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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工委代表团到思
普指导工作

二纵队在宁洱与普光部队、
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
会师建立思普根据地后,1949年
6月，云南省工委派出由省工委
委员李雨枫、张华俊和昆明市委
的高志远 3人组成的省工委代
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到宁洱
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
中央、华南分局关于整编云南游
击部队的决定，指导建立思普区
党的地方组织，全面开展根据地
建设工作。

根据全会精神和中央及华
南分局关于云南有全面和平解
放的可能性、但也要做好武力解
决的思想准备的看法以及省工
委的指示，代表团提出要深化对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用战斗去解
决敌人的战略决策的认识，强调
在战争结束前不能松懈战斗意
志，要做好军队和地方各方面的
工作，以迎接并配合解放军野战
部队完成全面解放云南的光荣
任务。

在军队建设上，代表团要求
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学习贯彻
《古田会议决议》，在开辟和发展
根据地过程中积极发动群众建
立革命政权；在加强主力部队基
础上建立县基干队，以便今后从
基干队中选拔人员充实部队，保
证部队纯洁可靠。

在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上，
代表团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
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基础
上，自下而上建立区、乡政权；要
在全区开展群众性清算反霸斗
争，在斗争中组织发动群众，树
立贫雇农优势，为建立纯洁的政
权打下基础；要加紧发展经济，
保证部队供给和政权正常运行；
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和纪律性的
重要性，要求在中央路线、方针、
政策指引和省工委的领导下，全
区党政军工作统一在地委领导
下进行。

代表团对思普革命根据地
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
给予了许多正确指导，但由于他
们对当地情况缺乏深入细致的
调查研究，在决策和工作中犯了
一些“左”的错误。

在建军路线上，代表团机械
地强调“阶级建军”，把在党领导
下取得统战人士支持而建立起
来的反蒋武装与私人武装等同
看待，错误地将自因远整编以来
对接受党的领导的反蒋武装进
行整编改造的做法指责为“地富
路线”。

在组织路线上，代表团认为
在回国党组负责人的正式组织
关系没有转来之前就担任党内
重要职务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指责根据地整干工作只强调放
手开展工作，不强调阶级路线，
并以此对部队领导人进行了批
判，对领导班子进行了组织调
整，撤销了罗正明二纵队副司令

员的职务，免去了回国党组成员
卓孟晋、邹怡生二纵队政治部
正、副主任职务，取消了罗正明
和傅晓楼中共候补党员资格，将
二期军政干校 180余名出身地
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学员遣散回
家。

在统战路线上，代表团认为
不存在开明士绅，否定了争取团
结开明士绅的政策，否定了在政
权建设上按“三三制”安排党外
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的做法，否
定了二纵队与回国党组、地方党
组织的合作和统一战线实践。

在阶级路线上，代表团不强
调团结中农，不区分富农与地
主、开明士绅与封建地主，提出

“打倒地主富农”的口号，违反了
党的依靠贫农雇农，巩固性地团
结中农，中立富农，有区别有步
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村
政策。

代表团这些“左”的做法，扩
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使一
些党外人士对党的政策产生怀
疑，许多人的革命积极性受到打
击，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受到
很大影响。

1949年 9月，中共思普地委
察觉了以上错误，在省工委领导
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执行了
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

二、成立中共思普地区
委员会

1949年 5月，遵照中央和华
南分局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工
委决定将滇南地区划分为两个
地区，分别成立思普、滇南两个
党的地方委员会。思普地区的
范围有宁洱、思茅、六顺、墨江、
景谷、镇沅、景东、江城、镇越、
车里、佛海、南峤、宁江、澜沧、
沧源、双江、缅宁 17个县，面积
7.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137
万人。由滇南工委领导和二纵
队活动的元江、石屏、建水、蒙
自等一部分老根据地和游击区
划归新成立的滇南地委领导。

1949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
党思普地区委员会正式成立。
省工委指定由张华俊、高志远、
唐登岷、袁用之、施佩珍组成思
普地委班子，张华俊任书记，高
志远任副书记，下设组织部、宣
传部、群运工作部、统战部、机要
室。

在省工委代表团的指导下，
思普地委对思普区的形势作了
认真分析，就巩固扩大思普革命
根据地工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和
部署，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
固和扩大主力部队，广泛发动群
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大片武
装割据的根据地，打通滇东南和
滇西，实现农村包围城市，保卫
边防，配合野战军解放全云南的
目标；工作方针是重点巩固，放
手全面发展，即巩固宁洱、墨江、
思茅、景谷中心地带，逐步向外
围和边远地区发展；具体措施是
从进行反霸清算斗争入手，组织
农会、民兵等组织，从下而上建
立区、村政权，建立县基干队，在
此基础上扩大主力部队和巩固

思普根据地。为完成各项任务，
地委分别从军事、群运、建政、党
务几个方面制订了工作计划，进
行了工作安排，地委领导大部分
时间随即深入部队和地方基层
开展工作。

三、组建民运工作团和
武装工作队

为加强县区基层工作，思普
地委组建了由700多人组成的8
个民运工作团和 6个武装工作
队（以下简称民工团、武工队）到
县区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在
主力部队的配合掩护下到各县
区开展群运工作，宣传发动群
众，进行反霸清算斗争和组织生
产，建立农会、妇女会等各种群
众组织和民兵队伍；建立各级政
权，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
中心根据地；武工队在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独立开辟外围地区的
工作。1949年7月下旬，经培训
后的民工团、武工队分赴各县区
开展工作。

民工团与当地党组织和各
阶层疏通关系，建立感情，并派
出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访贫问
苦。他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
劳动，晚上召集群众宣讲革命形
势和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
办识字班，启发群众认识共产党
是为受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党，
鼓励受苦群众打消顾虑，大胆反
映情况，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
诉旧社会的苦，挖剥削压迫的
根，斗争罪大恶极的恶霸，从政
治上打击反动势力，鼓舞群众斗
志，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坚定当
家做主人的信心；开展减租减
息、减租退押、废除欠地主富农
债务工作，从中发现、考察、培
养、锻炼革命觉悟较高的积极分
子，作为基层政权建设的骨干力
量。

思普区不少地方的地主、商
人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私人武装，
是当地社会安定和基层政权建
设的一大隐患。为解除隐患，维
护社会治安，民工团以“借用”方
式动员有枪人家把枪支交出来，
经反复做工作仍坚持不交的采
取强行收缴措施。枪支收缴后，
党组织利用这些枪支组织民兵
队伍，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主的
革命武装。为解决根据地建立
初期人民生产生活困难和保证
人民政权正常运行，民工团在积
极组织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的同
时，还采取了向地主富农借粮的
办法。

民工团还以在群众中建立
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和
民兵组织为基础，建立了部分村
人民政府，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建
立了村党支部。在党团组织发
展工作中，民工团把贫雇农骨干
分子作为发展党团员的重点对
象来发现、培养和吸收。武工队
结合外围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因
地制宜开展工作。他们大多采
取自上而下做上层土司或头人
的工作、自下而上深入发动群众
的办法，让土司、头人消除对共
产党的疑惑，让群众认识共产党

的政策，进而相信和拥护共产
党，为建立人民政权打下基础。

民工团和武工队在地方组
织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也经受了1949
年发生的思普地区大规模反革
命叛乱的严峻考验。在平叛斗
争中，他们遵照地委的指示，勇
敢坚定地配合部队与敌人做坚
决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在
1949年年末至 1950年年初阻击
逃窜的国民党军残部、迎接解放
军野战部队的工作中，民工团和
武工队配合部队和基层政权发
动群众，坚壁清野，筹粮拥军，带
领民兵站岗放哨，追击残敌。

四、建立各级党组织和
政权组织

思普地委成立前，各县都已
有党组织的活动，并成立了宁洱
和景谷两个县级党组织。思普
地委成立后，把成立各县党组织
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点，在全区
全面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在
农村，地委民工团和武工队在条
件成熟的区、村发展党员，着手
组建了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厂矿企业，地委派党员干部进入
接管厂矿企业发动群众，组建工
会，发展党团员，并在有条件的
厂矿企业建立党的组织；在部
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
队第九支队也建立了部队党委
及团、营和连队党组织。至1949
年年底，建立了中共宁洱县工作
委员会、中共景谷县工作委员
会、中共思六总支委员会、中共
墨江县工作委员会、中共镇沅县
特别支部、中共景景镇中心县
委、中共镇越县特别支部、中共
车佛南总支委员会、中共江城县
特别支部、中共澜宁源总支委员
会、中共景东县工作委员会等覆
盖全区的县级党的领导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 5月，思
普全区（包括部队和地方）有党
员 400余名；1950年年初，思普
区党员总数增加到 1742名。全
区党的组织机构基本理顺，党的
各级组织在根据地先后建立并
开展工作。

1949年年初，墨江、江城、思
茅、宁洱、六顺、澜沧、沧源、双
江、缅宁等县城相继解放。8月
1日，在宁洱举行的思普区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22周年纪
念大会上，思普地委书记张华俊
代表省工委宣布思普临时人民
行政委员会（以下简称行委会）
正式成立，指派刘宝煊为主任委
员，张华俊为副主任委员。行委
会制定的《组织大纲》和《施政方
针》，明确行委会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大众参加的新民主主义
政权，为全省人民政府的组成部
分，一切行政措施均须服从中国
共产党领导并执行其政策和决
议；主要任务是领导思普区人民
巩固思普根据地，摧毁一切旧政
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发展生
产，支援前线，配合人民解放军
解放全云南；参加人员成分为共
产党员、工农大众、小资产阶级

及其他进步阶层、开明人士。行
委会成立后，立即制定政策法
规，颁布行政命令，全面开展思
普区的行政工作。

随着行委会的成立和各县
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经过部队
接管、建立统一战线组织，思普
全区县级政权建设全面展开。
在中共思普地委和行委会的领
导和组织下，宁洱县临时人民政
府、思茅县人民政府、六顺县人
民政府、镇沅县临时人民政府、
景谷县人民政府、墨江县临时人
民政府、江城县临时人民政府、
景东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1949年 10月，思普临时人民行
政委员会决定撤销澜沧专员公
署，恢复澜沧、宁江县建制，成立
澜沧县（包括孟连、西盟）临时人
民政府和宁江县临时人民政
府。车里、佛海、南峤、镇越和缅
宁、双江、沧源等县也先后成立
了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
县人民政府县长一般由地委派
出或指定，部分由地委派出的民
工团团长兼任。至 1950 年年
底，思普地区各县人民政权全部
成立。

思普区区、村政权建设在思
普特支开展工作比较早、基础较
好的宁洱县普义、勐先两个区先
行试点。试点取得经验后，思普
地委制定了《乡村政权组织章
程》（以下简称《章程》），内容包
括村政权和乡区政权的性质、组
织原则、成立办法、职权任期
等。各县党政组织建立后，参照
《章程》和宁洱县的做法，很快开
展了区、村政权建设工作。

五、成立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

自元江朋程建军以来，云南
人民讨蒋自卫军从建军时的100
多人，发展到因远整编统编为
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
时的 7个支队 3000多人，再到
进入宁洱与普光部队和迤南边
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胜利会
师合编，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拥有第一、四、七、九、十一、
十三、十五和江越支队、车佛南
支队共 9个支队及一个随军干
校近 7000人的革命武装。经过
整党、整军、整干和建政建团运
动，部队政治军事素质进一步提
高。

1949年 7月，按照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战斗在
桂滇黔边区的云南人民讨蒋自
救军第一纵队、桂滇边部队以及
党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
黔西南和滇东南的游击部队合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
纵队，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
纵队和思普区的所有革命武装

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
边纵队第九支队。

9月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以下简
称九支队）在宁洱正式成立，余
卫民任司令员，张华俊任政治委
员，袁用之任副政治委员，唐登
岷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 5
个团，澜宁源、车佛南、镇江、景
东、景镇 5个整训总队整训结束
后编为四十四团和四十五团。
原二纵队挺进支队改编为四十
六团，划归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
队建制。整编后的九支队总人
数达9 000多人。为了保证党对
军队的领导，整编中，在部队公
开了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建立
了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团和营
设立党委会，连队建立党支部，
排有政治服务员，班有政治战
士；明确了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开
展以宁洱为中心的思普革命根
据地人民政权建设工作，保卫思
普革命根据地。9月17日，九支
队在宁洱举行了由部队、机关和
城乡民众 4000余人参加的动员
誓师大会，发布了成立宣言，提
出部队将更坚决地执行党的政
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决保
卫、巩固和扩大思普革命根据
地，组织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并逐步向国民党统治区
进军，解放更多的人民，配合野
战军解放全云南。

九支队的正式成立，标志着
二纵队结束了游击队和地方武
装的历史，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序列，部队向正规化建设迈
进；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军政管理
开始分设，根据地建设走上了正
轨。

自建军到后来整编入普洱
边防区的战斗岁月里，九支队在
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滇桂黔边
区委员会、滇南工委、思普地委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
队的领导下，紧密联系和依靠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在
滇中、滇南和思普地区同国民党
中央军、地方军、警宪反动武装
和地霸反动武装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历经大小战斗 100余次，
击毙和俘敌 11300余人（含配合
解放军野战部队作战歼敌 5000
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装
备。整编入普洱边防区时，移交
重机枪 12挺，轻机枪 362挺，迫
击炮 7门，步枪、冲锋枪等长短
武器 6310支，部队在历次战斗
中伤亡病故 900多人。烈士和
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取了革
命的胜利，九支队为边疆各族人
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光荣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
命。

（未完待续）
（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杨

永春收集整理）

（上接11月27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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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江城和武装接
管车佛南地区

1948年，思普特支书记潘明
等党员和“民青”成员转移到国
民党镇越县政府所在地易武镇
工作。党组织做通当地爱国民
主人士王少和的工作，帮助他组
建了一支反蒋武装。11月，在党
组织的支援下，王少和率部收复
了被国民党保安三团占领的镇
越，组建了镇越县临时政府，并
将横行于勐腊、勐捧、勐醒 3乡
的国民党九十三师在乡军人驱
逐出镇越。

1948年 9月中旬，张孟希为
了扩大地盘，派百余人武装进入
江城。潘明等到陷入混乱之中
的江城争取教育和改造张孟希
武装，在江城协商成立了江城临
时军政委员会（后改为江镇边区
临时军政委员会），江镇边区临
时军政委员会下设江城行政部
和镇越行政部，作为县级政权机
构，分别处理两县政务。

1948年 10月，思普特支遭
到破坏，部分党员和“民青”成员
从磨黑疏散到江城开展党的政
策、反“三征”宣传和组建基层政
权工作。

1948年 12月上旬，江城县
宝藏乡原国民党乡长派人暗杀
军政委员会委派的乡长后，率匪
部 200余人进攻江城。在敌众
我寡的形势下，潘明率领江城守

城中队和政工人员转移到易武，
与李衣人、王少协商对所属部队
进行统一整编，于 12月 26日在
镇越县城易武镇成立云南人民
自卫军江越支队（以下简称江越
支队），下辖3个大队，6个中队，
240余人。党组织负责人潘明选
派党员和“民青”成员担任支队、
大队、中队的政治领导。

1949年 2月，云南人民讨蒋
自卫军二纵队第四、七支队向江
城开进，江越支队也准备返回江
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经潘
明等党组织负责人做工作，国民
党江城县县长张友仁于23日晚带
领本部人马撤离江城返回磨黑，
二纵队第四、七支队到达江城与
江越支队会师，江城宣告解放。

1948年年底，对国民党反动
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九十

三师在乡军人的胡作非为极为
不满的车里县勐养乡乡长鲁文
聪，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
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联络
在澜沧、镇越、思茅、六顺和小勐
仑一带活动的几支民间武装力
量，在勐养组建了一支地方反蒋
武装，与镇越的王少和武装结成
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关系。
1949年1月初，勐主党支部组织
各方面的武装力量攻打思茅县
城时，鲁文聪表示积极配合攻
打思茅，普光部队成立时就将

“普光三支队”的番号授予了鲁
文聪部队。后来，思茅的一些行
商武装和地方实力武装与鲁文
聪反蒋武装汇合，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1949年1月中旬，鲁文聪
反蒋武装正式打出“普光三支
队”的旗号，以五个大队三四百

人枪的兵力，驻防在小勐养地
区，与国民党九十三师在乡军人
形成军事对峙态势。

1949年 1月，普光三支队渡
过澜沧江，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车
里县政府，接管了县政权，建立
了以鲁文聪为主任的革命委员
会，组建了以召存信为大队长的
自卫大队。国民党佛海、南峤县
政府惧怕普光三支队出兵攻打，
派人前来联系要求普光三支队
接管政权。1949年春节前夕，普
光三支队分三路向佛海、南峤进
军，未遇任何抵抗就顺利接管了
佛海、南峤两县政权。

二纵队进驻宁洱后，鲁文聪
和召存信等人到宁洱，向二纵队
司令部汇报了在车佛南建立武
装和接管政权情况，请求二纵队
党委派人领导普光三支队。二

纵队决定将普光三支队改编为
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
车佛南支队，并派出邹垲夫、余
松等共产党员前往普光三支队
开展工作。1949年8月，二纵队
政治代表邹垲夫在佛海召开的
车佛南军政干部会议上宣布二
纵队党委关于将普光三支队改
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
纵队车佛南支队的决定，提出了
对改编部队的要求；鲁文聪表态
坚决跟共产党走，服从党的领
导，听从二纵队指挥，支持政治
代表的工作。通过改编，支队还
建立了党的组织。其间，盘踞在
边境一线的国民党九十三师在
乡军人从打洛和勐宋分两路向
车佛南地区的勐混、勐龙进犯，
车佛南支队给予猛烈反击，将敌
人重创并赶到打洛国境线一带。

思普大地的解放

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