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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思普特别支部的建立
1946年 6月，磨黑中学党组织负责

人、校长陈盛年到建水、石屏、昆明向
滇南党组织和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
等人汇报磨黑地下党员的工作情况。
根据汇报情况，省工委认为，思普区的
地下党员在执行党中央关于长期隐
蔽、积蓄力量的任务中，和人民群众建
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努力工作，培
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和骨干，初步
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已经有能力领导更大规模的革
命斗争。当前，党组织的纵向单线联
系和党员单个的行动已不适应思普区
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党章规定
建立党的组织，统一领导思普区的革
命工作。

云南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思普特
别支部（以下简称思普特支），负责领
导思普区的革命工作。思普特支由省
工委直接领导，特支书记由陈盛年担
任。接着，滇南党组织派出在石屏做
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齐亮到墨江和磨
黑，他和当地的共产党员一起组织成
立磨黑中学党支部和墨江中学党支
部，作为思普特支的两个革命据点。
陈盛年兼任磨黑中学党支部书记。

国民党特务机关察觉到思普特支
的活动，向国民党中央发电呈报了地
下党在磨黑中学的革命活动情况。

1947年 2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卢汉发
电：“昆明卢主席钧鉴，兹抄发滇南普
洱私立磨黑中学中共分子活动情形一
件，希核办。中正。”卢汉在省政府秘
书处拟办请示上批示：“如拟，照办。
并通知专员，如果确属共党分子，即可
将全数共党分子集中护送来昆，转送
重庆。”驻宁洱的国民党第七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将案子交宁洱县政府办
理。宁洱县政府通知张孟希于 1947年
3月底前，把所有共产党嫌疑人登记上
报。

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
攻陕甘宁边区，为了掌握斗争主动权，
党中央放弃延安，作战略性撤退。张
孟希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两面派人物，
他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遂找借口解
散同生社，逼迫外省教师离开磨黑中
学。思普特支针对危急形势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外省籍的教师分批撤离磨
黑中学，本省籍教师留下继续工作，保
住地下党在思普区的这个据点。同
时，思普特支指示墨江中学党支部，让
已暴露的党员尽快撤离墨江。

1947年 7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
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新的形势立即
影响到张孟希对磨黑中学的态度，加
之教师走后，磨黑中学的教学工作也

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张孟希又作出了
倾向革命的姿态。8月初，省工委召集
会议，专题研究思普区工作。会上，由
刚从磨黑撤回的陈盛年汇报思普区情
况，研究提出思普区开展党的工作方
针，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
中央南方局的“三勤”（勤业、勤学、勤
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

法化）工作方针转为积极开展工作，壮
大党的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
争，迎接全国解放。要求思普特支迅
速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和统
一战线工作，积极做好准备，发动武装
斗争。同时决定，思普特支由省工委
直接领导，全面负责思普区的工作。
派潘明、周长庆等人到思普区，由潘明
接替陈盛年任特支书记，周长庆、蒋仲

明为特支委员。周长庆具体负责组
织、交通和武装工作，蒋仲明负责统战
工作。

潘明等人到磨黑后在磨黑中学召
开特支委员会，传达省工委确定的工
作方针和任务，研究决定以进行武装
斗争的准备为中心，全面展开各项工
作。

为了加强思普区的工作，省工委和
滇南党组织又安排了几批党员和民主
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成员到磨黑、
墨江工作。磨黑支部和墨江支部也吸
收了一些新党员和民青成员。在党员
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组建磨黑中学支
部、磨黑镇小学支部、磨黑老街子分支
部、普治分支部、勐主支部、通关支部、
墨江中学分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磨黑中
学还组织了一个民青支部。思普特支
有党员50余名，民青成员80余名。

思普特支成立后，加强了党的力
量，扩大工作范围，各项工作都有了较
快发展。不久，因组织暴露和当时的
统一战线组织——思普临时军政委员
会主任委员张孟希反目，形势发生变
化，在磨黑工作的一部分党员被迫紧
急转移，但特支和各下属支部的工作
仍在继续进行。宁洱解放后，党组织
统一由二纵队总支（党委）领导，直至
中共思普地方委员会成立。

△为了加强对思普区革命工作的领导，1946 年 6 月，思普区成立了由省工委
直接领导的中共思普特别支部。陈盛年担任特支书记。

1941年，宁洱县磨黑镇首富盐商
张孟希发起并联络磨黑各界人士筹办
磨黑中学，把招聘教师的广告贴到了
昆明西南联大的门外。当时正值皖南
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
共高潮。西南联大党组织在中共云南
省工委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荫蔽精
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方针，派共产党员吴子良、董大成到磨
黑中学任教，以教书为名，制定“站稳
脚跟、联络绅士、教好学生”的工作方
针，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
命根据地。吴子良、董大成站稳脚跟
后，省工委又采取轮换的办法，先后派
黄知廉、陈盛年、袁用之等 25名中共党
员到磨黑中学任教并开展党的工作，
同时也派遣和动员了 20多名党的外围

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成
员和进步青年到磨黑中学和他们一起
工作。

1942年 3月，磨黑中学正式开办，
聘请汪颂鲁为校长，董大成任教务主
任。1943年由吴子良接任校长，后来
又由黄知廉和陈盛年先后担任校长。
虽然没有成立党的组织，党员和民青
成员都是单线联系，但在学校里已逐
步形成了一个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
策和任务的战斗群体。

磨黑中学开设了国文、数学、历
史、地理、英语、公民和军事训练课。
吴子良、董大成在教学中既向学生教
授文化科学知识，又向学生传播进步
思想。磨黑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
自治会主席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产

生。自治会设学术股、康乐股、生活福
利股，分别请教师担任指导。学术股
成立了文学组、哲学组、政治经济学
组，组织、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报和
进步文学艺术作品，举办时事、文学
讲座，办壁报、墙报。生活福利股组
织学生垦荒种菜，勤工俭学，收入用以
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和开展活动。康
乐股组织学生进行课外的文体活动，
演唱进步歌曲，排演《兄妹开荒》等进
步戏剧。新的学风校风使磨黑中学校
园民主气氛活跃，学习气氛浓厚，师生
团结友爱，学校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磨黑中学的地下党员积极组织学
生开展课外活动，让学生了解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增长知识，并进行一些

简单的社会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
期，学校成立了抗日后方战地服务团，
组织学生演唱抗日歌曲和演出活报
剧，向社会进行募捐，将捐款用于慰问
驻防车佛南地区的抗日部队。老师们
还带领学生自治会的“流动康乐队”到
农村演出，白天深入农户访贫问苦，晚
上唱歌演戏，进行革命宣传。1948年 5
月，磨黑一带闹饥荒，师生们积极开展

“赈饥运动”，通过演出义卖、募捐，筹
集到 4000多银圆及一部分粮食物资，
送到饥民手中。

磨黑中学还采取半工半读的形
式，招收了 36名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庭
无力供读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大都
成了中共党员或民青成员。

磨黑中学里有一个 10人左右的社

会科学学习小组，后改称社会科学读
书会，吸收进步学生为会员，成员们相
互传阅进步书籍。学习小组的成员后
来大都成为民青成员或共产党员。
磨黑中学党支部成立后，于 1946年秋
成立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同生社，
从昆明订购进步书刊在磨黑公开销
售，并租了房子，开设图书馆向社会
开放。

磨黑中学在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
的努力下，成为思普区的革命据点。
磨黑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这些
青年在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根据
地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大
部分成为了工作骨干。

革 命 据 点 磨 黑 中 学

佤 山 抗 日 自 卫 总 队

△大敌当前，在共产党员张南屏、江枕石、李晓村和爱国进步人士尹溯涛等组
织发动下，爱国民主人士罗正明等组织并率领佤山抗日自卫总队，于 1945 年 3 月
收复了佤山“十七王地”。

（本版文图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1942年 5月，日军从缅甸向中国滇
西进犯，于当年夏天进犯佤山地区，日
本飞机多次轰炸孟连、澜沧、思茅等
地，思普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组织武装力量抗击侵略军，1942
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中共党员、
《新华日报》记者江枕石以商人身份到
澜沧深入佤山边境未定界的勐茅（新
地方）、敢散、莫咧、敢色、业烈、南亢
武、蛮盾等地进行社会考察，认为凭借
时任澜沧县保安大队长的实力，爱国
人士罗正明的声望、财力和武装力量，
足以组建一支抗日武装。在江枕石等
人的鼓励下，罗正明同意在佤山组建
游击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4年夏，驻防滇西的国民党第
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命罗正明为南
佧佤山区自卫队司令，罗正明所率的
保安自卫大队称佤山自卫队。为取得
佤山十七王的支持，罗正明率领的游
击武装进驻佤山，与西盟佤族土司代
办李扎体会晤，达成团结一致、共同抗
日的共识，并喝咒水盟誓。罗正明专
门拜会佤山十七王以及大小头人，在
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后，在允恩举
行剽牛盟誓大会，同饮咒水，庄严盟
誓：誓死团结抗击日寇，永不反悔！

1945年 2月，罗正明在允恩成立佤
山抗日自卫总队（以下简称“自卫总
队”），下辖 5个大队，罗正明任总队长，
尹溯涛任政治部主任，李晓村任军需
主任。部队组建后，广泛进行抗日救
国宣传，影响不断扩大，思普区一些青
年及爱国人士纷纷加入，队伍发展到
800多人。罗正明命人在自卫总队营
房大门上书写内容为“公孔二山（公明
山、孔明山）雄峙，设营其间，以政治开
发边疆，建树边疆；沧怒两水（澜沧江、
怒江）回环，筑垒于中，用军事充实国
防，巩固国防”，横批为“还我边围”的

对联，表达了誓死抗日的决
心。自卫总
队没有政府

补给，军需完全靠罗正明的马帮贩运
商货所得解决，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
官兵们的士气非常高昂。

1945年 3月下旬，自卫总队向盘踞
在边境一带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自卫
总队兵分三路，中路收复满象，挥戈直
指日军指挥中心班阳。南路由孟连跨

过南卡江，攻下班散后，西进攻打中
弄、南亢武等日军据点，将日伪军逼退
回班阳。北路由刘亚南率第五大队从
沧源县勐董出发，收复蛮国、班洪等日
军占领地后，在北上两个大队的配合
下攻打勐茅（新地方）日伪军指挥中
心。三路雄师所向披靡，侵略者闻风

而逃，自卫总队顺利开进，对班阳形成
东、北两面夹击之势。紧接着自卫总
队乘胜前进，在班阳土司的配合下，直
捣班阳。各地土司头人也率部配合自
卫总队作战，将日伪军赶过滚弄江，收
复了佤山南部及十七王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侵略者宣
告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无视中国政
府主权，公然将佤山地区划入“英缅版
图”中的英属殖民地缅甸佤州，并以此
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逼迫佤山抗日
自卫总队退出佤山。国民党政府迫于
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说自卫总队有
被共产党“赤化”的嫌疑。10月，国民
党政府下令解散自卫总队。1946年
初，自卫总队在南糯山与英国牧师永
享乐率领的英军决战，打得敌人溃不
成军，狼狈而逃。

1946年 3月，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在
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被迫解散。自卫
总队解散后，罗正明、刘亚南、李晓村、
尹溯涛等继续寻找共产党组织，投入
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

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在思普各族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
页，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思普区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