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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
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苦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
历史任务。

山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更兼资源丰富、
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等优势，近代以
来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地区。中日甲午战争之
后，日军侵占威海卫达三年之久。1898年，德国
将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被日本取代。由于西
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和政治控制，加
上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山东人民饥寒交迫、备
受奴役。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夙有反抗精神的山
东人民奋起抗争，百折不挠。配合太平军北伐，
幅军、捻军相继起义，在山东境内坚持斗争十余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不断发展壮大，影
响扩至全国；同盟会北方支部设于烟台，统辖北
方八省会务，辛亥革命爆发后，山东很快在多地发
动起义。这些斗争大大促进了山东人民的觉醒，但
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呼唤着
掌握科学理论的先进分子来担当时代使命。

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为
标志，新文化运动在全国掀起。济南地处南北交
通要冲，得风气之先，进一步促进了山东人民的
思想觉醒。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
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以巴黎和会
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索，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
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山东人民
更有切肤之痛，参与范围之广泛、运动声势之浩
大、斗争程度之激烈，在全国尤为突出。运动
中，山东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登上历史舞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山东一批
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1919
年10月，进步知识分子王乐平在济南创办齐鲁通
讯社及售书部（后扩大为齐鲁书社），经销进步书
刊。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过进步
文化的洗礼，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0年11
月，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成立进步学术团体———
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为济南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

春 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共产党早
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灾难深
重的山东人民带来希望的曙光。山东成为国内最
早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

5月1日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济南劳
动周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济南地区
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是山东第一份公开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报刊。

夏 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下，津浦铁
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工人学习文化
和革命理论，促进工人思想觉悟的提高。1922年
6月18日，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成立，这是山
东第一个产业工会。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古
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
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
早期组织参加大会。

9月 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成立济南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
传播，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2年
1月21日至2月2日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

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尽
美、邓恩铭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大会。中
国代表团中，山东代表的党员人数最多。

5月 中共济南独立组成立，王尽美任组
长，党员9名。7月，中共济南支部成立，王尽美
任书记。中共济南支部成立后，根据日益高涨的
革命形势，不断派党员到青州、淄博矿区、青岛等
地开展革命活动，山东地方党组织逐步发展起来。

6月25日 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这是中共
山东地方组织在山东建立的第二个工会组织。

6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成立，
王尽美任主任，山东工人运动有了公开的领导机
关。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复刊
《济南劳动周刊》，并易名为《山东劳动周
刊》，作为机关刊物独立出版。

7月16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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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制定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中央执行
委员会。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大会。

9月16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
成立，选举产生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决定在济南
各学校和工厂建立团支部。1923年10月30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召开全体团员大
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执行委
员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
会。山东团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下的
山东青年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10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向第八
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实行劳动教育建议案》。
这是全国第一个为劳动工人受教育提出的法案，
在当时对推进全国的职工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
2月1日 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派代表赴郑

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二七惨案后，
中共济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组
织后援会，发表通电，并组织发动津浦、胶济铁
路工人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4月 中国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王荷波
到青岛四方机厂开展工人运动。之后，邓恩铭、
王尽美相继到青岛开展革命活动。11月18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邓恩铭任书
记。1924年5月，中共青岛组建立，邓恩铭任组
长(一说青岛党组织建立时间为1923年8月）。青
岛党、团组织的建立，为在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创
造了条件。

5月1日 济南党团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在济南
举行首次山东工人阶级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扩
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推动
了正在兴起的山东工人运动。

6月12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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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
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党
的三大后，山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
青年加入国民党，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7月 为反对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中共济
南支部组织发动济南理发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
10月10日，山东理发业工会联合总会成立。这是
山东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全省性的行业工会，对
推动全省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0月6日 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王尽美任委员长，党员13名。中共济南地方执行
委员会的建立，理顺了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
与各地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
来准备了条件。

冬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烟台支部成立。这
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建立的组织。

1924年
4月 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成立，选举王

尽美等9人为执行委员。随后，国民党济南市和
青岛市临时党部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及济南、青
岛等临时党部的建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
山东正式形成。

7月 中共淄博支部（亦称淄博矿区支部）
成立，隶属中共中央。

8月24日 王尽美在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
以各界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名义，发起成立山东
反帝大同盟，并起草成立宣言。此后，山东各地
开展了反帝废约运动。

12月 团济南地执委联络各进步青年团体，
发起成立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济南非基督教大
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
行侵略的宣传活动，推动反帝斗争向更深层次发
展。

1925年
1月7日 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此前，孙

中山在天津接见并委派王尽美等人为国民会议特
派宣传员，回山东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在此
前后，根据中共济南地执委的部署，王尽美等国民
会议特派宣传员分赴各地，指导开展促成国民会
议运动，在全省掀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

1月1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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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山东工
人运动逐渐形成高潮。

2月8日 胶济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同日，
青岛党组织发动四方机厂工人举行罢工。9日，
青岛四方机厂工会成立。中旬，在四方机厂工会
的基础上，胶济铁路总工会在青岛成立，推动了
山东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运动领导
人邓中夏曾给予高度评价：“此时有一新生力量
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
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
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
算是难能可贵。”

2月 济南、青岛、张店、淄川等地党组织
代表在济南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中共济南地执
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山
东地执委的建立，使山东的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
领导机构，党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
展，党组织活动遍及山东大地。

4月至7月 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岛日
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三次同盟大罢工。5月29
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联合镇压青岛
日商纱厂工人，制造青岛惨案。青岛惨案与5月
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并称青沪惨案。罢工
虽然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反动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以后工人的继续斗争积
累了经验。

7月28日 济南临时总工会成立，并决定筹
建山东省总工会。济南临时总工会的建立，标志
着济南工人运动从分散转向集中统一。

8月19日 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地方组
织的创建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王尽美在青岛
病逝。

1926年
3月7日 中共山东地执委在济南召开农民运

动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党
的策略等方面决议。9日至10日，国民党山东省
党部在长清召开山东农民代表会。会议在共产党
指导下通过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农民自卫军大纲
等文件和决议。国共两党召开的农民运动会议，进
一步推动山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国民革命注入
更广泛的阶级力量，也为北伐战争做好了准备。

6月 中共潍县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是山东地执委
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此后，寿光、鲁
北、高密、益都、张店等地执委建立。

7月 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统一

领导全省共青团的工作。1927年8月，共青团山
东省委成立，济南团的基层工作由团省委直接领
导。山东团组织的不断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培养
了大批后备力量。

10月 鉴于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历城
县龙洞召开会议，正式建立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
会，吴芳任书记。

1927年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成为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7月15
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
共”会议，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清洗和屠
杀。至此，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
败。

4月27日至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
任务，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民主革命
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6月13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中共
山东区执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吴芳任
书记。省委建立后，即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在原
地执委、支部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市、县委等地方
组织，济南党的基层组织由省委直接领导。至本
月，全省共有党员1500余名，支部100余个。

8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10
日至11日，山东省委在济南郭店召开各地党组织
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
神，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力加强职工运动，积
极整顿党组织和指挥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
实行土地革命。

12月 鲁北县委在陵县发动农民暴动，这是
八七会议后山东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暴动。
此后，山东党组织相继发动阳谷坡里、高唐谷官
屯、潍县等地的农民暴动。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
大，这些暴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同程度地打击
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势力，扩大了共产党在人
民群众中的影响，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播撒了火
种。

1928年
5月3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五三惨

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界群众组织开
展一系列反日斗争，有力推动了山东和全国反帝
爱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复兴。

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认真总结大革命失
败后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
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10
月10日，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党的
六大决议。到12月，省委共召开8次会议，各地
党组织和党员对六大精神有了统一的认识。

10月 长清、章丘、沂水、高密、潍县、广
饶、莒县、平原、昌邑等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组
织贫民会，会员约4000人。

11月30日至12月2日 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作出政治、组织、宣传、职工运动等决议案。这是
一次按照六大精神转变山东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会
议，有力推动了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

1929年
1月19日 由于叛徒出卖，省委秘书长何志

深及朱霄、杨一辰、邓恩铭等十余名省委机关干
部及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
坏。这是省委成立后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到
1933年12月，中共山东省级组织先后遭到十次大
破坏，但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在白色恐怖中始
终领导全省党员坚持斗争。

年初至7月 邓恩铭被关押进济南警察局看
守所后，成立狱中党组织，与敌展开斗争，先后
组织两次越狱。特别是7月组织的第二次越狱，
组织领导和参加越狱的18名党员中，6名成功越
狱，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被当时国民党报纸
称为“济南巨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省一
批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志士被捕入狱。
他们把敌人的监狱、法庭和反省院，变成与敌生
死搏斗的特殊战场，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共产党人
的钢铁意志。

6月8日 在党组织影响下，曲阜山东省立第
二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组织演出历史讽刺话剧
《子见南子》，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横加指责，
引起全国舆论重视，轰动一时。

7月21日 青岛六大纱厂和铃木丝厂及华
祥、山东火柴等厂工人举行联合罢工。罢工斗争
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青岛、在山东都是
空前的。这次罢工是青岛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继济南五三惨案后，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的
进一步发展。

7月 淄川炭矿工人连续开展罢工请愿等斗
争，持续到8月底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博
山、西河地区中小煤矿工人的斗争士气。

1930年
1月12日 临时省委作出《山东职工运动决

议案》，总结山东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
训，分析工人运动的现状，提出党领导职工运动
的策略原则。

1月29日 在中共烟台特支的领导下，全市
300余名印刷工人为反对泗兴印务公司无故开除
工会积极分子，举行罢工与游行示威。这次罢工
得到全市各行业的支援，但遭到反动当局的镇

压。
5月5日 淄川华坞煤矿千余名工人为反对

日本资本家无故宣布停工并将工人全部逐出煤
矿的行径，包围该矿并切断交通、水电等，给
资方以沉重打击。

8月13日 省委发布通告，要求各市、县
委都要建立妇委会，积极吸收妇女入党，大力
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
工作。

1931年
4月1日 青岛钟渊纱厂3000多名工人在党

组织领导下，为反对日本厂主无故降低工人工
资与部分把头寻衅闹事举行罢工，并提出开除
工贼、增加工资等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

4月5日 原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原
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等22名党的重要干部，在
济南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杀害。8月19日，原青
岛市委书记颜世彬和彭湘、赵一航等21名党的
重要干部，在济南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杀害。国
民党的屠杀，不但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反而激
起共产党人更加坚定的革命意志。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
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在山东省委的领
导下，以济南、青岛、泰安、曲阜、济宁等地
学生为先导，迅速在全省掀起抗日反蒋运动，
青岛、济南等地学生先后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
愿，要求抗日。

1932年
2月上旬 鉴于津浦铁路当局拒绝接受工

人提出的发清欠薪等要求，山东省委与津浦大
厂党支部组织举行以该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工
人大罢工。铁路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工
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基本胜利。

5月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曲阜省立二师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前后有50多名师
生被捕。

8月至1933年9月 山东党组织先后发动博
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六地的
农民暴动。这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沉重打击
了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33年
3月 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中共胶东特

委成立。胶东地区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党
的工作更加活跃。

6月4日 中共济南新城兵工厂支部利用韩
复榘与蒋介石的矛盾，为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
南迁工厂、克扣薪金，组织工人罢工，并派代
表赴省政府请愿，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7月 临时省委遭到完全破坏，与党中央
失去联系。这是山东党组织自1929年1月以来
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此后，山东各地党
组织失去统一的领导机关。除青岛、胶东几个
县党的工作暂由团省工委领导外，其他各地党
组织均处于各自为战、独立斗争的状态。

8月18日 原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等9名党
的重要干部，在济南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杀害。

1934年

春 济南、莱芜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两地党组织自本年春到1935年秋，多次派人赴
上海、北平、泰安、胶东、寿光等地寻找上级
党组织，但均未取得成功。

4月 中共鲁东工委成立，隶属上海中央
局领导，辖潍县、益都、寿光、昌乐、广饶等
县党组织。

5月 中共济南市委成立，全市又有了统
一的党组织。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济南
市委还千方百计地与外地失掉关系的党组织取
得联系，在全省数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到
1935年夏，全省各地与济南市委有联系的党、
团员有500余名。

7月 中共枣庄矿区组织发动工人开展争
“花红”的斗争，扩大了党在枣庄矿区的影
响，提高了党在矿区工人群众中的威信。

1935年

初冬 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刘仲
莹任书记。省工委的成立，使全省各地坚持斗
争的党组织有了较为统一的组织领导，为山东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1月29日 胶东特委发动农民暴动，因这
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四，又称“一一·四”暴
动。暴动被镇压后，突围出来的队伍退入昆嵛
山区继续擎起红军游击队的旗帜，不断打击和
消灭敌人。红军胶东游击队在昆嵛山坚持武装
斗争，是山东党组织在严酷环境中红旗不倒的
重要标志。

12月9日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在党组
织的领导下，山东各地的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
迅速响应，开展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与此
同时，济南、青岛、烟台、济宁等地的抗日救
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2月 山东省工委代理书记赵健民在濮县
与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会面，汇
报山东党组织的情况。至此，山东党组织终于
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6年
5月1日 省委在济南重新建立，黎玉任书

记。省委的重新建立，标志着山东党组织的各
项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6月 自本月开始，省委派人到各地恢复
筹建党组织。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许多分散
各地的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许多遭到破
坏的党组织得以重建，党的队伍得到新的发
展。到抗战全面爆发，全省共产党员已达到
2000余人。这些都为党领导全省抗战提供了坚
实的组织保证。

12月 山东省委利用西安事变后的大好形
势，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
体，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

1937年
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

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
9月30日 日军自津浦路南下，在德县入侵

山东，给山东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国民党山东省
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领十万
大军稍战即逃。12月27日，济南不战而失。

9月 在山东省委的协助下，中央和华北
局派员多次与韩复榘谈判，达成了释放在押政
治犯等三项协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
山东地区的正式形成。9月至11月，关押在国
民党监狱的400多名共产党员相继出狱，分赴
各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和发动
抗日武装起义。

9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成
立，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主要从事抗日救亡
的宣传动员工作，在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
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 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发动抗日
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决定分区发动抗日武装
起义。自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6月，在省委统
一部署下，以中央派来的红军干部和释放出狱
的共产党员为骨干，抓住日军入侵立足未稳的
时机，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
独立自主地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
山、牛头镇、徂徕山、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
地区领导发动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十余支
抗日武装，抗日烽火在齐鲁大地熊熊燃起。

11月19日 在山东党组织的推动下，国民
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通电全
国，决心守土抗战，标志着鲁西北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全国统战工作的典范。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和共产党
员张郁光、姚第鸿等700余守城将士壮烈殉
国。

年底 省委恢复和建立的党组织有鲁西北
特委、鲁北特委、胶东特委共三个特委，鲁中
工委、鲁东工委、鲁西南工委、淄博矿区工委
和济南市工委共五个工委，以及部分县委或县
工委，为领导发动全省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
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
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8年
2月底 省委在新泰刘杜召开扩大会议，

研究深入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及四支队的发展问
题。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黎玉等赴延安，向
中央汇报山东的抗战形势及共产党、八路军的
发展情况，请求中央派一批军、政及财经方面
的干部来山东，并申请一批通讯器材和中央印
发的文件等。

3月23日 中国军队为抵抗日军进攻发起
台儿庄会战，至4月6日会战告捷，连同之前临
沂、滕县战役共歼敌1 . 8万余人。会战期间，
山东党组织领导各抗日部队积极配合作战。5
月19日，徐州失守，山东全境沦为敌后。

5月 根据山东省委请求，中共中央派郭
洪涛率干部50余人并携带两部电台来山东。21
日，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南上庄召开干部会议，
确定在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决
定，重组山东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下旬，中
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
委，郭洪涛任书记。

6月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创办山东抗
日军政干部学校。该校从第二期起驻沂水县岸
堤，故习称岸堤干校，共办5期，培养党政干
部3000余名。

8月 胶东特委决定，将胶东抗日游击第
三支队于4月间筹建的北海银行收归特委筹
建，以抵制伪钞，稳定抗日根据地的物价。抗
日战争中，北海银行在对敌开展经济斗争、发
展根据地经济、保证部队供应、改善人民生活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北海银
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组建中国人民银
行。

8月 中共中央派黎玉、张经武等率中国
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部分
红军干部、原白区工作干部近200人，来山东
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
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
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
期间，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

9月下旬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岸堤召开
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郭洪涛作了题为《目前战
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坚
持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关键，在创造敌人
后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1939
年初，山东先后创建冀鲁边、鲁西北、胶东、
清河、鲁中、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若
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
初步形成。

10月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
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改变战略部署，对国民
党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
进攻为辅，以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根据地。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
的顽固派积极贯彻“溶共、防共、限共”方
针，不断制造磨擦事件。11月，国民党增设鲁
苏战区，于学忠任总司令。 （下转第五版）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
（1921-2021）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0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在磨难挫折中成

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在改革创新中发展，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砥砺奋进、劈波前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实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

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充分展示100年来山东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进历程和巨大成就，引导全省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加快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实现“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中共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编

写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21-2021）》。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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