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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转，这里曾是许昌“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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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记者再次来到北平定
街，寻找许昌地委和许昌军分区的“前
世今生”。

街道还是以前那个窄窄的街道，
路边的民居却在不断变化，只有一些
旧门楼似乎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面
貌。提起许昌地委和许昌军分区，这
里的老居民都有印象。在这里住了几

十年的陈秀云说：“许昌地委原址就在现在水利
局的院内，许昌军分区原址应该是在目前建安区
武装部家属院附近，平定街上还有许昌地委托儿
所。”

那么，许昌地委和许昌军分区的前身是啥？
记者再次拜访了陈书壮，他告诉记者，1949 年 2
月，河南的革命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原战场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豫皖苏、豫西、桐柏解放区
连成一片。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形式，不失时机
地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豫皖
苏中央分局和豫西、桐柏区党委，建立中共河南
省委员会。

为此，豫西五地委党政机关和豫西二地委、豫
皖五地委党政机关合并成立许昌地委、许昌专署
和许昌军分区，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办公机关
由郏县、鄢陵、舞阳迁往许昌，时辖临汝、鲁山、宝
丰县、郏县、襄县（现襄城县）、禹县（现禹州市）、叶
县、舞阳县、临颍县、鄢陵县、长葛县（现长葛市）、
漯河市（现郾城区）、许昌市等13个县市。

许昌地委成立后，首先抓了支前、剿匪反霸、
恢复经济、恢复文化教育工作。与此同时，成立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谢育才任司令员、裴盂飞兼
任政委，驻许昌市平定街。

许昌地委成立后的支前活动，陈书壮还专门
撰文，记录了这段历史。1949年 3月 14日，根据
省委要求，许昌地委成立了许昌地区支前司令
部，下设粮秣、民力、宣传慰问、供应4个科。在建
立领导机构的同时，全区还建立了大小兵站 166
个，迅速掀起了支前运动。

“在舞阳县城东街，有位贫苦老太太，只养了
两只鸡。当听说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慰劳解放军
时，她第一个把家里仅有的 5 个鸡蛋送到了农
会。”陈书壮说，许昌人民大力支援参加渡江战役
的解放大军，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多妇
女主动帮助部队官兵洗衣服、缝袜子。发生了很
多感人的事情，全市也出现了踊跃报名参军的热
潮，参军青年达15234人。

许昌私立灞陵中学，在解放战争年代，又担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1949年2月，中共许昌地委成立后，这里成了许昌地委及
所属部门的办公地点。

窄窄的平定街，成了当时许昌的政治中心。
1957年，刘少奇在这里召开了许昌部分师生代表座谈会。
1949年2月，中共许昌地委成立。自1958年起，中共许昌地委机关陆续迁出。那么，从1949到1958年，许昌地委和许昌军分

区都在这里，这个曾经的政治中心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找寻……

刘少奇为何要来许昌？让我
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

1956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完成的一年。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指引下,党开辟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革命道路，从而完成了涉

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
会变革任务。

当时，许昌师范学校（后为许昌师范
专科学校，现为许昌学院）、许昌第一高
级中学和第二高级中学的同学们绝大多
数家在农村，他们耳闻目睹了农业合作
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教育
战线执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压缩了各类院校的招生名额，中学应届
毕业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问题。

1957 年 3 月 5 日，刘少奇在许昌地委
召开了许昌部分师生代表座谈会。如
今，这里已变了模样，但刘少奇的教诲让
人念念不忘。

李万祥在《难忘的教诲》一文中写
道：刘少奇讲了三个多小时，一直站着，
直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刘少奇在讲话
中劝告广大青年学生，到农村后要虚心
向农民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
提高思想，增长才干。

“事后，我们带着刘少奇‘许昌讲话’
精神回乡务农，成为有文化的农民。我
们向农民学习，向书本学习，勤奋劳动，
踏实工作，成为农村的新生力量，不少人
当了干部……”李万祥在文中这样写道。

《党的文献》中，许尧坤在《刘少奇许
昌讲话纪实》一文这样写着：“1957 年 3
月 5 日晚 7 点半，中共许昌地委的会议室
内坐满了许昌中等学校的师生代表，他
们焦急地等着听一个不知是什么内容的
重要报告。8 点整，在时任地委书记赵天
锡的陪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健步来到
了会场。与会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

传奇、故事、大事件在这里接踵上
演，每一场都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好
戏”，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激励
着许昌人前进！

你知道许昌地委的“前
世今生”吗？

许昌军分区建立后的剿匪
斗争

（304）

刘少奇曾在许昌
地委召开师生代表座
谈会

许昌军分区建立后，都发生了哪些
大事？“这个要说当时规模空前的剿匪斗
争。”陈书壮说，1949 年 7 月 15 日，许昌军
分区下达了作战命令，在全区迅速开展
剿匪斗争。许昌地区开展的剿匪工作大
体分为两个阶段：7 月、8 月、9 月为第一
阶段，以军事打击为主，通过结合、争取、
瓦解、拉打并用的形式，集中力量消灭土

匪；10 月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开展政治攻势及抓散
匪、挖匪粮、捕匪首和缴匪枪运动。

“在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中，各县都取得了很大
的战果。”陈书壮一边查阅资料一边介绍，活捉匪首
王五少、平息侯岳暴乱的消息很快传遍禹西广大山
区。

禹县人民政府在南寨村烈士牺牲的地方召开
了公审大会，镇压了血债累累的王五少等恶霸，叛
徒侯根、苏文义也相继被镇压。人民群众奔走相
告，争相传颂禹西山区平息暴乱的胜利消息。

剿匪斗争平息了侯岳暴乱，扫除了禹西匪众，
为当地人民消除了一大祸患，显示了人民政权保护
人民、打击敌人的强大威力，使禹西山区的形势发
生了根本变化。

有数据显示：1949 年年底，许昌军分区剿匪斗
争共进行大小战斗 20 多次，逮捕连级以上匪首 411
人，其中师级 13 人、团级 24 人、营级 66 人、连级 308
人，捕捉匪众 9449 人，通过政治攻势自愿登记自新
4465 人；缴获六〇炮 69 门、迫击炮 177 门、轻机枪 15
挺、步马枪 1538 支、短枪 1034 支、长枪 73 支、子弹
4329 发、手榴弹 1079 枚、电线 3500 米、大车 1 辆、马 9
匹、马刀 592 把、刺刀 151 把、自行车 18 辆、望远镜 4
个。

“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为今后进一步反霸减
租、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社会治安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陈书壮说。

□ 记者张铮通讯员段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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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深处的民宅。记者 张铮摄

群众在观看许昌解放图片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