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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城·故事

中共宝丰县委及其组成部门的沿革

从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发展，中共宝丰县委及其工作部门不断调整变化。

县党代表大会召开过两次，县委书记更迭五次。

自1949年10月至1955年8月，中共许昌地委根据

工作需要，对宝丰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作过多次补充

与调整，县委书记先后由崔金印、李振农、赵三堂、胡尚

和担任。1955年8月，县委设立常务委员会。经许昌地

委批准，常委由6人组成，分别是胡尚和、刘毅、高秀清、

陶春法、陈维出、张鸿昌。1956年2月，又对县委领导成

员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县委副书记刘毅接替胡尚和为

县委书记；县委常委陶春法接任副书记。1958年6月，

县委设立书记处，书记处第一书记刘毅。1959 年，在

“反右派”运动中，刘毅被下放，许昌地委调田虎成代理

宝丰县委第一书记。同年12月，刘毅奉调离开宝丰。

这一时期，县委的工作部门除原有的秘书室、组织

部、宣传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外，又陆续增设了纪律检查委

员会、党校、办公室、农工部、财贸部、工业部、统战部、档案

科、福利部、县直机关党委、报社等十多个办事机构。1950

年9月，中共宝丰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正式

成立，1955年6月，更名为中共宝丰县监察委员会（简称监

委会）；1954年6月，县委秘书室改建为县委办公室；1951

年成立宝丰县党训班，1952年5月正式改建为中共宝丰县

委党员干部培训班，1957年8月更名为县委党校；1956年

6月1日建立宝丰报社，为中共宝丰县委的机关报；1954年

6月建立中共宝丰县直属机关总支部委员会，1958年改建

为中共宝丰县直属机关委员会（简称县直机关党委）。此

外，根据各项政治运动的需要，县委还设置了若干个临时

工作机构，主要有中共宝丰县委审查干部领导组及其办

公室，中共宝丰县委肃反五人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共宝丰

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共宝丰县委甄别复议

办公室和农村工作队等。

1960年1月1日，国务院第93次会议决定撤销宝丰

县建制，宝丰县行政区域划归平顶山市。同年 4 月 1

日，宝丰县制正式撤销，中共宝丰县委改称中共平顶山

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委农委)，田虎成任市委农

委第一书记。原县委工作部门随之改作市委农委的工

作部门。《宝丰报》更名为《平顶山农报》，同年11月1日

与《平顶山日报》合并。

1961年10月5日，国务院第113次会议决定恢复宝

丰县建制。同年10月31日建立中共宝丰县委，仍归属

中共许昌地委领导。12月以后，经中共许昌地委批准，

陆续增补了常委于学友、赵炳安、武庆生、李庆山和书

记处书记于学友。1964年11月，根据上级指示撤销了

书记处，原县委第一书记田虎成改任县委书记，原书记

处常务书记和书记处书记改任副书记。1965年又增补

任魁选为常委、副书记。宝丰县制恢复后，原市委农委

的工作部门，相应改为宝丰县委的工作部门，并先后恢

复建立了农工部、工业部、财贸政治部、工交政治部。

县委下辖机构党组织随着宝丰行政机构的变化而变

化，到1965年底，县委下辖12个公社党委，404个党支

部，全县共有党员6786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宝丰县委领

导机构未变。1967年1月，县委及其工作部门被群众组

织夺权后停止工作。1969年12月，成立宝丰县革命委员

会党的核心小组，与县革委会合署办公，县革委会的办

事组、政工组、内务组、生产指挥组等办事机构，也是县

委的办事机构。县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先后由田虎成、

张永乐担任。1971年10月，中共宝丰县第三届委员会产

生后，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遂予撤销。1973年4

月起，经中共许昌地委批准，陆续恢复了县委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党校等工作部门。中共宝丰县第三次代

表大会以后，省、地委对中共宝丰县委领导成员作了多

次调整和补充，1975年2月，县委书记调整为张家柱。

宝丰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沿革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政权系统各部门中，只建有党

支部，未建立党组。1954年，县政府建立党组，书记尹

玉功。1955年3月，宝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宝丰县人民委员会。同年12月，县人

民政府党组改建为县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高秀清。

1955年12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建立了政法

党组，书记陶春发；同时，建立了县税务局、邮电局党

组，书记李文献；县供销社、手工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刘

品三；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赵京瑞。此后，县手工业管

理科手工业联合社、商业局、工业局、农委、经委、财委

和县供销社等单位相继建立了党组。

1960年4月随着宝丰县建制撤销划归平顶山市，县

人民委员会党组亦随之撤销，原县人民委员会改为平

顶山市农村工作办事处，同年9月建立平顶山市农村办

事处党组。1960年4月至1961年10月，宝丰县制撤销

期间，政府各部门的党组无大变化。1961年10月，随着

宝丰县建制的恢复，平顶山市农村办事处党组遂予撤

销，同年11月县人民委员会党组重新建立。1962年后，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

彻执行，机构不断调整，各部门的党组亦随之改变。到

1966年5月，全县政权系统中共有党组6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人民委员会及职能部门的

党组，由于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于1967年1月被迫停止

工作。1972年11月以后，县革委会各职能部门陆续建立

党的核心小组或党支部、党组。1972年11月，建立了工业

局、交通局、农林局、水电局、财税局、粮食局、商业局、文教

局党的核心小组，后又于1975年12月建立了法院、农业

机械局、财政局、供销合作社、卫生局党的核心小组；1975

年4月建立县公安局党组，8月改建为县公安局党委；1976

年6月，建立第二工业局党组。1978年后，县政府各组成

部门陆续建立党组，党的核心小组随即撤销。

宝丰地方军事系统中的党组织沿革

1950年春，宝丰县人民武装部成立后，与县委机关

合建一个党支部。1954年9月，县人民武装部改称县兵

役局并独立建立党支部。1959年初，恢复县人民武装

部，同时建立了中共宝丰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第一书

记由县委书记兼任。1960年4月，宝丰县制撤销，县人

民武装部并入平顶山市人武部。1961年10月，随着宝

丰县制的恢复，宝丰县人民武装部也从平顶山市人民

武装部中分出，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同时建立，第一书记

仍由县委书记兼任。

“文化大革命”中，宝丰县人民武装部党委是全县

唯一的一直能够坚持正常活动的党组织。1967年1月

县委被夺权后，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不再由县

委书记兼任。

宝丰群团系统中的党组织沿革

各群团机构成立的初期，没有单独建立党的组

织。1955 年 12 月建立了工会、酒厂党组（书记：甘克

奇），青年团、妇联会党组（书记：张兰花）；1957年9月合

并为工会、青年团、妇联会党组，书记张兰花；1961年5

月改建为群团党组，书记程广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宝丰县党组织的沿革

1958 年 6 月，宝丰县委贯

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积极响应中央“赶英超

美”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

展“大跃进”运动。全县各行各业用行政命令办法，制

定高指标，要求高速度、高效益。7月，全县大办教育，

不顾客观条件建立红专大学，下设师范学院、工学院、

医学院、马列学院等12个学院、68个系，并实行厂校合

一。8月，全县工业系统也掀起“大办”高潮，全县办各

种厂矿2663个，这些厂矿绝大多数是无厂房、无设备、

无资金，有名无实。

同时，县委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还是人民公社好”

的号召，在1957年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将全县的345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八个农村人民公社，实现

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同乡一级政权合而为一，人民

公社的管理委员会即是乡人民委员会，实行工、农、兵、

学、商五位一体的制度。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穷队、

富队拉平；对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资金实行统一

调配，搞大兵团作战；取消社员家庭炉灶，普遍建立公共

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从而导致“一平二调”和“共产

风”，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人民公社强令全县男女

老少齐出动，上山炼钢铁，下河淘铁砂，大搞小（小高

炉）、土（土法炼铁）、群（群众运动），从而贻误了秋收，使

很多成熟的秋作物未能收回，给群众生活造成了困难。

“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损失，加上1959~

1961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但

是，此一时期，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靠艰辛劳动，在生产建

设中开创业绩，诸如兴修的两座中型水库和15个小型水

库，为以后的农田水利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61年，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

作条例(草案)》，认真总结盲目跃进的经验教训，及时扭

转局面，贯彻落实关于“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

基本建设项目和规模，对部分

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动

员大批工人返乡参加农业生

产。在农村，停办大部分社队企业和大型水利工程，取

消夜战，让农民充分休养生息；同时，组织大批医务人

员到农村去，为群众防病治病。

1962 年上半年，全县各公社农村大食堂陆续解

散，逐步恢复农民的家庭厨灶，前期平调农民的财

物给予退赔兑现。随之，恢复社员自留地，并在集

体耕地中划出少部分借给社员耕种，让社员自种自

食，并允许社员开垦小片荒地，经营正当家庭副

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生产队

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

配，并坚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左倾错误造成

的经济困难局面逐渐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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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