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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安徽一百年大事记
（1921—2021）之一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

1919年 5月 4日，五四运动爆发。 由
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北京
学生 3000 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示威游
行，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 五四
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
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标志着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1920 年 5 月，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
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同月， 高语罕在
《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一文，
是全国发表较早的关于工人状况的详细
报道。 8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
早期组织。

1921年
1月 高语罕《白话书信》正式出版。 该

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如阶级斗争、
剩余价值、唯物史观作了通俗介绍，对安徽
及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引导青年学生
信仰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6 月 2 日 安庆发生六二惨案。 省学
联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 反对军阀倪嗣
冲侵吞教育经费， 组织学生向省议会请
愿。 请愿活动遭到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的
镇压，受伤学生达 50 余人。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 最后一天的会议
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党
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
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
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
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 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
的临时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
为总书记的中央局。

8 月 驱逐省长李兆珍。 8 月 21 日，
省长聂宪藩被军阀倪道烺、 马联甲逼迫
辞职。 倪道烺买通北洋政府，任命其老师
李兆珍为省长，引发安徽各界的反对。 9
月 22 日，李兆珍下野，逃离安庆。

9 月 萧楚女来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
校任国文教员，次年 7 月离皖。

10 月 安徽代表出席远东会议。 在
中国共产党组织下，安庆学生宋伟年、唐
道海，芜湖学生夏揆予、马章禄 4 人代表
安徽青年，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
席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同月 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之前全国成立的 17 个地方团组
织之一。 1921 年春，蔡晓舟、刘著良在怀
宁学宫主持召开在安徽建立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筹备会议。4 月，蔡晓舟、刘著良在
安庆菱湖公园主持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会议，因受到军警骚扰而提前散会。
10 月， 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活
动、 担任省学联会长的舒传贤等人在安
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后正式定
名为“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
3 月 26 日 安庆团组织委派高语罕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于 5 月召开。

3 月下旬 芜湖劳工会成立。 3 月 22
日， 芜湖人力车工人近 2000 人举行罢
工，反对增收牌照税、车行加租，取得胜
利。3 月 29 日在十三道门召开劳动大会，
通过 “芜湖劳动大会致全国工人通电”，
成立“芜湖劳工会”，发表《芜湖劳工会宣
言》，揭开了安徽现代工人运动的序幕。

4 月 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团临时
中央局报告团员名单。 成员为周新民、舒
传贤、查文浩、詹善良、张本国、王逸龙、
储应时、朱世龙、皮言智，舒传贤为委员
长，王逸龙为秘书。 同年秋后，舒传贤等
去日本留学，团组织解散。

5 月 1 日 安庆《平议报》出版《劳动
纪念节特刊》， 揭露工人阶级遭受的非人
待遇， 指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必要性，
对安徽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7 月 16 日—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大会明确提
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区分了最
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
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
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10 月 蚌埠铁路工会成立 ，参加者
有 200 余人，是安徽省第一个产业工会
组织。

1923年
2 月 蚌埠铁路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 二七惨案发生后，蚌埠铁路工
人在工会的领导下，罢工一天。

春 中共党员柯庆施受陈独秀派遣
来安庆主持筹建党团组织， 公开身份是
安庆《新建设》日报编辑。

5 月 9 日 安徽学生举行反对“二十
一条”示威游行。 安庆学生以外交后援会
名义集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政
府力争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 同
日，芜湖各界举行 4 万余人的游行示威。

6 月 12 日—20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大会决定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以实
现国共合作。 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
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产生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 还组成陈独秀任委员
长的中央局。

6 月 13 日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
复建立。 柯庆施主持安庆社会主义青年
团成立大会，选举柯庆施、何大年、卢春
山为执行委员，杨溥泉为候补委员。

8 月 20 日 安徽代表柯庆施出席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于 8月 20日至 25日在南京召开。
10月 全省各地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曹

锟贿选总统。芜湖、安庆等地教职员和学联
纷纷集会，通电全国，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及
猪仔议员。 11月 16日，陈独秀在《向导》周
报发表《安徽学生之奋斗》一文，赞扬安徽
学生斗争精神“是全国学界之领袖”。

冬 中共安庆支部成立。 柯庆施在万
安局一号濮家老屋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
议的党员有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毅、濮德
治、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高永春、姚光
鼐、王同荣 10人。 会上，柯庆施宣读了陈
独秀的来信， 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柯
庆施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这是安
徽成立的第一个城市党组织。

冬 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
1923 年寒假期间，在上海读书的曹蕴真、
薛卓汉、徐梦秋等回家乡小甸集，发展小
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及方运炽、陈允常等
人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曹蕴真、徐
梦周、鲁平阶、薛卓汉、曹练白、徐梦秋、方
运炽、 陈允常等人在小甸集小学召开会
议，宣布成立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
真任特支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这是
安徽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1924年
5 月 5 日 安庆团组织选派学生许继

慎、彭干臣、杨溥泉等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学习。

夏 六安、霍山大刀会暴动。 年初，六
安、霍山大刀会首领以“打富济贫，各保
身家”和“斩除妖子（军阀），改良政治，复
我民权”等口号设立香堂，广收会徒。6 月
举行联合暴动。 暴动引起中共北方区委
的重视，李大钊委派乐天宇，于 1925 年
11 月和 1926 年底两次来皖西进行调查
和争取工作。

11 月 29 日 团中央派刘一清到芜
湖指导工作。 翌日，芜湖召开团员大会，
健全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曹国芸为文书。

1925年
1 月 11 日—22 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大会明确
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
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对民主革命的内容
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选
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
委员会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

3 月 13 日—4 月 29 日 孙中山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 安庆、芜湖、蚌埠等地
各界人士纷纷电唁、集会、游行，悼念孙
中山先生。

5月中旬 芜湖发生反奴化教育学潮。
王稼祥等在芜湖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举行
罢课， 要求收回教育自主权， 反对奴化教
育，斗争迅速遍及所有芜湖教会学校。

6 月 安徽各界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
动。 安庆、芜湖、合肥、阜阳、寿县、宣城、
巢县、大通、贵池、南陵等近 40 个地方先
后建立后援组织，开展游行示威、宣传募
捐活动，进行抵制英日货的斗争。

夏 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成立。 国民党
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由胡浩川、 杨士彬、
禹子鬯、佘文烈、王坦甫、陶枕秋、朱庥 7
人组成， 其中 6 人是中共党员。 12 月 20
日，国民党安庆市党部正式成立，选举周
新民为常务委员，郭士杰、许杰、李竹声、
张定武、方兰轩、张浩然为执行委员，其中
3 人是共产党员，4 人是国民党左派。

8月 安徽学生赴苏学习。芜湖团组织
选派汪菊农、廖麟、陈原道、陈维琪、贾斯干
5人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同年秋，铜陵
的王同荣、王同根、朱世珩、阮淑兰（女）4
人分别由上海工会组织和安庆团组织选派
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1 月 中共旌德三都补习学校支部
建立， 梅大栋任书记， 直属中共中央领
导。 这是皖南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冬 中共六安特别支部成立，王绍虞
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1926年
1 月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 这是

安徽境内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支
部，苏美一任书记。

3 月上旬 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成
立。 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
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 9
人为执行委员。

4 月 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成立， 周范
文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5 月 安徽学生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 本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
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
教务主任。

8 月 25 日 共青团安庆地委书记杨
兆成被捕，9 月 10 日被军阀陈调元杀害
于蚌埠， 这是在安徽省牺牲的第一位中
共党员。

11 月 11 日 吴山庙农民起义爆发。
为响应北伐军胜利进军和进入安徽，蔡晓
舟、李云鹤、许习庸、董伯荣等在合肥北乡
吴山庙发动武装起义，成立安徽讨贼军第
四路军，蔡晓舟为司令、李云鹤为指导员。
后遭军阀陈调元派兵镇压，起义失败。

11 月 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合
肥北乡成立， 这是安徽第一个专门指导
农民运动的组织，崔筱斋任农委主任。

1927年
2 月 4 日 北伐军到达皖南。 北伐军

程潜部由江西鄱阳、彭泽进入秋浦；第三
军由九江攻占东流。17 日，北伐军独立第
二师从江西浮梁到达祁门。28 日，第二军
第六师进入歙县， 于 3 月 9 日到达宣城
一带。 在旌德逗留期间，曾委派中共党员
谭梓生任旌德县长。

3月 4日 北伐军到达皖西。国民革命
军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 2 个师进抵六安、
霍邱等县。 11 日，第三十三军第一师及第
四独立旅到达霍山县城。 在国民革命军胜
利进军的影响下，安徽军阀陈调元、王普在
芜湖宣布归顺国民革命军， 陈部改编为第
三十七军，王部改编为第二十七军。

3 月 8 日 安徽省农民协会筹委会成
立。 共产党员薛卓汉以国民党安徽临时
省党部农民部长身份在安庆召集各县农
运代表，宣布成立省农协筹委会，薛卓汉
任委员长。

3 月 22 日 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安庆召开。 全省 40 多个市、县
的代表出席开幕式， 会议由于国民党右
派的破坏而中止。 4 月初，大会继续在武
汉举行，正式成立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增
选柯庆施、李宜春、高语罕、周新民等为
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

3 月 23 日 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
变。 23 日，在蒋介石的纵容支持下，其特
务处长杨虎与劣绅潘怡然等收买一批流
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
市党部、 省总工会筹备处、 省农协筹备
处、市妇女协会筹备处等机关，殴打省党
部职员及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数十人，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变。

4 月 6 日 驱逐陈调元。 由蒋介石任
命的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军长兼安徽政
务委员会主席陈调元于 4 月 5 日以武力
勒索芜湖商会，激起公愤。 在中共芜湖特
支领导下，由国民党市、县党部出面，于 4
月 6 日下午召开市民大会，并通电全国。
陈调元被迫离职。

4 月 18 日 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
变。 国民党右派分子、芜湖市公安局局长
高东澄在蒋介石授意下， 捣毁国民党左
派芜湖市、县党部。 接着青帮头子马遇伯
等捣毁芜湖市总工会。 妇联、学联、农会
也同时被捣毁或查封。 市党部青运部长
朱庥等被捕。

4 月 27 日—5 月 9 日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 大会
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随后举行的五
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 还
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
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
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 月 16 日 旌德仕川暴动爆发。 当
日凌晨，仕川农民自卫军攻打旌德县城，
因敌人早有防备，暴动失败。

5 月 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 （简称
省临委）在武汉成立。 柯庆施为书记，柯
庆施、王坦甫、王心臬、李宜春、郭士杰、
周范文、王步文为委员。

8 月上旬 省临委迁抵芜湖。 省临委
下辖芜湖县委、宿县临时县委、寿县临时
县委、六安特区委、泗县特支、霍邱特支、
庐江特支、安庆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
支、凤阳特支、无为特支。 另在凤台、和
县、宣城、郎溪建立了党的通讯处。

10月 25 日 省临委第二次执委会作
出 3 项重要决议。 第一，确立以六安为中
心的霍山、英山、霍邱、寿县 5 县为第一暴
动区域，在六安夺取 300 支枪，组织工农
武装，发动大暴动。第二，变更组织指导系
统。 第三，省临委执委会重新分工。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致函省临委，
要求在六安、寿县、安庆、旌德等中心区
域设立特委或县委， 指挥发动该地和临
近县的农民暴动。

12 月 6 日 中共中央决定暂时解散
安徽省临委。8 日，中央正式通知省临委：
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在 1928 年 1 月 20
日前召集全省代表会议成立省委。

冬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特别
委员会成立，负责人为王教、林立夫。

1928年
3 月中旬 中央同意尹宽的意见，重

建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第二届）。省临
委由尹宽、王步文、王教、龚德元和一个农
民出身的同志 5 人组成，尹宽任书记。

3 月 25 日 中共中央致函皖北特
委，要求特委尽量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
批工农分子入党； 建立健全皖北特委及
各县、区指导机关；特委为安徽省临委的
一部分，联络与皖北毗连的六安、寿县等
地，与河南省委建立密切的关系。

4月 9日 阜阳四九起义爆发。中共皖
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在阜阳发动武装起
义。 起义期间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 李端
甫、李烈飞任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成立
皖北工农红军，昌绍先、杜聿德任工农红军
正副指挥；制定颁发《临时土地法》《临时工
会法》《农民协会组织纲领》等法规。起义后
遭敌人镇压，魏野畴等壮烈牺牲。

5 月 9 日 郎溪农民武装暴动。 农民
自卫团一举攻入郎溪县城。10 日，暴动指
挥部改为工农委员会， 夏雨初任执行主
席。 工农委员会颁发《告全县同胞书》，提
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等主张。

6 月 18 日—7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
行。 大会明确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国家， 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当前中国的政治形
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党的总路
线是争取群众。 大会通过修改后的《中国
共产党党章》。 随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
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选举向忠发为中央
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9 月下旬 任弼时巡视安徽党务工
作。 10 月 14 日，任弼时在巡视南陵时遭
国民党军警逮捕，被送到安庆监狱关押。
1929 年 3 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29年
5 月 6 日 立夏节起义（亦称商南起

义）爆发。 3 月 13 日，中共豫东南特委和
鄂东特委在柴山保南竹园举行联席会
议，决定在商城县南乡（今金寨境内）发
动农民起义。 6 日晚，周维炯等首先在丁
家埠杨晋阶民团发动兵变，接着李家集、
汤家汇、南溪等地农民举行起义。9 日，起
义队伍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
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子清，
下辖 2 个团和特务营、炸弹队，开始创建
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5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
省临委，在芜湖、安庆、六安、阜阳 4 个中
心区域建立中心县委，由中央直接指导。

5 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安徽工作
会议。 尹宽等省临委委员、各中心区党组
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曾在安徽省临委
担任领导职务的柯庆施、郭士杰等递呈书
面报告批评尹宽及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

11 月 8 日 六霍起义爆发。 六安独
山镇数千农民手持大刀、 长矛涌向独山
镇， 要求敌人释放日前被抓的三区二乡
农协秘书何寿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9
日，六安中心县委发出通告，指示各地立
即武装起义。 西河口、龙门冲、郝家集等
地农民武装起义响应。12 日，成立六安三
区革命委员会。19 日，霍山西镇农民武装
起义， 成立西镇革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
部，组建 360 人的游击队。 六霍起义后建
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
师长徐百川。 起义后建立的皖西苏区成
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
1 月 30 日 红三十三师攻占霍山

县城。
2 月 4 日 请水寨起义爆发。 中共潜

山县委领导农协会员千余人， 以串亲拜
年的形式， 到潜山县后北乡 （今属岳西
县）请水寨集合，宣布起义，将原来的秘
密武装和起义农民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潜山独立师， 师长王效亭、 党代表陈履
谦。 不久改编为潜山工农革命军，活动在
六霍苏区。 5 月成立潜山县革命委员会，
创建了以天堂镇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3月 20日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
郭述申任书记，属湖北省委领导。 特委指
导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
山，河南的商城、光山、潢川、固始，安徽的
六安、霍山、英山、霍邱等县党的工作。

3 月 广德起义爆发。 中共广德县委
提出“抗租、抗税、抗捐”的口号，发动农
民开展大规模分粮斗争。 县委书记邓国

安、 县委委员王金林领导花鼓塘一带农
民先后分掉大地主的粮食 10 万多斤，缴
获地主武装步枪、土枪数十支，揭开广德
起义的序幕。 起义后成立皖南红军游击
队，后发展成皖南红军独立团，王金林任
团长。 广德农民起义坚持斗争将近两年，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4 月 17 日 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发布
《六安六区土地政纲实施细则》。

10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向鄂豫皖边
特委发出指示，指出目前全国还没有“直
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根据地党的中心任
务是巩固根据地的发展，加强红军，深入
土地革命， 纠正对中农的不正确态度和
经济政策上“实行过早的办法”。

10 月 29 日 中共长淮特委在蚌埠
成立，陈履真任书记，指导凤阳、定远、泗
县、灵璧、怀远等县党的工作，所辖范围
一度扩大到阜阳、颍上、寿县、凤台等县。

1931年
1月 20日 中共皖西分特临时委员会

成立。 根据上级指示，余笃三、窦克难等在
金家寨召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和皖西各县
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皖西分特临时委员会，
姜镜堂任书记。 同时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
埃政府东方办事处和皖西临时军分区。

1 月中旬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
立。 根据中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和第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全军
共 1.25 万人，辖第十、十一师。 第十师师
长蔡升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

1 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
“围剿” 胜利。 国民党政府从 1930 年 12
月上旬起派遣近 10 万兵力“围剿”鄂豫
皖根据地。 红一军和红十五军采取避强
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经过近 2
个月的战斗，歼敌 1.5 万余人，取得第一
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2 月 15 日 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
式成立。王步文任代省委书记兼宣传委员
(部长)，霍锟镛任组织委员 (部长 )兼职工
运动委员会书记， 郭春华任军委书记，刘
静波任省委秘书长。 3 月，王步文正式任
省委书记。省委将全省划分为 4 个中心区
域，红色区域以霍山为中心（后划归鄂豫
皖边区），白区以合肥、安庆、屯溪为中心。

2月 25 日 省委作出《关于皖西工作
决议案》。决议案分析皖西的政治形势，检
查过去的工作，并就党的组织工作、赤色
区域工作、白色区域工作、反帝运动、CY
问题、土地问题等工作作出部署。

3 月 28 日 省委召开第八次常委
会，作出《关于拥护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
线的决议案》和《发展组织决议案》。

4 月 6 日 中共安徽省委遭受破坏，
省委书记王步文、常委霍锟镛等 11 人被
捕。 5 月 31 日，王步文、霍锟镛在安庆英
勇就义。

4 月 17 日 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 ，
方英任书记。 特委领导苏区的和非苏区
的六安、霍山、霍邱、商城、英山、合肥、舒
城、桐城、潜山、太湖、寿县、颍上、阜阳、
凤台、涡阳、蒙城、息县、固始、新蔡共 19
个县和皖北（寿县）、皖西（合肥）2 个中心
县委的工作。 12 月改为皖西北道委。

5 月 1 日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在
金家寨成立，吴宝才任主席。 管辖六安、
霍山、霍邱、商城（后增加英山、固始）县
苏维埃政府和六安县第六区、五县边区、
商固边区等直属区的苏维埃政府。

5 月上旬 中共中央巡视员邓小平巡
视安徽党务工作。

5 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
“围剿”胜利。国民党军于 3 月开始对鄂豫
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采用避
强击弱、机动歼敌的作战方针，仅用一个
多月时间歼敌 5000 余人，取得胜利。

9 月 18 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
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同时揭开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0 月 红二十五军在六安麻埠镇成
立，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
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全军共 1.2
万人。

11 月 7 日 红四方面军成立， 徐向
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红四
军和红二十五军，兵力近 3 万人。

1932年
3 月 22 日—5 月 8 日 苏家埠大捷。

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六安西两河口渡过淠
河，围攻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敌军据
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六安、霍山两
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的参战和 1 万

多群众的支援下，经过 48 天战斗，共歼敌
3万余人， 其中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和 5
个旅长 、12 个团长及以下官兵 1.8 万余
人，取得鄂豫皖苏区空前的大胜利。

4 月—8 月 30 日 中共长淮特委 3
次遭敌破坏。 第三次破坏中，长淮特委书
记朱务平、凤阳县委书记赵连轩等 80 多
人先后被捕。 11 月，朱务平、赵连轩等在
南京雨花台就义。

6 月上旬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
反“围剿”胜利。 从 1931 年 11 月到 1932
年 6 月上旬，红军经过黄安、商潢、苏家
埠和潢光四大战役，歼敌 40 个团 6 万余
人，取得空前胜利。

10 月 9 日 中共中央致函寿县中心
县委，指出寿县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领
导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 响应与帮
助鄂豫皖苏区红军的胜利去粉碎帝国主
义国民党的进攻”，“帮助凤台、 颍上、阜
阳三县工作的恢复与健强”。

10月 12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
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 6
月，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
次“围剿”。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
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以及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少
共国际团计 2万余人，离开根据地西走川
陕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12 月 30 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
紧急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皖
西斗争。 撤销豫东南道委，将赤南、赤城、
固始等县划归皖西北道委。

1933年
1月 红二十八军在麻城县大畈成立。

为恢复皖西北苏区， 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
组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
平章， 下辖 2 个团和 1 个特务营， 共约
3000人。 全军立即开赴皖西北，与敌人展
开英勇斗争，基本上稳定了皖西北的局面。

9 月 10 日 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开
始。 10 日，国民党以 7 个师的兵力向皖西
北根据地中心区合围。鄂豫皖省委领导红
军反击，战斗到 23 日，被迫撤出中心区。

10 月 11 日 红二十八军在金寨重
建。 中共皖西北道委召开会议，总结中心
区保卫战失败的教训， 决定重建红二十
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辖
八十二、八十四师，全军共 2300 余人。

12 月 中共皖南特委在屯溪重建，李
杰三任书记。 特委先后辖石青太、歙县、
太平、贵秋东、泾旌宁宣等 7 个中心县委
和浙西工委。

1934年
4 月 13日 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

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又称安徽工作委员
会）在青阳县陵阳镇成立，陆则刚任书记。
7 月 14 日，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被破坏。

4 月 16 日 红二十八军在金寨再次
编入红二十五军。 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
先， 合编后全军官兵 3000 多人， 下设 2
个师：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治委员
姚志修；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治委
员高敬亭。

8 月 21 日夜 黟县柯村农民暴动 。
中共太平中心县委在以柯村（今属黟县）
为中心的太（平）石（埭）黟（县）祁（门）边
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月底，东起黟县方
家岭、西至石埭赤岭（今属祁门）、南达祁
门历口、北到石埭七都，纵横百余里区域
的农民揭竿而起。 9 月 2 日，闽浙赣省委
派宁春生率 300 多人的红军武装和一批
干部到达柯村，支援暴动。 10 月，皖南苏
维埃政府在柯村成立，宁春生任主席。

9 月—1935 年 1 月 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 1934 年 9 月
24 日，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中国
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亦称红七军
团）进入皖南歙县。 10 月底，先遣队离开
皖南进入赣东北苏区，后与闽浙赣苏区的
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仍称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2 月 3 日，先遣队再
次进入皖南。14 日，先遣队在太平县(今黄
山市黄山区） 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
侧，与国民党军王耀武部遭遇，激战一天。
先遣队在战斗中失利，红十九师师长寻淮
洲负重伤后于转移途中牺牲。 1935 年 1
月 8 日，先遣队离开皖南进入浙江。

11 月中旬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
十五军长征。11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
率红二十五军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留部
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13 日，
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山县殷家湾、何
家冲一带进行整编补充，程子华任军长，
吴焕先任政治委员。16 日，省委率红二十
五军 （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
二先遣队） 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
1935 年 9 月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
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
华任政治委员。

12月 25 日 中共皖南特委改组。 北
上抗日先遣队驻皖南柯村时，方志敏决定
调红十九师政委聂洪钧接任中共皖南特
委书记， 以加强对皖南地方工作领导，准
备发动年关暴动，配合红军创建根据地。

1935年
初春 皖南苏维埃区域遭国民党军

严重破坏。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离开皖南后， 皖南苏维埃地区转变为
游击区，国民党在苏区实行“宁杀百姓一
万，不留红军半个”的屠杀政策，红军战
士、地方干部群众 360 多人惨遭杀害。 韩
锦侯、储汉仪、方再兴、洪进红、王和生和
宁春发等党政负责人先后牺牲。

（下转 7 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配合党史学习教育，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安徽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现全文刊
发，以飨读者。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百年历史是一幅壮丽恢宏的画卷。《大事记》突出反映党领导安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

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示建党百年安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学习党史提供生动的“教科书”，激励和引导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不断开创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安徽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