变为各

尽所能、多劳多得的多种工资形式。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底，句容全县生

活用品、工业品库存２５６．５万元，比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１２．８万元上升

２０％，比１９５７年少６０万元；商品周转，１９６１年是８０多天１次，比

１９６０年加快２７．３％，与１９５７年相近。商品供应好于１９６０年，但

部分商品品种的供应较紧张，约３００种，最紧张商品是铁锅、草纸、

瓷碗、肥皂、烟、酒、糖、棉线、胶鞋等８０种。

市场管理工作，本着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县采取三项

措施：首先健全组织领导。县成立市场管委会，并在城镇、下蜀、天

王３个公社也成立市场管委会，其他公社成立市场管理小组。第

二，加强市场物资管理。第三，保障合法贸易，取缔非法投机，对小

商贩普遍进行审查登记，做好换发证工作。为改善市场物资紧缺

状况，１９６１年２—３月，在省委工作组的指导下，句容县委发动全

体机关干部，以整风精神，全面清理了物资。全县库存煤炭４１６２

吨，有８３３吨可以用于制造、修理农具，而全县农具用煤，每月不过

２００吨，库存煤可烧４个月，还有３３２９吨可以用于生活与市场；全

县库存钢材２１１．６吨、库存木材３７０立方米，此外，还有毛竹、桐

油、麻丝等物资。此次全县共清理出物资１１２３６３件，价值１４５．７

万元，占县级机关总资产４７３．４万的３０．７％。此次清理，比较彻

底地解决了破产还债问题；解决了农具制造和整修所需的原材料，

支援了农业生产；缓和了市场供应，改善了供销关系；进一步整顿

了机关作风。句容县农用物资和检查清理的报告，先后被江苏省

委、中共中央华东局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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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工业支持农业，安排市场和人民生活。全县的手工业，

１９５７年共有５８个社、组，１４个自然行业，１０３３人。“大跃进”中，

手工业合并中改为社办工业或地方国营工业，１９５９年底发展为８５

个单位、３３５５人，由于当时大办工业的目的不明确，办了一些不完

全适合当前迫切需要的企业，制造了不少废品，造成人力、物力的

浪费，尤其是有些手工业转行，使手工业产品、品种、数量下降，造

成市场供应紧张。经过两年的整顿，到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全县的手工

业共有６１个单位、１５１２名职工。其中为农服务的农具厂２３个、

１０６５人，占全部职工的７０．４４％；从事生活服务的３８个单位、４４７

人，占全部职工的２９．５６％。在市场方面，自贯彻中央“十二条”指

示以来，句容先后恢复了以公社所在地为中心的农村集市贸易，且

贸易额趋上升势头，例如天王集镇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５日市场总成交

额达３．４６万元，其中农民自贸达１．６９万元。县财政支出重点放

在支农及安排人民群众生活方面。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县财政给困难

社员抢修危房１．１３万间，给困难社员治病５６０１人。

教育卫生事业也初步得到调整。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处

于暂时困难时期，“大跃进”期间社队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后因经

济困难以及公共食堂解散而先后停办。小学从１９５８年的６２５所

下降至１９６１年的５６２所，在校小学生从１９５８年的５４８９６人下降

至１９６１年的４３７９１人，还有４６所小学高年级学生延长农忙假。

卫生工作中，像１９５８年那种除“四害”式群众运动已停止。

三、“三反”整风运动

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５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

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改善领导

工作作风，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清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

的坏分子。根据镇江地委的部署，６月２２日，县委首先在商业局

试点，８月１０日在县机关全面推开，９月底基本结束。参加“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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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共８６６人。通过学文件、整材

料，训练骨干，转入鸣放阶段。鸣放中，共贴出大字报２３５２６张，书

面意见２３９９８条、口头意见３５４５条。按内容分，属官僚主义方面

７５２９条，贪污方面１０４６条，浪费损失方面２９３９条，工作作风方面

８０１０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１５９５条，其他６３２４条；按层次

分，对县委领导的意见７４５２条，对部委科局的意见８４５７条，对本

单位的意见８６７９条，对一般干部的意见１１９６条，其他方面的意见

１７８６条。鸣放后，运动进入制度建设阶段。机关有１３０名干部下

基层，机关干部家属中，应迁回原籍回乡的４２人中，除４人因病未

回，其他３８人已迁回原籍。这次运动，共揭发重点人１８名，主要

问题有：不服从党的领导；严重官僚主义；严重缺乏群众观点；严重

违法乱纪和盗窃国家财物；特权自私；贪污公款公物等。

农村“三反”和改造整治落后队工作，镇江地委于１９６０年７月

底召开了试点工作会议。根据地委的部署，句容县于是年１０月下

旬完成农村“三反”和改造政治落后队（政治落后公社１个、政治落

后大队３０个）工作。

第二节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七千多人参加大会（通常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

会是我党在执政后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民主，

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

教训。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

步的发展。中共句容县委第一书记蒋继奋从北京参加中央七千人

大会之后，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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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一步调整农业

根据在城东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试点经验，１９６２

年在全县全面推开。到６月底，已分期分批推行了以生产队为核

算单位；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和商品等价交换的政策；在粮食分配

上，实行粮油定产、定购三年大包干，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

极性。

分散集体土地。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经济困难之后，各地对土地政

策都有一些调整和探索，到１９６２年９月统计，全县３６０２个生产

队，分散集体土地的有９８８个生产队，占２７．４％，分散集体土地

６７５１．１亩，占集体土地的０．９５％。其类型有：借田不还又借大田，

全县１９６１年秋借出大田２５５８９亩，未归还的８０８亩，占分散集体

土地的１２％；转让：全县共有３９９亩，占６．９％；社员私自占用大

田，全县共１０５４亩，占１５．６％；私人开熟荒地：全县１７３７亩，占

２５．７％；社员扩大自留地：全县有１３９２亩。句容县委曾作了一个

调查，１９６２年８月，县委共调查山区、丘陵、平原不同类型的８个

生产队，私人种的土地，除了开荒、十边种植以外，单占集体大田就

有２５０．４亩，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１４．９亩，社员自留地总面积已占耕

地面积的８．２％，私人所占耕地增长的手段主要是采取集体分田

到户的办法，使人人皆有，大家欢喜，无形中形成半公开半合法的

状态。其手段主要有：社员借田未还；分田给社员栽秧；补足社员

自留地；灾后划给高岗田给社员种。根据社员分散集体土地状况

调查，句容县委客观地分析了原因，对其合理部分给予保留，对于

不合理部分，进行教育引导，对于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三年经济困难

时期”形成的分散集体土地的做法，是在特殊时期克服困难的一个

措施，表示理解。

在农村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同时，句容农村的一些地区

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走社会主

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经历了农业“大跃进”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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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化运动后，再加上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社员群

众生活困难，一些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了信心。受安徽省部分农

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影响，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句容共有１７７个生产

队，实行部分作物包产到户。张庙公社南亭大队，把集体的１３２亩

大田下放给社员，每人平均０．５亩。全县包产到户的形式主要有

两种：一是油菜包产到户，二是三麦包产到户。实践证明包产到户

能增产，长城公社芦干大队６个生产队，１９６２年有２个队油菜包

产到户，结果单位（亩）产量七八十斤完成了，其他４个队反而没有

完成７０斤亩产指标任务。对于部分队实行部分作物包产到户，句

容县委的态度基本是默认的，但对其做法，包括上级机关也有一些

争议。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１日，镇江地委“批转地委工作组关于句容

县天王、行香两公社包产到户问题的情况汇报”〔镇发（１９６１）２６１

号〕中谈到，句容县天王公社的西溧、前进和行香公社的马里大队，

在秋种中实行一部分按劳动力、人口划田到户、包产到户，“少数地

方在今年（１９６１年）夏种时已对某些作物实行包产到户的，现在不

要马上收回，以免引起新的混乱……但在秋种前要收回归集体”，

“有些地方打算在秋季实行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的，则应一律停

止”。但到１９６２年９月统计，全县仍有１３个生产队实行夏季油

菜、秋季山芋包产到户。直到１９６３年在农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包产到户”才全部停止。

二、进一步调整工商业

工业。１９６１年年底，句容县属厂矿共有３０个，其中矿６个、

工厂１１个、油米厂１３个。通过１９６２年精简调整后，撤销下蜀铁

矿、铅矿、大理石矿、水泥厂、陶瓷厂、造纸厂６个单位，３个单位改

变体制，原１３个油米厂合并为７个。至此，全县共撤并１５家工业

企业，保留１５家工业企业。

社办企业。１９６１年年底，全县社办企业共２１５个，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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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８人，还有集体所有制单位５６个，从业人员１８６９人，两者相

加，共２７１个单位，５１６７人。１９６２年以后，进行一次比较大的整

顿，至８月底，尚有社（队）办企业１１４个，从业人员１７２２人，比

１９６１年年底减少１０１个单位，占４７％，减少从业人员１５７５人，占

４７．７％。

财贸。１９６２年，将全县划为７个经济区，以区建７个基层供

销社，２６个分社属７个基层供销社领导。６个购销站属分社领导。

银行共设８个营业所、６个服务储蓄所。粮食系统按经济区划设７

个粮管所、１个城镇粮站、２１个购销站，２个税务组。

三、继续精简机构和职工，下放城镇人口

１９６２年４月至１０月，全县开展精兵简政工作。整编前，全县

行政机关共有县级机构单位４０个（党委１１个，群团４个、人委２５

个），区工委５个，公社３４个，县直属企事业单位７０个（工业１５

个、文卫１５个、财贸５个、生产３１个、党群政法３个），全县整编前

实有行政、企事业人员２９２８人，其中行政８７９人，企事业人员

２０４９人（不包括工人、教员）。通过整编，县级机构合并了３个（人

事科并入民政科，工业局并入工商局、卫生科并入文教卫生局），撤

销了财贸部、劳动工资部、工业交通部、科委、物价科等６个单位，

新设统计科和科协２个单位，整编后共设３３个单位（党委７个，群

团５个、人委２１个），减少７个机构。县属企业保留５４个，比原来

减少１６个。全县行政、企事业合计新定编制２３４７人，比原来

２９２８名减少５８１人，精简１９．８％；整编前，实有人员２９２８人，经过

整编实有人员２２８８人，精简６４０人（回乡生产２６４人，退职７３名，

退休２名，开除过去曾受处分的３２名，转集体１８４名，转工人３４

名，调外县１２名，编外学习１１名，编外休养２８名）。

１９６２年，全县共计精简职工４５２９人，其中全民性质的１７１３

人，社办企事业６９５人，集体性质１０２人，居民和家属５５４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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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８人，县外单位８７人，与１９６２年上级分配的任务看，精简全民

职工超任务数（９００人）９０．３％，减少城镇人口数（１５００人）超

３４．６％，超减少定量人口任务数（３５００人）２．７％。

１９６２年，经过调整下放后，农村劳动力有了显著增长。据统

计，至１９６３年３月，全县农村劳力共有１２８８２８人，比１９６１年年底

１２３０２３人上升４．７％。同时全县精简职工后，全年可减少国家粮

食定量供应５８万斤，减少工资支出３１万元。工业方面扩大代农

加工能力，全县代劳加工粮食９４２０吨；交通１９６２年完成农用物资

运输６５０００吨，占货运量５９％；商业方面，通过调整，组织货物下

乡，方便了群众。由于给农村增添了人力、物力、财力，对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起了直接支援的作用。１９６２年，全县粮食总产首次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在７万多吨徘徊中突破出来，达１１．２８万

吨，接近１９５８年粮食总产的水平，人均占有粮食由１９６１年的

２１２．９公斤上升至３０５公斤；油料总产８２９吨，比１９６１年７１２吨

增产１６．４３％。

四、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２年，句容县自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后，国民经济形

势大有好转。１９６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

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

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５５８人，列席８０人，还有２４１人参加旁听。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１９６３年１月８日为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分两

段召开，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１９６３年１月４日，由县委蒋继奋根

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党的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句

容县的情况，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党

的建设四个问题，作了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并大会小结；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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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４天（１月５—８日）时间，由县委宋敏根据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和党的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句容县如何争取

１９６３年农业全面丰收和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作了报告。正式会

议为３天（１月９—１１日），由李永月代表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向党

的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潘湘云代表中共句容县委

监察委员会向党的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监察工作报告；大会

选举县委正式委员２５人、候补委员４人，成立了中共句容县第三

届委员会。在县委一次全委会上，蒋继奋、李永月、门盛德、宋敏、

潘湘云（女）、葛钊秉、张新光、戎定和为县委常委，蒋继奋为县委书

记，李永月、门盛德、宋敏为县委副书记。

第三节　其他领域政策的调整

一、甄别平反工作

摘掉“右派”帽子工作。最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１９５８年

７月前，是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将运动初期评定为“右派”分子、运动

中表现好的２３人（其中教育系统１６人）摘掉“右派”帽子。１９５９

年９月１８日，镇江地委组织部召开各县（市）委组织部长和公安局

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要求在１１月底前完成摘

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句容县委于是年９月底，决

定摘掉５人“右派”分子帽子。到１９６４年，又先后摘掉４０人“右

派”分子帽子。这样，句容先后摘掉６８人的“右派”分子帽子。此

项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其工作被迫停止。

对“大跃进”后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１９６１

年９月开始对“大跃进”后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工

作，１９６２年月３０日，镇江地委发出《关于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处

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句容全县在“反右倾”斗争

中受过处分的党员共１５８３人，经甄别，认为全错的占４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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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占２８％，均给予平反和纠正。但这次纠“左”仍不彻底，直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彻底纠正。

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调整

教育。首先是贯彻执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节约

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农业。１９６２年６月停办了句容师范和药材学

校，精简职工５０人，下放学生４４１人，家住农村的３６８人，都回队

参加农业生产。下放１９５８年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１４６人；改变农

村学生口粮供应办法，减少国家统销粮６万斤。再次，贯彻执行党

的教育方针，全年全县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７５３１人，初中

毕业生１１９６人，高中毕业生１６７人，他们大多安心农村生产。

卫生。调整医药卫生队伍，妥善安置下放人员，公立医院下放

８３人，其中充实到集体医疗机构２９人，下放农村劳动５４人；集体

医疗机构精简７０人回农村参加劳动。一年中，共治疗浮肿、消瘦

病人７６００多人，占发病人数的９３．３％，消灭钉螺面积９．２１万平

方米，治疗血吸虫病１１３４人，大力进行各种预防接种工作，几种主

要传染病有显著下降，如白喉发病人数比１９６１年下降６８．６％；加

强了妇幼保健工作，新训和复训接生员７７人。

文化。合并图书、文化馆，撤销３个文化站，紧缩编制，共精简

１２人。根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剧团、电影放映队上山下

乡巡回演出和放映，以文化馆为阵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文

化宣传活动。

财政。１９６２年全县财政收入３４８．３万元，比１９６０年财政收

入５１６．４万元下降１６８．１万元；比１９６１年财政收入３４６．９万元，

略增１．４万元；财政支出，１９６２年为２９１．７万元，比１９６０年的

６８１．５万元下降３８９．８万元，比１９６１年的４８８万元下降１９６．３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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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三年继续调整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

续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并将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这三年作为第

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在三年继续调整阶

段，句容县委按照１９６２年９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

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

首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

础的轨道上来，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都比较好地得到恢复和

发展。

一、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在１９６２年底至１９６３年初召开的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上，党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客观地分析了贯

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有利条件：经过前两年的调整，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

展，农业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人民生活相应改善；人们的精神

面貌大有改观；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日益加强。会议提出“今后

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在１９６２年粮油猪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巩固

成绩，扩大胜利，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认真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

加强生产队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积极地有步骤

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迅速发展农业

生产，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两三年内达到正常年景的粮食

生产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两三年内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

实现农业生产新高涨”。县委接受“‘大跃进’中高指标的教训，谨

慎地把１９６３年全县粮食总产定在２４５００万斤，油料总产４００万

３７１第二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



斤，生猪年终圈存量达到７万头以上；林、牧、副、渔、棉花和其他经

济作物的生产都要有相应的发展”。县第三次党代大会以后，全县

５个区委分别召开了党员大会，传达县第三次党代大会精神，落实

１９６３年的任务。较好地开展冬春水利、积肥、技术革新等项工作，

特别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落实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工

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年底，全县粮食总产达

３５４９６万斤，超原计划指标１０９９６万斤，超产４４．８８％；油料总产

３０９万斤，未达指标数；年终生猪圈存量达７．０５万头，略超指标

数；棉花总产４５吨，是１９６３年棉花总产２０吨的２．２５倍；水产品

总产６２５吨，比１９６２年的５１４吨增产１１１吨，增产２１．６０％。１９６３

年１—９月副业总收入２８５万元，比１９６２年全年实收２４３．４３万元

增加１７％。

１９６４年，农业生产在１９６３年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全县粮食总

产３７５４０万斤（其中国营、集体粮食总产３６３７４万斤），比１９６３年

增产５．７６％，每亩粮食单产达１６５公斤，比１９６３年的１５５公斤提

高１０公斤；人均占有粮食４７１．７公斤，比１９６３年的４６１．９公斤增

加９．８公斤；油料总产３９４万斤，比１９６３年的３０９万斤增产８５万

斤，增产２７．５％；棉花总产４５吨，与１９６３年持平；水产品１６００

吨，达解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比１９６３年增产近千吨；生猪圈存量

达９．８３万头，比１９６３年增加２．７８万头；蚕茧３９４担，比１９６３年

增１１％；造林１．６３万亩，比１９６３年增１２％。

１９６５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１００．９６万亩，比１９６４年的

１１３．５８万亩减少１２．６２万亩，由于亩产达１８８公斤，比１９６４年提

高２３公斤，所以全年粮食总产仍达３７８６３万斤，比１９６４年增产

３２３万斤，增产０．８６％；人均占有粮食４５８．６公斤，由于人口增加

迅速，人均占有粮食比１９６４年下降１３．１公斤；油料总产２４４０吨，

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４７０吨，增产２３．８６％；生猪圈存量１２．２８万头，比

１９６４年增加２．４５万头；水产品５８４吨，比１９６４年下降千余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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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面积１．３６万亩，比１９６４年下降０．４万亩，零星植树２５８．３万

株，比１９６４年的６万株增加２５２．３万株。

二、加强工业的主导作用

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同时，句容各级党组织根据中

央、省和地委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紧紧围绕为农业服务来发展

工业，并进一步加强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

在工业方面，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合理地调整布

局，加强了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加强了市场迫切需要的轻

工业。通过贯彻执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城乡手

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改善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

理，初步整顿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６３年以来，又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整个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

工业生产水平逐步上升，工业的产品、产值都基本上达到预定的计

划，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特别是农具的维修质量提高，

在不误农时季节，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量的修理了农船、水车、

犁、耙等农具。此外，各工业部门在大力支援农业的同时，还进一

步加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适应了市场的需要。１９６３年，全县工

业总产值达１０２０万元，基本保持了１９６２年的水平；１９６４年，全县

工业总产值达１３７４万元，比１９６３年增３４．７％；１９６５年，全县工业

总产值１７８７万元，又比１９６４年增产３０．１％，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１５．８％，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４个百分点。

在交通邮电事业方面，调整了布局，加强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邮电网络和运输工作，改进了企事业的管理体制，加强了集中统

一；整顿了民间运输业，调动了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６３年，

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１２．２万吨，其中支农物资占总运量的５１％；

客运量４５．６万人次；１９６４年，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１５．３万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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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增２５．４１％，完成客运量６４．２万人次，比１９６３年增

４０．７９％；１９６５年，完成地方交通货运量２２．１万吨，又比１９６４年

增４４．４４％，完成客运量７６万人次，又比１９６４年增１８．３８％。

在财贸方面，重点保障支持工农业生产，安排好城乡人民生

活。１９６３年，全县财政收入３７０万元，支出２４３．９万元，有力地支

持了生产和建设。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继续严格控制了

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了信贷监督和现金管理。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

银行共发放农业贷款１１１８．４万元，占银行贷款总额４５４９．７３万元

的２４．５８％；发放工业贷款１３１．８６万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２．９０％；发放商业贷款３２５５．４７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７１．５５％。在

商业上，进行了所有制的调整，整顿了合营、合作商店（组）和流动

商贩，按照经济区划，增加了零售网点，加强了服务修理行业。

１９６３年以来，生猪、家禽、蛋品、蚕茧、茶叶和棉花等主要农副产

品，也都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原订的收购计划。随着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市场情况逐年好转，商品供应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多，许多原

来凭票供应的商品，逐步敞开供应，市场价格继续稳定。在生产资

料上，商业部门千方百计地争取货源，有力地支持了生产。１９６３

年，全县供应化肥４５６万斤，农药５５万斤，农用木材９２６立方米，

桐油６．７万斤；１９６５年，全县供应化肥１２９１．２万斤，农药１２７．８

万斤。此外，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国家出台了用工业品向余粮较

多的生产队换购部门分粮食的政策，这样既有利于粮食调剂，支援

了受灾地区，又适当满足了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

三、文教卫生事业在整顿收缩后得到巩固

教育。１９６２年１１月，茅山、白兔、郭庄公社按照公办、民办两

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根据丘陵山区特点，举办了１８所简易小学，

后改办耕读小学。耕读小学办学形式多样，有全日制、半日制，早

班、午班、晚班、巡回教学班、农闲班等，适应当地生产情况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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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很受群众的欢迎。１９６３年，县成立普及教育办公室，公

社辅导区配耕读教育辅导员１名，加速普及小学教育，在全县推广

耕读小学的办学经验。１９６４年，全县耕读小学达４０７所，学生

１１５８０人，占全县学龄儿童总数（７７８４２人）的１４．８７％，占全日制

公办学生总数的４１．６％。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四清”运动中，江苏省委

句容县农村教育试点工作组，以大卓公社为试点，探索如何面向农

村实际，办适合农民需要的学校。总结出：“学校设置，因地制宜，

大村设班，小村设点；教时安排，因时制宜，跟着生产走，随着季节

转；教学形式，因人制宜，向女儿童开门，便利放牛娃入学”。这套

办学经验，在全县推广后，１９６５年下半年，全县耕读小学发展到

８９０所、８９９班、学生２０１５５人，中央教育部〔６６〕第１０号文件，将

《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巩固耕读小学的初步经验》转发到全国各

地。普通中学教育中，１９６５年，行香中学、下蜀中学、郭庄中学增

设高中班，至此，全县有完中５所，初中１２所、７６个班、学生４６８８

人，高中２４个班、学生１２８８人。农业中学，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国家经

济困难时期，全县农中先后停办。１９６３年，宝华公社新办农中１

所、２班。１９６４年，全县农中增加至５所、６班。１９６５年，农业中学

大发展，全县有农业初中７５所、１１５班；农业高中４所、５班。共有

学生４３４９人，占全县中学生人数的４８％。农中教学时间，实行农

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学习时间每年３—５个月，学生半耕

半读，教师半教半农，农业中学对满足农村高小毕业生继续升学的

要求，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农村技术后备力量和管理人

员起了积极作用，很多农中学生毕业后成为社、队的干部、会计、记

工员、技术员、业余文化教员等。

卫生。血防工作，６０年代初，全县查螺灭螺工作断断续续，声

势不大。１９６４年，全县消灭钉螺面积１６．７８万平方米，治疗血吸

虫病人１６５３人，粪检２２９０７人次，查出阳性病人１７２５人。１９６５

年９月，国家卫生部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军区从２３个单位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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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８５名卫生血防专业人员，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队，指导句容县开

展群众性的血防工作。血防队从东昌公社衣庄大队、黄梅公社南

巷大队为山区灭螺试点，翌年初扩大到茅山公社，发动和组织社员

突击查螺灭螺。黄梅、东昌两地驻军，也派出近２０００干部战士，投

入近１万个工日，帮助当地突击完成土埋灭螺８．４万平方米。这

一次全县查出山区有螺面积６７６．９万平方米，共灭螺面积２３６万

平方米。查治血吸虫病方面，６０年代初，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血防

工作受到影响，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情回升，１９６４年，下蜀公社发生

血吸虫病急性感染１７５人，幸及时抢救治疗未发生死亡。１９６５年

９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率工作队来句容蹲点，福建、上海、

江苏等省、市血防办公室也派专业人员参加实际工作，现场指导查

病治病，至１９６６年９月，仅用一年时间，全县收治血吸虫病６２６９

人。防疫方面，１９６４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县内大流行。１９６５

年夏秋，流行性乙型脑炎在县内流行，县及时组织力量抢治，并控

制了疫情。

由于生活好转，人民群众体质增强，１９６３年，全县人口出生达

１６３６５人，超过句容解放后人口出生高峰１９５４年的１５６９４人的水

平，为控制人口有序增长，县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推行人口

计划生育工作。１９６４年，城镇公社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各居委

会先后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推广小组。是年，城镇公社人工流产９７

人，输精管结扎８人，输卵管结扎４２人，上节育环１３６人。１９６５

年，全县上半年施行输精管结扎、输卵管结扎、上环、人工流产四项

手术共９９２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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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思想文化战线和战备工作

随着１９６０年９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句容县迅速掀

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学习毛泽东著作

同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结合起来，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１９６３年后，学习雷锋、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向先进人

物的学习活动迅速在全县展开，促进了句容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雷锋等英模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涌现出许多助人为乐、爱岗敬业

的雷锋式青少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句容地处丘陵山区，驻军多，战备任务繁重。特别是１９６２年

台湾的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期间，句容县委及驻军认真做好反空

降、反空投等战备工作，确保了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

第一节　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

一、培训轮训干部、党员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县委以“反右倾”整风和贯彻“农业六十条”为

主要内容，办轮训班１８期，训练企事业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３０７３

人（其中党员２６４５人）。１９６２年，县举办党校培训班，轮训区、社

干部以及机关股长级干部和大队书记、主任共１５８５人，占应训人

数９１．６％。全县城乡４４２个党支部，从是年４月起，以按中央编



发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上了党课。１９６３年初召开的句容县

第三次党代大会上，县委明确提出加强干部教育，有计划轮训全县

大队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到是年３月，办干部轮训班９期，共轮训

干部１７７３人，占应训干部９１．６％；加强党员教育，全县３３个公社

党委办党训班，训练党员３８２２人；４２０个党支部上了党课，受训党

员５４８８人，占党员总数的８２．９４％。全县还培养和建立了一支党

课教员队伍。１９６５年９月镇江地委扩大会议后，句容县委在下蜀

公社办党校教育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推广；这次党校教育对象

以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主，同时吸收部分支委和积极分子参加，

重点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同时交流支部工作经验，讨论工作。是

年１２月，句容县委在城东公社进行大队、生产队干部冬训的试点。

冬训试点分两步：第一步，从１２月４—９日，集训大队党支部委员

为主的领导骨干，共１７２人；第二步，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这次

冬训，增强了干部的革命人生观，部分干部较好地放下了“四清”运

动之后不愿当干部的思想包袱；加强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尝到了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甜头。

二、反对干部不正之风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发生了特

殊化的歪风：有的违反上级规定，变相扩大特需供应标准；有的通

过各种不正当关系，多买多占；有的占用场圃、生产队土地，生产粮

食、蔬菜归自己。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句容县委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坚

决反对干部特殊化作风的指示”，从县委常委起带头学习省委的指

示，并先后在区工委、公社书记会，县级机关科局长会议上传达省

委的指示，揭发了县级机关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的一些问题，通过

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和省、地委历次指示的贯彻，干部特殊

化作风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是年，全县开展反对商品“开后门”

运动，改进商品供应办法，建立干部外地就医和保健制度，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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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是年１０月下旬，县委从会计训练班上统计资

料发现，全县各社队干部乱开支粮食１３０．５万多斤，项目有几十种

之多。及时出台了制止粮食乱开支的意见。１９６３年７月，县委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

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走后门”、反对干部特殊化）运动，全县

共有１６４个单位、５６１９人参加，从是年７月５日开始，９月中旬结

束。全县共分三批进行。“五反”运动强调以增产节约为中心，首

先解决领导干部问题。是年底，全县１９６３年行政事业单位实际购

买额为３０．５万元，比１９６２年的４０．８万元下降２５．２％。１９６４年１

月１１日，县委转发县委农工部“关于张庙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的调查报告”的通报。张庙公社三级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改变了生产落后面貌，１９６３年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比１９６２年

增产８７％，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的１５％，是上交任务的１．８倍，密切

了干群关系，转变了工作作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８日，针对“四清”

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社队财务不清、助长贪污腐化等问题，句容县委

制定印发了《关于在所有社队建立“四大民主”制度的意见》（试行

草案），《意见》提出：根据中央“二十三条”的指示，“所有社队，都要

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所有社队试行建立“四大民主”制度。县委印

发的“四大民主”制度共４个大方面、２０条，对落实基层民主制度、

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

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开展向雷锋等先进学习活动

学习雷锋活动。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是年３月２９日，县

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介绍雷锋事迹，县委书记蒋继奋在大会上号召

全体职工向雷锋同志学习。宣传文教部门利用幻灯、板报、专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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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介绍雷锋事迹；县文化馆还编演话剧《雷锋》在城镇、东昌煤矿

等地演出１６场，观众达１．８万人次。县工会、团委、妇联等群众团

体响应县委号召，在全县迅速掀起“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县公安

局在学雷锋活动中，于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２月２０日开展“爱民

月”活动，共为民办好事４７４件。县教育部门在各学校广泛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通过举办雷锋事迹报告会、故事会，观看

电影《雷锋》，教唱学雷锋的歌曲，使雷锋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学风，很快变成学

生的实际行动。学校班级组织学雷锋小组，涌现了一批热爱集体、

公而忘私、团结互助、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雷锋式好学生。驻句

容部队在学雷锋活动中，一直起模范带头作用。驻句容部队广大

官兵积极参加助民劳动，义务为驻地群众理发，卫生队开展便民门

诊等，把为民服务活动推向高潮。

学习解放军活动。１９６４年２月６日，句容县委召开的新年第

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把主题定为学习，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学人

民解放军。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学习了《人民日报》２月１

日发表的《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社论；会议就向人民解放

军学什么、怎么学达成共识。是年，县委还请驻句容小衣庄部队政

治部张主任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有的社队也请了当地

驻军作事迹报告。黄梅区的同志表示，学习解放军在工作上要做

到“四个一样”、“四个化”，即：出勤坏天和好天一样，坏活和好活质

量一样，无干部在和有干部在一样，工作碰到困难和工作顺利情绪

一样。“四化”是生活大众化、参加劳动持久化、亲自动手做到试验

化、工作做到深入化。

学习王杰活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发出向王杰学习的号召，接着，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相继发出向王杰学习的通知。１１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社论。句容各地迅速掀起向王杰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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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县教育部门在各学校开展向王杰烈士学习活动，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出生于春城公社的县东风煤矿子弟

小学学生吴兴春，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８日中午，为救落水遇险的同学吴

玉宏不幸牺牲，年仅１３岁，１９７６年６月，吴兴春被江苏省革命委

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

第二节　学习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

一、学习理论

句容县委学习理论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是年３月８日，县委

专门请了倪道正为县委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讲哲学，重点介绍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一些合作社社员闹退社事件中，县委重

点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１９６０年４月，句容县委根据上级要求，拟定了科局长以上干

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计划，其学习内容是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

著作、文件为主，参照苏联政治经济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学习

时间为１６０天，至１０月中旬结束，共２８个学习日；学习方法是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为线索，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

际，边学边用，学用一致；具体方法有：阅读、笔记，举办读书会，写

学习心得。是年７月１２日，句容县委拟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意见》，《意见》提出：县、公社成立学习

毛泽东思想运动委员会，大队成立学习毛泽东思想领导小组；大搞

思想运动，大造声势，大树标兵；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学习要求、内

容和方法；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是年１２月２５日，句容县委印发

《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农村整风整社有关文件的意

见》，《意见》提出：县委常委结合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３篇文章，

３８１第二编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



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篇；县机关干部以及公社党委委

员、县委党校，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若干文章；整风整社中

除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关文章外，还要学习中央有关的１０

个文件。

１９６１年的干部理论学习，县级机关共有４４个单位、７０６人，划

分１７个小组，原则上是以党支部建组，党支部党员较多的再划若

干小组。集体学习每周４小时，多数定在星期二下午，少数企业单

位安排在晚上。社队干部是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学习。１９６１年

学习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中央“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刘少奇在

《庆祝我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过理论学习，干部支

农思想加强了，政策水平提高了，作风转变了。理论学习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发展不平衡，机关干部学习坚持的较经常，但下乡干部

学习理论放松了；学习中干部敞开思想不够；学习辅导不够。

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４日，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

动的指示，句容县委对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提出四点意见。是年１０

月５日，县委针对前阶段在职干部学习中存在的集中讨论多、自学

少，工学矛盾处理得不够好，理论学习少等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

包括：加强对中央８月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的学习，学习与任务结合起来，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书学习的意见，县委成立学习领导小组等。

二、学习毛泽东著作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０日，江苏省委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

项规定》。２月２８日，句容县委、县政府请驻军首长作学习毛泽东

著作的报告，并在县级机关干部中传达省委《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

的八项规定》。是年３月，全县开始出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据县新华书店统计，３月１—１２日，仅县门市部就售毛泽东著作

１４４１册，比２月份全县销售总数增２．７倍。４月２２日，句容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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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５点计划：① 学习内

容与学习要求：总的是，凡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读毛泽东的书。

县级正科（局）长以上干部，和专职宣传理论干部，要在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５年内，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发表

的著作分别进行温习或者通读一遍。县机关副科（局）长、一般干

部今明（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两年内，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４２篇文

章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１９篇文章；其他一般干部选读毛泽东

有关著作；凡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的干部，在读过毛泽东著

作以后，还应当选读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

作；② 建立领导干部自修班；③ 学习方法，应当从革命和建设的

实际出发，有目的地进行……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④ 学习组织与学习时间。县委恢复学习中心小组，县级机关干部

以部门或支部为单位建立学习小组，订出具体计划，每星期三下午

为集中学习时间，每周要挤出３小时自学；区、社干部每月集中二、

三个半天集中学习；学校每周固定４小时学习时间；⑤ 加强领导，

加强辅导。组织和培养一支业余辅导员队伍；培养典型，树立

标兵。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７—３０日，在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高潮的

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和中共句容县委，共同

召开全团、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会议共５１１

人，其中社教工作队员２５５人，县、区、社级企事业单位干部１６４

人，不脱产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９２人。镇江、扬州两地委及镇江

专区所属的市、县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据会议统计，江苏省委社

会主义教育句容工作团共２．１万多名工作队员，建有学习毛泽东

著作小组共２８００多个；句容全县有３万余人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

活动，共组织２５００多个学习小组。这次大会，总结了前阶段学习

情况，对进一步学习作了动员；会议交流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

和体会。在大会发言中，肖德龙的发言特别给人以教育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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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德龙是复员军人，曾在战场上负伤，双目失明，复员回乡后，继续

为党工作。从１９６４年冬天起，肖德龙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盲文

版，初读盲文本时，手指感觉不敏锐，一篇文章往往要读好几遍才

能领会。数九寒冬，手指冻得麻木，他就把手放在被窝暖和一下再

摸，夜以继日，终于读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盲文版共７分册）第

１—３分册。肖德龙从毛泽东著作里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方向，找

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他是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许

多同志赞肖德龙是一个“方向明确、立场坚定、目光远大”的好同

志。肖德龙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事迹在全县传播后，也激发了一大

批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

一、以战备为中心的民兵工作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３日，句容县委印发《关于全民皆兵组织形式的

意见》，提出全民皆兵要达到：“人人会打枪，个个会打仗”。县委决

定，县成立民兵师，下设８个团、１个直属营。城镇单独成立１个

团，铁矿、铜矿单独成立１个团，县机关为师直属营，其他６个大公

社（黄梅、宝华、东昌、赤山、茅山、天王）各成立１个民兵团。是年

１０月１４日，县委对民兵训练作出安排：全县共参训民兵５８００人，

其中句容河水利工程和钢铁师各１５００人，其他６个公社２８００人。

１９５９年，根据江苏省委批转省军区《关于结合整风整社整顿

民兵组织的意见》，对民兵组织进行整顿，将民兵组织同生产劳动

组织分开，纠正了１９５８年“大办民兵师”中产生的以民兵组织代替

生产劳动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做法。是年，除安排民兵进行步兵的

共同科目训练外，首次进行专业分队训练，是年１０月１１—２３日，

进行卫生、侦查专业分队民兵集训。

１９６２年，为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和训练，从是年１月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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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武装部，配备专职部长或副部长１人。是年４

月２５日，句容县武装委员会复建。是年，民兵训练增加反空降、反

空投、反空袭的科目。

１９６４年，县人武部在年度民兵训练工作意见中提出：１９６４年

全县民兵训练总任务是６７００人，其中民兵干部２７００人，训练时间

６０—８０小时；通过训练，使他们逐步达到五会（会打枪、会打手榴

弹、会利用地形地物、会站岗放哨、会发现小股武装匪特），民兵干

部提高指挥能力。县委在批转县人武部１９６４年年度民兵训练意

见时强调：１９６４年民兵训练……在服从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的前提下，利用农闲季节、生产空隙和业余时间，坚持小型、就地的

方法，严禁大集中，坚持勤俭练兵，防止铺张浪费，并保证训练中不

发生任何事故。是年，根据江苏省委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６日批转省军

区党委《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整顿民兵组织的意见》以

及镇江军分区有关运动中民兵工作的指示，句容县委在运动中把

民兵工作列为整个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基本上做到统一领导、统

一安排、统一检查、统一汇报、统一总结，段段有结合，步步有要求，

较好地发挥了民兵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促进了运动和生产，加强

了民兵的组织建设。据５月底对３５个民兵排的检查，组织基本落

实的９个，占２５．６％；一般落实的１８个，占５１．４％，不够落实的８

个，占２３％。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句容县举行民兵建师大会，省委常委、副省

长欧阳惠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镇江军分区司令员余庆腾，镇

江地委宣传部部长周亚民，以及驻句容部队代表莅临大会。８月１

日上午举行军事表演，８个公社的８１名优秀男女民兵选手，表演

了射击、投弹、刺杀、武装泅渡、对空射击等９个项目，驻军部队也

参加表演了喷火、捕俘等项目。下午举行民兵建师仪式。镇江军

分区司令员余庆腾代表省军区宣读了民兵师干部的任命，并把“句

容县民兵师”的师旗授给了民兵师；接着，欧阳惠林代表江苏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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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句容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刘林代表省军区、周亚民代表镇江地委

及专署对大会作指示；县委副书记、民兵师副政委宋敏代表民兵师

作表态发言。建师仪式结束后，民兵师政委、县委书记蒋继奋作民

兵工作报告，大会表彰了６６个先进单位和６９个先进个人，并给参

加军事表演的单位和个人授了奖。是年１０月６日，句容县委作出

《关于进一步做好“四清”运动以后民兵建设巩固提高工作的决

定》，“决定”提出：加强战备观念，认清民兵的战略地位，做好民兵

的备战工作；加强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典型，树立样板，实行

以点带面的领导方法；继续做好民兵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建立、

健全各级武装委员会和民兵师、团的活动制度，发挥民兵组织的领

导作用；发扬党管武装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兵工作的领导。

是年１１月２７日，句容县委批转句容县人武部关于１９６６年度民兵

军政训练工作意见，要求通过训练，进一步提高民兵的阶级觉悟、

国防观念和军事素养，使民兵干部和民兵分别逐步达到“三会”（会

领兵、会带兵、会用兵）和“六会”（会打枪、会投弹、会利用地形地

物、会站岗放哨、会防空、会游泳）的要求，和敢打、想打、会打、能打

的目的。

二、备战工作

１９５６年，县委及县人武部，对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

和国庆期间战备及安全保卫工作作了部署，突出了重点地区：对沪

宁铁路句容段的警备；茅山、宝华山等山区的对空监视；城镇及粮

仓的警备；机动力量的组织等。１９５７年９月至１０月，台湾国民党

军的飞机先后两次在茅山上空过境，茅山、袁巷、磨盘、天王、葛村

等乡积极参加反空降斗争，两次出动民兵七八百人次。国庆期间，

下蜀、宝华等乡１７个农业社，每个社３—５人上沪宁铁路线巡逻。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１日夜，１架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在茅山上空空投反

动传单、部分日用品以及小孩玩具等，茅山、磨盘、天王、葛村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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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半个小时内出动５００余民兵，包围现场，封锁交通要道，２个小

时内查清收缴反动传单１４种，数量达６麻袋之多。是年，句容加

强了茅山、磨盘、袁巷等山区防空哨的建设，增派了民兵巡查。

１９５９年４月８日晚９时多，得知敌机侵入句容上空情报，茅山、磨

盘、袁巷、天王、葛村等公社，在半小时内出动民兵３００余人搜山，

收集反动传单、漫画、报纸等７种，数量达３万余张。是年，敌机先

后３次侵犯茅山地区上空，投放一批反动传单，句容县人民武装部

组织民兵进山搜索。１９５９年，县委在茅山地区召开３次联防会

议，与溧水县共和公社组成民兵联防，召开了联防会议。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年，面对台湾国民党军队要反攻大陆的叫嚣，句容县人武部

制订了反空降和平息反革命分子发动暴乱的作战行动计划，加强

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学习步兵战斗条令和诸兵种联合作战条令，

进行手枪预习和打靶；各公社组织民兵机动排，作为战时作战的机

动力量。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发生敌机飞越句容下蜀、亭子、郭庄３个

公社上空，散发反动传单１万余张，事后，县人武部与公安局配合，

派干部动员群众收集传单，进行正面教育，消除负面影响。１９６２

年６月１４日，镇江地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

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精神，句容县委于６月１５日召开公社党委书记

会议，专门进行传达，尔后逐级在党内进行贯彻。全县训练报告员

１６３５人，并在大卓公社杨塘岗大队进行宣传教育试点，并通过宣

传员向全县人民进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窜犯东南沿海

地区的指示精神的宣传，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做好战备工作及支

援前线的准备。驻句容各部队在做好战备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

地开展战前应急训练。是年８月，驻句容某部队奉命配合某军某

师向浙东预战区机动，一昼夜强行军３００多公里，轮渡飞云江时遇

大雨，山高谷深，部队车炮共行程１６．１７万公里，安全无事故，为大

部队机动摸索了经验。驻句容的某部队，根据上级指示，由平时状

态转入战时状态，开展应急训练；是年底参加了南京军区工程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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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团、营两级首长率领机关携带通讯工具的实地军事演习；担任

国防施工的驻句容某部，加快了施工进度，以实际行动落实备战工

作。在防空方面，根据句容低山丘陵多的特点，县除了在茅山、磨

盘、袁巷等山区增设防空哨外，城镇、下蜀、宝华等交通要道也增设

了防空哨。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６日，句容县委批转县人武部《关于继续

加强战备措施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强广大干部、民兵的战备教

育，提高警惕，增强斗志；切实掌握敌情，及时发现敌人；切实加强

民兵建设工作；加强联防工作，周密部署兵力。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６

日，在句容县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四清”运动以后民兵建设

巩固提高工作的决定》中，对民兵的备战工作提出要求，“决定”指

出：句容县是全省重点山区之一，担负着反空降、防暴乱的重要任

务。因此，民兵的战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首先，要把民兵师直接

抓的三至五个武装民兵连，在今冬明春建设好；各公社的武装民兵

连，要尽快巩固提高；各重点公社还必须进一步做好战备预案，把

“四定”（定任务、定力量、定措施、定指挥与通信联络）工作落实到

民兵营（连）、排、班，落实到人，切实加强联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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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

育的指示》。江苏省委于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提出结合农村的冬春季工

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

义教育。句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开始，在１０月

底、１１月初，县委召开５个区的大队干部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在

全县开展国内经济形势教育，向广大群众讲解当前大好形势、还有

什么困难、如何克服困难。１１月底、１２月初，一个以分配为中心的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县展开。１２月１５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

会，会议通过总结成绩，接受教训，分析形势，大鼓干劲，比较全面

地宣传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１９６２年９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一次

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开始为清理

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又称“小四清”，中央“二十三

条”中改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称“大四清”）运

动。句容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省委在句容县城

东公社试点开始，先后三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是１９６４

年底至１９６５年７月省委在句容开展的系统“四清”运动，其“社教”

工作团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句容是空前的，在全省也是数



一的。

第一节　江苏省委在城东公社的

社教试点及面上教育

　　一、省委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

１９６２年９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

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

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

“翻案风”进行批判。之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江苏省委于１９６２年

１２月２０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加强人民公

社建设工作的指示》，对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部署，并决定

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到句容县城东公社试点。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下旬，句容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一道，在城东

公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次试点，先开公社党员大会，

后开社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着重解决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

和思想作风问题；社员代表大会着重进行以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为

中心的思想教育、学习政策、讨论生产。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是从

总结工作着手，抓住这两年迅速恢复生产的事实，大讲集体化优越

性；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试点中，以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着重解决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切

实整顿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并划清若干具体政策界限，要求不把

正当的家庭副业、正当的集市贸易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自留地，当

作资本主义批判，以免造成混乱。试点中讨论了生产任务，坚持教

育与生产相结合。城东公社积、追肥完成９５％，水利工程完成

８０％，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省委转发了句容县委《关于城东公社进

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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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９６３年上半年面上的社教运动

句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底开始，由党内

到党外，由干部到社员，由点到面，原原本本地宣读和学习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央“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

人民公社化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联系实际，进行形势

教育，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教育，进行了发展国民经济总

方针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教育。到１９６３年４月底，社教运动

已告一段落，受教育的干部、社员共１７．７万人，占全县成年人１８．

９万人的９０％以上。通过教育，比较完整地认清了形势，明确了社

会主义方向，按照“农业六十条”处理了有关政策问题，又一次整顿

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进行了组织建设，全县３６５个

农村党支部已有２４４个党支部按党章规定进行了改选，并培养了

２１００多名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县３６８３个生产队有３５７７个生产

队民主选举了队委、队长、会计和监察员，并改善了经营管理，有效

地促进了农村冬春生产。

据统计，到１９６３年４月底，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县已整

改退赔的公社干部２０８人、大队干部１１６０人、生产队干部３５９９

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共退出粮食１３．４３万斤，占应退数

３２．９％；共退出人民币６５５３９元，占应退数的２３．１％。

三、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后，又在该社

三台阁大队进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在生产队建

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可以把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起带头作

用；可以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党在农村中

阶级路线更加鲜明。贫农、下中农代表组织的任务是：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带头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团结社员，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联系贫农、下中农社员；团结其他中农。１９６３年５月８日，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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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句容县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建立贫

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试点情况的报告。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进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

点结束后，句容县委立即部署，在全县３５７７个生产队，普遍建立了

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

第二节　贯彻执行“前十条”和“后十条”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

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

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认

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

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

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前十条”发布后，各地重新

训练干部，进行试点；是年９月６日至２７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

议，讨论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制定

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

“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又指出团

结９５％以上的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

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政策。此后，

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

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后白公社的试点

后白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１日开始，至

１１月２２日结束。试点是以中央“前十条”精神和省、地委试点工

作的经验进行的。共分四步：第一步，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教

育，提高觉悟；第二步，全面彻底进行“四清”；第三步，民主讨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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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边整边改；第四步，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

巩固“四清”成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生产面貌、精神面貌和社

会风尚都继续发生新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在干部的坚决整改和积

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支部战斗力的提高，贫下中农组织作用的

发挥，以及公社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支农等方面，并有力地促进了生

产，保证了１９６３年秋熟增产丰收，为１９６４年争取更大的丰收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６３年，全公社粮食总产１４２０多万斤，比１９６２

年实绩８１６万斤增产７４％，比历史最高年产粮食（１３４６万斤）增产

５．５％。

二、分批系统展开社教运动

根据中央指示，除了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外，又组织专门队伍，

分期分批系统地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组织训练了２４２名工

作队队员，自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９６４年２月９日，在行香、太平

两个公社进行了第一批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４年春节

过后，县委把社教工作队扩大到５２４人，自３月４日开始，在白兔、

春城、长城、陈武、东昌６个公社和高庙繁殖场、赵庄麻场和仑山水

库管理所进行第二批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年５月２４日结

束。社教运动中，贯彻了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注意了思想教

育和群众发动，运动与生产结合较密切。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村的阶级关系、干群关系、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

貌、基层组织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好的变化；清理了１９６３年

“四不清”问题；普遍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大寨的先进经验，有些地

方还学习了毛泽东著作，树立了标兵，层层搞了样板队和样板田。

据第二批６个公社统计，参加“四清”的干部３４２７人，有“四不清”

问题的干部３２８４人，占干部总数的９５．８％。其中犯有贪污盗窃

错误的６０８人，占“四不清”干部总数的１８．５％，共清理出干部贪

污盗窃、多吃多占的粮食３９．２６万斤，现金１３．８６万元，根据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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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条”和“后十条”及省委补充规定，落实退赔粮食１５．５１万斤，

占总数的３９．５％，运动中已经退赔４８％，落实退赔现金７．８６万

元，占总数５６．７％，运动中已退赔４０．６％。

三、面上公社的社教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在全县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面上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在大卓公社先行一步后，其余公社于１９６４年１月３

日起相继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到１月１８日全部结束。参加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应到人数１２７３５人，实到１２２８６人，占９６％，其

中党员４１６２人，占实到人数的３３．８％。会议对文件学习较好，公

社领导核心在会上作了检查，思想发动比较充分，忆苦思甜活动搞

得比较成功，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较好地解决了

革命意志衰退问题。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按照中央、省委和镇江地委的

部署，在城镇也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

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全县开展“五反”的

单位共１０５个，４８３１人，分四批进行。党政民机关从１９６３年７月

开始，１１月基本结束。企事业单位“五反”运动分三批进行，从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０日开始，每批大约３个月。企事业单位的“五反”

运动，特别是企业的“五反”运动，一般都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在

开展增产节约、抓好生产的基础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反对铺

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首先学习中央关于“五反”

运动的指示，有关“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在学习文

件、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诉苦思甜、回忆对比，在此基础上，

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检查），一般干部查上当放“包袱”，进行自我

革命。据第一批企事业单位“五反”统计，参加查上当放“包袱”的

共２８２人，共放下大小“包袱”２０７９个。在查上当放“包袱”的基础

上，运动转入第二步，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大张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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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动群众，向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

第三节　江苏省委在句容开展“四清”运动

一、省委在句容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的由来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几个问题的总结》。３月１３日，又就江苏开展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工作，向中央和华东局作了报告。４月１４日，省委又

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的“四清”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是年五

六月间，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上，中央对全国社教运动作

出严重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７月２

日至８月８日，江苏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７月中旬，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了“四清”运动。９月７日至１３日，江苏省委又

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全会决定重新调整城乡社教运动的

部署，从１９６４年秋冬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农村社教在各专区

集中力量搞好１个县，全省搞好７个县，句容是全省社教试点县。

镇江地委于１０月２８日起召开为期１１天的常委会议，学习中央领

导有关信件和省委领导讲话精神，联系实际，对一年多来城乡社教

运中的“右倾”错误进行检查。是年１１月，句容县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省、地会议精神，总结自１９６３年７月以来城乡社教运动

情况，认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不论在对待干部、发动群众、对

敌斗争、部署做法以及运动与生产的关系等几个问题上，均存在

“右倾”错误，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待干部问题。

由于在一年多的社教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错误，“四清”

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不彻底，按照刘少奇“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

江苏省委决定，句容仍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搞“四清”运动的试

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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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委句容县社教运动工作团

人员构成。省委社教运动工作团共有工作队员２０６１８人。由

镇江、扬州两个专区，南京、常州两个省辖市的２５个县、市和中央

有关部门，省级机关、人民解放军、大专院校抽调的干部，以及知识

青年、复员军人、大队干部组成。其中：中央机关干部４４１人；省委

机关干部８１１人；地、市级机关干部５１４人；县级机关干部７６０３

人；人民解放军干部７４４人；大专院校干部、教职工８６９人；新吸收

的知识青年、下放职工、复员军人和大队干部９５７６人。在工作团

人员中，有省委领导２人，地委书记２人，县委书记１９人，大专院

校党委书记、部队大校以上干部４３人。

组织领导。江苏省委句容县社教运动工作团团长由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欧阳惠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句

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蹲点。省委句容县社教工作团在中共江苏

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作团下设３４个分团、１个直属工作

队；工作团团部设办公室、政治部和５个调查组（即组织建设、生产

建设、文教建设、集镇建设、政策研究）。县级机关工作队下设党

群、文教、政法、农水、工交等口共５个工作组。各分团的组织是：

各大队设工作队，各生产队有工作组。

进出时间。江苏省委句容社教运动工作团大部分人员是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中旬进入句容，１９６５年７月底离开句容。在句容搞

“四清”运动约７个月时间。

经费开支。省委在句容开展的“四清”运动，共开支经费１７２．８

万元，占句容县１９６５年总支出的３０％。

三、“四清”运动的过程及内容

摸底发动，搞好当年“四清”。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央

的“前十条”、“后十条”为武器，充分发动群众，查出干部当年“四不

清”的问题，搞好年终分配。工作队人员来句容前，在镇江、扬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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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了５０多天的集训，反了“右倾”思想，所以这一阶段的“四

清”“左”得出奇，发生的问题也最多。这阶段开始最早的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上、中旬，大部分社队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中旬开始的，约在１９６５

年１月结束，即中央“二十三条”下来前结束的。其主要工作：

① 夺取领导权。“四清”工作队一入村，首先宣布农村大队和生产

队的领导权由“四清”工作队领导，实际上所有干部都先“靠边站”，

被剥夺了领导权。② 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选择依靠对象，发现

和培养积极分子，重新组建阶级队伍。③ 深挖干部的“四不清”问

题。全县各工作队做法各有差异，如有的单位开展“四封”斗争，宣

布“九个不准”，即：封账、封仓、封钱、封票证；宣布不准造谣生事，

不准威胁打击群众，不准阻挠和破坏工作队的活动，不准消极怠

工、躺倒不干，不准破坏生产，不准涂改和烧毁账目、单据，不准转

移赃款赃物，不准搞新的“四不清”，不准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各工

作队、组都召开了以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批斗干部会，搞逼、

供、信，打、吊干部，体罚干部的事较为普遍，使干部与工作队的对

立情绪很严重，甚至发生一些干部想不通而自杀的事件。省社教

工作团第２期简报刊登的张庙分团奇干工作队当年“四清”运动的

做法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下午工作队进村，１５日下午，从大队

到生产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展以夺账为中心的封账、封仓、

封钱、封票证的“四封”斗争，这个斗争采取了３个动作，第一，召开

了全大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会，所有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工

作队队长说明来意，强调说明当前阶级斗争及干部和平演变的严

重性，宣布“四封”；第二，会后全面进行“四封”，把经济管理权从

“四不清”干部手中夺回来；第三，“四封”后，召开社员大会，发动大

家揭发问题。省委社教工作团简报还介绍了钤塘大队工作队、石

狮河桥工作队等地一些极“左”的做法。④ 以抓当年“四清”为突

破口，搞好年终分配。省委社教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三比一看”

活动，揭发干部当年“四不清”问题。即：一比“四不清”干部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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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前后的经济情况，当干部后比过去富了就有“四不清”问题；二比

贫下中农和“四不清”干部现在的经济情况，在劳动力差不多情况

下，干部家里经济状况比贫下中农好就有“四不清”问题；三比“四

不清”干部同过去地主、富农、伪保长的所作所为，认为“四不清”干

部比地主、富农、伪保长在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还厉害。天王公社

前进大队在当年（１９６４年）“四清”中，查出“四不清”干部５０人，占

干部总数８９％，称这些干部都是剥削钱、剥削粮、剥削草的“三剥

削”干部。据省委社教工作团党委会议简报称：统计了１１个公社

当年“四清”成果，共清出粮食１１１万斤，现金５５万元，工分２９０万

分，平均每人可分粮食８．８斤，现金４．３４元，工分２２．９分。

学习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全面开展大“四清”。１９６４年１２

月１５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

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性

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

发出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

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１月下旬开始至４月中、下旬，以

中央“二十三条”为武器，句容展开大“四清”。① 集训社教工作队

员。这次集训，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１—

２６日，在南京集训社教工作队队长以上干部，共１０８４人；第二个

层次是以各分团为单位，用５—７天时间，集训社教所有工作队员。

这次集训工作队员，是以学习领会中央“二十三条”为精神武器，总

结１９６４年底前开展的当年“四清”运动，大家对前阶段“四清”工作

组“左”的做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感到中央“二十三条”再迟来一个

月，“四清”运动的发展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但中央“二十三条”

仍是一个“左”倾错误的文件，因此，这是带着“左”的观点去纠正

“左”的错误。② 召开三级干部会。从１９６５年３月上旬起，句容

县３４个人民公社，陆续开展为期２周的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开展

全面“四清”运动。参加会议的共３０７９７人，其中社队干部１４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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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队员６５１９人。会议分为三段：第一阶段学习中央“二十三

条”，大讲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进行政策教育；第二阶段由公社

主要领导干部在会上作检查，由大队、生产队干部典型示范放“包

袱”（顾虑），掀起与会干部放“包袱”高潮。据县社教工作团简报

称：与会干部共交待贪占粮食３１９．５万公斤，钱２１５万元。有些干

部确实检查贪占钱物问题，但有不少是为了“过关”而被迫“交待”

自己或夸大“四不清”问题的。会后统计，与会干部没有问题或只

有小问题占１０％，而９０％的干部犯有“四不清”错误；会议的第三

阶段是落实春耕生产，干部交心通气。③ 核实定案，组织退赔。

公社干部会后，召开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生产队社员会议，分

别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向群众见面作检查，交待“四不清”情节，

找根源、查危害，表明改正决心。通过群众讨论，把大多数问题已

经搞清或基本搞清的干部，分批解放出来；然后集中力量批判重点

对象，解决性质严重的极少数人的问题。定案工作中，允许干部翻

案，允许上诉，允许补充交待，并力求做到群众揭发、干部交待和查

账查证“三对头”，然后经群众讨论，确定退、减、缓、免的数字，分配

“四清”果实。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统计，全县１．８万多名干部，

好的占３４．２％，比较好的占４７．５％，问题较多的占１６．６％，性质

严重的占１．７％，共清出粮食３２２万公斤，钱３０８万元，运动中已

退粮１６３．５万公斤，退款１５７万元。

开展对敌斗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时间在１９６５年４月中下

旬至５月中下旬，约１个月。主要工作有：① 发动群众，作好思

想、组织、材料等准备工作。普遍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敌情”教

育，发动群众摆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② 全面

评审，重点斗争。在评审中，对戴帽子的“阶级敌人”有摘有戴，有

升有降，瓦解“敌人”，孤立少数。并对３４１名重点对象进行说理斗

争。在评审中，新摘“阶级敌人帽子”的有１０５４人，占“四类分子”

总数的１２．２％，重新戴“阶级敌人帽子”的２６名，占原摘“阶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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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帽子”总数的３．１％，逮捕９名、劳动教养３名，收监执行１名，

送回原籍７名，其余在本地监督改造。这一阶段，“四类分子”交出

长期隐瞒的长短枪１２支、手榴弹５３枚、各种子弹８８１发、刺刀利

刃２５把。在评审斗争阶段，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一些“四类分

子”害怕恐惧，怕过不了关，先后发生多起自杀事件。③ 整顿健全

治保组织，落实监督改造措施，进行民主总结。强调依靠人民群众

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整顿健全４１１个治安保卫组织，同时以

生产队为单位建立３２４０个监督改造小组，并制定了监督改造措

施。④ 检查补课，解决遗留问题，巩固斗争成果。这一阶段，除了

对已“带帽”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外，还对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

分析，包括有无错划、漏划“四类分子”问题。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

团有关对敌斗争总结称：“全县通过对原有８６０６名‘四类分子’的

全面摸底，反复核对，查清了漏报的４４４名，纠正了错管的７７９名，

在全县８２６个单位、７５３４名国家工薪人员中，清查出隐藏的‘四类

分子’５９名”。

搞好组织、生产等各项建设，巩固“四清”成果。做好思想、组

织、生产、制度等项建设，既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又单独作为一项

任务重点抓落实，全县大约从１９６５年５月中下旬至７月底。

① 思想建设。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党委要求在运动中，各方面的

建设都要高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之纲，突出政治，把思想

工作放在首位，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作为整个建设之纲。各工作队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

东著作；还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系统的“四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

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

的教育，进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教育，学习大寨精神，巩固与发

展集体经济的教育。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针对句容地处山区、革

命老区，文化落后，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帮助

发展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四清”运动中及结束时统计：全县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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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学６１所、耕读小学４６４所，学龄儿童入学率由６３％增加至

８２．１％，俱乐部由１４８个增加至１００８个；群众卫生保健组织初步

建立，共培养卫生保健员３７５２人。② 组织建设。根据“四清”运

动反映出来的问题，本着解放绝大多数干部的原则，对公社、大队、

生产队三级干部班子进行调整，对干部本人作了定案处理：全县在

１８０９３名参加运动的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中，属于阶级异己分子

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予以清洗的共５９人，占原有干部总数

的０．３３％，受各种纪律处分的１０３３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５．７％，

其中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以上处分２４７人，占１．３７％。根据在运

动中的表现，由群众民主选举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有７５％的干

部连任，２５％的原有干部落选。在“四清”过程中进行了整党建党。

主要内容有：一是对犯错误的党员作组织处理，并开展党员登记工

作。在全县４６８个基层党支部中，共有党员６９５４名，准予登记的

６１３０人，占党员总数的８８．１５％，暂缓登记的３７３名，占党员总数

的５．３６％；不予登记的３７３名，占党员总数的５．３６％，其中８１名

预备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二是对４４８３名发展对象进行考察，

发展１４２２名新党员，占原有党员总数的２０．５％。三是建立和健

全基层组织。在原来８个没有党支部的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原来

８５０个生产队没有党员，整党建党后下降至４３８个。群众团体建

设。加强了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全县组织了１７００多个学习毛泽东

著作小组，有２万多名青年参加学习，在运动中整顿和建设共青团

的基层组织，开除团籍６７人，劝其退团９２人，发展新团员７９００

人，同时办理５６４０名超龄团员离团手续。妇女组织发挥了作用，

带头破除“妇女栽秧不发棵”的迷信，夏种有３６００多名妇女下田学

栽秧，１万多名妇女参加文化学习，３．３万名妇女参加贫下中农协

会，４．５４万名妇女参加民兵组织及其妇代会，全县有０．９７万名妇

女搞了试验田、种子田、样板田３０５６亩。③ 生产建设。根据县委

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及发展纲要，各公社制定出远景发展规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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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１９６５年夏收总产比１９６４年夏收总产增６９％，比历史上最高收

成的１９５６年夏收总产增１５％。冬春农田基本建设完成水利工程

８００万多立方米。镇江、扬州两专区农业上许多先进经验和先进

操作技术在句容推广运用。④ 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根据中央“二

十三条”中“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

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的规定，逐步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的政治工

作制度。县社教工作团团部经研究讨论，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实

行四大民主、监督和政治工作制度等几个草案，经修改后试行。

四、县机关及集镇企事业单位的“四清”运动

县级机关的“四清”运动。县级机关社教工作队在省委句容社

教工作团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下按各口成立工作组。工作队由

镇江、扬州两地委及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共８８人。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１５日进入句容县机关，１９６５年７月底撤离返回。运动开始时，基

本上按农村“四清”路子，后逐步根据机关特点作了调整。大体上

可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春节

前，主要是思想发动，揭句容县委的问题。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召开

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主要目的是解决县委常委的工作问题，

通过县委常委带头检查，推动科局长和区、社党委负责人早日“下

楼”，以便县、区、社领导干部早日解放出来，领导运动和工作。原

来的意图是县委正副书记、县长大会检查，常委到各口检查，会议

即结束。但会议一开始领导意图与群众意见不一致，包括县直机

关社教工作队的部分同志在内，把句容县委和县直机关的问题看

的多一些、严重些，发生了把一些人的政治历史、男女关系、出身成

分写成大字报上墙等偏差，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决定暂时休会，春

节后再开。第二阶段是春节后至５月中旬，以学习中央“二十三

条”为武器，全面开展机关“四清”。根据机关的实际，以清政治、清

思想为主，着重抓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阶级路线中发生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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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突出政治、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主要做法

是：① 学习准备。春节后集训了工作人员，同时组织机关干部继

续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春节前的运动，肯定成绩，检查缺点。

对干部和机关中的问题作全面排队，并组织力量有重点进行调查

核实。县机关３９个单位、５７７名干部，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

９１％，５８．６％是共产党员。② 全面“四清”。自３月中旬起分批进

行，５月中旬基本结束。第一批是银行、公（安局）、检（察院）、法

（院）等单位先行一步，其他单位４月上旬陆续展开。在此期间，召

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就集体领导和个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四清”运动，机关干部受各种纪律处

分的１４人，占干部总数的２．４％。第三阶段是５月中旬至７月

底，主要内容是以突出政治、面向基层，实现机关革命化为中心，进

行全面系统地整改。５月２１日，召开了第二次县、区、社三级干部

会议。会议内容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对运动的看法，

研究整改措施。机关整改期间，经研究决定，撤销区一级建制，把

３４个公社缩为２２个公社，县委、县人委机关由原来３３个部门合

并为１０个部门，即党委部门的１２个单位合并为政治部、纪委、县

委办公室（即一部、一委、一室），县人委部门由２１个单位合并为农

委、文委、财委、计委、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即四委二室），另成立一

支２０人的工作队，搞调查研究。行政干部编制由２７８人减为１４０

人。撤区并乡工作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经省人委批准后实施，机关机

构精简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实施。

集镇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句容共有集镇３４个（即每个公

社１个），人口１８１３２人。参加集镇“四清”运动的企事业单位８３９

个，１．５万人，居民及个体劳动者７３４２人。为了加强对集镇开展

“四清”运动的领导，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有１名副团长分管集镇

的“四清”运动。各分团也有１名副团长分管集镇“四清”运动。城

镇专门成立了分团，其他集镇成立工作队，较大的企事业单位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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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集镇的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做好思

想上、组织上、材料上的准备。第二阶段为清理阶段，进行全面“四

清”。第三阶段是建设阶段，主要是思想、组织、政治工作制度、生

产四方面的建设。集镇各单位有不同特点，“四清”运动中侧重点

各有所不同。机关企事业单位主要抓革命化问题，改变领导作风，

克服官僚主义；财贸商业系统管钱管物的人多，以清经济为主，端

正经营方向；文教卫生系统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预防

为主的医疗方针。集镇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同农村一样，１９６４

年底前“左”的做法比较突出，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左”的错误

有所纠正。全县集镇企事业单位属于清理对象共４２５３人，占总人

数的２３．４％，其中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共２３８８人，占总人数的

１３．１％，清理出钱８０９６５８元，粮２０７５７２公斤，布证３３４９６尺。

第四节　对句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

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

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

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

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

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上述论断完全符合句容县

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

一、句容社教运动积极方面

有利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社会主义教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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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要是“四清”，重点是清经济，过去干部对多吃多占，捞一点集

体的财物不以为然，“四清”运动则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把干部多占

集体财物、多吃多占问题揭露地比较彻底，还挖了干部产生贪占的

思想根源。虽然无限上纲上线地分析是错误的，但确对广大干部

的触动很大，有的检查自己开始是怕劳动，到后来厌恶劳动，越歇

越懒，越吃越馋，慢慢脱离群众。有的检查自己只顾个人发家，不

顾集体利益，从占小便宜到贪污集体财物。１９６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５

年７月这次“四清”运动，在２万余名社教工作队队员中，有省、地

委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到句容后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这无疑给句容的干部带了一个好头，上了一堂联系群

众的党课。

传播了一些科技知识，改善了经营管理。省委句容社教工作

队成员来自苏南苏北几十个县市，许多人又都是农村或某一地的

负责人，他们到句容后，把他们家乡许多先进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句

容人民。如沤制草塘泥，合理密植、评工记分，财务制度上可行的

做法等。商业财贸等系统在“四清”运动之后，经营管理工作得到

加强，为农支农的思想作风得到改进。

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树立了农村破除迷

信、移风易俗等社会新风尚。“四清”运动虽然在定案中有冤假错

案，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无疑对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不法之徒是一个沉重打击。工作队员带头破除迷信树新风的行

动，给句容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农村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

作活动，大队建立卫生室，培养出“赤脚医生”，也都是从“四清”运

动之后开始的。

二、句容社教运动的消极影响

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５年７月这次“四清”运动中，不少基层

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正是“左”的错误所产生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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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教工作队进村前，就已

经反了“右倾”，从上到下都带了这样一个框框：现在基层已有不少

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干部有“四不清”问题就是“四不清”干

部，就要打倒，就要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所以工作队一进

村，第一个任务是夺权。城东公社戴家边大队由一个生产队长说：

“工作队一进村，就把我们通称为‘四不清’干部、‘特权阶层’，和

‘四类分子’一样看待，宣布８条纪律，只许我们规规矩矩，不许我

们乱说乱动。与群众讲话，说是拉拢群众；与干部在一起，说是互

通情报，定攻守同盟；与工作队员接近，说是探听消息；去抓生产，

说是伪装积极；不管工作，又说是躺倒不干，弄得我们走投无路，哭

笑不得。”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对于纠正前阶段“四清”运动中

某些“左”的做法，解放绝大多数干部起了关键作用。但文件中提

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发动“文化大革

命”埋下了伏笔，“四清”运动中斗干部的做法，确给“文化大革命”

中的造反派提供了“榜样”。

打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清”运动，重点是农村大

队、生产队干部。应该讲，这些吃农村粮的干部，工作最辛苦，“四

清”运动开始前，全县基层干部的状况是好的，个别同志有一点多

吃多占、贪占集体财物的现象。但“四清”运动一开始，就把基层干

部队伍看成一团漆黑。一般的大队，当年“四清”中斗争干部的面

都在２０％－３０％，部分高达７０％—８０％，干部情绪动荡，许多干部

都想不通，发生多起干部自杀事件。社教工作队在学习中央“二十

三条”、总结前阶段“四清”运动时说：“当时有一个公式：是干部就

是‘四不清’，‘四不清’干部就是烂掉了，烂掉了就要夺权，夺权就

要斗，斗就要狠”；“政治上没有问题经济上有问题，经济上没有问

题生活上有问题，本人没有问题家属亲戚有问题”。所以“四清”运

动开始后，干部先是靠边站，他们工作做得多，得罪人也多，意见也

多，“四清”运动中被斗争的就多。“四清”运动中那种斗干部、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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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打干部的做法，伤了基层干部的心。虽然中央“二十三条”下达

后一些干部被解放出来，通过领导做工作又重新挑担子，但有一些

干部想想运动一开始的做法，感到寒心，有些怕以后再挨斗，不愿

当干部了。据运动后期统计，大队、生产队干部更新面高达２５％

以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基层干部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

法的不满情绪。

违法违纪的做法违背了党的一贯方针。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

“实事求是”，对犯错误的干部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不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戴帽子的“四类分子”，都是禁止打、骂、体罚

等违法行为，不许搞逼、供、信。但在“四清”运动中，尤其是１９６４

年底前的当年“四清”中，一些工作队员为了早出“成果”，取得“大

成果”，怂恿、支持某些人对干部打、绑、罚跪、拘留、查封财产等违

法行为，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出现打骂、体罚等逼、供、信行为。

这些是造成自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在任何

时候都要坚持的思想路线，而在“四清”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初期，

简直是无实事求是可言。有些工作队听说人家搞出大队或小队干

部贪污５００公斤粮，自己只搞到２５０公斤，就觉得不光彩，而且相

互影响，形成压力，于是不顾实际情况，采用各种手段，来扩大“战

果”。有个女生产队长在大会上被斗争，万般无奈，她承认抱了队

里两捆豆秸，上面有６０公斤黄豆。而工作队不仅相信，而且嫌少

了。有个生产队只有６０亩田，干部被斗时承认贪污１．２万公斤

粮，按此计算，每亩被干部贪污就有２００公斤，这明显是假的，但都

信以为真。在计算干部贪污财物时，有的算账方法简直可笑，如有

个干部拿了集体２００棵山芋苗，以１棵结１公斤山芋计算，２００棵

山芋苗要退赔２００公斤山芋。有些干部被怀疑有问题，但又没有

材料，社教运动工作队就采用“斗斗看”的办法，在斗争中不断“加

温”，干部受不了就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有的干部被迫把数字

加码，有的虽属无中生有也承认下来，以求过关。有些大队干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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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面高达７０％—８０％，有个公社的小学教师共有３６人，其中１０

人被定为贪污性质，数量小的只有２元。

撇开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省委社教运动工作团根据中央

“后十条”规定，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工作队领导。１９６４年１２

月中旬省委社教工作团进入句容，到１９６５年７月底，这期间句容

的工作是由省委句容社教工作团领导，从县、区、公社、大队、生产

队，一切事务都由工作队领导。从县到生产队，要办什么事，必须

获得工作队的批准同意，才能去实施。工作队怎么说，县委就怎么

办。一切由工作队说了算。“四清”运动这种撇开当地党委、政府，

以社教工作队代党代政的做法是不妥的。如果当时“四清”运动能

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至少可以多听一些不同意

见，减少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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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句容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从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召开至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前的１０年，是党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１０年。句

容同全国一样，党的八大后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开展的“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全县国民经济发展的秩序，破坏

了国民经济结构比例，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经过贯彻中央

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全县的国民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得

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战胜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三年经济困难”之后，

人民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升。

第一节　农业在曲折中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抓经济工作的重点仍在农业。

句容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县份，农业的兴衰对句容经济起举足轻

重的作用。

一、水利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句容是丘陵

山区为主的县份，水库建设又是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八大

之后，即１９５７年初，小（一）型水库—李塔水库开工兴建，标志着句



容水库大规模建设拉开帷幕。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政治形势，促使

句容水利建设超常规发展，句容水库建设的骨干工程，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北山、二圣、句容、仑山、茅山、虬山、东荆塘（未建成）、墓东

八大水库，都是在１０年建成或开工始建的。句容后来所以能保证

粮食稳产高产，能达到全国水利先进县的标准，没有这１０年的水

利建设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党的八大前，句容只有１座小（二）

型水库，兴利库容只有７０．５万立方米，到１９６６年的５月，句容水

库的兴利库容已达９１７５万立方米；机电马力排灌设备从无到有，

到１９６６年５月，内燃机６３３台、１１４６０．５马力，电动机１９６台、

１０１７７马力，合计２１６３７．５马力。这些水利设施对抗御旱涝灾害，

保障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

句容水利建设这１０年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１９５７年只开

工１座小（一）型水库，人力物力财力是可以承受的，但１９５８年一

下子再开工兴建“八大水库”等水利工程，因急于求成，计划脱离实

际，财力、物力难以承受，劳力不足，粮食短缺，移民安置等问题相

继出现，１９５９年，句容县委决定停建东荆塘水库，缓建墓东水库，

缩小虬山水库规模，集中力量建设５座中型水库，１９５９年２月至

１９６０年１月，所建水库先后合龙蓄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在贯彻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句容县委认真总结党的

八大以来水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贯彻水利部制定的“小型为

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县委成立了退赔工

作五人小组，认真处理“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主要是对中型水库

移民进行退赔、安置。同时进行水库的配套工程建设。充分发挥

水库的功能。这期间，机电提水工程建设拉开了帷幕，为水库配套

的干支渠道建设全面展开。句容水利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这１０年建设

的实践证明，选择以水库建设为句容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正确的，但

怎样建水库，不能违背客观实际，必须量力而行，以“小型为主，以

蓄为主，以社办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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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的发展

粮食产量一直是农业经济的核心。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这

１０年的粮食产量，走过了一个马鞍形。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是句容

解放后５０年代粮食产量的最高年份，达１６万多吨，比１９４９年的

７万吨翻一番还多，这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及农业科技推广密

切相关。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下降，但很少，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三年下降

了３万多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年粮食总产量与１９４９年差不多，只

有７万多吨；其原因，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与“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大炼钢铁等工业“大跃进”严重冲

击了农业生产，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又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

生产积极性，天灾人祸造成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使

解放后刚刚解决吃饭问题的广大群众，又面临忍饥挨饿的境地，出

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贯彻了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

八字方针后，１９６２年全县粮食产量开始回升，１９６３年又创句容历

史记录，比１９５６年多１．７万吨。直到１９６６年，全县的粮食产量又

一直在１７万—１８万吨粮之间徘徊。

林、牧、渔、副业的发展，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这１０年也经历了马鞍

形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句容虽是丘陵低山为主的县份，但在１９４９

年句容解放时，森林覆盖率只有４％。公私林场１９个、５．６万亩成

片林地，解放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调动了个人和集体植树

造林的积极性。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合作营林达１２．５２万亩。党的八

大之后，广大山区群众植树造林积极性提高，以专业队伍为主营林

方式，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全县共造林５．５６万亩。１９５８年“大炼钢

铁”，对林木造成大量砍伐。天王公社共有劳力１．７万人，调出１

万人大炼钢铁，４０００劳力砍树、烧炭、办食堂，镇江地区调用３０００

名劳力上山砍伐树木，致使境内森林覆盖率陡降至２．８％。但句

容的茶树是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发展的，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为句容

茶叶发展的重点时期，以６个国营茶场为主，新辟茶园１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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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后，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提高。生产、生活用具急需修理、

添置，木、竹供不应求，从而促使林业生产逐步恢复。据资料统计，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全县造林２５．６２万亩，零星植树１０５２．３万株。畜

牧业的发展与粮食产量状况有些相似。１９４９年，全县饲养量为

４．７４万头，圈存量为２．９１万头，出栏量为１．８３万头，到党的八大

的前一年（１９５５年），生猪饲养量７．６５万头，圈存量４．６９万头，出

栏量２．９６万头。１９５７年，生猪饲养量１５．５５万头，圈存量９．５４

万头，出栏量６．０１万头。１９５８年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同

１９５７年相似。１９５９年后由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加上吃公共食

堂，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都大幅下降。１９６１年，生猪饲养

量为５．７８万头，只有１９５７年的一个零头，圈存量３．５５万头，出栏

量为２．２３万头，与１９５０年相当。１９６２年在贯彻中央调整方针

后，生猪饲养量、圈存量、出栏量三个指标开始恢复，１９６６年达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最高值，全县生猪饲养量为２３．５４万头，圈存量

１４．４４万头，出栏量９．１０万头。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农业产值是以粮食为中心的，所以农业产值

与粮食产量的变化是一致的。１９５６年的农业产值为９３４８万元，

比１９５５年增２３．７％。１９５７年的农业产值为９９３４万元，比１９５６

年增６．３％。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农业产值连年下降，与粮食产量逐年

下降相一致。１９６２年农业产值为６０７０万元，比１９６１年增长

２５．６％。到１９６６年，农业产值达１１２０７万元，这与粮食产量的上

升也相一致。

第二节　工业经济在曲折中前进

一、资源性工业的发展

句容矿产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加快句容工业发展的步

伐，首先从资源性工业入手应该说其思路是正确的。但１９５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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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期间，组织万人上山，揭开地表，寻找矿藏，一哄而起办

了“地方国营句容县铜山钼铜矿”等９个地方国营矿山企业，１９６０

年发展到１３个矿山企业，产值超４７万元，由于农业粮食产量大幅

减产，而吃供销粮人口又大幅增加，１９６１年贯彻调整方针，县委下

决心压缩城镇吃供销粮人口，停办１０个矿山企业，只保留句容县

铜山钼铜矿等３家矿山企业。１９６２年６月，铜山钼铜矿归省冶金

局领导，１９６３年６月隶属国家冶金部，１９７０年又下放给句容县领

导。１９８５年，该矿形成年产５００吨的采选规模，年产铜金属

２９６．６１吨、钼精矿１０７．５５吨，产值２４１．５１万元。１９９４年７月因

资源枯竭闭矿停产。

二、为农支农工业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县级基层，特别在以粮食为纲的年

代，各行各业都把为农服务作为重点。“大跃进”初期，省委提出

“县县发展工业，乡乡兴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的号召，句容在

１９５８年１—５月就办厂（矿）５８４个，其中县办２２个、乡办１２个、社

办５５４个。在乡办的１２个企业中，“农”字口占１１个，社办５５４个

厂中，除了６个造纸厂外，其他如农具修造厂、农药厂、土化肥厂

等，基本都是为农服务的。这些乡办、社办企业，虽然办工业的方

向是对的，但缺乏技术和资金，又多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１９５９

年后因吃粮困难就逐步歇业；１９６１年贯彻调整方针，除公社的农

具厂外，绝大多数公社和大队所办企业，纷纷关门走人。但县办支

农企业情况就不一样。句容机械配制厂，前身为句容县城镇铁木

生产合作社，生产锄头、镰刀、铁锹等小农具和生活用具，１９５８年

后添置车床、刨床、冲天炉等设备，改称机械配制厂，转向生产柴油

机配件和修理柴油机和水泵。１９５９年又将锻造车间、木工车间划

出，新成立句容县第二农机修造厂。这两个企业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及８０年代发展却很火红，特别是机械配制厂，后来转产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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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机械，成为句容工业的骨干企业。

三、工业产值的变化

１９５６年，句容县工业产值为５８１万元，比１９５５年的２８２万元

增长１０６％；１９５８年工业产值达１５２９万元，比１９５７年的６８８万元

增长１２２．２％；１９６０年，全县工业产值为２５２２万元，达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最高峰。１９６１年贯彻调整方针后，当年工业产值下降至

１１３８万元，１９６２年到达低谷（１０１４万元），１９６３年工业产值开始回

升，１９６５年工业产值达到１７８７万元，接近１９５９年（１８１２万元）的

水平。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工业产值下降至

１４２７万元。

第三节　交通邮电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交通、邮电

党的八大召开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１０年间，修建了句容

解放后新建的第一条路，即后白至郭庄的１４．８公里的公路，“大跃

进”中县组织近万名公社社员改建句容至下蜀公路，新增矿区公路

６３．５公里、乡道２３．２公里、村道９６．７５公里，１０年间，全县公路里

程增加到３２２．８６７公里，是１９５６年的２．７倍；机动车船从无到有，

汽车保有量３８辆，拖拉机１０３台，货运量从９．８万吨增加到３０万

吨，客运量从３８．８万人增加到８２万人，水上货运量从３．５万吨增

加到６．４万吨。但“大跃进”时新修的公路因当时要求速度快、用

工少，缺乏科学勘测设计，只为节约土方，造成坡陡、弯道多、曲线

半径小，一条句蜀线３０多公里有３１０多个弯道，最小曲线半径仅

１０米左右，造成养护困难，留下先天缺陷。

邮电的发展也是在曲折中前行。从机构看，１９５８年农村人民

公社化后新增１５个公社邮电局，１９６０年初又因公社数量的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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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撤并。从设备看，１９５８年始配莫尔斯电报机１部，１９５９年始设

长话专用设备，１９６２年增装波文收报机。农村电话设备，１９５７年，

全县电话交换机由１９５２年的５０门扩大至２３０门、话机９０多部、

杆路２２３．３７杆公里、明线３１７．９７对公里，至１９６５年，全县农话交

换总机２３部、８００门，话机２４２部，杆路总长３１５．８２杆公里，线路

总长７２８．３２对公里。从业务量看，函件：１９５８年为８４．４８件，比

１９５４年的５３．１６万件增５８．９％；１９６５年函件为１３７．８５万件，比

１９５８年增６３．１７％。订销报纸累计份数：１９５８年为１９９万份、

１９６５年为２６２万份。电报：１９５８年为５３６９份，１９６５年为９８９７

份。长话电话业务量：１９５８年为１１６４张、１９６５年为３７７２４张。农

话去话业务量：１９５８年为１３万张，１９６５年为２６万张。

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受经济发展制约的，反过来又影响经济

的发展。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形势下开展的各种“大办”，虽然对

社会事业的发展或进步有好处，一度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但如

果没有经济的支持，是难以持久的。从教育看，全民大办教育，

对教育普及是一个大推动，即使在今天，教育事业仍需全社会、

全方位的支持。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也

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普及教育的好形式，应予肯定。从文化

看，报纸、档案馆、图书馆、广播事业的普及，都是这１０年里兴建

或大有发展的。卫生事业更是这样，１９５８年各公社新建了卫生

院，“四清”运动中大队又建起了卫生室，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

进展，农村的“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除四

害”虽有些形式主义，但毕竟掀起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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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多个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干部群

众和知识分子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扩大化，使不少干部群众，特别是教师等知识

分子蒙受其冤，身受“左”的错误之害，时间长达２０年之久，使一批

想用自己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血青年，无处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党员

被戴上“右倾”帽子，后来虽然进行甄别平反，但不彻底。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开展的“四清”运动，更是打击了许多基层干部党员的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性。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这１０年里，有过上述３次大

的政治运动，有３０００多名干部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或被戴上“右

派”、“右倾分子”的帽子，不仅身心受伤害，而且被迫去“劳动改

造”，生活上也发生严重困难。实践证明，当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

差时，特别是“左”的思想起作用时，就会发生“整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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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编

十年内乱及对

“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内乱开始

１９６６年５月，正当全县人民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

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和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长达十年

之久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运动初期，句容县各级党组

织和领导干部本着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朴素感情，按照上级部署

开展运动，并为控制局面，确保工农业生产正常运转，维持经济和

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各级领导干部

大多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造反派纷纷

夺权，县内武斗迭起，派性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陷入全面混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批判“三家村”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等秘密策

划、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

火索。

１９６６年２月，江青与林彪配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界基本



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

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

纪要。

在江青等人的鼓动下，批判斗争不断升级，批判不仅涉及北京

市副市长吴晗，还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

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此前，吴、邓、廖三人曾以南星的笔名，在

《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

写《三家村礼记》。这些杂文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其中一

些文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

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

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报》和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

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

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彻

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此后，其他一些

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

“黑帮”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讨伐之声。与此同时，几乎

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

在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报道批判“三家村”的形势下，江

苏省句容县中学、后白中学、句容工读中学、江苏省劳动大学、陈武

中学等单位，也先后召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县级机关和文化教

育单位组织职工学习有关材料，开展批判“三家村”的活动。６月，

县委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认真进行教育工作，组织学习中央有关

文件和报纸上有关文章，对“三家村”的主要论点积极组织反击，并

大造声势，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热潮。县委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

强对运动的领导，突出政治，搞好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反党、反

社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此后，批判“三家村”运动在全县城乡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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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按照县委的部署，全县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进行发动，号召

广大干部、职工和教师认真投入运动中去；在农村，则对基层干部

和群众普遍进行教育活动。开展运动的单位，先组织学习，后组织

反击。学习的文件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

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平剧院

的信》５篇著作，以及《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华

日报》刊载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刊载

的高矩、何照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等文

章，还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等。反击的中心主要是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中所谓

“攻击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无产阶

级专政”、“攻击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道

路”和“腐蚀青年”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机关和各公社纷纷召开声讨“三家村”的

大会。截至是年７月底，磨盘公社累计召开大小声讨会１７１次；葛

村公社以片召开声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近万人，有５２７人进行了

声讨发言。全县各中学、中心小学和机关单位，还运用广播、黑板

报和墙报等形式，播放或刊登声讨“三家村”的文章。

二、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

错误”，停止或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并于５月１６日通过了《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从

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

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

３２２第三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

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

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通知》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

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

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系统表述了１９５７年后逐步形成的关于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

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６月１７日，镇江地委召开第三批农村社教运动分团长会议，

传达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根据中央和江苏省委、镇江地委的

要求，７月５—８日，县委召开由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公社党委正

副书记、主任、国营厂矿、场圃负责人及县级机关部、委、室、组负责

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及其他有关中央

文件，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并通过《中共句容县委全会（扩大）会议

决议》，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号召，动员全县

干群和广大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

斗争，横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

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彻底破除一

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

把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迅速传达下去，紧接着，１０日至１４日，县委

又召开包括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共有６０５人参加的全县党员干

部会议，作进一步的传达、贯彻。会上，县委副书记黄选能作了“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并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进行了讨论。

７月２９日，县委出台《中共句容县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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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就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部署。提

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的开展运动。县级党政机

关和文教单位一定要重点整深整透；生产大队要分别不同情况补

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集镇和厂矿企业要认真搞好”。县委决定

在秋前开展运动的有县级党政机关、文教、卫生等２６个单位；集训

初中教师；搞一个公社的试点。参加运动的干部、职工共８３７人，

学生７１２人。具体是：（一）县级党政机关中参加的单位有县委政

治部、监委、县委办公室、县委工作队、党校、农委、计委、财委、文

委、人委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农干校、档案馆、教研室、耕读办公

室、函授站共１６个，干部１７６人、职工２９人。（二）中学中县中和

后白两所完中，在校搞运动，共有教职员１１０人，参加运动的高中、

初三学生７１２人。初中１４所，有教职工２７５人，暑假中集训。

（三）文化系统有电影队、广播站、新华书店、文化馆（站）、剧团等５

个单位，共有干部、职工１０２人，其中临时工１０人。（四）卫生单

位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３个，共１４５人。（五）农村中在大卓

公社搞试点。全公社１５个大队，１９０个生产队，５１６７户，２３００９

人，其中农业人口２２４５３人。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由蒋继奋、宋敏、潘湘云、王玉

亭、唐均一、柳林、宋有桐７人组成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蒋继

奋任组长，宋敏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由１１人组成的“文化大

革命”办公室，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委要求，不论开展

运动或暂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都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放在一

切工作的首位，要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

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要把“文化大

革命”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

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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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派驻工作组，“文化大革命”逐步向全县发展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聂元梓等７

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及北京市委改组的消

息发表，省城南京和地委所在地镇江陆续出现大字报。矛头开始

指向党政干部，学校秩序开始混乱。离南京和镇江仅４０多公里的

句容，也开始出现大字报。到６月中旬，句容大多数中学的师生都

投入了运动。一时间，大字报刷满了校园。激情飞扬的学生们无

所畏惧地向着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不正常、或者看不惯的现象开

火。大字报的矛头多数指向学校领导，也有指向一般教师的。其

间，有对他们当年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笔伐，有对他们平时片言只

语断章取义的批判，有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指责等。广大师生通过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下同），揭发问题，并揪

出了一些所谓“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

神”。在这种猛烈的批判浪潮中，多数学校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或

半瘫痪，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为了加强文化教育单位运动的领导，维护正常秩序，７月中

旬，根据中央、省及地委要求，句容县委采用外地做法和工厂、农村

搞“四清”运动的老经验，抽调１７４人（地委分配的原“社教”运动留

守工作队员１５５人，县机关抽调１９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队

（组），编为３个队７个组１个室，即大卓公社一个队８１人，初中教

师集训班一个队４０人，县机关、文教系统一个队２０人，５所完中５

个组１５人，卫生系统２个组７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１１人（包

括检查组５人），分批进驻县委决定开展运动的单位。工作队进驻

学校等部门后，主持了对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

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此

同时，工作组认真宣传中共中央的八条要求，要求造反派“内外有

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学校外面”、“大字报不要上街”、“不准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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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侮辱人”、“对历史问题和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不要写大字报，学

生不要揭发学生，不要泄露国家秘密”等，力图使运动在党的领导

下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组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乱揪乱

斗的现象，缓解了学校内的紧张气氛，赢得了大部分师生的支持和

拥护，但也引起了少数情绪偏激的造反学生的不满。他们有的公

开批评工作组，有的张贴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抨击，还有的要求工

作组撤离学校。

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８月６日，中共

镇江地委发出通知：“全面撤销工作组，市县委可在一部分学校派

驻联络员”。８月１０日，中共句容县委作出《关于撤销句容县中、

后白中学工作组的决定》，并指出“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工作组的人

员仍留在学校，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中央的决定；听取广大

革命师生的意见，听取批评，总结经验；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地向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成立文

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支持‘文化大革

命’。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需要他们回

去随时可以回去”。“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句容县中、后白中学的

‘文化大革命’，由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进行充分酝酿，充分讨论，提

出候选名单，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

代表大会，负责领导。可以先成立筹备组织，负责筹备召开文化革

命代表大会，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工作”。至此，县内所有工作

组全部撤销，由各校师生和单位职工自己开展运动。工作组成员

以联络员的身份参加运动。８月２２日，县委下发《关于集训全日

制中学教职员的通知》，决定：全县除县中、后白两校外，各全日制

中学教职员集中来县训练，时间约两个月。集训期间，各校除推选

一部分学生代表本月底来县参加集训班外，其余学生均在校继续

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集训班各校所带的学习材料为《毛泽东

选集》、“十六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纸及其他有关资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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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６日，下蜀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２２人）；后白中学亦

于同日成立，公社及周围大队都派人参加，共选出委员１５人，其中

学生１１人，教工４人。至１０月２０日，全县在学校和单位参加运

动的联络员有８２人。

撤销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进一步削弱

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自工作

组撤离后，句容各地本已混乱的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第二节　社会局势全面混乱

一、红卫兵破“四旧”与“大串连”

１９６６年５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自发集会，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着，北京的其他中学也相继成立类

似的学生组织。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写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

神万岁》两张大字报。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

兵的信，信中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

卫兵运动。８月中旬后，句容各个中学也纷纷成立以学生为主体

的红卫兵组织。有的中学还人为地以出身成分划为“红五类”、“黑

五类”，分别成立不同名称的造反组织。如行香中学，有以“红五

类”为主体的红卫兵，有以中农为主体的赤卫兵，还有以非劳动人

民出身为主体的革命造反队。县中也有“黑七类”子女组织的革命

造反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

的群众大会上煽动性地提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破‘四旧’）”。８

月２２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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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旧”的消息，随即破“四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句容的红卫兵

也很快冲向社会，掀起一股破“四旧”的狂潮。

８月２５日，县中红卫兵来到县城南大街，冲砸建立已达５４年

（建于１９１２年）之久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招牌。同日，城东半农半

医学校红卫兵，毁掉牙摊游医和三台阁针灸医生招牌，没收医疗器

具及药品，并将牙摊游医戴高帽游街。２６日，县中６０多名红卫兵

冲上茅山道院捣毁神像，将２５０多公斤经书、９８件道服及若干幅

帐幔等物品付之一炬；５５件贵重道教器具、物品及“茅山四宝”被

带回交县保管。２７日，县中近６００名红卫兵前往宝华山大破“四

旧”。对隆昌寺的泥塑菩萨进行大铲除，对数千卷经书和一切佛教

物品进行了彻底摧毁。佛教物品被砸成废铜６００多公斤、废锡

２１０多公斤拖回句容，清出来的金、银、玛瑙、玉器等贵重物品带回

句容，上交县保管。红卫兵在隆昌寺大肆砸、毁、烧后，乘６辆卡车

到龙潭镇进行游行示威。２９、３０日，县中红卫兵和县机关、邮电

局、县医院、印刷厂及街道居委会部分干群共４００余人，押着３４个

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戴着高帽子进行游街示众。随后，红

卫兵在全县城乡大破“四旧”。臂带“红卫兵”袖套的青少年幼稚而

狂热，单纯而盲从。他们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以简单、粗鲁的

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他们无所顾忌地闯入民宅，翻

箱倒柜。雕有龙、凤、花、鸟、虫、鱼图案的花板床被铲毁；砌有烧制

图案砖的墙体被捣毁；家具上铜质扣件、铜盆、铜制手炉和脚炉等

生活用品被砸毁；绣有龙凤等图案帐沿、门帘等被撕毁，金、银及其

饰品、挂件被抄走；许多珍贵文物和有价值的古书资料被毁弃。８

月３１日上午，城镇公社组织了６所中小学、１９家社办企事业单位

和各居委会居民约８００人的破“四旧”报喜队伍，把抄收来的家谱、

古书和字画、金银及器皿、带龙凤图案的帽、鞋、褥、帐沿及寿衣、各

种质地的菩萨像、祖宗亡位牌、神台神位、香炉烛台等所谓“四旧”

物品，挑的挑、抬的抬、推的推，涌向县委和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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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报喜。同日下午，石狮公社也组织７００多人的队伍，挑着约１７０

担横扫出来的“四旧”物品来县委报喜。各地农村亦仿效之，逐户

过堂破“四旧”，然后向上一级单位报喜。强行剪妇女辫子、挖祖

坟、毁棺材等在城镇、大卓、天王、磨盘等公社都曾发生过。茅山公

社“造反派”还炸毁葬在茅山脚下的康有为母亲的墓，劈开棺椁，墓

前汉白玉石碑也遭砸，使很多字无法辨证（残碑如今放在茅山道院

印宫内，得到了保护）。

在破“四旧”同时，全县出现所谓打破“四旧”名称，改换具有

“革命”意义名称的行动。当时改名的有１４个公社、１１３个大队、

３５所学校、２２０多个企事业单位。如茅山公社改为东进公社、后白

墅中学改为东进中学、天王公社改为四清公社、云塘中学改为红卫

中学、城镇鲜鱼巷口改为红旗街口，等等。城镇公社将４个居委

会、２６条大街、小巷和马路名称在８月２４日一天全部进行了更改

和重新命名。

据统计，从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全县破“四旧”扫除所谓的封

建迷信物品和工具有４０余万件，缴获地、富、反、坏、右的变天账

３７０多本，枪支（包括土枪）１５支，弹药６９０多发，刀、匕首１１５把，

反动证件、证章２００多张（枚），反动诗词１４册，伪币１万多张，贵

重浮财１００多件。

席卷城乡上下的破“四旧”狂潮，后果极为严重。全县不少有

着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被毁灭，宗教信仰被取缔，

社会秩序被破坏，民主法制被践踏。

红卫兵的另一狂热行为是“革命大串连”。早在１９６６年７月，

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的唆使下，北京已有多批学生来江苏

“煽风点火”，谓之“传播北京的造反经验”；南京、镇江有部分学生

来句容传播所谓“革命种子”。江苏亦有部分学生奔赴北京，学习

“造反经验”。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

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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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组织师生分期

到北京参观、学习，交流“革命经验”；进京参观一律免费，生活补助

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

楼先后８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共１１００多万人次。在这

种大环境下，各地红卫兵潮水般地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的红卫兵

也赴各地“点火”，谓之“大串连”。９月２０日，句容县革命师生赴

京参观领导小组成立，由韩圣才等５人组成。同时，在各单位抽调

６人组成组织赴京师生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赴京办

公室。２１、２２日两天，召开各公社文教指导员和各中学联络员会

议。２３日又召开了１１所初级中学在县集训班学习的各校文革筹

委会正副主任和联络员会议，研究部署红卫兵赴京的具体工作。

１０月１２日，全县组织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近１０００人，与江

宁、高淳、溧水、溧阳４县学生教职工代表组成一个方队，乘车赴北

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于１８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的检阅（属第５次）。在此前后，外地的大专院校红卫兵

也先后到句容“煽风点火”，名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

在句容设立了“红卫兵”造反联络站。在红卫兵串联热潮席卷全国

的形势下，句容所有中学及部分小学实行“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

和教职工纷纷离校参加大“串连”，涌向首都北京、毛泽东家乡韶

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八一”起义地南昌、革命圣地延安和上海、

西安、杭州等地。

在大串连期间，句容县成立了“文革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到

句容串连或串连路过句容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并免费安排食宿。

红卫兵的大串连，使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同时，由于红

卫兵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串连，鼓励基层干部群众造反，使社

会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大串

连，给原本就紧张的交通运输造成空前压力，使个人崇拜、“怀疑一

切”、“炮轰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鉴于此，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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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于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１６日、１２月１日，连续三次发出大中学

校师生暂停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大串连之风逐渐刹住。

大串连虽然渐止，然而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的做法却得

以合法化。１１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开

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规

定。随后，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

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四

大”，到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

全面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并同大中学校的造反浪潮相互结合。

此后，在句容城乡，“井冈山”战斗队、“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红旗

战斗队”、“反到底兵团”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多达几百个（仅县城

内大小造反组织就有８０多个，县中一校就有８个）。这些组织把

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干部）。于是上至各级、各

部门的领导干部，下到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大多受到冲击，或被批

斗，或“靠边站”，经济工作的运行已经十分困难。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

命”仍没有得到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消除党内

高、中层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被提了出来。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

前进》的社论说：“有极少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

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

判”。这篇社论首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向对“文

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干部施加压力。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以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

作会议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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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句容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刷有“彻底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幅标语。此时，造

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造

反派从各个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

号，矛头对准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对一切越轨行为的干预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罪名，从而使整个社会更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

１１月３日，后白中学部分红卫兵来到县城，以斗大字样口号

形式的大字，分别在汽车站、句容大街、县委门口等处张贴。其主

要内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宋敏”（当时任县委

副书记）等，并在县委大字报栏内张贴一张宋敏的大字报。这是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中较早贴县

委主要领导大字报、冲击县委的大字报。此后，句容县中和在县城

的一些中学和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贴县委大字报，提出“炮轰县委”

的口号。此时，多数县委领导被冲击、受批斗，县委已不能正常行

使职权，生产无人抓，城市秩序混乱。

在县委机关瘫痪的同时，全县各部委办局，各公社党委政府领

导，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乃至生产队长，各中学、中心小学的党支部

书记、校长乃至完小校长，几乎全部受到冲击，他们的一切企图使

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纳入正规的言行措施，被斥之为“执行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许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

分别被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资

产阶级保皇派”受到批判，甚至被戴上高帽、挂牌游斗。至是年底，

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全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部分工厂停工，大

多数学校停课。

三、造反派全面夺权

１９６７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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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张春桥、姚文元的

策划下，１月４日、５日，上海造反派先后宣布接管《文汇报》、《解放

日报》。６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篡夺了上海市

党政领导大权。１１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造反派发去贺电，支持

上海造反派的“夺权”。

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全面夺权的风暴在全国范围内

迅速掀起，从地方到中央，从学校到机关，从工矿企业到城市街道、

农村社队，夺权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争

相占领党政机关，抢夺机关公章，批斗、关押甚至绑架党政领导

干部。

句容也不例外。早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初，陈武中学造反的师生就

要求停课，撤掉校长职务，说校长是邓拓黑帮，要一个姓孙的炊事

员来领导运动。８月下旬至９月初，全县在破“四旧”过程中，大

队、生产队干部被农村红卫兵擅自“罢官”、“停职”就有８人（“罢

官”５人、“停职”３人）。９月９日，东进中学（原后白中学）师生向

校长要印，写了一张夺印大字报。当晚１０点多钟，该校负责人被

迫把印交给学生。９月１５日，该校１１７名学生从后白步行来县

城，要求罢免该校副校长兼文教党支部书记王镇安的职务。至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上旬，被批斗、“罢官”、“停职”的各级干部共１２５人

（其中未被县委列入秋前开展运动的单位干部８７人）。上海“一月

夺权”风暴后，句容造反派紧跟上海造反派，开始对许多领导干部

进行“罢官”、揪斗和戴高帽子游街。据统计，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初，

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到机关部分委办局领导和部分公社党委正、

副书记（属省和镇江地委管干部），被造反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或“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者计２１人。党、政、企事业各单位的领

导权相继被夺，组织机构陷于瘫痪，句容陷入全面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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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行军管稳定局势

一、成立军管会

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夺权”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全面夺权”的热

潮。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

开展工作，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维

持起码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保障造反派顺利地

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１

月２１日，毛泽东作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示。１月

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

批示，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３

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

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至此，大批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

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

１９６７年２月，句容县人武部开始介入句容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３月４日，江苏省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

生产办公室下设秘书、政治、生产、抗旱防涝、后勤５个组（后又增

设文卫组），各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在县人武部党委领

导下，担负全县生产组织指挥职能。当时，主要是召开了全县“抓

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抓了春耕生产等工作，至３月２４日

结束。３月２８日，江苏省句容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新光任

主任，王孝庆、李锦秀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

员会，取代县委、县人委。原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并入军管会生产委

员会。军管会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文化大革命”；生产委员

会主要监督原县人委有关科局抓好工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

革命委员会内设秘书、组织、政法、宣传文卫等组；生产委员会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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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政治、农业、工交、财贸等组。是日，县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

告》，通告宣布：“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镇江专区军事管制委

员会的决定，对句容实行军事管制。”通告提出了句容县军管会的

主要任务是：“（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

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把学习毛

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让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

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二）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斗批改；（三）坚定地依靠无

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促进大联合，促进

‘三结合’（即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四）进一步加

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

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全力完成

１９６７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安排好人民生活”。之后，句容县军管

会又几次发布《通告》，宣布对句容县公安局、句容县人民检察院、

句容县人民法院、句容县邮电局、化肥厂、人民医院、广播站、人民

银行、交通局、粮食局实行军事管制。后又成立了句容县公检法军

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职权。

县人武部介入句容“文化大革命”和句容实行军管后，初期形

势较好。但“二一九”大会（批判县委书记蒋继奋、副书记宋敏等大

会）后，句容造反派逐步分裂成两大派，双方日趋对立，甚至发展到

武斗，句容军管会陷于瘫痪状态。

１９６８年２月，为稳定句容局势，促进句容大联合和“三结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进驻句容，成立以部队为主体、县人武

部参加的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句容继续实行军管。

二、军管会稳定局势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句容地区形势混乱，一方面造反派组织全

面夺权；另一方面，造反派组织之间相互争斗，并不断发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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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或混迹其中，或幕后操纵，煽动武斗，搞打砸抢，

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

工农业生产也不正常。军管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稳定

局势。

取缔部分造反派组织。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９日，句容县军管会发

出公告，宣布县文化馆“鲁迅战斗队”为反革命集团组织，予以取

缔，２名负责人予以拘捕；县“农机五金厂红色工人造反队”为右派

组织，予以取缔，１名负责人予以拘捕。３月３１日，宣布县城镇“西

南山砖瓦厂红尖兵纵队”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５名负责人及

骨干予以拘捕。９月２５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宣布对这些组织

和被拘捕人员予以平反。

在取缔部分造反派组织的同时，县军管会先后派出人员帮助

群众组织整风，对群众组织中存在的小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指导他们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和注意斗争策

略，解决分歧，加强团结，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军管会成立后不久（６月８日），

即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意见》，认真宣

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意义，建立健全“一条线学习指挥系统”，县和

公社成立“学习《毛泽东选集》办公室”，大队成立“《毛泽东选集》中

心学习小组”，生产队配备《毛泽东选集》学习辅导员。同时，恢复

和健全了《毛泽东选集》学习制度。６月５日至９日，召开全县活

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１０月３０日，县军管会同

意新华书店发给职工《毛泽东选集》，发给农村社员《毛主席语录》。

全县培训了一大批《毛泽东选集》学习辅导员，参加《毛泽东选集》

学习的群众，约占成年人的６０％以上。

抓革命，促生产。县军管会认真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抓

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通过各种会议、广播等途径，反复宣传“抓革

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从上到下建立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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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召开全县工业、交通、财贸工作会议，５４４人参加，

列席听报告的有４４５人。会议贯彻镇江专区召开的工业、交通、财

贸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革命和生产形势，落实１９６７年度

和二季度工作任务。１６—１９日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

部会议，７８０多人参加。此外，县军管会还先后召开了多种经营工

作会议、农业生产会议、文教卫生工作会议、植保会议、棉花会议

等，贯彻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布置“抓革命，促生产”各项事项。为

了搞好农业生产，县军管会还在５月３至６日、１１月１４日分别召

开了水稻落谷和“四秋”工作现场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县工农

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县

军管会举办为期１０天的“句容县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句容

两大造反组织勤务组负责人（各１０名）、公社干部（每个公社２—３

名）、县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每单位１名）

参加。通过举办学习班，统一思想，稳定局势。以后又多次举办学

习班。

整顿秩序。针对一些群众组织乱用印章的状况，军管会发出

通知，规定各部委办局上下行文时，暂用原部委办局的印章，不得

再使用造反派组织的印章；下达任务，必须将文稿送军管会有关部

门审查，有军管会统一行文。针对一些造反派随意将干部撤职罢

官、开除党籍的现象，县军管会发出通告，宣布在运动中凡属未经

正式批准而由群众组织自行决定罢官、开除党籍的一律无效，扣发

工资的要补发，下放劳动的要调回，强占房屋和公物的要归还原

主。军管会组织师生学习毛泽东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耐心

做师生的思想工作，促使教学秩序正常化。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军

管会发出决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和职工要坚持就地闹革命，业

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在生产工作岗位”。

军管会采取宣传、发文、抽调专门人员检查等方法和手段，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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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省军管会制定的《关于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意见》，

并将此纳入群众组织整风的重要内容，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维

护经济秩序。此外，军管会还组织大批判，揭批句容县委以蒋继

奋、宋敏为首的所谓“走资派”，并对广大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

工作，帮助干部“亮相”，促使干部站起来，参加生产领导班子。

１９６８年２月，某部队一部进驻句容重新调整组成新的军管会后，

推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平息了两大派的武斗，促成了县及县以

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基本稳定了社会与生产秩序。

进驻句容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

情况下来句容执行任务的，他们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工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

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受到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给

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带来了一些

消极后果。

第四节　武斗的爆发与平息

一、日益升级的武斗

军管会的工作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一些造反派的头目一面

造谣惑众，污蔑攻击说“军管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搜集

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造反派两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扩

大，其实质是为了争权夺利，想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或部队支“左”人

员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军管会对两派造反组织做了大量的

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两派通过整风吸取教训。但由于两派之间利

益冲突，双方之间由辩论、争吵，很快发展成武斗。一部分军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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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被陷入派性斗争中，他们观点不同，各支一派。在江青７月

２２日“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急剧升级，省

城南京和镇江也不例外。受其影响，句容的造反派内部也形成了

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系统，即以红色造反军县级机关总部和政

法总部为核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以句容县中学井

冈山公社、东进中学赴句造反纵队、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为核心

的句容县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简称“革联”。在南京、镇江造反

派的支持下，句容的“红联”与“革联”，派性斗争日趋严重，县内武

斗不断发生。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０日，句容县中学和后白中学的数百名造反派，

自带斧头、老虎钳分三路，为找广播喇叭和所谓“黑材料”，冲砸县

机关的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档案馆、计委、文委等单位，抢走了

一些书籍、文件资料。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造反派借“文攻武卫”

之名，成立“武卫营”，在有的地方挖工事，在有的单位设电网，打造

大刀、长矛等武斗工具进行武斗准备。８月１２日晚，两派造反派

组织在革联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生武斗。同日深夜，１０００多

名造反派冲砸县人武部、县机关、公检法、城镇派出所、城镇公社等

单位，并抢夺人武部武器弹药和部分单位物资，造成国家和私人财

产损失３万余元，同时将１３０名无辜群众关押、审讯，有的还受到

毒打。８月１３、１４、１７、１８日，造反派几次冲击某部队，抢夺武器弹

药。特别是８月１８日在冲击某部队时，为抢夺汤山炮校“革联”一

辆卡车，与炮校解放军和周边农民发生冲突。造反派扔手榴弹两

颗，炸伤解放军指战员７名，其中重伤３名。是年国庆节后，“红

联”操纵在县城召开由６０００多人参加的所谓农代会，“革联”前去

冲会场，引起武斗，有３名解放军战士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

此外，造反派还３次冲击军管会和革委会举办的两派头头学习班。

多次绑架军管会负责人，将刀、枪架在军管会负责人脖子上游街

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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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的发生，闹得人心惶惶，一些工厂停工，商店关门，部分地

区交通一度中断，生产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二、军管会平息武斗的努力

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

出了《通令》（即“六六”通令）。《通令》指出，“严禁乱抓人、私设公

堂和变相私设公堂；严禁抢夺、窃取和破坏档案文件；不准侵占、砸

抢、破坏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

不准非法抄家”。《通令》要求各地卫戌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执行，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和凶手，依法惩处。７月１２日，江苏省

军管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各地造反组织立即执行中央《六六通

令》，严禁武斗，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此后，句容县军管会也发出了有关严禁武斗《通告》。要求革

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执行、宣传、捍卫“十六条”，立即制止

武斗。

１９６８年２月，县军管会成立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并派出若干

小分队，深入城乡宣传中央“九五”命令和“七一三”通知，收缴各种

武器。经过艰苦的工作，２月上旬，句容县“红联”和“革联”签订

《句容县两大派关于立即彻底上缴武器的协议》。先后收缴了两派

各种枪械、子弹和自制武斗器械。２月中旬，在军管会主持下，两

派签订了《全面制止武斗协议》。２月２２日，句容县两大派代表赴

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双方签订《句容县两派实

行革命大联合协议》。２月２４日，句容县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

在县军管会的敦促下，全县５６个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同时

“解放”了部分县委领导干部。此后，全县工人、农民相继回到自己

的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教师和学生陆续回到学校“复课闹革

命”，武斗被全面平息，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渐趋稳定。

１４２第三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第十八章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与开展
“斗、批、改”运动

经过县军管会和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句容社会与经济

形势逐渐好转，全县上下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形式多样的大联合。

句容县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县革委会按照上级部署，组织

开展“斗、批、改”运动，派工宣队、贫宣队进驻中小学，实行贫下中

农管理学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放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

与此同时，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和深挖“五一六”等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极其恶劣

的后果。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整党建党”，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

召开了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句容县委。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夺权”后，造反派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成立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以此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

民政府。２月２３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

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凡经夺权产生的各级政权



和行政事业单位乃至企业的领导机构统一定名为革命委员会（简

称革委会）。

１９６８年２月，句容群众组织、地方干部、军队干部代表赴京参

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快全县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进驻句容后新建的县军管会（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

日调整新建），先后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２０００多期，

参加学习的有１０万多人次，为促进句容两派的大联合和筹建“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自２月中旬起，先后组织

两派造反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分别成立了工人、贫下中农、学

生和县级机关“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全县上下掀起“革命大联合”

的高潮。截至３月中旬，全县１０５个单位和系统（公社２２个，厂

矿、场圃１８个，企事业单位和系统６５个）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达

５６个，占５３．３３％（其中２２个公社全部实现了大联合），成立革命

委员会和实行“三结合”的单位８个，占８％，有的革命委员会在待

批。与此同时，县军管会组织群众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

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解放”了一批干部。原县委的“当权派”在检

查“亮相”之后，经过群众讨论，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原克振，副书记

王延序、副县长阎发学等人获得“解放”，并议定结合到即将成立的

县革委会中。有许多单位积极筹建革命委员会。此时，社会秩序

渐渐平稳，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３月，县军管会在举办“三结合”学习班的基础上拟就了筹建

句容县革命委员会的方案，并于１７日向镇江专区军管会和某部队

党委提交了《关于成立江苏省句容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据

此，２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委员会作出批示，同意建立句

容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县革委会由军队代表、地

方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共４５人组成（暂缺７人）。在县革命

委员会４５名委员（暂缺７人）中，军队代表８人（某部队驻军和县

人武部），占委员总额的１７．８％；地方干部８人（原县级领导３人，

３４２第三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中层干部２人，公社级领导３人），占委员总额的１７．８％；群众组

织代表２５人（工人代表８人，贫下中农代表９人，学校代表３人，

机关代表２人，其他单位代表３人），占委员总额的５５．６％；机动４

人，占委员总额的８．８％。革命委员会由杜孟祥、邱学臣、金成义、

陈树良、原克振、王延序、阎发学、陈志伯、赵志龙、梁尚富、虞元勋、

史锦才、肖德龙等１５人（暂缺２人）组成常委，并有杜孟祥任主任

委员，邱学臣、原克振等４人（暂缺２人）任副主任委员。县革命委

员会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群众专政组（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５日改为政法组）。办事组内设秘书、总务二组；政工组内设秘书、

组织、宣传、群众工作等组；生产指挥组内设秘书、计财、农林水、工

交、文卫、人民生活服务组；群众专政组内设秘书、政法、群众保卫

等组。实行党、政、财、文的一元化领导。

３月２８日上午，在县体育馆召开句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

祝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县人民书》。会

后，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解放军驻句容部队指战员近万人举行

了庆祝游行。

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７日，县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学习毛

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围绕实现革委会思想革命化和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问题统一

思想，明确任务，并作出会议纪要。会后，县革委会向全县贫下中

农赠发《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

念白求恩》、《愚公移山》３篇著作），要求各地进一步掀起大办毛泽

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期间，县革委会常委会研究确定了县革

委会机构建制人员名单。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多为原机关人员和军

队干部，适当吸收了一些群众组织人员。５月３日至７日，县革委

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第一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明确

当前主要任务，就落实省、专区革委会决议贯彻措施作出决议，会

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革委会思想革命化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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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

县革委会成立后，着手基层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工

作。３月３１日，茅山、宝华、郭庄３个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４月

１日，二圣、后白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至８月２７日，全县有１１０

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公社革委会１５至２７

人组成，设常委７至９人，主任１人，副主任２至３人；中学革命委

员会由９至１１人组成，不设常委，设正副主任各１人，有的只设主

任１人。在农村，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又组织力量，帮促基层单位

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１９６９年２月８日，石狮公社平

桥大队成立革委会（在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全县大队第

一个成立的革命委员会），１０日，该大队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全部

成立。３月６日，石狮公社光明大队革委会成立。

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以抓阶级斗

争作为自身的基本职能，把其定格为“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

人进攻的战斗指挥部”，因而不可能把管理社会经济工作摆到应有

的位置。而且，在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一些造反派骨干进入各级

领导部门，这些人大多既无党政领导工作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又残

留着派性。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各级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的成

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句容“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

面，填补了县、社、队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

生产和管理社会的责任，使句容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和展开。

１９６８年，全县工农业生产结束了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连续两年下

降的局面，工业产值达１５０９万元，但比“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９６５年

低１５．６个百分点；１９６９年工业产值为１７７０万元，接近１９６５年的

水平；１９７０年工业产值为１９４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９．６％，才超过

“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业水平。农业生产方面，造反派虽然对农业

生产发展有很大破坏和影响，但“农业六十条”仍在发挥作用，农业

产值：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虽没有出现负数，但只增长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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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２％，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下降了４．３％。粮食产量：１９６６—

１９６９年，一般都在１７万多吨至１８万吨之间徘徊；１９７０年达２０．５

万吨，为解放后２１年的最高历史纪录。

第二节　开展“斗、批、改”运动

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中就已经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

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上述

三个方面的内容，简称“斗、批、改”。

在“文化大革命”中，句容县军管会、句容县革委会，按照上级

军管会、革委会部署，始终把领导群众进行“斗、批、改”作为自身的

重要职责。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句容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以“革命大批判”

来开路的。因此，无论是军管会时期，还是县革委会成立后，都把

“大批判”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不遗余力地去抓这一项工作，

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换“大批判”的内容。

１９６７年３月县军管会成立后，将“斗、批、改”列为自身的重要

职责，领导群众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及一度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

义妖风。

县革委会成立后，按照上级革委会的指示，高举“革命大批判”

的大旗，上批所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批以蒋

继奋、宋敏为正副书记的县委的各种所谓“罪行”。各级革委会运

用大批判小分队、大批判专栏、路线分析会、小评论等多种形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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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据统计，截至１９６８年７月底，全县各

级出大批判专栏８４８期，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４２９次，斗所谓走资

派７６７人次，召开批斗其他各种“阶级敌人”大会５２４次，斗争阶级

敌人１２１５人次。其中由县革委会主持召开全县较大的批判会就

有９４场次，计１６０余万人次参加。１９６８年４月下旬，句容造反派

在县体育馆组织空前规模的万人批斗大会，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

部等１６人被批斗，其中２名科技人员轮流头顶《韦氏英语大辞

典》，以示对所谓“崇洋媚外”思想的惩罚。批斗会结束，又将批斗

对象戴上高帽子，到大街游斗。５月１９—２３日，县革委会召开全

县三级干部会议，有７５０多人参加。会议期间，三级干部专门召开

了批斗所谓句容地区头号走资派、原县委书记蒋继奋的大会。８

月１８—２３日，县革委会举办由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和革命领导

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交流所谓对敌

斗争经验，又对上述对象进行斗批。１１月１８—２４日，县革委会召

开党员代表大会，要求全县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统一认识，统一

步伐，统一行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

以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胜利”。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县革委会根据中央的统一

部署，组织群众重点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黑修养”和“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

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在农村，重点批判“三

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

（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在工厂重点批判所谓“不合理

规章制度”，将其视为“束缚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是“管、卡、压”；

在学校重点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期间，所

有的机关、学校、工厂以及农村，都把“革命大批判”作为自身必须

常抓不懈的工作重点。“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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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在田头、场头、车间，批判会此起彼落；墙

壁上、黑板上，引人注目的大批判专栏随处可见。１９７０年１月９

日、１０日，江苏省级机关造反兵团，金坛、句容县工、贫、红代会在

句容县城镇、天王两地联合召开了所谓“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

史，彻底清算刘少奇及其在江苏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在农村推

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滔天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贫下

中农、红卫兵和当地驻军等２万多人。１９７１年，开批斗会（大会）

２７２次，批斗对象３２人；参加批斗会总人数７．７７万人次，出批判

专栏１５２期，写小评论８３０篇。１９７２年，开批斗会９６３次，批斗对

象１２４人，参加批斗会总人数１５．８４万人次，出批判专栏８０８期，

写小评论７９７７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完全混淆了敌

我关系，混淆了是非，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

限，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党

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更加严重。

在发动全民广泛开展大批判的同时，还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

东著作的运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主席

语录》向社会发行，引发了“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出版部

门和印刷厂的主要任务，就是出版、印刷毛泽东的著作和领袖像。

学习“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开展每一项工作（甚至吃

饭、睡觉）前必须做的一件事。社会上普遍流行“红海洋”（将墙壁

用漆刷红、书写标语）、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形式

主义盛行，个人崇拜到了极点。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１日，县革委会全体

委员专程前往天王公社参观天王公社革委会举办的“忠字化展

览”。２６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发给每户贫下中

农《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各１册。句容县革委会贯彻镇江专区

革委会的通知要求，到处都有“红本本”（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

最新指示一发表，常常是搞传达、学习、宣传不过夜，把毛泽东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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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句话，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当作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执

行。据统计，至１９６９年年底，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

作甲、乙种本、单行本１１５．９万多册，《毛主席语录》１８万多册，毛

主席像７８万多张。有关部门还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事

迹展览”，全县各级各部门还多次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推选出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典型。

在这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是怀

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而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的。但由于林

彪、江青等将其庸俗化、绝对化，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学习方法不对，没有

弄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和精神实质，再加上所学的大多

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最新指示”，使得这场群众性学习运动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

二、进行“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毛泽

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句容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

了全方位的“教育革命”。

宣传队进驻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大、中、

小学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运动。绝大部分学生和部分教师在“造反

有理”口号的煽动下，组织红卫兵和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掀起了

一浪又一浪的造反狂潮。学校停课闹革命，校内外派别林立，武斗

频起，一片混乱。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学校混

乱的局势并未根本改变，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没有回校。１９６８年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

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以优秀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

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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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同月，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

布置各县（市）组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８月２４日，县革委

会政工组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到９

月４日，句容县革委会组织了７９人参加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其中工人４０人，农民２１人，解放军１８人），进驻县中、劳动

大学、城镇工读中学、银行、供电所、化肥厂、综合公司等７个单位；

全县２２个公社组织了５２个、共５０４人（其中工人７６人，贫下中农

３４６人，公社革委会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８２人）参加的“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和公社管理范围内的医院、供销

社、手工业合作社等所谓“老大难”单位。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取消

校长制，组织师生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

风”，进行“斗、批、改”。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５日，省革委会组织“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来句容，分３个小组分别进驻石狮公社的光明、河桥

２个大队和公社机关，参加农村“斗、批、改”的试点工作。党的九

大召开后，“斗、批、改”工作再掀高潮。是年８月，县革委会组织的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５０８人，进驻１２个所谓“老大难”单位开展

“斗、批、改”运动；１１月下旬，又进驻工交、财贸、文卫、农林水等系

统，继续进行“斗、批、改”运动。宣传队员们虽有满腔的工作热情，

但由于文化素质比较低，有的还带有严重的派性，致使学校的教学

工作仍处于不正常状态。

公办小学下放大队。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

嘉祥县马集公社侯振民、王庆余两名教师提出的“所有公办小学下

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此建议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在很

短的时间内，全国掀起了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热潮。是年冬，

全县公办小学全部下放给工厂、公社或农村生产大队管理，各公

社、大队分别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

师生三结合的教育革命委员会或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分别

由公社、大队领导，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各校由“工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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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当时全县有９１５所学校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句

容籍公办小学教师全部回本大队任教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家住

城市在农村任教的就地落户，以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公办小学

下放大队以后，彻底打破了教育教学资源的配置，致使学校教育教

学秩序大乱，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学制与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从１９６９年起，句容中小学进行

学制改革。小学学制由６年改为５年，初中和高中学制由原来的

三、三段改为二、二段，即由初中、高中各３年改为初中、高中各２

年。城区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农村中小学实行“七年一贯

制”，很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在进行学制改革的同时，精简课程设

置，小学由９门改为６门，删减了自然、地理、历史３门课程；中学

由１６门改为８门，删减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增设工业基础

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

在教材方面，全县中小学停止使用“文化大革命”前的部编教

材，改为县和公社的自编教材。至１９７０年２月，全县自编１至７

年级教材３６册，乡土教材２０００余篇。郭庄公社从１９６９年１月至

４月上旬自编农村七年制学校教学大纲和教材３４本，其中包括

“毛泽东思想”课３本，“农业生产基础知识”课３本，“语文课”１４

本，“数学课”１４本。

与此同时，改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招生制度中，取消了文化

考试，实行小学毕业生直接升初中；高中以“推荐与选拔”的办法招

生；高校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

工农兵学员。按此办法，有关高校在句容逐年招收了一批工农兵

学员。

教育教学打破所谓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组织工人、贫下中农

讲师团走上学校讲台。至１９７０年７月，全县共组织３２９个讲师

团，有２４２９名工人、农民参加学校讲课。同时选拔和推荐了８９５

人充实教师队伍，培训１３９名军体人员。至１９７６年，全县２１２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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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民办教师，还有一批工农兵任兼职教师。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

示，全县各中小学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并积极创办

工厂和农场。至１９７０年６月，全县共有学农基地２５３．７亩，与工

厂、农村挂钩的学校４１１所。各学校先后办起文教印刷、胶木、电

机修配、五金、化工、电器、模具等厂。县还组织了１３４名教师到农

村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学校布局上，按“上小学不出村，进初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

社”的原则，对全县中小学设置进行大幅调整。全县２１所公社中

学都设有高中班，还增设３９个高中点。１９７３年，全县有中学１０６

所，其中完中２２所；初中８４所，２７５班，学生１５７３７人；高中７７

班，学生７６８４人，造成中等教育事业“虚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严重挫伤了广大教

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助长了“读书无

用”、“读书吃亏”的错误观念。然而，即使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

下，句容大多数教师仍然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很多学生经过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总的来说，这种长时期的“停课闹革

命”和所谓的“教育革命”，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教育事业，耽误了整

整一代青少年。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句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１９６３年即开始进行。当年，

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抽调

有关人员在城镇开展压缩人口试点（包括下放知识青年）工作。在

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发动，鼓励知识青年到

农村投身革命，为发展农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经过自愿报名和批

准程序，当年１０月份首次动员少量知识青年到石狮公社插队务

农。１９６４年９至１２月，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速度加快，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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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扩大，城镇、天王、下蜀等大集镇的６０２名知识青年分别到二圣、

黄梅等公社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劳动。期间，曾有镇江、南京、常

州、无锡等城市少量知识青年下放到句容插队务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商业和

其他服务性行业发展停滞，致使大量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

配。他们或滞留学校继续造反，搞“斗、批、改”，或流落社会，对社

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

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句容县革委会根据省、镇江专区革

委会指示，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口号声中，

组织动员城镇户口初、高中毕业生６８９人到有关公社、农村场圃插

队插场，安家落户。同时，接收安置外地下放知青（大多是１９６６

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简称“老三届”）来句容插

队落户４７４８人。在外地下放知青中，南京市下放知青３４５０人，多

数安置在郭庄、三岔、石狮、黄梅、宝华等公社或场圃；镇江市下放

知青９２６人，多数安置在东昌、陈武、下蜀、白兔、行香等公社插队

插场；无锡、常州市下放知青３７２人，被安置在磨盘、袁巷等公社。

１９７０年国家恢复招工，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１年，县城中学毕业生基

本留城分配工作。１９７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掀高潮。全

县组织动员知青１５４１名到农村劳动。句容县中六八届初、高中毕

业生一夜之间便打好背包，冒雨坐车到县城南部有关公社插队落

户。每个知青配给一张竹片钉的板床，两条支床用的竹马，一根扁

担，一副挑箕，一张钉耙，一把锹。６月２８日，镇江地区革委会向

全区转发《关于“句容县动员一九七三年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

下乡情况汇报”的通知》，对句容做法予以肯定。同年，下放到句容

的外地知青，南京市有２６７６人，镇江市有１５５８人，无锡、苏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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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等有２４１人。这期间还先后接受句容籍上海市回乡知青６１

人，外省市下放回乡知青５４３人。至１９７３年年底，本县下放知青

共５１７３人（含１９７４年后零星下放５３６人和其他原因下放的），外

地下放到句容的知青约１万人（南京６１２６人，镇江２４８４人，无锡、

苏州、常州６１３人，其他约２００人），总共１．５万人左右。

“文化大革命”期间，句容各级党委、革委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工作十分重视。１９６７年５月，句容县军管会内设机构中就设有

上山下乡办公室，指定专人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１９６９年１月

２１日，“句容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同年１月３０日，县

革委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动员和安置工作的意

见》，对做好知识青年安置工作提出７条具体要求。６月１６至２０

日，县革委会在大卓公社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经验交

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革委会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以及

贫下中农、下乡、回乡知青代表。省、专区革委会、常州市和南京市

玄武区革委会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

座谈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和知识青年接收“再教育”的实践和体

会，明确当前着重要做好的工作：第一，突出政治，进一步大造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舆论。第二，进一步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做好

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第三，落实政策，增强团结。第四，加

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领导。７月，省革委会组织

知识青年慰问团到句容对知青进行了２０多天的走访慰问。８月２

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情况和意见》，通报

省慰问团走访慰问情况，总结知青“再教育经验交流会”后全县知

青工作情况，肯定成绩，提出问题，明确要求。９月９日，县革委会

又批转“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调查小组的调查意见”，要

求各公社和有关单位根据情况，“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

和总结”，过细地做好工作，把落户知青的住房、生产、生活用具等

具体问题解决好，更好地做好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工作。１９６９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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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县革委会两次召开上山下乡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

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１０００人和７７０人分别参加）。１９７１年５

月３日至７日，县革委会召开下放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

会。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

泽东给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央、省委有关知

青工作通知，联系句容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检查。会议期

间，从县级机关抽调５０多名干部，组成２２个调查小组，由各组、局

负责人带队，深入社、队了解上山下乡知青情况。以后，几乎每年

都要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表彰先进典型，研究部署下

一年度工作。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以后，虚心向农民学习各种知识，积极参加

各项艰苦的生产劳动，希望在农村这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但由

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过低及一些其他原因，一些知青在住

房、口粮、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甚至在生活上长期不能

自给。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以“２６号”文件转发国家计委

《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在下乡知

青较多的社队，都建立有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

合小组”，并抽调一批干部到知青那里去，协助社队加强对知青工

作的领导。５月底，镇江专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政治思想工作会

议，贯彻中共中央〔１９７０〕２６号文件和省有关会议精神。随后，县

革委会对下放人员的自留地、蔬菜地和口粮作出了统一规定，对下

放人员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排。１１月，句容县革委会召开

“上山下乡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发扬

先进，巩固运动成果。

中共中央〔１９７０〕２６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工作

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根本解决问题。１９７３年初，福建省莆田县小

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识青年生活困难的问题。４

月，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信中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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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指示精神，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拟定了６条“统筹解决”的办法。此后，省

和地方先后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中央会议精

神。据此，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进行

学习和讨论，并组织４００余名县、社干部，深入基层，向广大干群进

行传达贯彻，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９

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县委又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进一步

传达讨论中央、省、地委会议精神，学习、对照中央文件精神，联系

实际、分析全县知青上山下乡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工作，讨论省委

关于“统筹解决”的具体实施办法。县委决定，成立由政工组、劳动

民政局、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参加的县委上山下乡工作领导

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周亚民任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得力的

办事人员。要求大队建立健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会

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些存在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上的实际问题

得到解决。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在知青安置形式上进行改变。决

定建立以场圃为主的知青教育点，组织力量，选派青年专职干部，

加强对知青教育和管理，变分散为集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分散

在生产队的知青分别集中到高庙茶场、张庙茶场、赵庄苗圃场、下

蜀茶场、大卓俞家山、环城吉里、石狮林业队、黄梅群力大队、浮山

果园、茅山林场等处，统一规划扩建住房，建立相应的教育管理措

施，执行劳动纪律和考勤记录，评工论分，经济好的场圃，每人每月

发放２６元工资，部分经济条件差的企业，动员社会各界给予支援，

使他们稳定思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中，句容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各种

措施解决知青工作中的问题。但由于它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前提下采取的局部调整措施，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

１９７８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逐步安排他们

回城就业，这个问题才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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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培养青年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艰

苦创业的精神，以及改变农村文化素质低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同时，大批的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使学校中的红卫兵运动

名存实亡。但广大青年正是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最佳时期，让他

们中断进一步学习的机会，造成了国家一代人的知识贫乏和社会

人才结构的断层，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再

加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措施、方法都存在严重错误，

依靠行政手段，不顾许多知识青年家庭的困难，许多地方搞强制下

乡。另外，在对知识青年的使用、安排和教育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遗留下许多需要长期解决的社会问题。

四、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劳动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新华社播发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

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加了编者按。

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

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

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将干部下放作为机关革命化、

干部革命化的经验加以推广。

１０月１５至１６日，县革委会召开由各公社、县属企事业单位、

国营场圃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主任（组长）联席会议，学习和研

究落实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的１０多天里，县革

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并举办两期学习班，研究精简机构和干部下放

劳动具体事项。同时决定在石山头茶场兴办“五七”干校。“五七”

干校成立领导小组，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专案组。１０

月２０日，县机关和公检法干部共３７０多人，带着３０多个所谓“活

靶子”，开赴“五七”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进行“斗、批、改”运

动。在此期间，县文化馆、剧团等文教单位干部下放到句容麻场；

县粮油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充实到基层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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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革委会在职人员，分五批轮流下放劳动，第一批７人。２２个公

社，一般都下放了５０％左右的干部。下放的形式大多数是小型集

中，２—３人一组，落户在后进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吃、同

住、同劳动，也有小组集中，以边劳动边工作的形式下放的，还有个

别公社采取大组集中，固定一个生产队，自己起伙等。至１２月底，

全县县、社两级行政干部计９１５人，除留县、社两级革委会工作的

３９６人外，其余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下放劳动。其中下放农村插

队的１１５人，下放场圃的６２人，下放工厂的１０人，去“五七”干校

的３１５人，充实基层一线的１７人。

１９６９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上山下乡干革命的高潮。同年５

月，县东山良种场、小果园、高庙茶场划归镇江专区办“五七”干校；

１２月，陈武公社赵庄苎麻场的全部土地、人员划归南京铁道医学

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体育学院等３所院校办“五七”农场，镇江

和南京不少干部和教授被迫在句容土地上的“五七”干校（农场）搞

“斗、批、改”运动。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县革委会在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欢迎

省、专区下放同志和欢送本县本年度首批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

民去农村插队落户。是年冬，全县经过三批（分别是１１月２５日、

１２月２日和１２月２１日）共有机关干部４３１人，城镇居民５９０户、

２３１５人，下放到农村落户，同时还接受外市县干部３９６人（南京市

５３人，省级机关１０７人，镇江地区４８人，镇江市１４５人，其他县市

４３人），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城镇居民１０９６户、４４６１人到句容农

村插队落户。上述干部下放时，大都带家属一同在农村落户，并由

原单位送至下放地点，拨款代建房屋，作长期定居打算。干部下放

后，多数被公社调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派到生产大

队和企业协助“抓革命、促生产”，或参加“一打三反”、深挖“五一

六”等运动。

１９７２年开始，遵照中央指示，下放干部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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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另行分配工作。至１９７４年底，句容的下放干部全部得以安排。

在干部下放的几年中，县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和句容实际情

况，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妥善安排下放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并就下

放人员的口粮、燃料、自留地、蔬菜地等安排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县、公社、大队分别建立了有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下放人员组成的

三结合“五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下放人员会议，组织

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问题。如：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０至

１５日，县革委会组织由１６２人参加的上山下乡慰问团（下设５个

分团、２１个慰问小组、随同慰问团一起对下放人员进行慰问的社

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４１５０人），对有下放人员的２１个公社、

２５３个大队进行走访慰问，慰问了６５４户、１７７８人。对早期下放的

５０００余人，召开座谈会５４７次，进行集体慰问。１８日，县革委会在

县城召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的５０００

余人大会，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４０余万干群进行慰问汇报，反

响很大。１９７１年５月３至５日，县革委会召开下放干部、下乡知

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城镇居民、“再教育”单位和“五七”干校的代表

参加的“下放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学习毛泽东指示，

讲用下放后的心得体会，讨论进一步贯彻“五七”指示的措施。

１９７４年６月６日和１１月２８日，县革委会两次发文，对石狮公社

和袁巷公社做好下放人员工作的做法给予肯定并予以转发，对全

县做好此项工作予以推动。

实际上，干部下放是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

作的干部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县革委会精简机构

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

一批被认为“有问题”干部的需要。干部下放以后，主要从事体力

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

除在各项业务和科研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

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宝贵时光，给句容的经济、文化建设

９５２第三编　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１９６８年冬起，句容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干部下放

劳动的同时，还将一些城镇居民全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１９６８年

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

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

在此影响下，句容将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动员下放农村。至１９７４

年年底，全县共有下放居民１６９４户、６８１１人。从下放类型看：插

队的１２５６户、５１６７人，回乡的５９户、２２７人，就地转农的１２０户、

４２０人；外地迁进的２５９户、９９７人。从下放地点看：本县下放的

５９８户、２３５０人，镇江下放的７３０户、２８３４人，南京下放的４１户、

１７１人，常州下放的１８户、６６人，其他市下放的３０７户、１３９０人。

外地下放句容的居民多为指定下放，也有的是自愿回原籍落户。

另外，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９年精简下放和就地转农的约５２９户、２１８５

人，合计２２２３户、８９９６人。

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后，都不熟悉农业劳动，且有的缺乏劳力，

有的孩子幼小，故多数居民生活不能自给，靠政府拨款救济和由生

产队给予照顾。有的则重返城市，有的层层上访要求回城，给社会

造成一定影响。

五、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

１９６８年，毛泽东批文肯定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创办农村合

作医疗的经验，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

示，这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举办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当年，句容

县天王、下蜀、行香、黄梅等公社相继推行了合作医疗。１９６９年４

月１４至１８日，在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卫生工作会议上，亭子、城

东、后白、袁巷等社队交流了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会议对全

面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争取在５月份各个公

社都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同时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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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室（有一至二名大队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不

脱产卫生员”。９月１３日，县革委会发文，转发亭子公社合作医疗

的做法。在此推动下，是年１１月，全县各大队卫生室均实施了统

筹合作医疗制度，形成县、社、队三级医疗卫生网络。

合作医疗形式有社办、社队联办、队办三种类型。１９７０年至

１９７５年是全县合作医疗最盛时期。全县２１个农村人民公社中，

实行社队联办的１个（宝华公社），队办社管的２个，队办的１８个。

３２２个大队中，参加社队联办的１５个，参加队办的３０７个。全县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 ４６２３５６ 人，约占全县农业人口的

９５．９５％。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年初按人预交１．５元—３元的医疗费，

年终分配时按人代扣，从集体公益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一般与个

人缴纳数同等，统一使用，年终决算。社员平时在卫生室就诊，经

济条件好的队一般不再收取诊疗药费。大队卫生室无法救治的疾

病，转至公社卫生院或县级医院治疗。

县管理合作医疗的组织机构先为县教育卫生系统革委会的卫

生办公室，后改为文卫系统服务处。１９７１年１月卫生局恢复后，

改由县卫生局管理。公社成立由公社干部、医务人员、贫下中农代

表组成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大队成立由大队干

部、贫下中农代表、赤脚医生、生产队卫生员代表组成的合作医疗

管理小组，分别承担公社和大队合作医疗的管理职能。

赤脚医生的报酬，县里统一规定，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年终

分配时由大队统筹发放。

县委、县革委会对合作医疗制度这一“新生事物”比较重视。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建设意见》，要求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加强对公社医院的建设和

领导。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６日，县出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章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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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组织领导、卫生组织、医疗基金、中西医结合、管理制度、贯彻

“预防为主”方针、社队联办共８章，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规范。５

月５日至１０日，县卫生局组织各公社医院负责人和赤脚医生代

表，对全县合作医疗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至检查止，全县赤脚

医生总数６６１人，平均每大队２名。１９７３年合作医疗垮了３６个

大队，１９７４年整顿恢复２５个大队。全县有１１６个大队合作医疗

办的较好；有９８个大队筹足了１９７４年资金；有２０３个大队做到资

金专款专用；有５０个大队办起了土药房，开展了使用中草药的群

众活动。７月２４日，县革委会下发通知，批转县卫生局《关于全县

农村合作医疗情况和进一步做好整顿巩固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

办好合作医疗提出要求。１９７６年５月４至７日，召开全县合作医

疗、赤脚医生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２０１人，列席代表

１７人，还邀请了句东农场、湾山煤矿等单位参加。县革委会和各

有关科局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县委书记王云海作会

议动员，宣传部长董曙晨传达省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代表大会精神

并作工作报告，１２名代表在会上发言交流经验，会议还表彰了２９

个先进单位和３３名先进个人，县委副书记宋敏在闭幕式上讲话。

会议还向全县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赤脚医生、医药卫生工作者等

方面同志发了倡议书，并对“句容县社队联办合作医疗管理章程”

进行了讨论。

据统计，至１９７６年８月，全县合作医疗办的较好的大队１０５

个，停办的大队９个；全县有赤脚医生７４７名，卫生人员２８４９人；

种植中草药２５６．９亩。

合作医疗适应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方便农民医治疾病，因而

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因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思想

指导下，难免出现“一哄而上”、“一刀切”的现象。同时由于各级领

导缺乏经验，医卫力量不足，资金管理比较混乱，超支过多。后通

过整顿，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一些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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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第三节　加强战备工作与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一、加强战备工作

１９６９年，国际形势突变，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３月，苏联

军队入侵中国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

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

联在中国北方边界陈兵百万，向中国进行新的战争威胁。面对一

触即发的战争态势，中共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做好

反侵略战争准备。８月２７日，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８

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布“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的命令。９

月９日，江苏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形成《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

帜，突出党的领导，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会议纪要。９月２７日，

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负责人会议，要求全区人民坚决响应毛

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贯彻落实中央

“八二八”命令，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备形势教育。

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９日，句容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下发《关于加强

民兵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要认清形势，准备打仗，切实加强对

民兵工作的领导；突出政治，狠抓根本，大力加强民兵的思想建设；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搞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抓革命，促生

产，夺取革命更大的胜利。９月５日，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

行中央“八二八”命令的决议》，提出七条具体贯彻意见。９月１５

日至２３日，县革委会召开由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的贯彻落实中央“八二

八”命令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文件，进行形势战备教育，

对照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影响其贯彻执行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无政府主义，部署革命、生

产、工作、战备任务。１０月５日至２０日，县革委会举办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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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中央“八二八”命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摆和大揭机关内

部违反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

要求通过斗私批修，加强组织纪律，增强革命团结，提高战备观念，

促进机关革命化。１０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卫生工

作会议，提出今后卫生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

仗”。“当前要抓紧建立战备医疗队，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建

立群众性献血网，对民兵、干部、医务人员普遍检验血型；医务人员

要学会防化学、防细菌、防原子和外伤救护，并做好战备药品的

储备”。　

１９７０年１月１７日，句容县民兵独立团建立。“民兵独立团”

连队的建立已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前后完成。２月１６日至１９

日，县革委会召开系统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大队革委会领导成员

共１５００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上进行了战备形势教育，要

求全县各级领导成员学会用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

形势，认清当前国内外形势，增强战备观念，坚持常备不懈；贯彻中

央指示，开展对敌斗争。此后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还专门召开战

备会议，要求“以临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把一切战备工作做到敌人

前头，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用战争的观念检查战备工作，明

确战备任务，落实战备措施”，“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他工作”。会

后，各公社、工厂、单位都对战备形势教育进行贯彻安排，广泛开展

以“三视”（仇视、蔑视、鄙视）为中心的战备形势教育，举办以战备

为主题的学习班和展览会，以增强敌情观念，树立常备不懈和敢打

必胜的思想。县革委会还组织力量对工厂、学校、公社等各单位的

战备教育情况逐个检查。

是年，县人武部还组织７个武装民兵连１３００余人，参加县境

内的国防工程施工，至１９７１年结束。

１９７１年３月，县委决定由兰挺、宋敏、奚华凤、金成义、阎发

学、倪俊杰、潘廷斌七人组成战备工作领导小组，兰挺任组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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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奚华凤任副组长，下设办事机构，由县人武部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抓日常工作，从组织上加强对全民备战工作领导。同月１１日，

县委批转县人武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备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公

社党委（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全党抓军事”、

“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做好战备工作。第一，必须坚

持经常性的战备形势教育。第二，认真抓好通信保障，切实做好

“四路”（铁路、公路、水路、线路）的维护工作。第三，加强重点目标

的保卫，进一步做好联防工作。第四，严密控制空情、注视敌情，加

强敌社情研究工作。第五，加强战备值班，随时准备对付各种情

况。为了适应战备要求，县组成前线指挥所，由奚华凤、潘廷斌等

８人组成。第六，从实战需要出发，认真搞好战备训练。３月３１

日，县革委会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县内有关工厂国防、军

工产品生产的领导，确保完成生产任务。１１月１１日，成立“句容

县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５人组成，兰挺任组长，奚华

凤、阎发学任副组长，下设战备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革委会。

此后，县革委会提出，为利于战时防空指挥，要构筑县委、县人武部

永久性指挥所各１所；县工矿企事业和城镇单位，均应抓好必要的

防空工事的构筑，其要达到五能（能打、能防、能疏散、能生产、能生

活）、三防（防空、防原子、防化学）的要求，重要工厂、车间要以疏散

为主或重点的亦可转入地下（进洞）。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结合各种会议，进行形势战备教育７次。

如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２日，县革委会召开第十八次全体

会议。县委书记兰挺作《认清形势，加强战备，提高警惕，准备打

仗》形势报告。要求在大好形势下，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特别警惕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要进一步克服和平麻痹思

想，随时准备打仗。全县除了２２个民兵团、３０４个民兵营、１个独

立团进行了整组外，还组织了２．６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军事野营拉

练，培训赤脚医生和战地救护员５００多人，采制中草药６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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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结合农业学大寨，修建中小型水库和平

战结合的渠道。为战备植树造林３万亩、四旁绿化５００万株、新修

战备公路４２公里。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物资供给等战备后勤等

有所准备，粮食储备大大增加。除国家储备粮８５８万斤、杂粮１０

万斤、大豆１０万斤、食油５万斤外，生产队还储备粮３２０４万斤。

期间，根据句容地处南京城郊、茅山地区重要战略位置，县委书记、

副书记亲自到茅山、磨盘山、宝华山察看地形，制定了城防和反空

袭、平暴乱、反空降等四条战备方案，各公社、单位也进行了全民性

的战备动员和根据本地区特点制定了军政训练、地区联防、战备后

勤和全面开展全民备战的措施。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全面爆发的迹象减少，全国高度紧

张的战备工作开始有所和缓，句容县一些备战工作的措施落实逐

渐中止。

这次备战工作，对县内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

张的战备气氛和一系列战备措施，对于当时消除派性、抵制武斗起

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成为

“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主要动

因。同时，备战工作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

二、“清理阶级队伍”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

称“两报一刊”）的元旦讨论，提出要查清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

“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

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

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精神，句容县革委会在全县开展“清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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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队伍”。４月２５日，县革委会召开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要求广泛

发动群众，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混入革命队伍的

“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九种对象”清理出

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大会后，各公社都相继召开了几千人甚至

上万人的大会，同时成立群众专政队伍，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

班。到６月底，全县揪斗的所谓阶级敌人和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

１７４７人。其中所谓的叛徒３０４人、特务２８０人、历史反革命２８７

人、现行反革命分子１６９人、侵犯军婚的２７人、投机倒把的２３０

人、流氓阿飞６６人、搞迷信活动的１４０人、赌棍２１０人、顽固不化

的走资派１６人、右倾翻案的１８人。６月２０至２２日，县革委会召

开由各公社、场圃、企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和群众

专政组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会上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交流和

总结前阶段对“敌”斗争经验，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扩大专政队伍，

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

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

夫及其在句容的代理人蒋继奋之流的罪行，肃清其流毒”。６月２７

日，县革委会转发陈武公社革委会《关于在清理外来户中发现的阶

级敌人情况汇报》。７月５日，转发磨盘公社革委会《关于当前阶

级斗争情况报告》，要求各公社“加强对敌斗争领导，要去掉怕字，

敢字当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同年７月１９日，县革委会转发《句容邮电局革委会关于当前

对敌斗争的汇报》，要求“主动地、持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

的进攻”。７月２２日，县革委会又转发春城公社《认真落实毛主席

最新指示，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对“敌”斗争经验。８月１８日至

２３日，县革委会又一次举办由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

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交流经

验，斗批原句容县委书记蒋继奋。是年６月至９月底，县机关中层

以上领导干部在小裔庄部队营房，举办“斗、批、改”学习班，又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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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和残酷迫害。有关资料显示，至１９６８年年

底，“全县揪斗各种类型阶级敌人７２１９人，其中叛徒４０２人，特务

４８３人，自首变节分子３３６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４０人，地、富、

反、坏、右分子４４８３人，其他１４７５人”。至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２日，仅

郭庄公社在清队中就揪斗７１７人，其中老五类分子４１０人，新揪出

来的３０７人。对新揪斗的３０７人，初步确定为敌我矛盾的２４人，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２８０人，还有的人要继续调查。在“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部委办局负责人也在

“叛徒”、“特务”之列。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０年初，县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以落实中央

“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动力，采取批转先进单位做法、办学习班

等形式，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掀起

“斗、批、改”高潮。

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但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

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

题”的理由。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岁月里，全县机关、学校、工厂、

农村社队都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举办学习班，很多干部和群众

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

分子”、“小爬虫”、“黑干将”、“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组织里

的坏人”等帽子而遭到揪斗和隔离审查。有些还被“专政队”、“专

政组”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是今天斗别人，明天被人斗。还

有的人一夜之间就变成“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可见，敌我界限

混淆到何等程度。后来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全县计有

１０１５６名干部和群众遭到批斗、“专政”。

三、“一打三反”运动

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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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指示》。２月５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

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自此，一场全国性的打击现

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的“一打三反”运动迅速展开。

根据中央和省、专区革委会部署，２月１６至１９日，句容县革

委会召开有１５００余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在进行战备形势教

育的基础上，传达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和省、专区革委会对贯彻这３

个文件的指示与意见，动员和部署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还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有代表性的６个“活

靶子”，组织了一场批判大会。会后，全县从上到下，从城镇到农

村，层层条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党员干部会、广播动员

会、宣判会、批判会（据统计：全县参加县、社二级三级干部会议的

领导骨干就达２０４００人），运用各种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

地宣传党中央的指示，以点带面，开展“四大”（大检举、大揭发、大

批判、大清理），全县运动高潮迅速掀起。期间，县革委会抽调４２

名干部，组成８个蹲点小组，分赴工厂、商业部门和农村大队先行

一步。各公社革委会的一、二把手４８人，带领３３９名干部，搞５４

个点。许多大队也抓１—２个典型生产队。３月２日，县革委会召

开全县有５万多人参加的批斗宣判大会，其中枪毙的１名，判刑的

６名，批判的７名，教育释放从宽处理２名。４至５日，县革委会召

开经验交流会，总结点上经验，推动面上运动。

３月１８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地猛烈地开展打击反革

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３

月２２至２６日，县革委会召开有系统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大队革

委会领导成员共１１００余人参加的全县“突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

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亲自批

示的中央三个文件和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及有

关阶级斗争论述；传达贯彻省、专区会议精神和首长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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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前一段各地开展运动情况和经验；研究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

新高潮的措施。会议期间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到会同志参加了县

批斗宣判大会，参观了打倒新沙皇的图片展览。至３月底，全县揭

发出反革命案件８０起，破获新案３６起，侦破新发生的反革命案件

１４起，挖出所谓反革命集团１个，挖出历史反革命分子４５个，现

行反革命３７６个。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３１万元，粮食近

１２万斤，布票９８００余尺。还揭出浪费金额近１６０万元。

５月７至１１日，县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一打三反”

运动继续进行要求。９日上午，参加会议的１５００余人又开了批判

大会。２２—２４日，县革委会召开政法会议，传达专区办（定）案会

议精神，要求深入开展运动，提高办案质量，搞好定案定性和经济

退赔工作，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是年上半年，全县仅教育系

统就揭出所谓重大问题３２８６５条，其中涂写反动标语１９５起，长期

收听敌台的４６人，同时也揭发出大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犯罪

事实。各地中小学开辟大批判专栏１５１８个，共３３８４期，写大批判

文章１２５７０篇，召开批斗会３８９６次，参加大批判会的达４６万人

次。８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许多公社革委会又组织

了３０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村、集镇企事业、场圃等３８个

“老大难”单位，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亭子、行香２个公社根

据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组织了１１个宣传队，进驻农村大队，把

“一打三反”运动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在一起。１０月６日和１２

月２４日，县革委会两次召开全县政法会议。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在

会上作《抓住今冬明春有利时机，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讲话，部署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至年底，全县共破案件

５８８起，其中积案３０９起，新发案２７９起；各种政治与刑事大要案

２３起。揭发出反革命集团线索５个，涉案的反革命分子４６人，现

行反革命２２１人。期间还多次召开公判大会，根据党的政策，从重

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６１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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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４０多万斤，布票２万余尺（以后定案没有这么多）。

１９７１年元旦前后，全县各公社又组织了１０８个宣传队，共

１５０２人，进驻９５个农村大队和２１个企事业单位，有计划有重点

地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又挖出叛徒３人，特务１０人，历史反

革命和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５０人，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５３人，

其他犯罪分子６６人，破大小案件７９０起，缴获枪１支，子弹

５１４发。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２日，县革委会主任兰挺在全县政法会议上作

“关于继续抓紧、深入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

的讲话，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对今冬明春运动提出要求。９月，县

政法会议后，全县又集训和组织了一批宣传队，新进驻３８个农村

大队和１４个企事业单位。至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县、社宣传队共进驻

了２２２个农村大队和１５２个企事业单位。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开始遵

照毛泽东关于“对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的教导和根据上级指示精

神，进行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定案政策复查工作。１２月７日至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６日，县革委会抽调县有关组局和各公社、厂矿主持

政法工作的７５名同志组成小分队，历时５０余天，对大卓公社的９

个农村大队和６个集镇单位进行了清队、“一打三反”定案政策复

查试点，以后在全县推开。

据统计，１９７０年２月至１９７３年４月，全县“一打三反”运动以

来，共揭出所谓有政治问题７２５人，其中叛徒７人，特务１２人，历

史反革命１１２人，现行反革命３０５人，其他２８９人。作敌我矛盾处

理的１１６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４５５人，尚未处理１５４人。破

积案５１２件，占原积案７１４件的７１．７％；破运动以来案件６５５件，

占运动以来发案７５５件的８６．７６％；缴获枪３支，子弹１４２１发。

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方面，揭发出现金７６．２１万元（已退

３９．９９万元），粮食４４．１６万斤（已退１４．０９万斤），布票１．４３万尺

（已退０．８５万尺）。在铺张浪费方面，揭发出浪费金额７２．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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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基建方面１８．１１万元，生产方面３３．８８万元，生活方面９．

６４万元，其他方面１０．４７万元。

“一打三反”运动，虽然打击了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刹住了

贪污盗窃、铺张浪费之风，但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运动严重混

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群众因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意

见，或不慎污损了毛泽东画像，或反对林彪、江青集团，或说错话喊

错口号，或背诵毛泽东语录有误，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有

些群众因小偷小摸、占小便宜，被扣上“贪污盗窃”帽子；有的群众

因搞长途运输，经营小宗商品，被视为投机倒把。“一打三反”运动

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公正

的待遇，有的甚至被判刑坐牢或被迫自杀身亡。

四、深挖“五一六”运动

１９７０年，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深挖“五一

六”的运动。所谓“五一六”是指一度存在的名为首都“红卫兵团”

的小组织，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８月间秘密活动，散布污蔑、攻击周恩来

的传单、大字报，但并不存在一个遍及全国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

集团。林彪、江青集团借机大做文章，煽动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在揭露“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时，重点应该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

纵者。

１９７０年４月，江苏全省由点到面地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

动。在清查过程中，逐步升级，并改“清查”为“深挖”。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市革

委会主任会议，传达省革委会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同时下发了《关于当前全区“一打三

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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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５日，句容成立由２１人组成的深挖“五一六”的专门机

构“第二运动办公室”（简称“二办”，设在县公检法内，专案的工作

地点为原县防疫站、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城镇派出所），全面清查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１９７１年１月７日，县委在县体育馆召开“进一步开展‘一打三

反’和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大会”，各级、各系统、各单位领导和

骨干以及城镇群众２０００余人参加大会，县委书记兰挺作动员报

告。会后，由点到面，深挖“五一六”运动在全县展开。２月７日，

县革委会组织工人、解放军等４８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句容县中学校搞点。２月１０日下午，县委再次召开动员大会，干

部、工人和城镇居民共５０００多人参加。县委书记兰挺作动员报

告，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高潮。至此，县级机关各部门、各公

社、厂矿企业和文教系统，相继成立深挖“五一六”领导小组，以及

总部和小分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五一六分子

群众运动的高潮，重点排查１９６７年造反组织的骨干人员。１月１４

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关于“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

运动的有关政策。全县各单位纷纷对“重点对象”办专题学习班。

４月２９日，县革委会在县体育馆召开“批斗‘五一六’分子和‘五一

六’分子坦白交待落实政策大会，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校

师生和城镇居民共４０００多人参加会议。会上，批斗了所谓的“五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参谋、黑干将；４名“五一六”主要骨干

分子、骨干分子在会上现身说法，交待参加“五一六”的经过和其

“三指一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

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县公检法军

管会分别宣布给予４名“五一六”分子免予处理、２名作人民内部

矛盾处理、１名依法拘留的决定。此后，深挖“五一六”运动进一步

掀起了高潮。至５月底，全县办重点专题学习班６７个，审查重点

对象８１人（其中经地区“二办”批准的１３人，县“二办”批准的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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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单位列为重点帮助的１８人，还有主动投案的５人），突破

“五一六”分子４４人。开“五一六”分子坦白认罪、落实“坦白从宽”

政策大会３次（３月２３日、４月３日、４月２９日），处理１５人（其中

不作“五一六”分子看待的６人，免予处理４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的２人，定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１人，戴上帽子的１人，依法

拘捕的１人），还有一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问题已基本弄清，准

备把他们放到原单位去边工作，边继续揭发交待，观其表现，听候

处理。

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１９７２年５月，全县深挖“五一六”运动调整部

署，采取加强领导分线作战方法。县“二办”下设办公室、材料组、

指导运动组、战斗组。除指导运动外，重点抓主要骨干学习班，中

层骨干放到条线去办。全县分五条线，即工交（工业、交通、粮食、

物资、水机电等，以工业为主）、商业（商业、财政，以商业为主）、机

关（县级机关、县五七干校，以机关为主）、教育卫生（教育、卫生等，

以教育为主）、城镇（城镇公社）。每个条线成立运动领导小组，组

织专业队伍。据统计，全县抽调领导骨干力量参加运动的总人数

３１９人，其中“二办”４９人，各条运动领导小组成员３２人，办事人员

３４人，小分队２０４人。这期间，召开了两次专案会议。第一次是

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８日，时间１０天。主要是贯彻省政法组

召开的地、市清查“五一六”座谈会议精神，确定了“抓罪行、抓骨

干、抓重点单位”。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加强请示汇报

制度；办学习班要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以下不办学习班；不搞点名

批判，不搞重点帮助等。第二次是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１日，时间４天，

着重突出抓重点。１２月２５日，县委公布了六起重大事件即句发

（１９７１）２２６号《关于公布“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我县犯下的

六起重大反革命事件罪行的通知》（所谓六起反革命事件罪行是：

对抗中央指示冲砸机要部门，抢劫机密档案，制造“六三○”事件；

大造反军舆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杀伤解放军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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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配合南京、镇江“五一六”建立反革命基地的需要制造“八一

二”反革命事件；炮制“黑认识”，拼凑黑班底，阴谋篡权；另立山头，

分裂革命委员会，妄图搞垮红色政权；组织发展“五一六”反革命阴

谋集团），并进行清理。

１９７２年６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根据省、地区政法会议精神，全

县深挖“五一六”运动缩短战线，强调进一步突出重点。６月，撤销

了条线运动办公室。这期间又召开２次专案会议。第一次是５月

２６日至６月２日，时间８天，贯彻省第六次政法会议和地区清查

“五一六”运动座谈会议精神，解除一般人员的学习班，重点搞“三

种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第二次会议是１９７３年３月

８日至９日，时间２天。主要传达学习毛泽东对清查“五一六”的

批文，即“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

很快就发现了，发现得早，头子关起来了，面不要太宽，批判还是要

批判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会议还贯彻了１９７２

年冬省、地区政法会议精神。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至１７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五次专案会议，贯

彻地区定案会议精神，对定性不当、处理过严的进行复查。

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县被隔离审查对象达３７６人，其中

定案处理２６９人，自杀３人。在这批人中，有地管以上干部７人，

县革委会委员１５人，公社革委会委员１人，厂矿革委会委员２２

人，大队革委会委员２人，单位革命领导小组成员２人；党员７４

人，团员３２人。另外，全县各单位还有一些以举办走读学习班等

不同形式而被审查的对象，未作具体统计。以上人员中，有的是造

反派头头，有的是历史上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大多数是一些

被无辜“牵连”的一般群众。这些人被审查的时间少则几十天，多

达两年之久。后来经甄别，当时清查出来的所谓“五一六”分子都

是无中生有，所有罪名均为“莫须有”；把“文化大革命”中因派性而

导致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定为“六起重大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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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完全是错误的。

句容县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斗争

的扩大化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大批人蒙冤受屈，甚至失去了

宝贵的生命；运动不仅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搞乱了人们的思

想，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后果极为严重。

第四节　党组织的整顿与中共句容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召开。１日夜，县革委会在城镇召开了３万多人参加的庆

祝大会，附近的城东、石狮、大卓等公社的群众和南京师范学院分

部的１０００多名师生也赶到县城参加会议。２日，全县２１个公社

都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１４日晚，党的九大第二个新闻公报发

表，县革委会连夜在城镇组织了３万多人的集会游行，第２天又继

续冒雨庆祝游行；全县各公社分别在当夜或第二天上午组织万人

集会游行，庆祝九大召开。

５月９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召开大会，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

神，要求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高

潮；按照中央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认清形势，加强战备，准

备打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５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县革委会召开

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公社、厂矿、场圃革命委

员会委员、公社“三代会”（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

专区和县“五七”干校的干部，县属各单位行政管理干部以及城镇

公社所属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共２３８２人。会议学习九大

政治报告，并由镇江出席九大的代表浦风根到会传达九大盛况和

毛泽东在九大开幕时和九届一中全会上作的两次重要讲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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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基层革委会都相继举办贯彻九大精神学习班，掀起传达、学

习、贯彻九大精神的热潮。全县按照九大决议，认真搞好“斗、批、

改”，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精简机

构、干部下放”等工作。

事实说明，党的九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是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集中体现；九大制定

的各项任务，都是不符合当时党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错

误的。

二、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夺权后，全县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

动，广大党员也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是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

示》。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整顿、恢复、重

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要求各地在整党中，“虚心听取无产阶

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并且“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

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入党”。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７日，江苏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

党的组织的通知》，要求把“整党建党”同“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

队伍”，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整

党”。是年８月５日，镇江专区革委会下发《关于当前整党建党工

作的意见》，要求各级革委会在整党建党工作中要认真学习和深刻

领会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

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

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认真学习上海市“整党建党”

的先进经验，由点到面地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９月４日，句容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初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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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要求整党建党必须从思想整顿入手，经过组织整顿，才能恢复

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

群众路线方法；要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１０月，全县２１个农村人民公社，已有２０个公社进行整党建党试

点工作。１２月２６日，县革委会转发郭庄公社百丈大队整党建党

情况报告。１９６９年２月，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此

后，全县各公社相继成立党的核心小组。

在整党建党中，全县各级党组织根据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要求，

一是突出思想整顿，认真组织学习新党章和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

的一系列指示，组织开展“三忆、三比、三查”活动（即“忆旧社会无

权之苦，比新社会有权之甜，查继续革命思想；忆受修正主义路线

毒害之苦，比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甜，查对毛主席的态度；忆党对自

己的培养，比自己对党的贡献，查革命干劲”）。二是实行开门整

党，即由全体党员、革委会成员、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及党外积极分

子对党支部工作和支部领导成员进行评论，由党员和党外群众，对

普通党员进行评论。支部领导和党员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制定

改进措施。三是搞好组织整顿，做好“吐故纳新”工作。在整党建

党工作中，各级党组织还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积极筹建新的

基层党委、党支部。至１９７０年５月，全县原有４９１个党支部，已有

４８９个通过整顿建立了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还有运输公司和

城镇合作商业两个支部尚未结束。通过整党，开除、清洗出党２２

人（其中定为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清洗出党的１３人，定为现行反革

命开除出党的３人，定为坏分子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开除出党的

６人），因刑事犯罪取消预备期的３人，５９人未定性处理（其中所谓

的叛徒７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４４人，历史反革命４人，现行

反革命４人）。

党的九大以后，按照上级部署，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

于学习新党章的意见。是年４至５月，县革委会举办２期由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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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大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参加的

新党章学习班。截至１９７０年上半年，全县县社二级办新党章学习

班６２期，参加学习的有３５０２６人次。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

力量在城东公社西庙大队搞试点，发展了４名新党员。全县“四

清”运动中发展的３２００多名新党员，至１９７０年９月，有３０１０名办

了转正手续。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贯彻执

行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议精神的意见》，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必

须首先学好中央会议精神，立即在全党开展大动员、大宣传、大学

习的运动；认真抓好典型，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党支部和新

党委的建立工作，并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５月２１

日，镇江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整

党建党座谈会精神的意见》，要求各县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一次全

面分析，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差距，研究措施。５月２８日至６

月１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有公社和县属单位党的核心

小组组长以及各系统革委会负责同志等３７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进一步学习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学习

毛泽东“五二○”庄严声明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改造世界

观》，学习新党章，根据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意见，分析全县整

党建党工作情况和基层组织状况，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强

调：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支部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好的和比较好的

支部要进一步巩固提高，总结他们的经验；比较差的需要补课和重

新整顿的，各地要认真进行一次摸底排队，作出打算，报县备案。

凡是需要补课的要争取在六月份秋季大忙之前，用３、５、７天的时

间，集中地有领导地有组织地进行一次整顿补课。县革委会核心

小组在大卓公社进行整党组织处理试点的同时，还在天王公社抓

了对整党较差党支部的补课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８月２６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搞好全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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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党工作计划》，提出在１０月中旬，基本把基层党委建立起来，

为在１０月份建立新县委创造条件。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对恢复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恢复

党员的正常组织生活，稳定局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整党建

党”工作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的老党员、老干部以“吐

故”的名义被清除出党，一部分打砸抢分子以“纳新”的名义被吸收

入党，使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党的建设受到影响。

三、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１９６９年２月，经中共镇江专区党的核心小组同意，成立中共

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杜孟祥，副组长邱学臣。

１９７０年８月下旬，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着手筹备召开

县党代会、建立新县委的工作。８月２６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

组向省、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了句容县《关于进一步搞好

全县整党建党工作计划》；９月２２日，又向省、专区革委会党的核

心小组上报《关于召开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建立新县委的

请示报告》。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８日，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

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８２２人（实到８１３人），其中军队代表２２

人，革命干部代表１３３人，工人代表７４人，贫下中农代表５５９人，

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和其他劳动者代表３４人。在代表总数中，妇女

代表１６２人，占２０％。会上，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兰挺作

《高举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

进》的工作报告。根据中共九大精神，大会提出了四项任务：一是

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是继续认真搞

好斗、批、改；三是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

备”的伟大方针；四是继续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大会选举产生

了中国共产党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会由４５人组成，其中正

式委员４１人，候补委员４人。第四届县委委员中，军队委员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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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干部委员２５人，革命群众委员１５人；妇女委员８人。党代会

结束后，召开了中共句容县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正副书

记和常委。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兰挺、阎发学、宋敏、金成义、杨

诚、赵志农、奚华凤、曹扣珍（女）、谭桂林９人为中共句容县委常

委；兰挺任县委书记，宋敏、奚华凤任副书记。

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召

开的。会议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极左做法，贯彻了九

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方针。但此次大会的召开产生

了新的县委，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句容经济发展和稳定句容

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恢复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各级党组织相继停止活

动，进而全面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１９６８年县、

社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党组织并未立即恢复活动，党的建设也未能

走上正轨。１９６８年９月份开始，根据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

党的组织的意见》以及省革委会《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

通知》精神，句容县着手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重建工作。

１９７０年１月，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由５人组成“三结

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卓公社进行建立新党委试点。是月，

中共大卓公社委员会成立。同年２月，行香、黄梅公社进行筹建新

党委工作，并于６月成立新党委。接着，县抽调部分干部和省、专

区“五七”干校１５名同志以及当地驻军组成４６人宣传队，分别到

各单位帮助建立新党委工作，每个公社去５至６人。至１９７０年

１１月，下蜀、宝华、天王、城镇、城东、东昌、陈武、亭子、后白、二圣、

袁巷、石狮、三岔、葛村１４个公社和铜山钼铜矿相继成立了新党

委。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８日，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

成立了新县委。此后，茅山、磨盘、春城、郭庄、白兔５个公社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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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指挥部也先后成立了新党委。至１９７１年８月，全县２２个公社

和铜山钼铜矿、矿山指挥部全部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新的党委会。各级基层单位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党总支）。

全县各级党组织的重新建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句容

长期没有地方党组织的不正常局面，为加强党的领导、维护社会稳

定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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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运动与抵制
极左思潮的努力

为了批判陈伯达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和林彪叛国罪行，根据

中央和省、地委部署，句容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

动。此后，全县批判和抵制极左思潮，调整党政机构，落实干部政

策，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群众团体的活动，平反所谓“五一六”分子，

使得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县

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受挫，生产和工作秩序再次受到影响。

第一节　“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

一、“批陈整风”

１９７０年８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会议期间，林彪、陈伯达破坏原定议程，搞“突然袭击”，提出“天才

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妄图实现其抢班夺权的野心。毛泽东识

破了他们的阴谋，８月３１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

毛泽东在文中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

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针对一些干部马列主义理论

水平不高，在这场斗争中受骗上当的情况，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发



出通知，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１９７１年春，中共中央

又就陈伯达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日，句容县委和人武部党委按照省、地委关于

“批陈整风”的部署，制定《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计划》，部署在

全县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根据计划，全县分三批进行。第

一批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１３日（其中因突击抢收暂停３天），参加县

委全委、县人武党委（扩大）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大组

党员组长、各局党员局长、公社书记，厂、矿、中学党支部书记，县人

武部党委委员，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军内外的党员干部，共８８人。

第二批，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２日，参加这期学习班的有县革委会副

组、局长，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县直属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共７９人。第三批１０月７日举办，参加学习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

公社、县机关、县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干部，厂矿、场圃、学校和企事

业单位干部共８７１人。学习班计划办１０天，后因贯彻中央５个重

要文件精神，提前３天于１０月１３日结束。三批参加学习班的对

象共１０３８人。每批“批陈整风学习班”各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批陈，第二阶段整风。在批陈阶段，首先组织学习毛泽东的《我的

一点意见》和他关于批陈方面的重要批文以及中央有关重要文件，

传达关于陈伯达的第一、二批罪行材料。然后组织开展革命大批

判，重点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及其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资产阶

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整风

阶段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和时局》、

《整顿党的作风》和中央〔１９７３〕３号文件，为开门整风打下思想基

础。第二步，在批陈（伯达）的基础上，联系自己整风，反骄破满，肃

清陈伯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同时进行开门整风，发动群众对

县委和人武部党委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第三步，制定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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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部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事项。

８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批陈整风”会议，学习

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文

章，认真讨论前两批“批陈整风”学习班对县委、县革委会所提的有

关领导作风、政治工作、体制与政策、工农业生产、教育卫生等五个

方面共４８２条意见，同时常委们各自联系思想实际，进行“斗私批

修”，互相交心通气。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研究了县委常委

思想革命化方面的措施。在此期间，响应毛主席多读点马列著作

的号召，从县委到基层，普遍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原著，

即读书活动。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县委和人武部党委一起批陈（伯达），分

开整风。全县“批陈整风”运动于１０月中旬结束。

二、“批林整风”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

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以后，乘飞机外逃叛国，在途经蒙古温都尔

汗时因飞机坠毁被摔死。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接连发了

几个通知。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

会议（１１８８人出席），传达中央〔１９７１〕６５、５７、６１、６２、６４号文件。会

议的中心内容是揭露林彪叛党叛国阴谋。１０月３０日至３１日，县

委召开各组负责人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集团的７个重要文件，对扩大传达林彪

叛党叛国文件范围作具体部署，并进行分工。全县各公社、各单位

培训骨干５２人。１１月１日和２日，在全县传达了中央６８号文

件，有２８２０４９人听了传达，占全县应听传达人数２９２８７３人的

９６．３％，其中补课的２２８７５人。整个过程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传

达中共中央通知，反复宣讲，组织讨论，吃透文件精神；第二步，列

罪状，剥画皮，议危害，忆苦思甜，肃清流毒；第三步，畅谈体会，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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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教训，总结提高。是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

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开始在全国开展“批林整

风”运动。根据上级关于“批林整风”的意见，句容县委把传达中央

文件，深入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炮制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政

变纲领列为当前的首要任务。１２月１８日，县委召开县委委员、公

社书记、各大组组长、各局局长和县属厂矿、场圃负责人会议，传达

和讨论中央７７号文件。１９日、２０日两天，在培训骨干的基础上，

将文件贯彻到群众。县委要求，在传达中央７７号文件中，要狠抓

两个结合：一是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二是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

作、促战备（即“一抓三促）结合起来。要掀起大学习、大批判的新

高潮，掀起“一抓三促”新高潮。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３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县委全体委员，各组、局党员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

书记，县属厂矿、场圃党支部书记，共４５２人。会议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深入“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

习中央文件，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

验》。在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揭发林彪、陈伯

达反党集团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

度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所鼓吹的“黑四论”。在学习批判的基础

上，县委进行开门整风。发动与会同志向县委提意见。县委对所

提意见进行分析讨论，各自斗私批修、反骄破满，进行自我革命；并

采取措施，狠抓整改落实。第二步，县委作工作报告，总结１９７１年

工作，部署１９７２年的任务。大会结束以后，各公社分别召开党委

会和支部会，传达大会精神，组织学习中央７７号文件，研究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的步骤和方法，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派骨干宣讲中央

文件、组织开展大批判。２月３日至６日，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传

达中央４号文件和批判地讲解了文件附件，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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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炮制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县委委员、县机关的四

大组长、各局局长，县属厂矿、场圃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人

武部和一名有宣讲能力的公社干部，共１２５人参加会议，县级机

关、县人武部和出席县教育卫生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共３００多人，

也参加听取文件，组织讨论。２月７日起，各公社以４天左右时间

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为向群众宣讲贯彻中央４号文件培

训骨干，全县参加会议的共１２２１２人。县委还抽调４４名干部、公

社组织４５０多名干部，深入大队、生产队帮助贯彻文件。至２２日，

中央４号文件贯彻到基层群众，全县有２６９０００万多人听了传达。

同年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３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县、社、大队三级主要负责同志，和县属厂矿、场圃、水库、财

政、粮食、商业系统的基层领导，共５８８人；县革委会机关干部３５０

多人一起参加听报告，分别组织讨论。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

传达宣讲中央１２号文件，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

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全国、省计划会议精神，组织开展革命大

批判，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

革命《“５７１”工程纪要》，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清路线，清除流毒。

第二段，县委作工作报告。大会联系句容实际情况，研究落实

１９７２年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任务和措施。根据当时春耕大忙特

点，各公社在县三级干部会后，首先用２至３天时间狠抓了当前生

产；接着以大队为单位，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向中央３号

文件规定的对象传达中央１２号文件。各公社普遍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公社党委组织力量分头下去帮助。如城东公社抽调５２人，

每个传达点有２人。第二，各大队都召开了党的支委会、党员会，

层层培训和扩大了骨干队伍。第三，公社先抓一个点进行试讲，帮

助传达文件的同志备好课。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准备充分，群众发

动较好，因而使中央１２号文件在４月９日就传达到群众，全县批

林整风出现了新高潮。据磨盘、天王、城东、亭子４个公社统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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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传达４８６４０人，实际听传达的４４４７５人，占应听人数的９１．４％。

７月１６日至３０日，省委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在批林的基础

上，进一步搞好公社以上领导干部整风。８月５日，镇江地委召开

区县（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为贯彻省

和地委会议精神，８月上旬，县委成立了批林整风办公室。８月１３

日至２３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参加的有９７５人，会议

分４段进行。第一段，动员。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省委

干部会议精神，明确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重大意义和目的要求，

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第二段，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和有

关“批林整风”的文件。第三段，宣讲中央２４号、２５号文件，批判

林彪的历史罪行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第四段，学习有关整风文

件，座谈体会，部署当前工作。县委还对贯彻这次会议的时间、步

骤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全县从９月５日开始普遍贯彻，到１５日告

一段落。而后县社两级党委开展整风。县委强调，各级领导一定

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切实抓紧、抓好、抓到底，要把

“批林整风”和生产、工作统一安排，达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两高涨。

９月１至５日，全县共训练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文件宣讲骨干１８２４５

名，县委以缫丝厂和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作为工厂和农村开展运

动的试点，先行一步。各公社在８月底也都进行了试点。按上级

要求，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整风只在县、社两级领导干部中

进行。

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８日，县委出台《关于县、社两级开展整风的计

划》。２０日至２４日、１０月７日至８日，县委两次召开常委会议，学

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总结检查近两年

来的工作，围绕方向、路线和作风方面的问题，互相交心通气，各自

自我解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县委发动县级机关提

意见，帮助常委整风。接着召开了各组局负责人参加的整风汇报

会，听取全体机关干部的意见，在统一思想、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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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１０月９至１３日，召开了有公社党委书记、县机关组局和县属

厂矿、场圃负责人参加的县委全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学习整风

文件，接着县委向大会作整风检查，到会人员和县机关干部向县委

领导提意见。据统计，县委扩大会议提意见１５４条，县机关干部帮

助县委整风提意见１６５条。在此基础上，县委研究了整改措施，部

署了当前工作。会议还专门对县委某常委严重违反党的政策、腐

化堕落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县委常委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

成立３０人的工作队，由常委和组局长带领，奔赴各地帮助公社党

委整风。

按照县委部署，１０月１５至２０日，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了整

风，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召开党委扩大会，听取各大队党支

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批评意见。

１９７３年，县委把“批林整风”与“批陈整风”结合起来，作为“抓

革命、促生产”的主要内容。１９７４年２月，“批林整风”转为“批林

批孔”。

句容的“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认清

林陈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揭露其罪恶行径，起了重要的作用，

也促使很多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本身产生了疑虑。当然，在不触

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批林批陈”只是不得要领的

形式主义。

第二节　纠正极左错误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

努力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１９７１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

极左思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

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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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中共句容县委从

批判极左思潮入手，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经济秩序，开始纠正极左

错误。

一、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和落实干部政策

调整党政领导机构。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句容县革命委员会

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替代县委、县人委职能，并大力精简机构。

全县各公社和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１９６９

年５月，县革委会增设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供销合作社、手工业

生产联合等革委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及商业、农业、工交、财

税、教卫、水机电等７个系统革委会；撤销邮电局革委会，设立邮政

局革委会和电信局。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

生了新县委，县委工作机构与县革委会工作机构合二为一，县革委

会主任由县委书记兼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１９７１年１月，撤销７个系统革委会，设立劳动民政局、教育

局、卫生局、水电局、物资局、体育局、气象站、农林局（同年１１月划

分为农业局和林业局）、商业局、工业局、财政局、粮食局、交通局等

工作机构。１９７２年５月，恢复县级机关党委。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撤销

县革委会政法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复设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工作机

构。１９７５年６月，撤销县革委会政工组，设立中共句容县委组织

部、宣传部；县革委会办事组改为中共句容县委办公室、县革委会

办公室。９月，撤销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增设工商行政管理局、

人事局、文化局、农业机械管理局、矿业局、社队企业管理局、畜牧

肥料办公室（同年１１月改为局）、沼气办公室，复设计划委员会，撤

销体育局，设体育运动委员会。１９７６年，增设工交办公室、农水办

公室、地震办公室、广播事业局等，水电局改为水利局。

落实干部政策。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针对大批老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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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到迫害，不能工作的情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握机

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当时

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

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

态度”等政策。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

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据

此，全国各地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句容的老干部多数被打倒。县和公社、

部门革委会成立时，一部分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但大多数干部被

隔离审查，或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中

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并对干部进

行调查、考察、甄别，分期分批安排工作。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县

委委员、副县长１４人，已解放结合的４人，已解放未结合的４人，

打倒的６人；县委正副部长、人委正科局长３７人，已解放结合的９

人，已解放未结合的１９人，打倒的５人，正在审查的４人；县人委

副科局长２４人，已解放结合的６人，已解放未结合１５人，打倒的

１人，正在审查的２人；县所属企事业（包括工厂、场圃、学校）单位

主要领导２２人，已解放结合的９人，已解放未结合的３人，正在审

查１０人；公社党委正副书记、正社长６６人，已解放结合的４４人，

已解放未结合的１５人，正在审查７人。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共１６３人，已解放结合的７２人，已解放未结合的５６人，打倒的１２

人，正在审查的２３人。是年年底，全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已解放

８９％，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占解放干部总数的５７．２％。１９７２年开

始，遵照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句容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步伐。至

７月１９日，对９２１名下放干部进行了全面了解，为逐步分配使用

打下基础。省委管干部５人已结合使用４人；地委管干部１２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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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干校学习、到外地工作、下放劳动、病退休２０人，在清队中自

杀１人，正在审查５人外，其余９５人，都已结合使用。在县“五七”

干校的县管干部，已分配工作３５人。

１９７２年８月始，随着党政领导机构的调整及中共中央１２号

文件贯彻，句容加快了干部政策的落实，各级干部陆续得以任用，

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这对句容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二、整顿经济秩序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全国大多数企业无

政府主义思潮严重，管理混乱，纪律废弛。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

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批判了曾一度肆

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央

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２年２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上，周恩

来首次提出整顿任务，并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批判。在对工业

战线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

的指示》，否定了在农业方面一些“左”的错误做法。

１９７２年，句容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地委的部署，组织开展了

经济领域的纠“左”整顿。是年年初，县委将化肥厂作为企业整顿

试点单位。县化肥厂原来是个“老大难”单位，无政府主义比较严

重，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度不健全，生产一直上不去，产量低、煤

耗高、电耗高、成本高（简称“一低三高”），长期亏损，是全县闻名的

“一低三高”后进单位。县委组织有关人员进驻该厂后，依靠和发

动群众，狠批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的“制度无用”、“政治可以冲击

一切”等谬论，排问题、查原因，从建立规章制度入手，狠抓企业管

理，使厂里面貌很快发生变化。化肥月产量超千吨，１－３月比上

年同期增长５８％，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２３％，企业开始转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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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及时把化肥厂企业管理试点经验，向全县工交、财贸单位推

广。５月７日至１１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财贸计划工作会

议，工厂、矿山、交通、财政、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负责人和基层

单位班组以上干部共３５０多人出席。会议传达省、地计划会议精

神，贯彻镇江地区革委会《关于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建管理的意见》，并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重

点批判林彪鼓吹的“制度无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反动谬论

及无政府主义。会后，工业、商业、物资、矿山各条口先后组织蹲点

小组，进驻天王农具厂、天王国营商店、城郊粮油站、东风砖瓦厂、

磁山头铁矿等单位，贯彻会议精神，帮助落实计划，开展企业整顿。

此后，县委又下发《关于整顿和加强工厂企业管理的意见（草案）》，

要求各工厂企业把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作为经济战线的一次“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抓好。按照县委和县

革委会的部署，在句容化肥厂等单位的带动下，全县各工厂、企业

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在这项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一）深

入批修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二）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三）狠

反无政府主义，纠正不正之风；（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五）清仓

查库，清产核资。通过对企业的整顿和加强管理，全县工业产量和

质量有了提高。１９７２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３８９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９．１０％，比１９６６年增加１３７．４９％。１９７３年，全县完成工业

总产值４４２７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６％。

在农业战线上，１９７０年中央北方农业会议后，特别是１９７１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下达后，句容县委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加强了人民公社的管理工作，全

县各地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批判了林彪一伙在

经营管理上推行的平均主义和假共产主义，建立健全劳动组织，改

进劳动管理。与此同时，对在社队企业工作的人员实行“劳动在

厂、收入归队、评工记分、合理补贴，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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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务工社员在等量劳动时间的收入与务农社员大体平衡，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１９７３年，全县完成农业总产值１３１９０万

元，比１９７１年增长５．１９％；粮食产量在面积减少１．５３万亩（扩种

棉花）情况下，仍达２４．３２万吨；棉花６６０吨，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５．７１

倍；油料３３７１吨，比１９７１年增长３１．５３％。

三、群众团体组织的恢复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句容县的各级工会、妇联、共青

团等群众团体均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和

工作人员大多被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

１９７０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

要求对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进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代表大

会，恢复活动。句容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地委部署，先后召开青、

工、妇、贫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恢复各群众团体的活动。

１９７１年，各基层团组织开始恢复。是年４月２５日，城东公社

新团委成立；６月９日，行香公社新团委成立，截至１１月，２４个基

层新团委全部成立，共有团支部４３３个，团员１８７３４人。１９７３年３

月１８至２２日，召开共青团句容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

８０７人。会议听取了团县委负责人在会上作的题为《以路线为纲，

生气蓬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由３１人组成的

共青团句容县第七届委员会。经随后召开的团县委七届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团县委常委１１名、书记１名、副书记２名。会议还选

举了出席镇江地区团代会代表５７名。

１９７３年５月，县总工会组织恢复。８月，建立健全了５７个基

层工会，恢复和发展会员（籍）４３９２人。是月２１至２３日，句容县

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３３６人，列席４人。会

议听取了县工会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革命

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２５人组成的句容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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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县总工会四届一次会议上，选

举产生９名常务委员、主任１名、副主任２名。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句容县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召

开，出席会议代表７９５人。会议听取了县妇联负责人在会上作题

为《全县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

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３３人组成的县妇联第七届妇女委员会。

在随后召开的县妇联执委会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９名常务委员、

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在此前后，全县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

均建立了妇女组织，配备了专（兼）职妇女干部，负责妇女工作。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４日，句容县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

大会召开。到会正式代表７３４人，列席４７０人，特邀７人。会议选

举产生了由４５名委员组成的句容县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

在随后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选举产生常委１３人、主任１名、副主

任３名。此后，根据县委有关整顿、建立贫协组织的要求，各公社、

大队、生产队相继建立了贫协组织。县第二届贫协成立后，发动贫

下中农参加“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农业

学大寨”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配合有关部门实行“四管一教育”

（管理财务、学校、医院、商店和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句容县贫下中农协会继续开展工作，直到１９８３年１

月进行机构改革时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先后召开的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

命”“左”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召开的，贯彻的是“左”的路线和方针。

但是，已经瘫痪多年的群众团体毕竟通过召开代表大会初步恢复

了正常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社会安定团

结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平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句容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制造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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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对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十

分严重的后遗症。

１９７４年８月３１日，中共江苏省委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

作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意见》对审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遗

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凡不是“五一六”的，应宣布排除；原结论

不当的，予以纠正；凡错定为“五一六”的，予以平反。《意见》还对

一些善后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镇江地委召开各县（市）

委书记会议，对省委文件精神进行贯彻、部署。镇江地委落实政策

办公室结合全区实际情况，要求各地认真做好“五一六”问题的书

面平反结论及材料的处理。

早在１９７４年４月上旬，句容县委就对清查“五一六”工作进行

了调查。４月１８日，在县委召开的两委扩大会上，县委书记徐界

清宣布了县委常委讨论的４条意见，对句容在清查“五一六”问题

上所犯错误承担了责任。

９月１８至２０日，句容县委召开四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学

习中央文件，传达省、地委有关会议精神，会上，县委书记徐界清对

省委《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地委对此

项工作的要求进行贯彻和部署。１０月２３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

究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句容的清查工作作进一步调查。１２月

２至５日，县委召开公社、机关组局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

治局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省、地委会议精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内容就是要认真落实清理“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政策，提出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落实

好党的政策，对在清查‘五一六’工作中被清查和触及的所有同志

给予平反”。１２月９日，县委成立由马文钦、顾尔钥为正副组长共

５人组成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１７日，又增补８名同志为落实政

策领导小组成员，对句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负责

平反冤假错案和政策落实工作。县委要求“各个单位、各个有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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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也要相应地组织一个小班子，由副书记或副主任抓这项工作”。

此后，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以句容县中学为试点，先行一步，推

动面上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句容县中学有教职工８３人，在清查“五

一六”运动中，有２４人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审查，有２２人被错定

为“五一六”分子，审查面约占３０％）。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７月２５日，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先后

发出书面《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平反决定和批复》１６８份，为在深

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各种形式审查和错定为“五一六”的４０７人

平反恢复名誉，对自杀身亡的人员除了予以平反外，还按政策规定

发给抚恤金。９月３０日，县委又以句发〔１９７５〕１５３号文，撤销原错

定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句容犯下的六起重大反革命

罪行事件。至此，全县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的人员全部平反，落

实政策。

五、落实党的统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领域政策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３年，句容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

同时，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在其他领域开展批判极左思潮、

落实党的政策的艰难工作，使这些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统战领域。１９７１年９月九一三事件以后，句容县开始落实党

的统战政策，陆续退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抄家的统战对象和

无辜家庭的被抄物品。

文化领域。１９６９年１２月，组建了句容京剧团，有演职员３２

人。１９７１年秋，恢复县文化馆建制。文化馆开办了图书室，开始

添置图书，为重建图书馆作准备。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县京剧团招收学

徒４５人，建立“小京班”，演职员达１０４人。同年，天王、葛村、东

昌、行香、黄梅、下蜀６个公社文化站恢复活动。全县多数公社都

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全县年放映电影近万场，观众达１５８万人次，

放映收入８１万余元（至１９７７年，全县共有放映单位３６家，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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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１０２人）。人民电影院也于同年１０月１日建成。

教育领域。１９７２年起，全县中小学统一使用省编教材，注重

文化课的教学，提倡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

开展了教学教研活动，恢复了考试制度。

卫生领域。县人民医院在恢复建制的基础上，于１９７２年１１

月新建了门诊楼，添置医疗设备。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全县有公社

卫生院２２个，办大队合作医疗保健站（卫生室）３４４个，城镇和有

血吸虫病的疫区公社兴建了无害化公共厕所，以灭蚊、灭蝇、灭鼠

为主的除“四害”和血防、妇幼保健工作均取得新成绩。１９７１年至

１９７４年，全县每年组织妇女病普查，查出病人６万多人，治疗率在

９０％以上。

体育领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２年，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和一度中

止的篮球运动再度兴起。许多基层单位都组织了篮球、排球、乒乓

球队，经常举办比赛。仅１９７０年县体育馆就举办了２５０多场篮球

比赛。１９７３年６月，县革委会同意在县城举办青少年业余体校。

全县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和青少年学生体育都有发展。有的项目

在县和地区比赛中曾获奖。是年，陈武公社赵庄大队被评为镇江

地区农村体育活动先进集体。

第三节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批林批孔”

１９７１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反

动思想的渊源是“孔孟之道”，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判中国历史上的

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在有关场合多次提到批判

孔孟之道问题，并对先秦的法家大加赞扬。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人

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首次公开

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１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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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

之道》（材料之一），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８日至２９日，江苏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讲话和中共中央

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随后，镇江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

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交流前阶段“批林整风”运动情况，部署开

展“批林批孔”运动。

１月底，县委按照省、地委部署，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机关组

局长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

“批林批孔”的讲话和中央转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迅速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

运动中去。据不完全统计，到２月１０日止，全县共培训骨干

３４３７０人，开大批判会４５９１次，写大批判文章４０５２１篇，出大批判

专栏４９９４个。２月１２至１８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四届七次全委

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机关各组局、公社党

委、县属厂矿、场圃、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十七级以上党

员干部和县人武部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共２０２人。会议传达省委

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文件，分析全县“批林批孔”

形势，提出如何将“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具体意见：（一）认

真学习，进一步深刻认识“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二）开展革命

大批判，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三）深入发动群众，正确

解决联系实际问题；（四）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加强对运动的

领导。会议强调，要认真办好政治夜校、联户学习组和各种类型的

学习班，采取上辅导课、组织讨论、出板报和墙报等多种形式，组织

和帮助干部、群众学习；大批判要突出批判林彪宣扬孔子的“克己

复礼”、“中庸之道”、“生而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

反动观点；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批林批孔”

运动来推动各项工作。县委决定抓好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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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一厂、句容县中３个点，运用典型，推动一般，并要求各公社都要

抓一个点，以点带面，搞好“批林批孔”运动。４月１０日和４月２０

日，县委召开县机关组局长、场圃负责人会议和县委、县革委会扩

大会议，贯彻省、地委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批林批孔”运动如何

深入的问题，要求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７月１７至２０

日、９月１８至２０日召开的县委四届八次、九次全委（扩大）会议，

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结合句容运动进展情况，对“批林批孔”运

动进一步深入、普及、持久下去作出部署。在县委四届八次全委

（扩大）会上，县委要求进一步加深对“批林批孔”运动性质和意义

的认识；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队伍的建设；把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同时抓好基

层单位的运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

“批林批孔”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县委四届九次全委（扩

大）会议对下步“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要求是：（一）掀起学习马

列和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努力掌握“批林批孔”理论武器。（二）把

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同时搞好基层的运动。

（三）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至１４日，

县委召开有１１００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

会。会上，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学

习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和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材料。县委书记徐

界清代表县委作《深入批林批孔，决心改变山河，把农业学大寨运

动推向新阶段》报告。会上，县委还决定组织“批林批孔”基本路线

教育工作队（后来称“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帮助基层

把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决定全县２２个公社分四批，

每批半年，两年搞完。今冬明春全县先搞八九十个大队。其中县

委派工作队搞东昌、陈武、行香、白兔四个公社，其他每个公社自己

组织工作队搞两个大队。

县委对点上组织工作队，帮助基层开展“批林批孔”、进行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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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十分重视。点上“批林批孔”工作队的大致情况

是：（一）工作队的组织情况。县委成立工作队领导小组，由９人

组成，县委副书记周亚民任组长，负责领导点上４个公社运动。每

个公社成立队部，大队成立工作组，在党委（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开

展工作。工作队配备正、副队长和正、副指导员若干人。队长参加

公社党委，每个公社都确定一名领导负责抓运动，参加工作队的领

导工作。每个大队工作组配备正、副组长，党员组长参加大队党支

部。县委共组织工作队员２８４人，加上４个公社自己组织的工作

队员６２人，参加县工作队混合编组，计有工作队员３４６人。除了

工作队领导小组和公社工作队队部工作人员外，每个大队工作组

实有队员５人。（二）运动的大体做法和时间要求。运动大体分

五步进行，搞半年时间。第一步，大动员、大发动，从思想上、组织

上做好充分准备，时间安排一个月。第二步，发动群众，批判林彪

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

动，时间安排２０天。第三步，大摆资本主义表现，开展两条道路对

比教育，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

资本主义。时间安排３５天。第四步，根据“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培

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

抓大事的自觉性。时间大体安排一个月。第五步，坚持社会主义

总路线，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时

间大体安排２５天。

面上１８个公社组织工作队员３０９名，共搞３６个大队和７个

社办企事业单位，方法参照点上做法进行。

县委“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自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进村工作，至１９７５年６月底结束，历时７个多月，比原计划延长了

１个多月。

中共中央〔１９７４〕１４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又及时进行贯彻，在

全县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批判的高潮。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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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指示，全县各

级党委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组织学习《共产党宣

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毛泽东哲学著作。据不完

全统计，全县建立理论学习小组４２０多个，参加学习的人数７９６０

多人。

二、“评法批儒”

１９７４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

发展为“评法批儒”运动。６月１２日，江青等人在接见他们御用的

写作班子时，提出了“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论点。此后，

“四人帮”又多次提出要“批儒”，“批现代的大儒”，炮制了大量的

“评法批儒”的文章。他们伪造历史，影射现实，以批判孔子的“克

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对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前后

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正确的措施、安排一批老干部重新工

作和发展经济等做法进行恶毒攻击。

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句容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

就全县开展研究儒法斗争史、将“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作出部

署。此后，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议，组织学习儒法斗争史，讨

论有关儒法斗争问题。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县委召开四届九次全

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习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深入开展“批林批

孔”运动的检查、交流作为一项重要议程。会议要求，要组织全县

干部和群众“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

史”。１０月３０日至３１日，县委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１１０多人

出席。会议学习中共中央〔１９７４〕２６号文件，传达了中央召开的法

家著作注释规划座谈会和省、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参观陈武公

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现场，讨论并明

确全县宣传工作任务。在形成的《会议纪要》中强调要“进一步开

展群众性评法批儒活动”。１１月２６日，县委以句发〔１９７４〕１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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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全县各基层党组织批转了《会议纪要》，并要求贯彻执行。

会后，大部分基层单位虽然也组织学习关于儒法斗争和“评法

批儒”的一些文章，但由于“评法批儒”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挂钩

本身就十分牵强附会，因此大批判就显得空洞乏力，流于形式，最

后不了了之。

这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

行的同时，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等一

系列理论与学术问题上造成了群众思想混乱。不仅如此，因反击

“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发动，致使１９７２年

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出现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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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全面整顿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１９７５年２月，邓小平临危受命，代替

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行各业的

全面整顿。句容县委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

点，整顿各行各业，推动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全面整顿遭

到“四人帮”的疯狂反扑。“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全面整顿

被迫中断。全县干部群众很不理解，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抗

争。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果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反

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第一节　全面整顿

一、领导班子的整顿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动乱后，毛泽东也希望结束

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

重任移交到邓小平身上。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

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继而又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要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从批判和消除派性入



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以改变因“文化大革命”

所造成的动乱局面。

１９７５年３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１９７５

年９号文件），着手进行铁路整顿。３月２５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

务院全体会议，肯定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强调９号文件的精神适用

于一切工作部门。

中央９号文件下达后，句容县委迅速贯彻。３月下旬，中央９

号文件的精神传达到全县共产党员和一般群众。５月上旬，县委

召开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９号

文件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要求狠抓重点单位和薄弱环节的整

顿。全县由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进行了大

发动，认真学习毛泽东“三项指示”，广泛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

（即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

性，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自我教育运

动。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公社党委书

记、县机关各部、组、局负责人以及县属厂矿、场圃等单位领导同志

参加，传达中央〔１９７５〕１３号文件及中央负责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业

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在省级机关和南京市１３万党

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会议在初步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研究了

贯彻部署意见，确定分两步走：第一步，６月底７月初之前，坚持先

党内、后党外，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使中央精神做到家喻

户晓，人人明白。第二步，七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县、社两

级领导骨干集中到县，通过进一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县委实行

开门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问题，然后解决公社及县直单位领导

班子问题。县委扩大会后，县级机关干部集中学习几天，解决一个

摊子问题。不论是机关还是学校，是工厂还是农村，在传达贯彻中

央１３号文件的过程中，指导思想都比较明确，就是紧紧围绕中央

１３号文件提出的七个“是不是”和中央首长提出的需要重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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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个问题，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继续深入开

展“一学、三批、五大讲”的群众运动，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加强领导

班子建设，落实党的政策，增强革命团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

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为了彻底解决县委领导班子内部的资产阶级派性和软、散、懒

状况，更好地落实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县委于７月４日至８日召开

常委会议，学习中央文件，联系句容实际，以整风的精神，在常委班

子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在此基础上，

１１至１６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候补委

员、县革委会党员委员、公社党委委员和脱产的党员干部，县机关

部、办、组、局长，县属厂矿、场圃党支部委员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的

党员负责人共６０４人参加（县机关干部３４４人，列席了会议），帮助

县委常委整风。这次会议在学习中央１３号文件、中央首长指示精

神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以大会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揭发批判全县“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县委个别领导人在一些大是大

非问题上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为主，做到扩大会与常委会有机结

合、大会揭发批判与小组漫谈讨论相结合、会内与会外相结合。会

议基本上达到预期要求，“句容‘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一些大是大

非问题也基本清楚了”，原来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的一些同志，

认识有了提高，态度开始转变。此后，县委又召开了县、社干部会

议，揭发批判县委内部个别负责人存在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以

及县委班子存在的软、散、懒方面的问题。

县委在解决自身领导班子问题的同时，对县直属机关和一些

重点单位也进行了整顿。为贯彻中央１７号文件和邓小平、叶剑英

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精神，９月１９日，县委发出“学习理论抓路

线，扫除派性促大干”的号召，要求各级干部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派

性，搞好团结，要“拆墙填沟解疙瘩”。期间，县委对闹派性搞不团

结、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如农机二厂、化肥厂、运输公司等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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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整。１０月１２日，县委召开县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１８

号文件和邓小平副总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号召进

一步深入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运动，提高对资产阶级派性危

害性和整顿机关必要性的认识。

通过整顿，县委和一些重点单位领导班子的状况有了较大转

变，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了沉重打击，领导班子中软、散、懒的现象基

本得到克服。

二、各行各业的整顿

１９７５年，句容县委在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的同时，着手对各

行各业进行整顿。

在农村，主要纠正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坚持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形式，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

则，在全县各公社和大队，基本上全部恢复了生产队评工记分制

度，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提高了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９月４至７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

学习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规

划，落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的部署和要求。１０月２６

至２８日晚，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

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定建设大寨县和大寨式社、队的具体

行动规划，以及狠抓当前，组织冬春大干的各项措施。以后，县委

又几次召开大会，部署和促进秋播、拉框格方（农田基本建设）和水

利会战等工作。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

运动的高潮。是年，虽然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仍然取得

较好收成，不少地方增了产，农业收入比１９７４年增长８．７５％，并

出现一批三麦、油菜、水稻高产社、队典型。

在工业战线，针对当时工厂企业普遍存在的乱和散的问题，首

先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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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工业生产的重大任务。要求各工厂整顿企业管理秩序，

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建立责任制，抓好产品质量等。是年９月

２８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１０月５日，全县召

开决战四季度工业誓师大会，要求学理论、批派性、讲党性、促大

干，各工交企业生产上要有指标、有措施，迅速掀起革命和生产两

个高潮，确保完成全年任务。１２月２０至３０日，县革委会又召开

全县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学文件，学先进，制定发展社队企业

的规划和措施。通过整顿，全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工业总产值

均比上年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有关资料显示，是年１至８月份，全

县工业产值已完成年度计划的７４．５％，比上年同期增长６．１％。

到８月底，完成年度计划７０％以上的有铁矿石、铜精矿、钼精矿、

饮料酒、白厂丝、硫酸铝、植物油、脱粒机、出口服装、面粉、饲料等

１１个品种。其中铜精矿、饮料酒已提前完成年度计划。１９７５年全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９９１万元，比１９７４年增长１３．２％。

根据全省科技工作经验交流会的要求，句容对科技工作进行

整顿。县委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重建句容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４月８日重建），建立健全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技网

络。县建良种场、大队建立种子田、高产田、进行良种推广。公社

成立农科站，建立农科基地，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成果。是

年，全县社办农科站２１个，科技人员６５人；大队农科组３２０个，农

技员３２０人；生产队农科组３３２３个，农技员６６４６人；国家农技员

３２人，共有农业科技人员７０６３人。在工矿企业，建立了由工人、

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进行开沟机、插秧

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的试制和推广。天王农具厂试制成功的

７１—２型大小苗两用手扶插秧机在省内外得到推广。

与此同时，县委对教育战线、文化领域等进行整顿。教育战线

的整顿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建

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教育秩序，提高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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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工作的成效和全县工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新成绩，使广大

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保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生产的重要性。要求

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

潮，已经在社会上成为比较强烈的呼声。

三、抗灾防震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７日晚，宝华、亭子、下蜀、大卓、黄梅、石狮、三

岔、郭庄、葛村、后白、二圣、城东、城镇等１３个公社受到龙卷风和

冰雹袭击，风力９—１２级，冰雹小如黄豆、大如鸡蛋。全县倒塌房

屋２１８５间，损坏房屋３５３５９间，死亡１人，轻、重伤４３人，损失严

重。县委常委在第二天一早即分头到受灾各公社发动群众，加强

对救灾和生产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了抗灾领导小组，并抽调３０

余名干部到重灾区帮助工作；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建立了救灾

和生产两套班子。地委书记李执中特地到句容，对抗灾工作作了

指示。

７月３０日８时至３１日１２时，句容全县骤降暴雨３７４毫米。

暴雨之后山洪暴发，水位猛涨，圩田受涝，山田被冲，淹没村庄５５

个，被洪水围困群众３０００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灾情发生后，

县委常委召开紧急碰头会议定抗洪措施后，县委书记徐界清首先

出发，涉水赶赴重灾区，县机关干部１２７人由常委带队奔赴抗洪一

线，县城各工厂１０００余名工人扎木排泅水到城东公社三台阁、白

阳门、肖杆大队抢救群众，并组织２２辆汽车向受灾公社运送抗洪

抢险物资。句容周围驻军闻讯后，纷纷赶来救援。海军学院军政

干校学员和２０２工地的解放军５０多人泅渡在城东公社受淹村庄，

把群众救出。６５２６部队当天上午派２台水陆两用装甲运输车，绕

道到石狮公社平桥大队和土桥大队抢救群众。６５２７部队派５１名

指战员开来３台车，带着４个折叠舟和１个机械操作舟到石狮公

社平桥大队，帮助救人，抢运粮食，当天就把受淹村庄的群众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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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全地带。６３３０部队２２０名指战员和三岔公社群众一起，手挽

手、筑人墙、挡洪水、堵缺口，抢修险段保圩堤。８月１日上午，

６４５６炮兵部队２００名指战员，带５辆卡车到石狮公社，突击抢运

粮食。下午６４２７部队２００名指战员到后白公社闸头大队和葛村

公社经村
"

，奋战险工地段，确保万亩圩不倒。全县各行各业投入

抗洪抗灾斗争。交通部门抢修公路，商业部门输送物资，农业和粮

食部门调运种子，城镇各个饭店连夜蒸馒头，炸油饼，送往灾区。

镇江地委书记李执中亲临句容，对抗灾工作作出４条指示，地

委其他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也及时赶赴句容，省委在一天之内派来

２个工作组，指导句容抗灾。

据灾情统计：全县２１个农村人民公社受灾的有２０个公社、

２３７个大队，较严重的有８５个大队。被洪水淹和被洪水围困的有

１２０个村庄、２９９个生产队、６９９１户、２９９５９人。淹死３人（三岔１

个妇女，葛村１个妇女，磨盘１个男孩）；大牲畜死亡４头。农作物

受灾总面积１５２８６９亩（其中内涝９７００６亩，山洪冲刷５５８６３亩），

粮食受损失１６８７万多斤（早稻１６８５万斤，麦种等２万斤）。“三水

一萍”（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绿萍）被冲走１２０４万多斤。倒塌

房屋５５１１间（集体房屋１２７１间，社员房屋４２４０间），破、淹圩３１

个（其中面积５００亩以上的１４个，５００亩以下的１７个），被冲倒的

小水库４个（南塘、尹巷、郭西塘、戴贝坝）；冲垮的塘坝１２６５个，冲

破的涵洞１７３个、桥梁６９座（内有宁杭线公路桥１座）。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７．８级强烈

地震，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息传来后，句容县委从

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接待伤病员）上做好支援灾区的充分准备，

派出１１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随同省医疗队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

灾。医疗小分队于３１日晨到达灾区玉田县亮甲店医疗站。３天３

夜诊治了２００余名伤员，使５７名重伤员转危为安。以后又深入农

村巡回医疗，为病人送医送药上门。圆满完成救治伤员任务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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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４日返回句容。

是年８月１９日，省、地委发出了防震抗震指示，县委即于２１

日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县人民防震抗震。２５日，县委成立

了抗震防震领导小组，下设抗震防震办公室。县委电话会后，全县

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个快贯彻、快落实、快行动高潮。从机关到厂

矿，从城镇到农村，各级党组织都把防震抗震工作当作一项严肃的

政治任务来抓，做到防震抗震知识家喻户晓，抗震的各项措施具体

落实。城乡居民按照县委的指示，在室外搭起了防震棚，夜晚全移

居棚内。农机修造厂党总支落实措施边生产边抗震：成立了防震

指挥小组；组织４支抢险队伍（抢险队、医疗队、汽车队、组织５０名

基干民兵队伍），随时听候县委调配；做好群众性测报工作和水电

供应准备，并搭好芦?棚；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做好抗震抢救准备

工作；商业部门保证市场供应。全县广大干群奋战“两晚”（单季晚

稻和双季后作稻）田间管理、坚持工作岗位，以“抓革命、促生产”的

实际行动防震抗震。这当中出现了许多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团结

战斗、互相关心、坚守岗位、搞好工作的动人事迹，至今，在人们的

心目中还留有深刻影响。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农业学大寨”

１９６４年２月，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句容和全国

一样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１９６９年，句容县革委会，通过各种会议，大力宣传“农业学大

寨”运动意义和“大寨精神”，激发广大农民学大寨的愿望和热情。

１９７０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人民日报》发表了

“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全县作了认真学习和贯彻，推动“农业学大

寨”运动更加深入发展。是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层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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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真贯彻省委和省革委会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把

“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整顿领导班

子。是年１１月，县革委会制定了《关于“农业学大寨”三年规划（草

案）》。１２月１２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委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入

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内容八条：（一）各

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大造舆论，广泛宣传“农业学大寨”的重要

意义。（二）学大寨，必须学根本。（三）要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

必须抓紧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四）要把

大寨经验普遍推开，必须继续认真搞好整党建党，切实解决社队领

导权和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问题。（五）认真执行党在农村

的各项政策，排除右的或“左”的干扰，保证学大寨群众运动健康发

展。（六）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发展社

会主义农业。（七）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要

求在三年内基本实现排灌、脱粒、加工、植保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机

耕面积扩大到６０—７０％，五年内全部实现机械化，并向林牧副渔

发展。天王公社１９７１年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八）各

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当好大

跃进的促进派。１９７２年３月，镇江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后，县委于４月３日专门召开常委会，围绕“农业学大寨”运动如何

统一思想、定出规划、干部转变作风、实行三分之一下乡等问题进

行具体研究。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４日，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农业学大

寨经验交流会，参会的有县委、县机关组局和县属厂矿、场圃、水库

负责人等共１１００多人。会上，学习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批林批

孔”一系列指示、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和“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材料，

听取县委书记徐界清代表县委所作的《深入批林批孔，决心改变山

河，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告和县委副书记宋敏所

作《关于当前和今冬明春工作》的报告，并有１６个单位作典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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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介绍“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会议要求，“在党的一

元化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鼓舞斗志，狠抓当前，大战冬春，把我

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尽快建成大寨式县”。

据统计，１９７０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省农业会议精神

贯彻后，至１９７４年９月，全县新建水库２３座，整修塘坝６７０８个，

新建涵闸、桥梁１８８座，新建和培固堤防９５．７７公里，新挖和疏浚

河道３４公里；新建机电排灌站６２座，装机容量４３７８马力，发展小

水电站１０座、２５９千瓦，平整土地４万多亩，改善农田灌溉能力

８．６万多亩；造林２０．７万多亩，四旁绿化３５７７万多株。四年来，全

县农田基本建设共完成土石方３６２５万立方米，平均每个劳动力完

成１９１立方米。东昌公社是句容东部缺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

解放后，生产条件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仅是修修补补，搞搞小塘小

坝，并没有解决缺水问题。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省农业会议

后，他们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参观

了外地治水经验，提出“举旗抓纲学大寨，东昌山河重安排”的战斗

口号，公社领导根据群众迫切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开挖一

条全长１５公里的东干渠规划，把仑山水库的水引向东流，彻底解

决全公社灌溉用水问题。他们依山挖渠，遇洼填方，逢垅凿洞，没

有石头自己开，没有黄沙自己淘，砌渡槽没有支撑，就用土堆，砌好

后再扒掉。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共开挖土石方３６万立方米；钻山

洞６个，长６３０米；建２孔、５孔、１７孔、３６孔渡槽各１个，长３２５

米；造涵闸、农桥２９座，电站１个，当年施工，当年收益。广大干部

群众赞扬东干渠是翻身渠、幸福渠、战备渠。袁巷公社根据本社实

际，因地制宜地拟定“逢洼筑库，沿山开沟，沟库相连，长藤结瓜”的

全面治水方案，经过四个冬春的奋战，完成土石方１３０多万立方

米，兴建、扩建大小水库９座，拦水坝３座，囤水库１个，劈开９米

高的石峰穿山引水，开挖环山渠道２２公里，增加蓄水量７００多万

方，加上原来蓄水量，每亩水田平均有水７５０多方，出现了“小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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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遍山沟，绿水清清沿山流，东西南北能调变，山区年年稻丰收”的

喜人景象。白兔公社经过一年的苦战，挑土２４万多立方米，开通

了１２年没有完成的胜利河，把长江水翻上山岗，重新打好了被扒

掉的幸福水库，开挖了６公里长的灌溉渠道，使全公社５０％以上

的农田旱涝保收，改变了易旱的落后面貌。１９７３年兴建４００米长

的隧洞１座。１９７４年春节后１０天时间，挖土９万多立方米，改建

河道２５００多米，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连续四年大丰收，１９７３年

粮食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４１％。葛村公社制定将全公社２１个大小圩

合并为２个大圩的规划，迫使秦淮河水改道，缩短防洪排涝战线。

这一年他们组织万名水利大军，摆开十里战场，就地扎营、食宿露

天，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把下马岗、小立山等四个山头劈开两半，堵

河６处、填塘１６个，完成土方７５万立方米，胜利完成秦淮河改道

第一段工程。１９７３年突击大战南河，完成土方４０多万立方米。

既保证了２．１万农田旱涝无忧，又为全县圩区治水闯出了一条

新路。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２至１５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传

达省、地委有关会议精神，分析１９７４年革命与生产形势，围绕回答

学大寨、赶昔阳“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今年是最后一年了”的问

题，开展大讨论，明确１９７５年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提出要“大

讲团结、大鼓干劲，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新高潮，为把句容尽快建成

大寨式的县而奋斗”。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至４日，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县委以３

天时间在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召开由４５０多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

会议，传达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郭庄公社百丈大队为重点

交流了党支部如何“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的经验，并现场参观

了这个大队的春耕生产情况。９月４至７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

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共５２５７

人。会议学习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文件，传达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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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两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总结经

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落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的部署和

要求。会议还向全县发出了四级干部大会决心书。县委书记王云

海在会上作《认清形势迈大步，大干快上赶昔阳，进一步掀起农业

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报告，提出全县１９７６年的战斗口号是“学习

理论抓路线，决心大干促大变。麦子猛攻三百关，早稻种好三十

万。总产夺取六个亿，实现亩产千斤县。林牧副渔业齐飞跃，打响

‘五五’第一炮”。为此，必须立足常年，狠抓当前，采取果断措施，

实现明年农业的新跃进。此次会上，县委决定成立“农业学大寨运

动样板指挥部”，确定从黄梅公社到袁巷公社宁杭公路两侧共７个

公社的３９个大队，作为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样板（县委原来的

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宝华公社楠江大队、白兔公社兔东大队、陈武

公社赵庄大队四个点也属于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样板的范围）。县

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蹲点抓样板，并从机关抽调三分之二的干部

到样板点里工作。县样板指挥部设在后白。各公社党委和大队党

支部，也要分别选择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作为自己学大寨运动的

样板，公社和大队书记亲自蹲点抓好。此次会议后，全县“农业学

大寨”运动进一步高涨。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期间，镇江地委对

１９７０年制定的《规划》目标进行了修改。要求１９７６年除了继续巩

固提高学大寨比较好的武进、高淳两县外，重点帮助扬中、句容初

步建成大寨县。为响应地委要求，县委书记王云海代表全县人民

在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提出“乘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强劲东风，迈开大步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变，力争实现大寨

县”。实现明年：棉过百，猪达《纲》（农业发展纲要），粮超千，总产

六个亿，社队工副业大发展。会议结束回来后，连夜召开常委会，

学习会议文件，领会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

１０月２６至２８日晚，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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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天王公社党委在全国农

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带领７０００干群，奋战三十六宕冲，３０多天时

间，挖土４２万多立方米，格田成方４０００亩。原来这里有３个山

岗、６６个土墩，１７４个水塘，现在变成了：平展展土地排四行，划分

五区田成方，中间一条机耕路，灌排渠道分两旁）。县委常委、公社

党委正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县机关部委办局和县属厂矿场圃

水库负责人以及县、社农业水利部门的干部共６４６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王云海关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

达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讨论，参观了天王、后白、袁巷、磨盘四个

公社平整土地的现场和秋播样板，部分同志还去溧阳、金坛县的先

进公社学习取经。在２８日下午的会议上，县委提出了“狠抓根本

学大寨，迈开步伐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变，力争建成大寨县”口

号。２９、３０日连续两晚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干部群众进行

传达贯彻。全县上下一个结合秋播，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拉框格

方、平整土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学大寨运动热潮进一步掀起。

县委组织的３１９人的工作队，进驻沿宁杭公路６个公社（磨盘公社

除外）的３８个大队，帮助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批林

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向纵深发展。县委常委蹲点带面，

县级机关实行“三三制”，３６１名机关干部，先后抽出２３６人下乡，

占６５％。公社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下到基层帮助工作的干部有５９７

人。各行各业全力以赴支援农业。学校的师生也上了阵，不少工

厂白天做工，晚上支农。据统计，半个多月时间（１０月中下旬），共

下乡７５６８人次，做了４．５万多个劳动日。县农机一厂工人晚上乘

卡车到二圣公社参加格田成方劳动。全县拉框格方１６万多亩，平

整土地３万多亩，挖土方２６６．５万立方米，比１９７４年同期增加五

倍多。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共镇江地委以镇发〔１９７５〕１１１号文，向

全地区各县、市党委批转了中共句容县委《关于贯彻全国农业学大

６１３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寨会议的情况汇报》，指出“中共句容县委《关于贯彻全国农业学大

寨会议的情况汇报》，总结汇报了前一阶段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

议精神的情况。他们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决心是大的，行动是有力

的，大战当前，大干冬春的打算也是可行的”。１２月８日，县委出

台《苦战一年面貌变，努力建设大寨县—句容县一九七六年规划

（草案）》，重申“鼓足干劲学大寨，迈开步伐赶昔阳，苦战一年面貌

变，力争建成大寨县”战斗口号，提出实现明年（１９７６年）“棉过百，

猪达《纲》，粮超千，总产六个亿，社队工副业大发展”目标和十项主

要任务，要求８０％以上社队在１９７６年建成大寨式社队，其余２０％

社队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分别建成。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县级机关干部积极响

应县委号召，纷纷报名到农业第一线，为力争一年建成大寨县贡献

力量。经县委批准，首批到大队担任党、团支部副书记的有１３人。

１２月９日下午，县机关召开欢送大会，下乡和留机关工作的同志

都推选代表在会上发言，向县委表决心。１２月１０日，县委向省

委、镇江地委上报了《关于一九七六年建设大寨县的规划的报告》。

同月１日和２２日，县委又先后在磨盘公社、天王公社两次召开全

县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来

第一个战役的情况，部署二、三战役任务。县委书记王云海在２２

日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全党全民动员起来，进一步掀起农业

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报告中指出，“要通过总结和检阅前后两个

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认清形

势，端正态度，鼓足干劲，乘胜前进，抓住根本，大战当前”。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于１９７６年１月

１６至２１日进行整风。整风中，县委常委按照“三要三不要”原则，

对照“大寨县”六条标准，进行“四批三查”。２月１１至１７日，县委

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８００多人）。县委副书

记、县长汪天恒代表县委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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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告，要求

“必须自始至终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到大批促大干”。

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６至１９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

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领导，还有在三

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青年、民

兵、妇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地、县农业学大寨

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全体县级机关干部，共５６００人。会议学习毛

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交流了半年来开展农业学大寨

运动经验；听取了全国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县委

工作报告，表扬了２１９个先进单位和５３名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

参加了批斗、宣判大会；还参观了县城附近城东公社杨家巷大队的

积肥现场。会议期间，县委负责同志还分头召开理论骨干、青年干

部、知识青年、先进单位、饲养员代表和物资后勤部门负责人座谈

会，倾听他们意见。据会议材料反映，是年上半年，全县有四个“超

历史”，即农田基本建设完成１７００万立方米的土方，超历史；三麦

总产６７１２万斤（实际５９１９万斤），超历史；社队工业产值完成

２９００万元，超历史；以生猪带头的多种经营的发展，也超过了历史

记录。各行各业正在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外流的劳力，

６５％左右已经归队，清理“三支一宕”收到初步效果；农村比较突出

的方向道路问题，有的作了认真处理。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县委以句委〔１９７６〕４６号文下发《中共句

容县委关于认真做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考核验收的意

见》，对考核验收的指导思想、内容、力量组织和方法、时间安排、县

直工交财贸单位的考核验收等作了具体规定。是年１２月，《句容

县建成大寨式社（镇）队实况和规划统计表》反映：１９７６年基本建

成大寨式公社１７个（城东、石狮、黄梅、大卓、亭子、宝华、下蜀、陈

武、春城、二圣、三岔、郭庄、葛村、后白、天王、磨盘、袁巷），大队

２７０个，拟在１９７７年建成大寨式公社５个（东昌、白兔、行香、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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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镇），大队５３个，合计２２个公社３２３个大队。

全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农田

基本建设有所发展；二是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三是“五小”工业（即

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水泥、小煤窑）和社队工业有所发展，农

业机械化加快了步伐；四是农机革新和培育良种取得一批成果。

“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在运动中存在

“左”的一套：如生产上搞大呼隆，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强调“以粮为

纲”，限制多种经营，将自留地种植和副业生产批判为“资本主义尾

巴”；缺乏科学规划等。县委所制定的农业学大寨规划，有些指标

不切实际，如提出全县五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从１９７０年起），１９７６

年建成大寨县等，实践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工业学大庆”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句

容和全国各地一样，“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至９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战线“学首钢，

赶先进，夺取１９７０年革命生产新胜利”誓师大会，会议学习毛泽东

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学习首钢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

建议，听取和讨论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形势任务的报告以及先进单

位的介绍，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了１９６９年工作情况，研

究和讨论了１９７０年的任务。

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业学大庆》社论后，因

“文化大革命”初受到冲击的“工业学大庆”运动重新兴起。９月，

县革委会召开“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会议组织学习全国计划会

议纪要、《人民日报》社论和毛主席有关指示，传达地区工业交通会

议精神，并以“工业学大庆”的要求总结检查上半年工交战线“抓革

命、促生产”的情况。会上先进单位交流了经验，会后工交战线掀

起了“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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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工交战线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３月２０日，

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强调加强企业管理，恢复七项制度，加强纪律，

防止事故。５月７至１１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工交财贸计划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工厂、矿山、交通、财贸、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

的负责人和基层单位班组以上干部共３５０多人。会议传达贯彻地

区计划会议精神，讨论落实１９７２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重点讨论

了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重要意义和大体做法，并由县化肥厂在会

议上介绍了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狠抓企业管理，扭转“一低三

高”局面经验和清仓核资工作。会议还向工交战线职工发了倡议。

５月下旬，县委又在化肥厂初步建立岗位责任制、原始记录、设备

维修和保养制度，２０天时间生产化肥１００７吨基础上，召开县属工

厂经验交流会议。由化肥厂重点介绍突出路线教育，大揭、大批、

大反无政府主义，修订规章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经验，同时也

参观了增产节约的展览。至９月，县属工矿企业都比较普遍建立

了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制、安全生产制、考勤制等方面制度，并取

得一定效果。是年１－８月，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１８３６．５１万元，

完成全年２５００万元计划的７３．４５％，比１９７１年同期增长８％。在

３６个计划产品中，完成全年计划６０％以上的有１６个品种，在１８

个可批产品中，比１９７１年增长的有１４个品种。硫铁矿、铜精矿、

钼精矿、饮料酒、６寸水泵、６寸钢皮水管、机动脱粒机等，已接近完

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１９７３年，全县工交战线广大职工高举“鞍纲宪法”，学大庆、鼓

干劲，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命、

技术革新和以优质、高产、低耗、安全、多品种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

动。交通战线开展了安全、优质、快装、快运的群众运动，使全年货

运量、货物周转量比１９６６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０日，县委以句发〔１９７５〕１５号文形式，明确一名

县委副书记抓工交战线的革命化，并以农机厂为“工业学大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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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０月，县委召开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传达地区工业会议

精神，交流工交战线学大庆经验，组织有关单位报喜，表决心。要

求全县工交战线学理论、鼓干劲，加快“工业学大庆”步伐。１２月

２０至２３日，县委召开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发

展社队企业的指示和有关文章；参观了武进县社队工业展览馆、邹

土区公社社办工业和无锡县梅林公社的社队工业；听取县社队企

业管理局关于全县发展社队企业的初步打算发言；在分组讨论、提

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公社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社队企业

的初步规划。县委负责同志作总结，地区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到

会讲话。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０日，中共句容县委“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成

立。成员由宋敏等１４位同志组成，宋敏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计划委员会。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推动下，句容县化肥厂、句容县制革厂、

句容县酒厂、句容县剿丝厂、句容县化工厂、句容县水泥厂、句容县

制药厂、句容县电子应用厂等一批骨干企业相继建成；１８００型稻

麦两用脱粒机、５．５千瓦电动机、东风—２５型拖拉机、７１—２型大

小苗两用人力手扶插秧机等一批农用和工业配套机械问世，农药、

化肥生产和铁（铜、钼）矿石等开采也取得一定成绩。全县涌现出

许多“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有的还受到国家有关部

门和省表彰（１９７７年工业局系统有７人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句容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

问题，如缺少科学的规划，一哄而上；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

难以实现；片面强调“五小”工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导致资源

的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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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一、全县干部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全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全

县干部群众从广播、电视里知道这个噩耗后，都为失去敬爱的总理

周恩来而悲痛，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由于“四人帮”仇视周

恩来，特地下达了“三不准”（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

圈）的禁令，不准人民群众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广大群众只能自发

地、出自内心地用佩戴白花、扎花圈、设灵堂等形式，来悼念周恩来

的逝世。１月１６日，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含泪收听收看周恩来总

理逝世追悼大会的实况，并以各种形式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毛泽东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就

发动了一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从北京逐渐

扩大到全国，使持续９个月的各行各业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整顿中提出并施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也受到批判。一批坚

决拥护和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打击。对于这场突如

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句容县委的许多领导感到很突然，

觉得难以理解，普遍认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各方面工作抓得很

有力，怎么又要“批邓”？他们担心经过这段时间的整顿而取得的

国民经济恢复和有所发展的大好形势，会因为这场“反击右倾翻案

风”而丧失。但作为地方一级党委，又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１日至１７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

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中央〔１９７６〕１、２号、〔１９７５〕２３号、３６号文件和

省委领导人在地委书记碰头会上的讲话，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

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修正主义纲领来批判。此后，“批邓、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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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县展开。４月２日至５日，县委召开有机关

各部门及公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指示及

中央〔１９７６〕４、５、７号文件，贯彻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发批判

所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４月８日，县委召开公社、厂矿、场

圃党委（总支、支部）及部委办局负责任人电话会议，传达中央政治

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下午，县委召开在城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人员参加的大会，宣读中

央的两个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７

月１６至１９日，县委在召开的有５６００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经

验交流会上，进一步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交流了所谓“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突出学习了毛泽东关于“资产

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阶级斗争论述。此后。县委和各基层党委

还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出批判专栏、学习小靳庄开赛诗会等形式开

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于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场运

动很不理解，各单位的所谓“批判”也是抄抄报纸、流于形式。

三、悼念毛泽东逝世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在

不到一年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离去。全县人民心情

格外沉痛。９月１８日，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逝世追

悼大会（全县各公社、单位也在同日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

的有县机关、各公社及省、地驻句容各单位的代表共１３２３４人，敬

献花圈２５８个。通过收听广播，按北京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实况

的程序举行追悼仪式。１８日下午七时半，县委分别召开有各方面

代表参加的１５个座谈会，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悼念一代伟人。

全县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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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

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１０月１４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的消息，句容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句容城内红旗招展，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集会游行的人群络绎不绝。全县机关、学校、工矿

企业、农村社队等基层单位纷纷举行庆祝会、声讨会。２２日上午，

句容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工农兵群众１万余人，在县体育馆广场

隆重集会，传达贯彻中央〔１９７６〕１６号文件，热烈庆祝粉碎“四人

帮”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统一部署，

在全县开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号召全县人民以揭批

“四人帮”为动力，把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第四节　句容人民对“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的抗争及历史反思

　　一、句容的国民经济在艰难中发展

农业经济略有发展。从粮食生产来看，由于农业科技的推广，

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全县的粮食生产在稳定中有增产。“文化

大革命”前的１９６５年，全县粮食总产为１８．９万吨，１９７０年超过２０

万吨，１９７６年达２４．４７万吨，平均每年增产２．９％。但由于人口过

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略高于１９５６年，有些年份还低于１９５６年。

从农业产值看，１９７６年为１２５１９万元，比１９６５年９４８７万元多

３０３２万元，增长３１．９％，年均增长３．１％。

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也有改善和加强。墓东水库是座中型水

库，原在１９５８年开工兴建，１９６０年因资金困难而停工，１９７３年续

建，至１９７６年完成。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１０年间，先后兴建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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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中心、龙山、马埂等４座小（一）型水库，五里冲、仑环库、团结、

东庄、戴培塘、邹培塘、何家坝、龙塘、戴木坝、南塘、茅陈、白云观、

石东、五墟、金山、迎春、栗西、四清、青菜地、草塘、青年、白沙、上

杆、龙海、杨家坝、跃进、东湾等２７座小（二）型水库。这１０年兴建

的小（一）型水库占全县小（一）型水库总数的２８％；小（二）型水库

占全县小（二）型水库总数的６２．８％。１９７４年，县发动１８个公社

５．６万民工投入进一步整治赤山湖工程，完成新湖堤１６．１５公里，

共完成土方３３６．５９万立方米。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１９７２年贯

彻全国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全县开展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实行山、

水、田、林、路等全面规划、综合治理。１９７４年起，根据省提出建设

高产、稳产农田的标准，县、社、队都因地制宜搞规划，一块一块实

施。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共平整千亩以上大片土地面积２．２４万

亩，挑挖土方４２０．８万立方米。

工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在全民工业方面，１９６６年筹建县化

肥厂，次年投产；１９６９年新办县酒厂；１９７０年建立句容县剿丝厂；

１９７１年建成浮山果园酒厂；１９７６年新建句容县制药厂、电子应用

厂。集体工业也有所发展，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兴建了句容

县化工厂、句容县水泥厂、下蜀公社１８门轮窑厂、黄梅公社２０门

轮窑厂、城东公社１８门轮窑厂、后白公社剿丝厂等。据统计资料

显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工业产值每年递增１４．７％，１９６５年全县

工业产值为１７８７万元，１９７６年为６３２８万元。１９７６年工业产值是

１９６５年的３．５倍，平均每年增长２５．４％。

二、句容的社会事业在大灾难中艰难地维持生存，在某些领

域也有所发展

文化领域是重灾区之一。县文化馆与广播站、图书馆、新华书

店等共同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公社文化站于１９６９年撤销，

１９７２年开始部分恢复，１９７４年才逐步建立。句容县锡剧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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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８月停止演出，１９６８年３月，县决定将县锡剧团改为工农

兵文工团。１９７２年又建立“小京班”。“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节目

就是８个样板戏。电影也主要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少数

几部影片，文艺创作是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群众性的演唱京剧样

板戏片段较为普遍，大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城乡各地。由

于强调无产阶级占领舆论阵地，有线广播入户率和通响率较高。

１９７６年９月县还首次成立广播事业局。在体育方面，１９７０年全县

中小学开设军体课，１９７３年开始向体育院校输送培养教练员，

１９７６年把１９５８年盖的竹木结构体育馆改为砖木结构，可容纳观

众１３００人，并逐步增添了体育设施。

教育更是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重灾区。开始时“停课闹革

命”，教师是“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游街，有

的被折磨致死。恢复上课后，又盲目发展中学，要求做到“上小学

不出村，进初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社”，多数完小办成七年制学校

（小学５年，初中２年）。全县２１所公社中学都设有高中班，还增

设３９个高中点。１９７３年，全县有中学１０６所，其中完中２２所，初

中８４所，２７５班，学生１５７３７人；高中７７班，学生４６８４人，造成中

等教育事业“虚肿”。取消考试升学，搞推荐和选拔“工农兵学员”

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的卫生工作，重点贯彻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

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南京、镇江等城市大医院部分

医生下放到句容工作，客观上加强了句容医疗队伍的技术力量，医

疗水平得到提高。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县医院新建了门诊楼；１９７４年

１１月建造了病房楼，并增添了救护车、２００毫安Ｘ光机、心电图机

等医疗设备。大队卫生室建设得到巩固，“赤脚医生”为农民防病

治病，进行预防接种、妇幼保健、普及卫生知识，为建立初级农村卫

生保健制度起过一定作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度停顿，１９７０年

贯彻中央〔１９７０〕２号和９９号文件，组织了近百名医务人员、“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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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卫生员查出钉螺面积２１６５万平方米，并提出“十万大军，南

北开战，一鼓作气，送走瘟神”的口号。夏、秋两季，全县共投入灭

螺的劳力达６８万人次，１７５万个劳动工日，灭螺面积１６５１万平方

米，占当年查螺面积的７６．２％。据统计，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共

查出有螺面积５７１０．７万平方米，投入查螺、灭螺６６１．７万个工日，

完成灭螺面积７９７７．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查治血吸虫

病统计，共实检人数４７．１９万人次，查出患血吸虫病２．２９万人次，

治疗２．６４万人次，其中早中期病人２．５１万人次。

三、历史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灾害是严重的。党的组织

和政权建设受到极大的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到残酷迫害，民

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县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从经济发展上

讲，农业虽有发展，但速度远低于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粮食虽有增产，

但多种经营，林、牧、副、渔业几乎全部砍光。从工业上看，１９６６年

至１９７６年工业产值平均递增１４．７％，远低于前１０年（１９５６年至

１９６６年）工业产值递增２５．５％的水平。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

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的更大，历史文

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

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

义、派性严重泛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

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句容党组织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抵制

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没有间断。从干部来看，无

论是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

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

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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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县党组织和广

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句容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一定的发展，社会

事业在某些领域某个阶段还有进步，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文化大

革命”的成绩，而是句容党组织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抵制、抗争

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句容会发展得更快、更和谐。

“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对于

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

任。中共句容县委作为县一级党组织，在这个统一的大党里，如何

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学地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认识，增强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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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编

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

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第二十一章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结经验教训，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县委带领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开展揭批“四人

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和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同

时，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党政机构，推进整党整

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政治方面实现初步的拨乱反

正；农业、工业、交通业恢复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

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但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

段时间内仍然延续，全县各项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和落实党的政策

一、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清查帮派分子和打

击打砸抢首恶分子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句容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县党、政、军负

责同志和工农兵群众一万多人，在县体育馆集会，县委副书记宋敏

传达了中共中央１６号文件精神，县化肥厂等八个单位作了表态发



言，县委书记王云海作报告，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

清形势，提高认识，积极投入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反党篡权阴

谋、彻底清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斗争。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三批“四人

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句容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根据中央下

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和省、地区的部署，分三个步骤，逐步推进。

第一阶段（又称第一战役），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７年３月，

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１９７６年

１２月１０日，中央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

证（材料之一）》，县委按照地委１２月２５日紧急会议要求，专门成

立清查“四人帮”历史罪行材料工作领导小组，确定重点清查单位。

在７天时间里，共查阅敌档资料和档案８６７１份，敌、伪书籍２０８

本，敌、伪报纸２３００份。对８６８名下放干部进行了审查，调查可疑

对象５名，未发现与“四人帮”有关的历史罪行材料。同时，全县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宣讲、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证的运动。为进一

步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及其反革命面目，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

毒和影响，从县到公社、大队，层层培训宣讲骨干，成立宣讲团、宣

讲队、宣讲组，深入工农群众，宣讲“四人帮”的各类罪证，联系实际

进行揭批。各级党组织、单位纷纷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座谈会，举

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迅速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揭发的热潮，

全县城乡上下到处成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战场。

第二阶段（又称第二战役），为１９７７年３月至１９７７年９月，主

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１９７７

年３月６日，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

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句容县在第一阶段宣讲揭批运动取得成效

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第二阶段的宣讲揭批运动。自５月份起，在全

县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即发动群众一讲“四人帮”的

罪行，让大家把对“四人帮”的心头怒火讲出来；二讲自己是怎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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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斗争的；三讲跟“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各级领导带头“三

大讲”。为保证效果，县委于１０月５日至１４日举办县级机关干部

学习班，集中开展“三大讲”，有３５个单位、５０８人参加。在认真学

习毛泽东著作、中央相关文件及中央报刊重要社论、省委及镇江地

委领导讲话的基础上，由单位到条口、到全体机关干部，层层开展

“三大讲”，进一步提高对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性质意义的认识。

通过提罪行、批谬论、查流毒，分清了一些路线是非，促进了大治

快上。

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７月２３日，县委召开

万人大会热烈庆祝，拥护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拥护永远开

除“四人帮”党籍的决定。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

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张、江、

姚反党集团的决议，从政治上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党的十一

大胜利召开，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给“四人帮”以粉碎

性打击。

第三阶段（又称第三战役），为１９７７年９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主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

路线。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即

《“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全县再次掀起狠揭猛批

“四人帮”的高潮。

全县广大干群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

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斗争中，句容县采取群众运动和专

案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

的人和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基本查清了句

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资产阶

级帮派势力。农村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步骤地开展了“双

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运动，

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社会基础，巩固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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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专政。１０月至１２月，先后两次集中机关干部揭批“四人

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斗帮派骨干宋××、徐××，共计３８天。

多次召开“说清楚会”，还两次集中工交、财贸、宣教等基层单位的

领导同志进行学习并全面发动，揭发批判句容帮派骨干的罪行，推

动本系统的清查运动。１９７８年１月，用９天的时间把机关、公社

的干部集中到县城，进行全面清查，着重清查公社干部中有牵连的

人和事。经过清查，句容县共清查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

动有牵连的１５人。其中帮派骨干３人，参与部分阴谋活动、犯有

严重政治错误的６人，与帮派骨干有牵连、犯有政治错误的６人，

受“四人帮”流毒影响说错话做错事的１３人。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句容县委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

１８日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中心会场设在体育馆广

场，各公社分设２０个分会场，全县３万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大会。

会上，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巡回批判小分队揭发批判

了“四人帮”在江苏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曾邦元、施兆祥拉帮结派、

“三搞一篡”（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权）的反革命罪行。当晚，出席大会的各单位认真组织座谈、

讨论。

在基本查清句容帮派组织与“四人帮”及其在江苏代理人有牵

连的人和事的基础上，县委按照“抓得准，斗得狠，执行政策稳”的

要求，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利于大局稳定的工作思路，遵照“三

个严格区别开来”的原则，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扩大教育面，缩小执行面。帮派骨干定敌我矛盾性

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２

人，开除出干部队伍的１人；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有严重

政治错误的给予党纪处分的２人，行政纪律处分的２人，党内免于

处分的２人；对犯有政治错误的６人，做结论，不给处分，已经说错

话做错事的１３人均已宣布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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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党的政策，初步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

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干部群众被打成“特务”、“叛徒”、

“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受到严重的迫害，很多人含冤而死，他们

的子女及亲友，在各个方面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随着思想

政治上的初步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他们

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项极为迫切的

任务。

为了拨乱反正，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首先狠抓了干部政

策、对敌斗争政策的复查和落实。１９７７年，县委成立专门班子，抽

调专职工作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着重对“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

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进行复查；

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在县社机关，通过对

７个典型案例的讨论，广大干部统一了政策思想，加快了落实政策

的进度。全县属于复查落实政策的干部２９３人、职工８９人，上半

年已经落实政策的干部５６人、职工３０人。为适应新时期的总任

务，县委抓紧对县社机关干部的考核，对其中２７名属于落实政策

的对象，及时作了安排；同时，还把敢于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作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表现突出的１１３人，充实进

县、社领导班子。

此外，县委还狠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下决心解决了多

年来悬而未决的原句容锡剧团老艺人的政策落实问题，使之各得

其所；有１３名教师从其他战线回到教师队伍，从事教学工作；对全

县科技人员现状进行了普查，原来工作专业不对口或不完全对口

的８０名科技人员工作进行调整，基本做到学用一致。

“文化大革命”以来，句容县被审查的干部共有７３３人，已复查

结论的７２５人，其中属于冤假错案的６９人。社会上需要复查的政

治案件４２０件，已经复查结论的３７１件，其中属于冤假错案的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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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林彪、“四人帮”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一些受到

迫害的人得到平反昭雪。全县有１５９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其中

８７人安排了工作。１９７７年，对６２０５名职工的工资进行了调整。

知青招工２４６人，留退学生分配７１４人，落实政策和其他原因安排

１５４人。

第二节　恢复和整顿各职能机构

一、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及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

权，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基

层党组织（包括句容）党不管党，许多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缴

纳党费。对此现状，党的十一大提出“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

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

１９７７年８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年９月１０

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大文

件，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为加强党的宣传

工作，１９７８年５月，县委党校恢复。７月，县委同意县委宣传部《关

于建立健全党的宣传网，成立宣讲团的意见》，以县、公社二级领导

为骨干，县设总团，公社设分团，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分别担任县

社二级宣讲团团长。据统计，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以揭批“四人帮”、学

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中心内容，共举办学

习班９期，参训的县、社干部，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共１６７５人。对

于与“四人帮”和句容小帮派有牵连、犯有政治错误或严重错误的

人，着重进行思想批判，促使他们把问题说清楚，提高觉悟，接受教

训，取得群众的谅解，并调离领导岗位。问题严重、态度不好的，给

予党纪或行政处分。对于懒、散、软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和

加强。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选拔、培养中青干部，实行老中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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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照大庆经验和工

业三十条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班子、生产指挥班子、科学技

术班子、后勤供应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

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逐步培养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

好、纪律严的铁人队伍。

这次整顿，以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指针，以揭批“四人帮”为纲，

紧紧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

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中心内容，以思想整顿为重

点，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领导班子内部不

同程度上存在着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按照毛泽东提出

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

能够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团结战斗的领

导核心，建设成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所要求的硬班子。

二、县、社机关进行整党整风

为解决党内不同程度的“三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

不纯）问题，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党的优良

传统，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制度及作风建设，在揭批“四人帮”斗争

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中，句容县县、社、大队三级认真进行了

整党整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进行整党整风，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提高领导艺术，注意工作方法，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

导的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县机关干部由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参

加劳动，调查研究，帮助工作，社队干部基本上都在农田基本建设

的第一线，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当指挥

员，又当战斗员，受到广大社员的热情欢迎和支持。１９７７年春节

前后，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及时组织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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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７３人，逐个访问１１５１８户烈军属、“五保户”、鳏寡孤独和其他社

会困难户，把政府发放的救济费和实物送到困难户的手上，认真解

决他们生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句容各公社党委围绕着路线、团

结、干劲、作风等问题，普遍进行了整风；３月份，县委又进行了内

部整风和开门整风。在县、社两级领导班子整风的带动下，大队、

公社及城区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也认真进行了一次初步整风，点上

和面上搞运动的大队还讲评了党员。按照县委作出的关于改进县

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决定，许多公社干部改变了那种“早出晚归”

的状态，住到大队生产队，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大家参加劳动，调查

研究，联系群众，抓点带面，分类指导，组织竞赛，等等，出现了“各

级领导上前线，四级干部到田间，干部群众并肩干，男女老少齐上

阵”的动人景象。通过整党整风，增强了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教育，密切了干群联系，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

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三、群众团体整顿及工作的开展

１９７８年９月至１０月，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被拖延了

１０多年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会议选

举了新一届领导成员，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制

定了新的工作章程。工、青、妇组织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重新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

句容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

流，在整顿中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逐步健全，

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县总工会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带领全县各级工会组织

狠批“四人帮”散布的“工运路线黑线统治论”及工会组织是“福利

工会”、“全民工会”等反动谬论。积极配合省总工会、妇联、团省委

巡回批判小分队组织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并与团县委、县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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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组织小分队，对句容追随“四人帮”及江苏的代理人帮派骨干分

子开展批判斗争。与此同时，县总工会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举办

“二七”工人大罢工５３周年纪念活动，对广大职工进行阶级教育、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１９７６年６月，县工人文化宫

大楼建成使用。

１９７７年１月，县总工会在全县各基层公会组织开展“工业学

大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活动新高潮。１９７７年４月，与县贫下中农协会、县妇联、团

县委一起，在全县各公社、厂矿、场圃、企事业单位开展学习雷锋群

众运动。１９７７年６月４—９日，召开句容县工会四届三次全委（扩

大）会议，学习贯彻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和省工会全委（扩大）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工会工作。结合整党整风运动，对全县各基层工作

组织进行整顿改选，于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底全部完成。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

日—８日召开县工会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为县

工会全体委员及基层职工代表共７２人，传达贯彻江苏省工会第六

次代表大会精神，讨论研究１９７７年工会总结等工作。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县总工

会大力宣传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新风尚。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总工会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

程，积极引导广大职工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全国职工

守则》，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开展向赵春娥等先进人

物学习活动，并以工交、基建等系统为重点，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安

全生产为中心，以“树理想、当主人、学本领、献计策、反浪费、作贡

献”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会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

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６年，全县各级团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深入批判“四人

帮”散布的“团委要与党委对着干”、“青年团斗倒‘还乡团’”等反动

谬论，分清是非，在不断强化组织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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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１９７８年，句容县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共青团工作必须分

清路线是非”和“共青团在完成新时期总任务中所肩负的责任”的

大讨论，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把理想信念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

上。各级团组织还广泛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学“硬骨头六

连”等活动，广大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此同

时，团县委还组织宣讲团和宣传队，广泛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总任

务。１９７８年年底，团县委组织全县青年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

争当新长征突击队”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县妇联带领全县妇女围绕生产中心，积极开

展“三八红旗手”竞赛活动、“五好家庭”创建活动。组织开展“纪念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六十六周年”活动及开展学习雷锋群众运

动。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广泛组织

开展“银花组”、“女饲养能手”、“女子红专农科队（员）”等生产劳动

竞赛活动，积极投入以田管为中心的“四个大战役”，为夺取夏季作

物丰收献计献力，夺取三麦、棉花、水稻高产。城镇妇联发动广大

女职工和职工家属认真学大庆、赶韩桥，积极参加“百日红”革命竞

赛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做好“五节一储”活动（即：节约

用粮，节约用电，节约用水，节约用钱，一储蓄）。

与此同时，县妇联还组织发动广大妇女开展以“三赛三比”（赛

学习比思想，赛团结比风格，赛干劲比贡献）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工业系统大搞超产节约运动，以节约求速度，以挖潜力求

增产；农业战线在１９７７年金花、银花赛基础上，积极开展以“三赛

三比”为中心的一、二、三级拔尖赛活动。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积极

响应国家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

作，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好妇女扫盲工作。同时，全县

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妇女人才，基本

建立起一支稳定、有较高素质的妇女干部队伍，保证妇女工作的有

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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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碎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

展开，广大干群强烈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

政策，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社会事

业的混乱局面。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工作步履艰难，

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句容县恢复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进

展迟缓，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脱离实际，全县各项工

作仍在徘徊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句容县委紧紧抓住批判“两个凡

是”，利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这个突破口，在思想认识上实现拨乱

反正。在县级机关读书班上，部分县委常委参加学习，县委主要负

责同志带头讲学习体会，认真组织、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对开展

这场讨论重大意义和目的的认识；县委党校举办短期轮训和冬训

班。１９７９年冬训内容就是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开展真

理标准讨论为中心，集训１１０００多人。在群众宣传工作方面，通过

有线广播、文艺宣传、报告会等形式，大力宣传破除“两个凡是”以

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主要学

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真理标准问题

等。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精神，在认真学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理基础上，结合思想、工作和生活实

际，完整、标准、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弄清理

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明辨是非，

肃清流毒、解放思想。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

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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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讨论，广大群众懂得了一

切意识形态的东西，包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以及

领袖人物的文章、讲话和批示等，它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社会实

践来检验。通过学习和讨论，句容广大干群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实际出发，干好句容的各项工作，

必须在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必须以本地实际出发，

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样，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

“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逐渐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多年盛行的本本

主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明确马克

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结

束了两年多来句容县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为随后贯

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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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
初步恢复与发展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句容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事

业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在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

同时，县委在经济建设按照上级部署，进行拨乱反正工作，开展“农

业学大寨”运动，推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加快工业和队社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

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潮泛滥，在农村大批“工分挂

帅”、物质刺激，取消劳动定额，推行大寨式记工，结果是劳动能干

的评不过能说会唱的。在生产布局上强调“以粮为纲”，限制社员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高喊“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大批促

大干”，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一拉平，大锅饭”。１９７５年句容

县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各种“左”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严重挫伤

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由于句容县广大干群顶住压力，排除



“左”的干扰，坚持生产，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两年期间农业生产和水利

建设等仍有所发展。

１９７７年１月９—１５日，中共句容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建设

大寨县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检

查总结了句容县一年来农业学大寨情况和经验，提出了１９７７年建

成大寨县的任务和措施。３月中、下旬，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

议，组织８７０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１１５个大队和８２个集

镇单位；镇江地委也派出１３０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一个公社。是

年，县委几次召开会议，对照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找差距，订措

施。１９７７年，农业战线在揭批“四人帮”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战

胜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４２２００万斤，是句容历史上第八个粮

食产量超４亿斤的年份，全县有４０１个生产队比上年增产增收。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两个改革（旱改水、单改双）、增加三肥上做文

章；另一方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尤其是句容河、大道河、朝阳洲

工地，及宁杭公路一条线，东西南北八大冲以及袁巷、磨盘交界处

的“轿子顶”农田整治土地。１０万治水大军顶风冒雨，一举完成土

石方１５７５万方，占地区分配任务的６５．６％，比１９７６年同期增加３

倍多。与此同时，扎实开展以越冬作物田间管理为重点的冬季生

产运动，全县所有社队都因苗制宜，分类促进，分别采取泥浆泼浇、

滚麦镇压、退施提苗肥、敲土壅麦等措施，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１９７８年，是县委提出的“三年内大见成效”的关键年。农业方

面，县委提出“三个大搞”（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肥料建设、大

搞科学种田）及“三个增加”（即农业对国家贡献增加、农业公共积

累增加、社会分配收入增加）的目标。是年，句容县遭遇百年未有

的大旱，春旱连夏旱，夏旱连秋旱，时间长、范围广、灾情重，１至１０

月份降雨量只有３６５毫米，在抢栽后作稻的紧要关头，全县５５座

小型水库及６２０００多个塘坝，均已干涸，县属八大水库干了７座，

很多地方连人畜饮用水也发生困难。在严重的干旱面前，全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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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革命化、水利化和机械化的威力，发扬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组织千军万马、千车万机，向旱魔展开了

一场顽强的、持久的战斗。县委常委包片，部局长定线定站，带领

１８００多名三级干部和１５万抗旱大军，在抗旱斗争第一线，查旱

情，排水源，定线路，抢做翻水机台，开挖引水沟渠，完成土方２７３

万余方，通过多级翻水，把长江水翻到最干旱的地区。亭子公社胄

王大队架机２２级，把北山水库的水翻到海拔１４７米高的钉耙山岗

上。由于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严重干旱，粮食总产超

１９７７年，是句容县解放后第９个粮食总产超４亿斤的年份；棉花

产量成倍长，工副业产值翻一番；绿化造林取得了新的成绩。据统

计，当年全县粮食总产４４７６９万斤，比１９７７年增产２０００万斤，出

现了增产１０００万斤的郭庄公社、增产１００万斤的３个大队、增产

１０万斤的５８个生产队；棉花单产５３斤，总产３２０００担，比１９７７

年翻一番，生猪圈存量１８．８万头，比１９７６年同期增长１１％。

二、工业和交通业的恢复与发展

１９７６年，句容县工交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高举工业学大庆的

旗帜，坚决贯彻“鞍钢宪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四人帮”的

干扰破坏，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６３２８

万元，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２６．８％。小农机、小水泥、小化工、小五金、

小百货等企业４３３个，比１９７５年增加１１８个；工业产值达２５１０多

万元，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５５％以上，铜矿石和铜金属量百分之百完成

了国家计划。硫精矿超额完成计划１１％，石灰石超额完成计划

７％，白泥超额完成计划２４％，石灰超额完成计划２．８倍。为巩固

壮大社队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支援农田水利建设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交通运输业为农业服务做出了贡献。县交通运输业开展“农

业要大上，工业要大干，交通运输要多拉快跑、快装快卸”的劳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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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１９７６年超额完成运输计划１１５％，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２４．３８％，计

划周转量２４３３０万吨／公里，超额完成计划周转量１６．３％，比上年

增长１４％。

１９７７年，全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继续推进，

各项事业较上年均有较大起色。工业战线努力克服煤、电、原材料

不足等困难，大干快上，完成总产值６４９８万元，占年度计划的

１０８％，比１９７６年增长３０．６％。突出的是化肥生产，下半年保持

日产７０吨的高产纪录。农机部门加强农机管理，配合工业部门生

产了一批盖麦机，试制成功压麦机，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１９７８年，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动了工业学大庆

运动的深入开展，企业整顿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通过“赶韩桥，

创百日红”及“质量月”等活动，工业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全县上半

年完成工业生产总值３５２４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５．８３％；社队

工业上半年新办企业６６个，完成总产值２３２７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６９％；交通运输系统，完成货运量２６．７９万吨，周转量１７１２．４

万吨／公里，分别为年度计划的５０．５５％、６０．３％，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３９．７％、３２．３％。１９７８年工业战线在缺电缺煤和其他原材料

不足的情况下，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２２５万元，社队企业产值

５４４０万元，比１９７７年增长５０．５％。交通运输系统全年完成货运

量５３万吨、装卸量９０．８万操作吨、周转量２８４０万吨／公里，提前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全年财政收入１０９０万元，比１９７７年增长

１１．１％；农村产品收购总数１６３３万元，比１９７７年增长２９．７％；商

品购销总额６０５４万元，比１９７７年增长１６．８％。

三、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改善

１９７７年以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大。１９７８年，全县国民生

产总值为１４２１６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２６９元，分别是１９４９

年的４．４３倍（未考虑物价指数，下同）、２．５６倍；财政收入１０９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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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均２０．３３元，分别是１９５０年的２．４２倍、１．４０倍；金融机

构存款２５６２万元，其中居民储蓄２５１万元，人均分别为４７．６９元、

４．６７元，分别是１９５０年的１７０．８０倍、１２５．５０倍，人均分别是

１９５０年的９９．３５倍、７７．８３倍；国民收入总值为１２７２２万元（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８９．５％），人均国民收入为２３７元（占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的８８．１％）。１９７８年全县国民收入使用额为１２６１７万元，积

累总额为２９３９万元，积累率为２３．３％。１９７８年，全县消费总额为

９６７８万元，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７６．７％，其中居民消费总额为

９０１１万元，占全县消费总额的９３．１％。人均消费１６９元，社会消

费６６７万元，占消费总额的６．９％。

落实工资政策。１９７７年年底，按上级文件要求，全县机关企

事业、国营农林场圃、县属集体单位，对１９７１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

一级工，１９６６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进行调资，调资面为

４０％。全县有１２６９９人职工工资升、靠级，月增工资总额２．６６万

元。１９７８年，全民单位按全部职工人数２０％比例，对工作成绩突

出、工资较低的２９４名职工、１１０名干部进行调资升级，月增资总

额２３８７．７元。

第二节　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重视

科技队伍中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工作，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

到错误的批判、被迫离开科研岗位的科研人员回到科研岗位。其

中为２２名干部平反昭雪，为５３名教学人员和３４名医务人员重新

安排了工作。同时还安排社会闲散科技人员１５５人。对１６７名用

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调整使用４１人。从科技人员中选拔担任单位

业务领导１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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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年底召开的句容县科学大会，奖励了１６项科技成果，表

彰１２４名先进科技工作者。１９７７年４月恢复句容县科学技术委

员会，１９７９年５月恢复句容县科学技术协会。

１９７６年８月成立句容县农业机械研究所，主要任务是农机具

的小改小革、新式农机具的试制、考核、引进、推广。１９７８年，配合

镇江地区农机化研究所，在天王公社前进大队设农业机械化试验

点（系省、地、县三级基点），重点对新式农机具试验使用、选择、改

进。并在下蜀农具厂、天王农具厂、天王农技站设农业机械试验基

地，测试、改制农机具。

为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县广播站于

１９７７年创办了《科学常识》（后改名为《科技与信息》）和《紧要农

事》两项专题节目。《科学常识》节目内设“田老师谈生产”、“本周

农事”、“良种介绍”、“农家致富经”、“农民信箱”等栏目，由县农业

科技人员根据农时季节，系统介绍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提

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句容县科协、科委在城镇街头合办

科普画廊两处，共２４块版面，每月刊出一期，主要内容有科学常

识、技艺传播、卫生保健和生活知识等。有１８个乡（镇）科协也在

当地举办科普画廊。１９７８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句容县进一步

充实科技情报工作力量，各厂矿先后建立科技情报组５５个，有情

报员１５６人。

句容县林场经过四年反复的研究试验，于１９７１年配制出防治

白蚁草药烟剂和化学烟剂。草药烟剂通过２３万巢的灭蚁剖析，效

率达１００％，这一灭蚁方法属国内首创。１９７６年，在南方八省三市

的白蚁防治工作会议上受到与会代表一致好评，并得到推广使用。

１９７８年，此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对“两个估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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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

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错误进

行了严肃批判，客观总结教育事业的成就和教训，为新时期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句容县委审时度势，从根本上纠正

“左”的错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教师的认识和积极性，全面进行

拨乱反正，加强了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整顿和调整，进一步落实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教师

重返教育岗位。至１９７８年春，全县各学校基本恢复了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恢复和提高。

１９７８年，全县停止使用１９６９年县内自编１—７年级教科书和

教学大纲，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恢复小学六年制和初、高中三年制的过

渡，调整学校布局，全县３班以上的小学由２９２所调整为２６５所，

单式班由１４１７班调整为１１５２班，复式班从４６９班调整为５０３班。

１９７８年，全县共有中小学２３５所（其中完中３５所），在校小学生

３６９３１人，教职工２１０１人（其中民办教师９１３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

视和关心教师队伍建设，把师资队伍建设列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一项关键工作来抓。１９７８年，句容县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

会”，恢复发展各类成人教育。１９７８年９月县教师进修学校开设

函授班，分设中师、幼师、大专班，逐步形成扫盲、业余教育、电大、

自考大学等多层次、多途径的成人教育体系。同时，全县教育部门

以农村扫盲为重点，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双线”承包制：由各级

政府层层承包，列入目标管理内容；教育部门层层承包，将扫盲列

入农村学校岗位责任制考核内容，实行“双向包教包学”合同制，脱

盲３．５万人。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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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恢

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全县高中毕业生１９７７年，被高校录取３０

人、中专２６人、中等师范３８人；１９７８年录取高校７１人、中专２８

人、中等师范３６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明

显提升，也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求学之

门，重新掀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各项社会事业进入百废待兴的新时

期，其中，县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县委进一步加强对卫生事业的领导，对卫生工作进行了整顿，健全

完善医院的规章制度，一大批遭受各种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医务

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卫生系统９名同志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

改正，为４７名在“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落实了政策，对６名解放

以来遗留的历史问题按政策予以解脱，对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精简下放

的卫生工作者重新安排工作。１９７５年，句容卫校恢复招生，办学

规模逐年扩大，成为省教委认定的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农村“半农

半医”的“赤脚医生”继续发挥为农村群众防病治病的积极作用，极

大地调动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句容卫生事业呈现出

生机盎然的新局面。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原句容县革命委员会血防领导小组改名为中

共句容县委员会血防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第九次血吸虫病流行

区病情普查，共检查６８个大队，抽查８１０２８人，３００２２５人次，查出

病人２１６５人，治疗２００８人。１９７７年，血防组织了查治病（第十

次）查灭螺会战，抽查７１个大队，计８２９１０人，查出阳性１０９１人，

治疗１０５４人。１９７８年，血防工作在全县抽调１５０人组成３０个粪

检组，在全县３０个大队开展第十一次查病会战，检查３２４７６人，查

出病人３５８人（连同前遗留共计７９８人，治疗４３４人），查出有螺面

积７４９６３６平方米，完成灭螺土方３５５９３１平方米。自１９７０年始，

经过连续９年的群众性查、灭螺和查、治病大会战，于１９７８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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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央规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

自１９７７年起，句容县对７周岁以下儿童实施计划免疫。同时

加强对传染病的管理，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网络，制定各种急性传染

病防治方案和技术规程，句容县传染病防治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道路。

１９７７年１月，县人民医院开展心电图检查，并陆续为基层医

疗单位培训心电图专业技术人员３５人。３月，句容县药品检验所

成立。是年，县疟疾防治工作打了３个战役，休止期根治２３８８２

人，阶段清理复治２１７８５人，全民预防服药１４５２１６１人次；进行了

结核病普查，为１２万人作了胸透，查出病人６２０３人。１９７８年１

月，句容自来水厂完成投资改造３５万元，日供水５０００立方米。全

县完成各项预防接种６９９９５２人次。

三、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句容县文学艺术逐步繁荣，文化机构和文化

场馆逐步建立并恢复正常工作。

群众文化日趋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俱乐部被文化室

取代，１９７６年以后，又逐渐恢复俱乐部，开展正常活动。作为组织

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事业部门和主要阵地，句容县委、县政府十分

重视文化馆、站的建设，在１９７４年全县１５个建立民办公助文化站

的基础上，１９７８年又在句容县城和茅山镇建立２个国办文化站，

每站１人。至此，全县２３个乡镇都有了文化站。长期以来，文化

馆、站及农村俱乐部，紧密配合中心任务，运用黑板报、幻灯、读报

组、展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

组织开展文艺活动。１９７８年，县文化馆主办参与多次较有影响的

活动，如１９７８年排演大型话剧《于无声处》，演出１０余场。

文艺创作方面，县文化局于１９７８年成立专业性的创作组，创

作组成员一面个人创作，一面辅导众多的作者，群众性的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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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开展。１９７８年，县文化馆创作的现代戏剧《柳玉芳》参加镇江

地区专业剧团现代戏创作剧目会演，荣获创作一等奖，同时还获得

剧本奖、作曲奖、舞美奖、导演奖和演出奖，并被推荐代表镇江地区

参加省专业剧团会演，并由《江苏戏剧》发表。

电影戏剧有序发展。１９７６年，各公社先后建起自己的电影

队，大的厂矿企业单位也成立电影放映组，到１９７７年全县共有放

映单位３６家，工作人员１０２人。１９７８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

下，在北大街建造１５００座的句容影剧院，于次年１０月竣工开业。

１９７８年，句容县城８８０平方米的书店营业楼建成，增设了门

市部，图书品种、销售量大幅提升。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改体育课为军体课，有的学校以劳动代

替体育，或以军事徒手操、投弹、射击、野营拉练取代体育课。１９７７

年后，学校体育逐步走向正常，中小学生经常开展体育锻炼，体育

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１９７５年５月，《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颁布实

施后，县体委印数千册，及时发至全县各中小学普遍推行，达标率

逐年提高。１９７７年恢复句容县少年业余体校（后改名句容县华阳

学校），设田径班，学员４０人。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句容县体育事业经

费均为１６０００元／年。

１９７７年，在镇江地区首届知青篮球比赛中，句容县知青男篮

荣获第三名，女篮获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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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句容解放。从此，句容揭开历史的新

篇章。

在句容解放后的头七年，中共句容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

省、地委的部署，领导句容人民开展剿匪肃特、组建地方人民武装、

打击不法投机、稳定市场物价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

权。开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进行民主

改革，着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全县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

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

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１９５３年后，中共句容县委

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

展，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从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年，

是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句容同全

国一样，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

１９５６年全县粮食总产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句容历史纪录。１９５７

年，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１９５８年

至１９６０年的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左思想影响

下，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浮夸风

和“共产风”盛行，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１９６１年，句容县委贯彻党



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

结１９５８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全县的国

民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全县每年粮食总产

超历史最高产的１９５６年，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极左思

潮横行，句容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党的领导被否定，各级

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大批群众受到诬陷与迫害，句容的社会主义

各项建设事业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句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

群众对“左”的错误采取各种方式的抵制，坚持奋战在生产一线，努

力降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受损程度，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

进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

革命”十年内乱。句容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迅速恢复工农业生

产，各项社会事业重现生机，国民经济在两年徘徊中有所发展。

１９７８年，句容县地区生产总值１．４２亿元，人均２６９元，分别是

１９４９年的４．４３倍（未考虑物价指数，下同）、２．５６倍；财政收入

１０９１．９０万元，人均２０．３３元，分别是１９５０年的２．４２倍、１．４０倍；

金融机构存款２５６２万元，其中居民储蓄２５１万元，人均分别为

４７．６９元、４．６７元，分别是１９５０年的１７０．８０倍、１２５．５０倍，人均

分别是１９５０年的９９．３５倍、７７．８３倍。

从以上的数字分析可以看出，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９年，

尽管出现“左”的错误，但在纠正错误之后，经济仍有较大发展。

句容解放２９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既为后来的改

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须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

活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二

是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和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

４５３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段，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

发展，而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三是必须坚持

实事求是，遵循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而不能搞脱离实际的高指

标、瞎指挥，急躁冒进。四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正确认识和处

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

盾，依法治国，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五是必须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而绝不能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句容解放后２９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领导核心，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２９年的历程中，虽然

党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党能够自己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制定出

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２９年的历史证明，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关乎社会主义事业

的成败得失，什么时候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事

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

主义事业就遭挫折、受损失。

２９年的句容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句容解放后

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句容只有

走社会主义道路，句容人民才能彻底摆脱贫穷与落后，过上幸福的

生活。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句容党组织一定能够高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带领句容人民谱

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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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索引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９４９年

４月２３日　句容解放。

４月２６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

镇江专员公署。同日句容县人民政府对句容县国民党政权全面开

展接管工作。

４月下旬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

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布告。

５月２日　镇江地委公布：洪天诚、迟明堂、程文、储玉祥组成

中共句容县委员会。洪天诚为书记，迟明堂为副书记。

６月３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肃清武装散匪安定社

会秩序严禁偷盗恢复生产”的布告。

６月１２日　镇江专署公布：洪天诚为句容县县长，程文为副

县长。

６月３０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民禁字第一号布告，严禁吸

毒、贩毒、赌博等社会恶习。

是月　句容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城乡开展城镇筹款、农村借粮

工作。凡有土地２３．５亩以上的粮食富裕户都向外借粮，并用累进

办法进行。计划借粮１５０万斤，实际完成１７１万斤。

７月６日　苏南军区镇江军分区任命洪天诚为句容县总队政

治委员，何畏为副总队长。



８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　县城各界群众在城中小学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１０月７日　句容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１９４９年秋季征收公

粮》指示，对征收办法与负担标准、减免等问题作出规定。

１０月９—１２日　句容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１１月６日　中共句容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区委正、副书记，

区委委员及正副区长、粮库主任会议，研究秋征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１２月２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句容划归南京市所辖，

１９５０年１月仍划归镇江专员公署。

１２月１７日　中共镇江地委决定成立句容县治安委员会，由

洪天诚等５人组成，洪天诚为书记；同时成立县财委会，洪天诚为

书记。

１９５０年

１月６—８日　句容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

就政府工作、开展冬学运动、购买胜利折实公债、优待烈军属作出

４项决议。

１月１４—１８日　句容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

了有关减租、生产备荒、冬防、治安等决议；选举迟明堂、魏永贵等

４１人组成县农民协会。

３月８—１４日　六区虬山、高阳乡，三区古隍、中心乡及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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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群乡先后发生少数坏分子煽动抢劫国家粮库事件，被抢稻谷７．

５万斤，后追回６万斤。事后，煽动抢粮的主犯赵天福等５人被

处决。

是月　全县人民踊跃认购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人民折实公

债。第一期任务为２万份，实际售出２．２５万份。

４月２—４日　句容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

内容为贯彻以生产度荒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结合讨论剿匪肃

特、增加税收等工作任务。会后，句容县政府发放以工代赈大米

１０万斤，救济粮２６万斤，解决部分受灾农民的暂时困难。

５月１４日　中共句容县委决定成立土地改革工作队，并首先

在四区延福、淮源两乡进行土改试点。

６月２０—２３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首次代表大

会在县城召开。

是月　为适应即将全面开展的农村土地改革的需要，句容县

９个区、７５个乡镇改划为１０个区、９２个乡镇。

７月　鲁光任句容县县长。

８月７日　县土改干部轮训班开学。共办３期，学员总数

８５５名。

８月１５日　在职干部整风学习，共１６５人参加，９月２５日

结束。

８月１７日　中共句容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迟明堂为

书记。

１０月２８—３１日　句容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是月　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重点打击特务、恶霸、土匪、

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反动势力。

１１月２５日　句容县成立人民法庭，洪天诚任审判长；各区成

立分庭。

是月　由工、农、青、妇、文教、医务、工商等各界代表２９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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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句容县分会”。全

县１０个区、３个乡镇先后成立了支会。

１９５１年

１月　贯彻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精神，人民群众开展诉苦、

斗争。全县共斗地主１０８０名、恶霸１０７名。在土改中，群众自愿

加入农会的有４３８５９名（妇女１６６２２名），加入青年团２３１名，加入

民兵６７８６名，扩大县、区武装１１７名。

３月８日　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１９５８年更名为县妇女联

合会。

３月１３日　武装土匪吴立恒等在二区下甸乡一带活动，民兵

围捕并将其击毙。

３月中旬，全县土地改革基本结束。６３４４８户、１７９６３７名无地

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耕地和其他胜利果实。

４月２２—２５日　句容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

会通过了继续、普遍地深入开展抗美援朝活动、镇压反革命、大生

产运动、政府工作报告等决议。

５月１日　全县有１５万人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

活动，广大群众纷纷在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书上签字。

６月９日　县委首次召开市镇工作会议。会上依据各地人口

与工商业状况确定了城区、龙潭、下蜀、桥头、东阳、天王寺、三岔、

葛村、新塘９地为集镇。

７月２日　句容县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７月５—８日　句容县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

立句容县总工会。

７月３０日　县召开宣判大会，共宣判案犯８０人，其中处决

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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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２日　鲁光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１１月１１日　成立县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开展冬学运动。

１１月１４—１７日　句容县第六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陈建新

作政府工作报告。

１１月２０—２２日　句容县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

１２月４日　全县共有１０个区、９２个乡、３４３８２３人；中共党员

２９３人（党支部２７个），其中老区党员２３４人，解放后新发展

５３人。

１２月５日　县委确定城东乡为建党试点乡。

１２月２４日　句容县专业建设委员会成立，陈建新兼任主任。

１２月底　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党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

号召全县党员和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下同）运动。

是月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精

神，全县组织临时互助组２０６１个，季节性互助组５４６个。

△　陈建新任句容县长。

１９５２年

１月　由刘伯承指挥的诸军兵种协同的现代化作战演习，在

行香与陈武两乡交界处展开，历时１天。县机关干部和城区、二

区、三区的部分干部应邀参观。

１—２月　全县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

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反”教育，２４户有违法行为的工商户被处理。

２月２９日　全县农村组织和恢复互助组１６８８个，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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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６６９６个。

３月６日　根据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县、区一

律停止‘三反’，全力领导生产”的决定精神，句容县即行转变。

４月４日　县召开互助组长代表会议。会上发起了爱国增产

竞赛。

７月３０日　县委通过农民协会举办互助组长训练班，第１期

１９５人，第２期２８５人，８月２１日结束。

１０月８—１０日　县委召开乡党支部书记和传授站站长联席

会议，９１人出席。

１２月４—６日　县召开评选优抚模范代表大会。

１２月７—１０日　县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

１２月１２—１６日　县委召开城工会议。

１２月２６日　县委决定对县级机关党组织开展整党工作，时

间１个月，着重整顿党员思想、作风问题。

是月　陈建新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 中国人民解放军句容县人民武装部成立。

１９５３年

１月２日　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参军工作。会后，

全县掀起了参军热潮。

１月１８—２０日　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内

容为继续贯彻“抗美援朝、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三大任务。讨论通

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民主建设、贯彻婚姻法、认真做好财经

工作等决议。

１月中旬　县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要是贯彻

《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检查执行情况。

１月２７日　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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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简称“新三反”）

的指示。

２月９日　全县成立第一个信用互助组———张庙乡第五行政

村滕万程信用互助组。３９户、１４５人参加，决定每人缴股金５角。

２月１９日　取缔反动会道门。全县９７１８名道徒退道。

３月１５日　县委以干部会议形式，集训区、乡干部，开展“新

三反”斗争。共分两批集训了６４２人，至４月４日结束。

春，大同乡（今属华阳镇）钤塘村试办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

作社。

５月２３日　县在城东乡和下蜀镇进行民主普选工作试点，于

７月１１日结束。至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８日普选结束，选出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３７２１名，分别召开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６月１９日　龙潭镇划归南京市。

９月２０—２３日　县委召开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部署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

１１月２１—２３日　县委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１１月２４日

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布置了粮油统购统销任务。

１１月２８日　县委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贯彻执行粮食统

购统销。省、地、县２０５名干部下乡，分片向广大农民宣传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宣传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确保统购统

销任务的完成。１２月１６日，全县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 全县紧紧围绕粮食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化运动开展了整

党工作，至１９５４年２月底结束。参加整党的共６８个党支部、９５０

名党员。结果清除出党８人，留党察看３人，撤销职务２人，说服

退党２人，严重警告１０人，劝告１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１０人，延

长候补期２０人。

是月　郭志强任句容县县长。

１２月５—２１日　县委试点乡一区大同乡（今华阳镇）连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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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及粮油统购

统销任务。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迟明堂作《关于总路线与总任务》

的报告。县长郭志强等人分别作了提示说明，县委书记陈建新作

总结。

１９５４年

２月１３日　县举办农业合作训练班。共举办３期，９１９人

参训。

４月７日　县烈军属，残废、复员、转业军人代表会议在县城

召开，１８７人出席，贯彻拥军优属工作和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４月１９—２１日　县首次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２５５名。

６月　曹云兰任句容县县长。

７月１１—１５日　句容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是月　入夏以来连降大雨，天王镇水深２尺，句溧公路交通中

断，全县倒圩２８个。县委号召各级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

斗争。

１１月１１—１８日　县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贯彻了以

统购统销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是月　根据上级党委通知，中共句容县委设立常务委员会，首

届常委由陈建新、李永月、曹云兰、张新光、张立业５人组成。

是年　县血吸虫病防治所成立（１９５６年改为“县血防委员

会”）。

１９５５年

２月２５日　全县对试行义务兵役制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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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人数达普选人口的８５％以上。首次征召新兵８０９名，３月

３１日入伍。

３月２１—２７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

召开。

是月　李永月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４月１日　县委作出《关于处理自发社的决定》（草案）。据不

完全统计，全县自发社有５３１个。

４月１５—２０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开展以互

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具体布置整社、统销补课工作，以

及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工作。

４月２２—２５日　句容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

开，县长曹云兰作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１３人，

曹云兰任县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

法》，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５月１３日　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５年５月上旬，全县农业社

建立党支部１５个，发展党员９００名，各乡均有党支部。

５月２８日　县人民检察院成立。

是月　国家监察部农村工作调查组赴句容县调查乡村干部在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等问题。

△ 县召开首届手工业者代表会议。

６月２—４日　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乡党支部书记会议，贯彻

省委继续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面积增产运动的精神。

６月２５日　为加强各财经企业单位的领导，成立县财粮贸办

公室，曹云兰负责领导，下设四个组。

７月１４日　据统计，一年来，全县共建农业社５９４个，１８１３１

户入社，占总农户的２２％。

７月１８—２２日　县召开复员建设军人代表大会。

７月中旬　句容县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工作开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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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９—１７日　县委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主要内容

是以整风精神总结工作，发动全体党员团结全县人民完成和超额

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为强化党的纪律工作，会议通

过了“撤销纪律监察委员会、成立县委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推选

７人组成监委会。

１０月２２日　县委批转团县委《关于三台阁农业社建立青年

突击队的报告》，指示“各区委在秋种中认真领导团委，由点到面逐

步推向全面建立青年突击队”。

１０月２８—３１日　县委召开互助合作工作队及区委副书记、

驻社指导员会议。会上贯彻了地委关于对农业社“停止发展，全力

转入巩固”的指示，对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了检查，讲明了提高

老社、巩固新社的重大意义。

１０月２９—３１日　县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月　句容县兵役委员会成立，李永月为主任委员。

１２月　年终统计，全县已组织初级形式的农业社１５５１个，

４９８７８户入社，占全县总农户的６１％。

１９５６年

１月２７—３１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草案）。省委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提出一切都是为了

增产，当年粮食亩产要达到５７０斤，争取６００斤。

是月　全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

热潮。１２５０户工商业者获准公私合营或经销代销；个体手工业者

已组织生产合作社（组）５０个，入社人数占８９．１％。７６．２％的木帆

船户也被批准入社。

２月１８—２５日　县委召开高额丰产社代表会议。会议根据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精神制定了规划，开展高额丰产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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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２—１４日　召开全县工业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工业工作

会议精神，着重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３月３０日　全县已结束７个落后乡和３１个落后选区的改造

工作。

４月１０日　区、乡建制进行调整。原９个区、１个县属镇、９２

个乡调整为５个区、１个县属镇、５０个乡。

４月２５—２８日　中共句容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出席会议正式代表４０９人（其中妇女代表３６人），列席代表４６人。

大会听取了李永月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一年来工作总结和今后

工作意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

俭办社的指示》等决议；大会选出委员２９人、候补委员７人，组成

县委会。县委一届一次全会共选出９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县委书

记李永月，第二书记曹云兰，副书记傅众一、宋敏、戎定和。会上还

选出了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４人。

６月　句容县委增设政法部与林业部机构。

７月１日　中共句容县委机关报《句容报》创刊发行。１９６１年

１月１日停刊，共出版７３１期。

７月１６日　国家监察部农村检查组周景芳作《关于句容县强

迫命令违反乱纪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在１９５４年的粮食征、

购、销运动中，某些干部未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坚持耐心说服

教育群众的方针，发生了很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

“参加运动的５５０名干部（不包括村干部）犯错误的共有１２５人，占

２２．７３％。”“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迫使部分农民出卖了口粮（后

来虽然供应，但每人每月只有１０斤口粮），生活陷入困境。”“结果

全县农村的供应面达到４７１２９户，占总农户的５６．４５％。”

７月２８日　全县首批“肃反”单位（县党、政、群单位）学习结

束，有１２人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学习人数的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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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９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第一书记李永月传达

了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８月２３日　全县第二批“肃反”单位（县、区企事业及区党政

群单位）学习结束，有２９人被错定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占参加学习人数的１．９％。

８月１４日　撤销区级行政建置，原东昌、黄梅、下蜀、天王、赤

山五个区公所撤销。全县设置２１个乡、１个镇。

是月　门盛德任句容县县长。

１０月５—１１日　县召开区、乡干部及全体农业社长会议。

１１月２７—３０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句容县第三届代表大会

在县城召开。

１２月３—１０日　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

作，指出１９５６年农业增产是战胜４次台风、３次大水及严重病虫

等自然灾害后获得的，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５５年实际增加１４８２万斤。

县长门盛德在会上宣布，全县农村已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参加农

户占总农户的９９．６％，其中高级社占９８．０９％。

１２月２７—２９日　县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应到代表２１４

名，实到代表１９７名，列席代表１６名。宋敏作政府工作报告。会

议传达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讨论对６个圩区遭灾后的救灾

措施，作出关于当年冬春工作任务的决议，选出人民委员会委员

１４人，门盛德为县长。

１９５７年

１月２８日　县有线广播站对全县开播。

２月１２—１９日　县委召开１９５７年增产节约动员大会。

３月６—８日　县委在天王乡蔡巷社召开乡总支书记会议，研

究如何争取夏熟生产丰收，落实“三包一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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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８日　县委举办哲学讲座。

３月１９日　县委通报了黄梅乡火炬农业社如何推行“六定”

（定田、定人、定活、定质、定量、定工）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及经验。

４月２—５日　县农、林、水、畜牧等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在

县城召开。

４月４日　县召开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会议。

５月１５—１７日　县委举办县机关科局长学习《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学习班。

６月２４日　县委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县级机关和企事业

干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党整风。下半年开展反

击右派斗争。

９月２１—２４日　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

召开。因县长工作调动，补选曹云兰为句容县人民委员会县长。

１０月１４日　从４月份开始的县级机关增产节约和精简机构

工作告一段落。撤销和合并了１７个部门，４４８名干部到农业第一

线或充实基层。１１月２２日　省级机关２７名干部下放到句容当

农民。

１０月３０日　县委发文，对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运动作出计划安排。

１０月１１—１４日　县委开全县第一次物价会议。

１０月１２—１６日　县召开烈军属、残复军人代表会议。

１２月底　全县粮食总产１５９８５１吨，人均占有粮食４３７．３公

斤；饲养生猪１３０１４９头，年底圈存８７９８７头。

１９５８年

１月９—１０日　县召开社会主义农业高额丰产模范会议。

２０８名农业高额丰产模范代表与会。

１７３附　录



１月２５日　县举办的首次农业展览会揭幕。展览会设有农、

林、水、文教、卫生等馆，系统介绍句容解放后８年来各条战线取得

的成绩。展览会展出５０天，接待观众达１５万人次。

１月２６日　全县组织４万余人，开展以除“四害”（麻雀、老

鼠、蚊、蝇）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２月１—６日　中共句容县第一届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县

城召开。

２月１２日　县城２５００人集会，欢送县机关首批４２名干部下

乡当农民。

３月９日　句容县委决定建立在统一领导前提下分工负

责制。

３月２０—２１日　县委召开有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乡党委

书记会议。总结前阶段工作，开展评比竞赛，会议提出“千斤粮食

万斤山芋百斤棉，决心赶上和超过常熟县”、“十分指标，十二分措

施，二十四分干劲”。

３月　全县面积最大的二圣水库动工兴建。集水面积１０３．５

平方公里，总库容６５３０万立方米。

４月１５日　县委成立技术指导委员会，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永

月等１３人组成，李永月任主任。乡成立技术推广站，社成立技术

研究小组，生产队有技术员。

５月１１—１５日　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发动全县

人民鼓足干劲争上游。会议决定抽５％—１０％的全县劳力，会战

全县时称８大水利工程，力争７月底前竣工。

５月１５—１８日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

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县人民委员１９人，第二届省人大代表

３人。曹云兰连任县长。

５月３０日　是日起，全县严重干旱６８天，部分地区百日无

雨，受旱面积１９．４０万亩。全县开展抗旱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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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６—１８日　县委召开现场会，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

与会人员参观了大卓乡云塘社和宝华乡楠江社。会议提出“保证

水稻亩产３０００斤，力争秋后上北京”、“指标七倍跳，措施十倍跳，

干劲百倍跳”。

６月２１—２４日　县委召开兴办地方工业跃进会议。７月中

旬，成立工业远征采矿团，组织万人上山采矿，两个月全县就兴办

各种厂、矿５３５３个。

６月２６—２８日　县委召开有１１３２８人参加的全县建设社会

主义英模跃进大会。会议评出三麦一、三等丰产乡各１个，一、二

等三麦丰产社各４个，三等丰产社５个，丰产队９５个，评出各种英

雄模范２９３人。２７日公布二圣乡西城社２１队１．５６亩小麦，亩产

３２６３斤，为“高产区卫星”（实际用几十亩田里的小麦拼凑，骗取出

席全国农业丰产经验交流会机会）。

７月　三岔乡在每个生产队办起集体食堂，全乡２３５８农户都

参加食堂吃饭。

８月１—４日　县委召开由１０５１人参加的工业战线上建设社

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

９月７日　全县第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黄梅人民公社

成立。时隔３天，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

９月１５日　经国家林业部评定，句容县为“全国林业先进单

位”。

９月２０日　句容、溧水、高淳及武进常备民工５万多人，在县

城西郊西庙北建“小、土、群”钢铁基地，用铁锅、生铁、矿石土法炼

钢铁，不久关闭，１２４万元付诸东流。全县山林遭严重砍伐。

９月２１日　据不完全统计，自春节后开展的除“四害”运动，

共投入人力１８４．１７万人次，捕鼠２３８．４３万只，灭蚊２３５９公斤，灭

蝇蛹１４．１２万公斤，捉麻雀１９６．０６万只。

９月２３日　县委决定，县成立民兵师，下设８个团、１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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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营。

９月２４日　句容县“肃反”运动检查验收结果的报告上报。

句容县“肃反”运动自１９５８年４月中旬试点，５月初全面展开，８月

底基本结束。涉及５２６０人，分布２２个乡镇。经过运动，共清查反

革命及坏分子共１４４人。

１０月６—７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１０月大决战任务，

会议传达镇江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阐述１０月份大决战的意

义，深入思想动员，力争项项工作放“卫星”。以２５％的劳力干工

业，７５％的劳力干农业，保证１０月底产铁１２０８吨，产钢２０吨—

３０吨。

１０月２９日　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句容视察张庙第一养

猪场。

１１月５日　句容县委对各人民公社分配工作提出要求，实行

吃饭不要钱，但必须办好食堂，包括老人食堂、儿童食堂和普通

食堂。

１２月　葛村公社掀起冬季造林运动，下马岗２．５万亩桑园成

林后，经济效益好。林业部组织北方１６省、市代表前来参观。几

年后，“以粮为纲”退桑还田，桑园被毁。

是月　全县粮食总产１２７１３５吨，比１９５７年减产３２７１６吨；人

均占有粮食３４６．１公斤，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９１．２公斤；全年饲养生猪

１７７０５４头，年底圈存９５４３６头。

１９５９年

１月２３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宝华人民公社仓

头、铜山两个大队近一年来人口死亡情况及其原因的调查报告，指

出：这个别的突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则带一定程

度的普遍性。省委要求“务必防止再发生这类令人痛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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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８—２５日　中共句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

５４６人，列席代表６６３人。１８—２３日为预备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八

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省三届三次党代大会精神，联系句容实际，统一

思想认识；２４—２５日为正式会议。曹云兰代表句容县委作工作报

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肯定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并要求“更大

跃进”；选举第二届县委会，在二届一次全会上，李永月当选县委第

一书记，曹云兰当选县委第二书记。

２月２７—２８日　句容县召开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会议传

达中央科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省科协会议精神；成立句容

县科协，选出３１名科协委员，李永月当选县科协主席。

２月　茅山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３月１９—２１日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

召开。会议通过成立句容县人民公社联社等决议。

３—４月，县委召开有生产队长参加的６０００人大会、８０００人的

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纠正

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简称“一平二调”）的偏向，宣传实

行“分级管理，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政策。

４月３日　句容县委针对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通过会议共

同研究制定了五项规定，作为公约，自觉执行。内容包括：对上级

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走群众路线；人人搞试验田，个个学农业技术；

参加体力劳动；严格组织生活，共５项１７条。

４月１２—１６日　县委召开全县工业、交通、邮电、厂矿企业职

工誓师大会。

４月下旬—９月中旬　县委分四批召开党员扩大会（１００３７

人），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清算经济账和作风账，火烧官僚主

义、主观主义，打击强迫命令和浮夸风，大破贪污浪费。会议讨论

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等问题。

５月１５日　句容县委对防治浮肿、干瘦等病作出紧急指示。

５７３附　录



包括：必须加强对防治浮肿病工作的领导；对浮肿病人的生活要认

真照顾；大力发展副业生产；管好食堂等。

５月１９日　经省和常州地委同意，句容恢复原来一乡一社，

原黄梅公社是四乡合一（黄梅、大卓、城东、石狮），现仍改一乡一

社，全县由１９个公社调整至２２个公社。

是月　句容水库、仑山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７月８—１２日　县委召开全县市场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缓解

市场供应紧张的措施是大力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大力发展

副业生产，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９月　中共句容县委党校成立。

１０月５—１０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三届十次扩大

会议精神，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错误地开

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谓反党行动，进

一步“反右倾”。

１１月２２日　历经４年，分为两大阶段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

动结束。

１２月１０—２４日　中共句容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

开，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重点揭发批判县委第二书记曹云兰的

所谓“右倾错误”。

是年　７—１０月干旱，未降透雨，全县受旱面积３４．７万亩。

据统计，全县全年粮食总产７１１３５吨，比１９５８年减产５６０００吨，每

人占有粮食１９９．４公斤，比１９５８年减少１４６．７公斤。

１９６０年

１月１３日　县委报送句容县翻引长江水灌溉工程计划。提

出新建北山长江水灌溉工程，从长江桥头港便民河翻引江水入北

山水库，调节北山南部的全部山区水库，居高临下灌溉。此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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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１９７８年才开始实施。

１月１８日　北山水库（原名普渡桥水库）大坝合龙蓄水。

１月１９—２３日　县委召开句容县大办县社工业誓师动员

大会。

１月２５日　县委召开句容县春季造林誓师动员大会。１９５９

年，句容造林７．６２万亩，四旁植树２６６．６万株、育苗３８３３亩、养蚕

７２９３张、产茧２４８４担。

２月１５日　县委要求搞好农田肥库基本建设，５亩１个草泥

塘，１０亩一个沤肥坑，１００亩１个贮粪池。达到遍地草塘化，农田

肥库化。

２月１７日　中央国家机关水利电力部北京勘察设计院８０多

人，下放到句容县劳动锻炼。

３月６—１２日　句容县召开１９５９年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

单位代表大会和１９６０年春耕播种誓师大会。

４月１１日　县委作出抽调常年民工进行水利工程的指示，计

划要求抽调占全县总劳力的６％常备民工共８２０３人，对几项大型

关键性的水利工程进行常年施工。

４月１６—１９日　县文教系统召开群英会。

４月１８日　袁巷乡武装基干民兵连长余永贵出席全国民兵

代表会议，中央军委授予半自动步枪一支。

５月６—１１日　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党员干部大会。会议认真

传达学习省委六级党员干部大会精神，从句容实际出发，重点解决

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明确以队为基础，

发展社有经济；在此基础上，布置以夏收夏种为中心的四夏工作的

具体内容和要求。

６月２２日　县级机关在商业局进行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

浪费运动试点。８月上旬全面展开。

９月１３日　县委召开１３００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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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

产风”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等严重问题。

是月　全县开始调整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和充实农业生产第

一线，到年底精简下放职工１４６６人，接收外地回县的下放职工

１８４人。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１３３００

多人。

１０月底　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工作组在城东公社进行整风整

社试点。

１２月２８日　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计５０００余人参

加的四级干部大会，历时１７天，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

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精神，检查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深

刻认识“五风”特别是“一平二调”、“共产风”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危害。县委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破产

还债，坚决退赔”的具体措施，取信于民，保护和调动群众生产积

极性。

１９６１年

１—２月　继续整顿、压缩城镇供应人口，至２月底又有３４５

人回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２月２３日　句容县委统计，全县已退物资折合金额１２７．４９

万元，占无偿调拨折合金额４２３．３８万元的３０．１１％；土地已退还

１８８３７亩，占平调２４４３４．４亩的７７．１％；耕牛已退１３７头，占平调

１５０头耕牛的９１．３％，家禽退抵占７０％，各公社所占劳力都按规

定下放。

２月２７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句容工作组关于句容县

农用物资的检查报告，对句容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推广。３月１５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又批转江苏省委工作组关于句容县清理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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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次报告，把句容的做法在华东地区推广。

是月　县委部署县级机关全面清理物资，对“一平二调”账进

行退赔兑现，共清理出各种退赔物资１１．２３万件，价值１４５．７

万元。

４月　县委在城东公社试点，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６０条》，调整生产队规模，解决

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和家庭副业等问题。

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５日　句容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江

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５月１９日　建立下蜀、黄梅、东昌、天王、赤山五个区工作委

员会。

８月２５日　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

跃农村市场。

９月４日　镇江地委同意调整句容县委常委的意见，县委常

委由蒋继奋、李永月、门盛德、宋敏、潘湘云、葛钊秉、张新光七人组

成，原常委周振森、阎发学、戎定和、侯春林因已下放公社工作，不

再担任县委常委。

９月２１日　县委同意调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全县新划

生产大队１２０个，生产队由原２４６８个调整为３６６２个。

１１月下旬　句容县委首先在杨塘岗、三台阁、西庙三个大队

试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工作，后又在城东工作全面推开。

１２月１５—２４日　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全面部署实行以生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

１９６２年

１月１７日　镇江地委批转句容县委关于农村中进行社会主

义教育的情况报告。肯定了句容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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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句容新增后莘、北山、仓头、白兔、太平、长城、张庙、虬

山、谢桥、高阳、浮山、唐陵１２个人民公社。

５月６日　句容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总结推行以生产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工作。

６月１５日　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

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的指示精神，做好战备工作

及支援前线的准备。

７—９月　句容遭暴雨袭击，雨量达８４０毫米。全县受涝面积

１２．３万亩，９月６日又遭台风袭击，损坏房屋５４５４间，伤５０人，政

府发救灾款３３４００元，帮助受灾群众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８月１９—２３日　句容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县城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关于平调社、队和社员私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退赔，

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加强农业第一线等３项决议。

１０月　县委对１９５８年以来受到处罚斗争的党员干部进行甄

别平反。受过处分的１５３８名党员干部，全部给予平反的占４２％，

部分纠错的占２８％。

△ 县级机关进行精简，行政机构由原来４０个减少为３３个，

直属企事业单位由原来７０个减少到５４个。新定编制为２２４７人，

比原来人数减少１９．８４％。

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句容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县城

召开。正式会议为１９６３年１月９—１１日。

１９６３年

１月１２—１３日　县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反对现代

修正主义几个文件。

１月２８日　中共句容县三届一次全委会召开，选举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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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副书记及常委；选举县委监委书记。

１月３１日　句容县委、县政府召开欢送下放干部大会。

是月　省、地、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在城东公社试

点。２月１１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句容县委关于城东公社进行社

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

３月２９日　县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介绍雷锋事迹，县委领导

号召全体职工向雷锋同志学习。

是月　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指示后，全县迅速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驻军部队、各学校首先带头开展学雷锋做

好事。

４月　省委农工部在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

代表小组试点。５月８日，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

于三台阁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试点情况的报告，推广句

容县城东公社三台阁大队的做法。

６月１９日　县人委布告开放粮油集市贸易，城镇、下蜀、天王

三处设置粮油市场。

７月１１日—１１月２２日　句容县委首先在后白公社进行城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７月—１１月中旬，县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业单位，开展反对贪污

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即五反）运动。

１１月９日　句容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行香、太平两

个公社展开。至１９６４年２月９日结束。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自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日开始，至５月２４日结束，共有白兔、伯

群、东昌、陈武、长城、春城６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年　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全县粮食总产１７７４８２吨，超过历

史最高水平。社员收入比１９６２年增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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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

１月１１日　句容县委转发农工部“关于张庙公社干部参加集

体劳动的调查报告”的通报。

２月６—１１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任务是学习及总结

１９６３年工作，研究如何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先进

经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组织和促进农

业生产的新高潮。

２月２３—２７日　县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

开。会议选举李永月为县长。

３月２４—３０日　工交、财贸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在

县城召开，进一步掀起比学赶超的“五好”竞赛运动。

４月２２日　句容县委拟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计划。

５月１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请驻句容部队介绍政治工

作经验，开展向解放军、大庆油田工人的学习活动；在农业上开展

向大寨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８月１６—２１日　句容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省委扩大

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计划在秋收秋种后，召

开三级干部会，进一步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面开展社会

主义教育工作。

１２月中旬　江苏省委组织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进驻全县城

乡机关单位，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７个月，至１９６５年７月底结束。工作团

有中央、省、南京、常州、扬州、镇江地区及县和部队、高校等单位参

加，共２０６１８人。

是月　据统计，句容县农业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总产达

１８７７０１吨，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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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

５月　经省委同意，撤销黄梅、下蜀、东昌、天王、赤山五个区

工委。

６月２７—３０日　句容县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

议在县城召开。全县有学习小组２５００个，３万多人。

７月３１日—８月４日　县贫下中农协会在县城召开，代表

８１４人。选举产生４３名委员组成的县贫下中农协会（贫协）。全

县２２个公社也都建立了公社“贫协”。

８月１日　经江苏省军区批准，句容县民兵师成立。

８月１８—２１日　县境遭台风、暴雨袭击，冲毁桥梁１４处、倒

塌房屋１７００间，１０万亩农田受灾。

９月２３日　国家卫生部决定在句容成立农村卫生工作队，下

设城东、天王、葛村、行香分队和血吸虫病防治队。

１０月１３日　经省人民委员会同意，撤销后莘、张庙、北山、伯

群、太平、长城、唐陵、浮山、高阳、谢桥、虬山、仓头１２个农村人民

公社。

１１月１８日　句容县委发文决定在所有社队建立“四大民主”

制度。即：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１２月　县委、县人委决定县级机关精简。党委部门由１２个

单位合并为政治部、纪委、县委办公室（即一部一委一室），县人委

部门由２１个单位合并为农委、文委、财委、计委、办公室、政法办公

室（即四委二室），行政干部编制由２７８人减为１４０人。另成立一

支２０人的工作队，搞调查研究。

１９６６年

１月５—１５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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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讨论句容县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建立政治工作网络，

抓好党的建设等问题。副省长欧阳惠林到会讲话。

１月１７日　县委向各公社转发县委政治部西庙工作组《关于

城东公社西庙大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报告》，要求把计划生

育工作做好。

２月６—２０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

扩大会议和省党代会议精神；总结和检查１９６５年的工作，开展为

革命种田和改变句容丘陵山区面貌的大讨论；制定落实“三五”

规划。

２月１２日　县委下发《关于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

同志的通知》。

２月２５日　县委决定，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由５人组成，下设

办公室，设在文教卫生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

４月１１—１６日　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

会议。

４月２６—３０日　县召开卫生员代表会议。国家卫生部副部

长崔义田到会讲话。

６月５日　县委转发县计生委《关于今春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要求加强领导，宣传教育，制定计划，提

倡晚婚晚育，移风易俗，使计划生育达到省委提出的到１９７０年全

省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１７‰的指标要求。

６月中旬　文教系统开展声讨“三家村”（作家邓拓、吴晗、廖

沫沙３人于６０年代初在《前线杂志》开设“三家村”杂记专栏，十年

内乱开始，“三家村”被诬为“反党集团”）活动，开始进行“文化大革

命”。

７月５—８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关

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指示，并以一定时间总结夏收夏种，讨

论争取秋熟丰收，研究开展以“双超”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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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０—１４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县委副书记

黄选能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报告；县长、县委副书记原克振作关于《分析农村形势，总结

经验教训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３日　县委发出“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刘英俊同志活动

的通知”。

７月２９日　县委向省、地委上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意见》，就全县“文化大革命”进行部署。决定成立文化大革

命领导小组，组织、整训２１５人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秋前在县

级党政机关、文教、卫生等２６个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７月底　“文化大革命”在各单位相继展开，学校和一些单位

出现大字报，基层领导和部分群众开始遭到批斗。

８月１０日　县委作出《关于撤销句容县中、后白中学工作组

的决定》。

８月２４日　城镇公社所属４个居委会和２６条大街小巷改

名，换上带有政治意义的名称。

８月２６日凌晨４点多钟，县中６０多名红卫兵会同机关团委

部分干部上茅山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

日凌晨３点，县中６００多名红卫兵上宝华山“破四旧”。

８月２９—３０日　县中红卫兵、县机关、邮电局、县医院、印刷

厂及街道居委会部分干部、职工和群众４００余人将揪出来的３４名

所谓“牛鬼蛇神”戴上高帽子，进行游街示众。

是月　全县各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城乡上下以所谓“革

命”、“造反”的名义，掀起破“四旧”狂潮，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有

价值的图书资料被毁弃，部分教师和知识分子被诬为“牛鬼蛇神”，

遭到批斗、游街。

９月１日　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学习“十六条”座谈农

村“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广泛深入地宣传、掌握和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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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６日　下蜀、后白２所中学分别成立文化革命筹委会。

１０月上旬　全县组织近千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代表与江宁、高

淳、溧水、溧阳四县学生和员工代表组成一个总队，赴北京参观学

习“文化大革命”，１８日下午在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检阅。

１１月１—８日　县委召开第二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

表大会和全县第二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１１月３日　后白中学部分学生来县，以斗大字样口号形式的

大字，分别在汽车站、句容大街、县委门口等处张贴。主要内容为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炮轰宋敏”等等，并在县委大字报栏内张贴一张

县委副书记宋敏的大字报。

１２月２日　县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和宣传蔡永祥同志

英雄事迹的通知”。

是年冬　全县各单位成立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大字报铺天

盖地，采用打倒、罢官、开除党籍、戴高帽、游街等手段，批斗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全县党政机关和学校工作处于瘫痪、

半瘫痪状态。

１９６７年

１—２月　在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的影响下，句容县造反派

组织开始对许多领导干部“罢官”、揪斗和戴高帽子游街。从县委

副书记、副县长到部分部委办局领导和公社党委正、副书记，被“撤

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者计２１人。党、

政、企各单位的领导权相继被夺，组织机构陷于瘫痪。

２月５日　县造反派成立江苏省句容县生产委员会、江苏省

句容县生产监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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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句容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

公室成立，作为县级“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机构。

３月２８日　经镇江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成立句容县军

事管制委员会，张新光任主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革命委员会

和生产委员会，取代县委、县人委。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撤销。

４月８日　县化肥厂建成投产。

４月１２—１５日　全县工业、交通、财贸工作会议召开。

４月１６—１９日　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召开。

５月２２—２６日　县军管会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

部会议，主要是落实全县“四夏”工作。

５月３０日　句容县军管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

６月５—９日　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召开。

７月　由于派性膨胀，县内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个造反派

组织，即以红色造反军县级机关总部和政法总部为核心的句容县

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和以句容县中学井冈山公社、东

进中学赴句造反纵队、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为核心的句容县革命

造反派联合会（筹）（简称“革联”）。

７—８月　句容两派在南京、镇江“观点”相同造反派支持下，

派性斗争日趋严重，县内武斗不断发生，以致发生冲击县机关、冲

击驻军仓库、抢夺武器弹药等事件。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产

和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９月２５日　县军管会发出平反公告，为“句容县文化馆‘鲁

迅’战斗队”、“句容县农机五金厂红色工人造反队”、句容县城镇

“西南山砖瓦厂红尖兵纵队”等“造反组织”平反。

１０月３０日　县军管会同意新华书店关于发给职工《毛泽东

选集》的报告。拟发给职工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普及本１—４

卷，定价２．００元），建议农村社员每四户发一套，每一户发《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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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一本（定价０．４５元）。

１２月８日　县军管会发出决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和职工

要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在生产工作岗

位”。

１２月１３日　县军管会举办“句容县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

班”（“斗私批修”），“革联”、“红联”勤务组负责人（各抽１０名）、县

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每单位１名）、公

社干部（每公社２—３名）参加。

１９６８年

２月２４日　句容两派（“革联”、“红联”）实现革命大联合。

是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进驻句容参加“支左、支工、

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

３月４—６日　县军管会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

议。会议贯彻省军管会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电话会议

和专区军管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研究掀起春耕生

产新高潮问题。

３月２８日　成立了由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领导干

部”组成的“三结合”的句容县革命委员会（以下革命委员会均简称

革委会），杜孟祥为主任。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

指挥组、群众专政组（后改为政法组）等工作机构，行使原县委、县

人委的党、政、财、文职权。

３月３１日　茅山、宝华、郭庄公社革委会成立。到５月底，除

白兔公社外，其他公社革委会也相继成立。８月底前，全县大多数

企事业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先后成立。行使原公社和企事

业单位的党、政、财、文职权。

４月下旬　造反派在县体育馆组织空前规模的万人批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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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１６人被批斗。其中２名科技人员轮流头顶《韦氏英语大辞

典》，以示对所谓“崇洋媚外”思想的惩罚。批斗后，又将批斗对象

戴高帽押上街游斗。

４—７月　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学校、商店，普遍“清

理阶级队伍”，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全县有１０１５６名

干部和群众被揪斗，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有７２１９人。许多人被

严刑拷打，惨遭迫害，２２３人含冤致死，多人致伤致残。

５月１９—２３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原县委

书记蒋继奋等人被批斗。

是月　县革委会决定把中学下放到公社、小学下放到大队、生

产队管理，实行一元化领导。

６月底—１０月中旬　县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被集中在小衣

庄部队营房，举办长达３个多月的“斗、批、改”学习班，又有一批领

导干部遭到错误的批斗和残酷迫害。

７月２６日　县革委会出台《关于整顿社、队办工业的意见（草

稿）》。

８月１５—１９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革委会

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和部署当前工作。

８月１８—２３日　县革委会举办各公社、基层单位革委会（革

命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对敌斗争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８月２４日　县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的意见》。

９月４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整党建党工作初步意见》，部

署在全县开展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事宜。

９月５—１０日　县革委会举办“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

１０月１１日　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３个群众组织在县城体

９８３附　录



育馆召开代表会，成立句容县“三代会”。

１０月下旬　县革委会在石山头茶场办“五七”干校，集中原县

机关党政群干部３６０多人在此劳动、学习，同时继续进行“斗、批、

改”。

是月底　全县２１个农村公社，已有２０个公社进行整党建党

试点工作。

１１月１８—２４日　县、社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１２月下旬　全县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将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年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６８９人（简称“三届生”）全部动

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同时还接受和安置南京、镇江等城市４５９７名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

１９６９年

１月２１日　句容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

１月２５日　省革委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句容，分３个

小组进驻石狮公社机关和该公社的光明、河桥两个大队，参加农村

“斗、批、改”的试点工作。

１月２７日—２月２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

省、专区革委会全委扩大会议精神，杜孟祥作过去工作和今后任务

报告。

１月３０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动

员和安置工作的意见》。

２月　句容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杜孟祥任组长。

３月２０—２６日　县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 开始进行所谓“吐故纳新”的开门整党。全县原有４９１个

党支部，通过整顿，逐步恢复了组织生活，并建立了一些新支部。

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先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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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社革委会先后组织２９００多人参加的有工人、贫下中

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农村社队进行

整顿，建立健全了社、队领导班子。

５月１４日　县东山良种场、小果园、高庙茶场划归镇江专区

办“五七”干校，１９８０年１月重归句容。

５月２１—２４日　县革委会召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

大会。

６月４—１０日　县革委会举办全县教育革命专题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会议听取形势报告和上级会议精神传达报告，讨论交流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意义、经验，制定开展教育革命规划，研究要解

决的问题。

７月１—７日　县革委会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杜孟祥致开幕词，兰挺作大会报告，邱学臣作会议

结束讲话。会议还选举出席专区“积代会”代表１５０名。

８月２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及意

见》，通报省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在句容２０多天慰问情况，

总结大卓会议后全县上山下乡工作情况，要求克服存在问题，进一

步做好此项工作。

８月１２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七

二三”布告的意见》，要求迅速煞住无政府主义妖风，更有力地打击

一小撮阶级敌人。

９月５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二八”

命令的决议》。

９月９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批转“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

置工作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解决好落户知青住房、

生产、生活等具体问题。

９月１３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亭子公社革委会“毛泽

东思想照亮了合作医疗前进的方向”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对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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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情况进行一次总结，解决存在问题，使之得到巩固和

发展。

９月１５—２３日　县革委会召开“贯彻中共中央‘八二八’命

令，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三级干部会议。

１０月５—２０日　县革委会举办机关干部落实中共中央“八·

二八”命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１０月１０—１５日　县革委会组织１６２人的慰问团（划为５个

分团２１个慰问小组），对有下放人员的２１个公社、２５３个大队进

行了走访慰问。慰问了６４５户、１７７８人。对早期下放的５０００余

人通过座谈会形式集体慰问，共召开座谈会５４７次。随同县慰问

团一起对下放人员进行慰问活动的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

４１５０人。１８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和城镇居民参加的５０００余人大会，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４０

万人民作慰问汇报，进一步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

１１月１６日　郭庄公社新农、高阳、西释、光明４个大队７４６０

亩土地、４８００人口，划归江宁县周岗人民公社。

１１月２５日　县革委会在体育馆隆重举行群众大会，欢迎省、

专区下放同志和欢送本县本年度首批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

民去农村插队落户。

１２月２１日晚　县革委会在县体育馆召开大会，欢送全县第

三批１４０１名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赴农村插队落户。

是月　陈武公社赵庄麻场的全部土地、人员划归南京铁道医

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体育学院３所院校举办“五七”农场。

１９７８年４月重归句容，由赵庄林苗场管理。

是年冬　机关干部４３１人，城镇居民５９０户２１３５人下放到农

村落户，同时还接收南京、镇江、常州等地城镇居民１０９６户４４６１

人，外市县干部３９６人插队落户。这项工作延续到次年春。

是年　撤销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联合等革委会，成立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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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宣传站及工交、农林、水机电、财税、商业、教育卫生等７个

系统革委会，撤销邮电局革委会，设立邮政局革委会和电信局。

１９７０年

１月５—９日　县革委会召开工交战线学首钢，赶先进，夺取

１９７０年革命生产新胜利誓师大会。

１月７日　“句容县民兵独立团”成立，下辖４个营（包括农

村），县机关民兵属城镇武装连。

１月７—１３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贯彻专区革委

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总结１９６９年工作，讨论落实１９７０年的

任务。

１月３０日　经中共镇江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复：中共大卓

人民公社委员会成立。这是党组织生活恢复后按照党的九大通过

的党章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委。随后，各人民公社相继成立

新党委。

是月　兰挺任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２月１６—１９日　有１５００多人参加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大

会在县城召开。县革委会部署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

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是年

冬，县委和各公社党委组织了由上千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进驻大队和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３月３日　下午，县革委会在城镇冒雨召开全县由５万多人

参加的批斗宣判大会，宣判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其

中宣布判刑６人，判管７人，教育释放２人，拘捕４人，枪毙１人。

３月１８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深入地猛烈地开展打击反革

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３月２２日　兰挺任县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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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２—２６日　县革委会召开有１１００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

会议。传达省、专区会议精神，交流“一打三反”运动开展的情况和

经验，研究进一步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的措施。

４月２７—３０日　县革委会在行香公社召开全县教育革命现

场会议，１６２人参加。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交流“打击反革命

破坏活动”和教育革命经验，斗批了所谓隐藏在教育战线上的反革

命分子，总结前阶段运动开展情况，找差距，落实措施。

５月７—１１日　县革委会召开由１５００余人参加的全县三级

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讲话和《全国一九七○年和第四个五年国

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传达纲要》和《江苏省一九七○年和第四个五年

计划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听取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关于《句

容县一九七○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讨论稿）》、当前

“抓革命、促生产”报告和专区电话会议，明确狠抓当前和实现“四

五”规划关系。

５月１７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央

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议精神的意见》。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

大卓公社进行整党组织处理的试点，在天王公社对整党差的党支

部进行补课试点。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有公社和

县属部分单位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各系统革委会负责人共３７人

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中央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

精神。

６月１１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学习贯彻中央

和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纪要》，对全县整党建党工作作出

进一步安排。

夏、秋两季　县革委会两次组织了灭螺大会战，共出动６８万

人次，消灭钉螺面积１６５１万平方米。对８万人进行体检，查出血

吸虫病患者１．１万人，其中５５００人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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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４—１７日　县革委会在大卓公社召开上山下乡政治思

想工作会议。

８月２５—３１日　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１０月５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开展学习肖德

龙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

１１月１７日　县革委会下发《关于改变小矿山体制的通知》，

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日起，将县社联营的团山铁矿、磁山头铁矿、天

津山猛铁矿、老人峰煤矿改为县办。原县社联营的斗篷山铁矿下

放给黄梅公社，东培山铁矿下放给亭子公社。

１１月２２—２８日　中共句容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会议正式代表８２２人。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兰挺所作《高举无产阶

级继续革命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

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句容

县第四届委员会。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书记、副

书记，兰挺为书记。

１２月１２日　县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

议和全省农业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１２月２４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要求“抓住今

冬明春有利时机，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１９７１年

１月６日　下午，县委召开会议，在城的县委委员、革委会委

员、各大组、局负责人参加。兰挺作进一步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

“五一六”群众运动报告。

１月１２日　县革委会撤销各系统革委会，设立劳动民政局、

工业局、交通局、物资局、商业局、粮食局、教育局、卫生局、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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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机构。

２月４—７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省、地委文件，

传达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句容革命和生产形势，

提出了当前任务、要求和措施，包括反对居功骄傲，提倡廉洁谨慎，

“农业学大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计划生育等。

２月７日　全县开展“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此运动一直进行到１９７３年底。先后有４０２人被隔离审查，９４人

被定为“五一六”分子，许多干部、教师受到迫害，造成假案。粉碎

“四人帮”后，全部平反。

３月７日　县革委会作出暂行规定，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公社建立由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师生代表三结合的教育革命委员

会，大队建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３月２７日　县革委会出台《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革命暂行

规定》。

４月２９日　县革委会召开批斗所谓“五一六”分子、“五一六”

分子坦白交待落实政策大会。

５月１６日　县委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开展“批陈整风”

运动。

５月２６日—６月１３日　县委召开县委、县人武部党委成员参

加的扩大会议（中途因突击抢收，７、８、９日３天会议暂停，１０日复

会）。根据省、地委开展“批陈整风”的指示，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

整风。会上批判了“先验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

熄灭论”。整风的重点是县委、县人武部党委的领导成员。

９月２３日　镇江地委以镇发〔１９７１〕４９号文转发《句容县委认

真整顿领导作风的情况报告》。

９月２４—２７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学习中央

１９７１年２８号文件，传达周总理在全国“人防”会议上所作的形势

报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宜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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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大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庄孟林传达，听报告的有４０００

多人）和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就贯彻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

针进行了讨论和规划。

１０月７日　上午，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批修整风”学习班动

员会。

１０月１２日　下午，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批判、声讨陈伯达反

党罪行大会，会上有１０人作批判发言。

１０月１６—１８日　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讨论

了中央〔１９７１〕５７、６１、６２、６４、６５号文件。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揭露

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

１１月６日　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文件规

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

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全县１４５名知识青年被推

荐后得到批准，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是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５亿斤，比上年增长２２．４％，其

中天王公社孙家边一队平均单产１２０２斤，比上年增长５２．８％。

△ 全县组织了２５００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１９７个农村大队和６２个社办企事业单位。

１９７２年

２月３—６日　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４

号文件，为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培训骨

干。县级机关、县人武部和出席县教育卫生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

共３００多人参加听传达。到２月７日，全县培训骨干１．２万人。

听传达人员达２６．９万多人。

２月１９日　县委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在县“五七”

干校劳动的干部进行清理，该退休的退休，该分配工作的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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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使“五七”干校成为轮训干部的基地；“继续狠抓阶级斗争，深入

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斗争”。

３月２８日—４月３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是

传达贯彻中央１２号文件（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精神。会议还

听取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的传达，明确全年经济建设任务和努力

方向，研究措施，决心夺取全年农业生产大丰收。

５月９—１１日　全县工交、财贸会议召开。

是月　县级机关党委恢复。

７月３日凌晨，县境北部猛降暴雨，６小时降雨３００毫米，山洪

暴发，江河横溢，宁杭、镇句公路中断，东门、南门两座大桥淹没，冲

倒黄梅桥等桥梁６９座，倒圩１２个，万余亩早稻冲毁，颗粒无收。

驻句容部队战士戴建国，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光荣牺牲。

８月７日　县委出台《关于传达贯彻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议精神的试点计划》，决定在三台阁、缫丝厂试点。

８月１３—２３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为全面开展

“批林整风”运动培训骨干。９５７人参加会议。

９月１—５日　全县共培训宣讲骨干１８２４５名。各公社在８

月底也都进行了试点。“批林整风”重点是批林，整风只是在县社

两级领导中进行。

９月２０—２４日、１０月７—８日　县委两次召开常委会议，互相

交心通气，各自自我解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发动县级机

关帮助常委整风。

１０月１５—２０日　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了整风。

１２月７日—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６日　县革委会抽调７５人组成小

分队，对大卓公社的９个农村大队和６个集镇单位进行“清队”、

“一打三反”运动定案政策复查试点工作，历时５０天。

是年　句容林场以工人为主体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成立。治蚁

成果显著，在南方八省白蚁防治协作会议上专题介绍其经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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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的好评。

１９７３年

１月１２—２３日　县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６８５人出

席），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１９７２年工作，部署１９７３年

任务。

２月１８—２０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农、林业生产会议，贯彻

农林部春季造林电话会议精神，部署全县春季绿化造林和春耕生

产任务。

３月１８—２２日　共青团句容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８月２１—２３日　县总工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９月１４日　县委常委会研究，撤销政法组和公检法军管会，

复设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工作机构。

９月２６—２９日　县妇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０月１５日　经省革委会同意，茅山公社的华兴、成村、玉晨、

农林、茅山、五墟、夏林等７个大队和东井林场的３个工区划归常

州市领导（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重归句容），原茅山公社未划出的４个

大队与天王、后白公社划出的６个大队另建立茅西人民公社。

１２月７—１０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８６８人参加），总结

当年工作，研究年终分配，部署冬春任务。

是月　兰挺调回部队工作，徐界清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县革

委会主任。

是年　全县继续组织３０万人（次）查螺灭螺，查螺灭螺面积

３５０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１１６８９人次。

９９３附　录



　　１９７４年

２月１２—１８日　县委召开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２０２人出

席），传达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部

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３月２６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

行章程〉的通知》。

４月１６—２０日　县委召开“两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文件，

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６月１３—１６日　县委召开工人理论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

６月１７日　晚，宝华、亭子等１３个公社遭到龙卷风和冰雹袭

击，风力９—１２级，冰雹大者如鸡蛋。全县倒塌房屋２１８５间，损坏

房屋３５３５９间，死亡１人，轻、重伤４３人，损失严重。县委常委第

二天一早即分头到受灾公社发动群众，加强对救灾和生产工作的

领导。

７月１７—２０日　县委召开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

文件和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通

知，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分析形势，对进一步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和“双抢”期间如何抓大事、促大干进行部署。

７月２７日　县召开工业、交通、财贸战线“抓革命促生产”誓

师动员大会，学习中央２１号文件，听取县革委会副主任阎发学工

作报告。

７月３０—３１日　全县骤降暴雨３７４毫米，淹没村庄５５个，被

洪水围困群众３０００多人。县委在家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抗洪

措施，驻句容部队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斗争。

８月２７日　县委下发《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

意见》。

８月２８—３１日　县委召开全县政治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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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９—１４日　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经验交

流会”。

１０月３１日　县委组织的“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开

始集训，６３５人参加。

１１月５日　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徐界清和驾驶员孙绪和在一

次恶性交通事故中遇难，另有３人受重伤，吉普车烧毁。

１１月１１日　县委组织的“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２８４人和４个公社组织的工作队６２人，共３４６人，进驻东昌、陈

武、行香、白兔４个公社的５６个大队和４个集镇，帮助农村开展

“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面上１８个公社也组织工作

队员３０９名，进驻３６个大队和７个企事业单位开展运动。运动于

１９７５年６月结束。历时７个多月。

是月　王云海任中共句容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１２月９日　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１２月２８—３０日　县委召开组、局、公社、厂矿、场圃负责人会

议，重点学习中央和省有关文件，部署落实政策、批林批孔、安排好

下放人员生活和当前生产等工作。

１９７５年

１月１２—１７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有关

文件，传达贯彻省、地委会议精神，分析１９７４年革命与生产形势，

明确１９７５年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

１—３月　１８个公社的五六万民工会师赤山湖工地，开展赤山

湖整治工程，并改造连接赤山湖的南、北、中河。

１月３０日—７月２５日　县委落实政策领导组对全县的所谓

“五一六”分子一一行文平反。

４月１日　省委畜牧业家禽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函）苏委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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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００６号，转发句容、滨海两县关于饲料生产情况的函，介绍

了句容县陈武公社大华大队抓好饲料生产，发展集体养猪的做法。

４月２—４日　县委在郭庄公社百丈大队召开全县三级干部

会议，传达贯彻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百丈大队为重点，交流

“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的经验，参观现场、部署工作。

４月８日　县重建农业科学研究所。

４月１５—１７日　全县社、队集体养猪饲养员代表会议召开。

４月２２—２５日　县第一次广播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全县

有广播线路２３５０公里，广播喇叭１０万多只，县城至公社都加设了

水泥杆专线。

６月１６日　撤销县革委会政工组，设立中共句容县委组织

部、宣传部。县革委会办事组改为中共句容县委办公室、句容县革

委会办公室。

６月２０—２１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１３

号文件及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听取省

委负责人在省级机关和南京市１３万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７月１１—１６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

的重点是帮助县委常委整风。

９月４—７日　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会议学习毛泽

东三项指示及中央有关文件，传达贯彻地区“两委”扩大会议精神，

联系句容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落

实任务，研究措施、明确大干快上部署和要求。

９月１０—１２日　县委集训理论学习运动工作队（后来称农业

学大寨工作队），参加集训者３１９人。９月１３日，工作队到６个公

社的３８个大队开展工作。

９月１９日　县委为贯彻党中央１７号文件和邓小平、叶剑英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发出了“学习理论抓路线，扫除派

性促大干”的号召，要求各级干部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搞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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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要“拆墙填沟解疙瘩”。对于闹派性搞不团结的领导班子进行

了调整。

１０月１２日　县委召开县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１８号文件

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继续深入开展“一学

三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提高对资产阶级派性危害性和

整顿机关必要性的认识。

１０月２６—２８日　县委在天王公社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为一年建成大寨县而

奋斗”的口号。

１１月１５日　县委发出《关于抽调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的通

知》，决定成立句容县北山水利工程指挥部（下分３个兵团，即北山

长江翻水站水利工程兵团、北山东干渠水利工程兵团、环山渠沟水

利工程兵团），抽调专业队人员４０００名，以加快“农业学大寨”

步伐。

１２月４—９日　县委对地、县共同组织的４６８人（地区８４人，

县３８４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作队进行集训，并于１２月１０日进

驻袁巷、天王、后白、二圣、城东、黄梅６个公社沿公路的３０个大队

和６个集镇以及县直机关工交、财贸等单位，帮助开展农业学大寨

运动。

１２月９日　下午，县机关召开大会，欢送１３名县委批准首批

到大队担任党、团支部副书记的县机关干部下乡工作。

１２月２０日　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句容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

队领导小组”。全县划分５个片，常委分工负责，并以宁杭公路的

黄梅、城东、二圣、后白、天王、袁巷６个公社为点，派驻“农业学大

寨”工作队进行具体工作。

１２月２０—３０日　县召开社队企业管理干部会议。

１２月—１９７６年１月　县委通过召开常委会、三级干部会、常

委扩大会，贯彻中央９号、１３号文件，实行整风，帮助常委端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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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路线，解决领导班子软、散、懒和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１６日　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含泪收听收看周恩来逝世

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和电视，并以各种形式缅怀周恩来的丰功

伟绩。

△ 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县委常委进行整风。首先学习毛泽

东关于整风的论述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按照“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对照建成大寨县的６条政治标准，联系

句容实际，排差距，揭矛盾，研究整改措施。２１日结束。

２月１１—１７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展所

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２月２０日　中共句容县委“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成立。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计划委员会。

４月２—５日　县委召开有县机关各部门及公社主要负责人

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１９７６〕４、５、７

号文件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开展所谓“批

邓、反击右倾案风”。

７月１６—１９日　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

上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交流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

突出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阶级斗争论述。

７月２９日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县革委会组织１１人

的医疗小分队，赴灾区抢救治疗，８月２４日返回句容。

８月２１日　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县人民防震抗灾

夺丰收。

８月２５日　由１０人组成的句容县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９月９—１８日　全县干部群众沉痛哀悼毛泽东逝世。１８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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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１３２３４人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敬献花圈

２５８个。

１０月２２日　全县万人集会，庆祝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结束。

１１月２７日　县委出台《关于认真做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

县运动考核验收的意见》，明确考核验收具体事项。

是月　县革委会工作机构增设广播事业局。

１２月１３—１７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

中共中央〔１９７６〕２４号文件和省委会议精神，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掀

起开展揭发、批判、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活动高潮。

１２月２９—３０日　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

１５、１６号文件，学习中央、国务院和省有关领导讲话。

１９７７年

１月９—１５日　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动员

大会。

２月２６日　在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王

云海根据省和地委指示，部署了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等工作。

３月１１—１４日　县委召开四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学

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听取了王云海关于县委常委整风情

况的汇报，对照建成大寨县的６条标准，对县委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批评和建议。会上，县委作出改进县、社、队三级干部作风的１０项

决定。

３月中下旬　县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组织

８７０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１１５个大队和８２个集镇单位；

７４人组成的工业学大庆工作队进驻部分县属厂矿，帮助基层整

风。镇江地委派出１３０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一个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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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８日　在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机关部门负责人

会议上，县委号召全县人民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的新高

潮，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落实华国锋的所

谓“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八条标准”，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句容

地区的影响。

５月２６—２９日　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

彻中央及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句容的资

产阶级帮派体系。

８月８日　县委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全面整党整风

的初步意见》。这次整党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坚持“三要

三不要”的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为中心内容，分３批进行，次

年“四夏”大忙前完成。

９月１０日　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

一大文件，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部署了当前

工作。

１１月１８日　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揭批小分队

来句容，揭批句容帮派头目。县里设２２个会场，组织了３万人

收听。

是年　句容县工业总产值６４９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７７％；

农业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２１２７２３吨。

１９７８年

２月８日　１０万水利民工冒着雨雪会战句容河、大道河、朝阳

洲，历时１８天，完成土方３８４．６万立方米。

３月１３—１７日　县委召开“学大寨、赶先进”会议。

６月２４日　解放军驻句容部队在两个炮点用“三七”高炮，连

续两次发射碘化银催化炮弹２１６发，进行人工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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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日　县委发出《关于１９７８年粮棉油猪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奖励办法》。

７月１８日　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建立全县的宣传网、

成立宣讲团的意见》。

７月２６—２７日　县委召开总任务宣传经验交流会。

８月　中共句容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统战部恢复建制。

１１月７日　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王云海要求教

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提高

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又红又专的人才。

１２月５日　全县组织１０万民工，会战句容河、洛阳河、天王

河、茅山河和北山河引灌区提水工程。到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５日，基本

完成预定任务，计土石方５６４万立方米。

１２月２２日　县委批转宣传部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

意见。

是年冬—次年２月　全县冬训干部７８９４人，占应冬训人数的

７２％。主要内容是紧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狠批极左路

线，区别对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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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句容县
历届县委领导人名录

（１９４９．４—１９７８．１２）

中共句容县委员会（１９４９．４—１９５６．４）

书　　记　洪天诚（１９４９．４—１９５１．９）

鲁　光（１９５１．９—１９５２．１２）

陈建新（１９５２．１２—１９５５．３）

李永月（１９５５．３—１９５６．４）

副 书 记　迟明堂（１９４９．４—１９５０．５）

魏永贵（１９５２．６—１９５３．７）

李永月（１９５３．１０—１９５５．３）

尚福春（１９５５．４—１９５６．４）

常　　委　陈建新（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５．３）

李永月（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６．４）

曹云兰（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６．４）

张新光（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６．４）

张立业（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５５．１）

尚福春（１９５５．４—１９５６．４）

门盛德（１９５５．８—１９５６．４）



　　中共句容县第一届委员会（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书　　记　李永月（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第二书记　曹云兰（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副 书 记　傅众一（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宋　敏（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戎定和（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周振森（１９５８．９—１９５９．２）

门盛德（１９５８．９—１９５９．２）

常　　委　李永月（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曹云兰（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傅众一（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宋　敏（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戎定和（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周振森（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门盛德（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阎发学（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张新光（１９５６．４—１９５９．２）

中共句容县第二届委员会（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１２）

第一书记　李永月（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０．６）

蒋继奋（１９６０．６—１９６２．９）

书　　记　蒋继奋（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２．１２）

第二书记　曹云兰（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０．４）

郭志强（１９６０．４—１９６０．５）

李永月（１９６０．６—１９６２．９）

副 书 记　傅众一（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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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定和（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１．２）

周振森（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２）

门盛德（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１２）

万本文（１９５９．２—１９５９．６）

阎发学（１９６０．６—１９６１．２）

潘湘云（女，１９６０．７—１９６２．９）

王益众（１９６０．９—１９６１．９）

孙国宝（１９６１．２—　未到职）

宋　敏（１９６１．８—１９６２．１２）

李永月（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２．１２）

王玉亭（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２．１２）

常　　委　李永月（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１２）

曹云兰（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０．４）

门盛德（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１２）

傅众一（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０．３）

戎定和（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１．９）

周振森（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２）

阎发学（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１．９）

万本文（１９５９．２—１９５９．６）

张新光（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２．１２）

侯春林（１９５９．２—１９６１．９）

刘玉喜（１９５９．１２—１９６０．６）

郭志强（１９６０．４—１９６０．５）

蒋继奋（１９６０．６—１９６２．１２）

潘湘云（女，１９６０．６—１９６２．１２）

王益众（１９６０．９—１９６１．９）

宋　敏（１９６１．８—１９６２．１２）

葛钊秉（１９６１．９—１９６２．１２）

０１４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王玉亭（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２．１２）

中共句容县第三届委员会（１９６２．１２—　）

书　　记　蒋继奋（１９６２．１２—　）

副 书 记　李永月（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６５．８）

门盛德（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６５．１２）

宋　敏（１９６２．１２—　）

许和庭（１９６４．１１—１９６６．４）

原克振（１９６５．８—　）

薛家骥（兼，１９６５．１２—　）

王延序（１９６６．４—　）

黄选能（１９６６．４—　）

常　　委　蒋继奋（１９６２．１２—　）

李永月（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６５．８）

门盛德（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６５．１２）

宋　敏（１９６２．１２—　）

潘湘云（女，１９６２．１２—　）

葛钊秉（１９６２．１２—　）

张新光（１９６２．１２—　）

戎定和（１９６２．１２—　）

许和庭（１９６４．１１—１９６６．４）

原克振（１９６５．８—　）

薛家骥（１９６５．１２—　）

王延序（１９６６．４—　）

黄选能（１９６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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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句容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１９６９．２—１９７０．１１）

组　　长　杜孟祥（１９６９．２—１９７０．１）

兰　挺（１９７０．１—１９７０．１１）

副 组 长　邱学臣（１９６９．２—１９７０．１１）

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书　　记　兰挺（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３．１２）

徐界清（１９７３．１２—１９７４．１１）

王云海（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副 书 记　宋　敏（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７．９）

奚华凤（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５．２）

尚克东（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５．１２）

马文钦（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５．１０）

周亚民（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７．８）

阎发学（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张启西（１９７４．１１—　未到职）

汪天恒（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７８．１２）

郭富春（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辛国发（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邹启宽（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常　　委　兰　挺（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３．１２）

宋　敏（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７．９）

阎发学（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２１４ 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

 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的任期到１９８２年８月，这里只收录了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前的中共句容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以上领导人的名录。



金成义（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杨　诚（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２．１０）

赵志农（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奚华凤（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曹扣珍（女，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谭桂林（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周亚民（１９７３．１—１９７７．８）

戴文福（１９７３．１—１９７７．８）

尚克东（１９７３．８—１９７５．１２）

徐界清（１９７３．１２—１９７４．１１）

王云海（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８．１２）

马文钦（１９７４．１１—１９７５．１０）

张启西（１９７４．１１—　未到职）

汪天恒（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７８．１２）

董木金（１９７６．１０—１９７８．１２）

邹启宽（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郭富春（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辛国发（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彭　云（１９７７．８—１９７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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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编撰出版《中国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以下

简称《中共句容二卷》〉是句容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党史工作规划确定

的重要工作目标。在中共句容市委的正确领导和镇江市史志办公

室的直接指导下，通过全市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共句容二

卷》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５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了。这也是句

容市史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继出版《句容革命斗争史》即《中国

共产党句容历史》第一卷（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句容解放五十年》后，推

出的第三本中共句容地方史性质的著作。

１９９５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４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

周年前夕，句容市史志办公室完成了《句容革命斗争史》的编纂出

版工作，基本完成句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出版工作。按

照省委党史工办和镇江市党史办的要求，在全市展开社会主义时

期党史资料的征编出版工作。１９９９年，句容市史志办公室抓住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句容解放５０周年的契机，启动编纂出

版《句容解放五十年》，内容包括：句容解放五十年发展简史、社会

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人物、中共句容历史大事记四部分内容。

《句容解放五十年》获全省党史优秀成果一等奖。进入２１世纪，随

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正本开始列入议事日程。２０１３年前，主要做

了《中共句容二卷》篇目考虑及部分资料收集工作。

２０１４年３月成立写作班子，正式启动《中共句容二卷》编写工

作。为了少走弯路，《中共句容二卷》编写组先后去丹阳市、金坛市



史志办学习取经，修订编写工作方案。从是年３月起，《中共句容

二卷》编写组系统查阅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句容县委、县政府的永久及

长期档案及有关部门的档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完成《中共句容二

卷》初稿的编写。又经过互审修改，是年５月，《中共句容二卷》征

求意见稿完成，分别呈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主要领

导，市委、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镇（管委会）、街道党委，及部分老

同志征求意见；是年８至１０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进行修改，最

终形成送审稿，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正式报镇江市史志办公室评审定

稿。２０１６年３月，组织召开《中共句容二卷》评审会，镇江史志办

公室吴海平主任、张国平副主任及党史处组成的专家评审组提出

了中肯的评审意见和建议。会后，组织总纂班子进行认真梳理和

消化吸收，并结合句容实际精心打磨，于４月中旬成稿并报镇江市

史志办公室审阅定稿。经中共句容市委批准，《中共句容二卷》于

２０１６年７月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句容二卷》共分４编，３０万字。全书的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编（建立人民政权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６

年９月）的１至８章，由刘明亮执笔；引言、结束语和第二编（在全

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５

月）的９至１６章，由朱延生执笔；第三编（十年内乱及对“文化大革

命”的抗争：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１７至２０章，由谭树春

执笔；第四编（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１９７６年１０

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２１至２２章，由许朝斌执笔。全书由许朝

斌、朱延生负责统稿。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欧红卫主持书稿的编写

工作并审定全部书稿。

本书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上级党史部门、市各有

关单位及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市委副书记商震多

次听取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对本书的编写给予肯定和支

持。镇江市党史工办的领导和专家先后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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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黄选能、王云海、李永月、阎发学、樊家才、吴克文、戎文亮、

邵荣炳、周绪超等老领导、老同志认真审阅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工

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向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省、镇江

市党史部门和句容市档案馆，向中共党史出版社及所有为本书的

编写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全市党史工作者集体智慧的产物。由于我们的理论和

业务水平有限，加上资料不足，本书的疏漏、不足和错误之处，请领

导、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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