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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齐鲁初心。
从王尽美、邓恩铭发起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中共一大，到共产党员庄

龙甲回到故里建立山东第一个县级党组织，红色思想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从“一
一·四”暴动失败后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在胶东地区抗战，到抗战胜利前
夕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在沂蒙大地成立，红色血脉在海岱之间生生不息。

百年来，齐鲁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奋勇向前。他们怀揣着一颗救
国救民的初心，挥洒热血、献出生命，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发展壮大源源不断地注入
新的力量，为灾难深重的山东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齐鲁大地开启了崭新的红色篇章。

百年百事之党史“第一”，让我们一起回望山东党史中那些意义深远的经典瞬间。

胶济铁路和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
192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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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青岛党组织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
政治性罢工。图⑤为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胜
利合影。

刘集村党支部与《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926年，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将《共产党宣

言》带回刘集村。这是唯一一本在中国农村保
存并指导革命实践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
全译本。图⑥为《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192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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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⑦为回到潍县开展马列主义宣传、建立党
组织的中共党员庄龙甲的故居。

“一一·四”暴动与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1935年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农民

暴动，因为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四，又称“一
一·四”暴动。这次暴动，产生了胶东第一支党
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昆嵛山红军游击
队。图⑧为“一一·四”暴动指挥部旧址。

北海银行成立
1938年4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党委

筹建北海银行，稳定抗日根据地的物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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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⑨为工作人员在北海
银行前合影。

山东省政府成立
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图⑩为省
政府旧址。

在济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

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山东成为国内最早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图
②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活动旧址。

王尽美、邓恩铭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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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
早期组织参加大会。图①为王尽美（左）、
邓恩铭。

山东第一个产业工会成立
1922年6月18日，在济南共产党早期

组织推动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成
立，这是山东第一个产业工会。图③为
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会旧址厂史
馆。

山东团组织建立
1922年9月1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济南地方团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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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为1925年济
南部分党团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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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尽美、邓恩铭在齐鲁大地播下第一粒红色的种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政府在沂蒙大地庄严成
立；从铁道游击战，到济南战役；从解放战争支援前线，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从青岛、
烟台列入首批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到全国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加快建设……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齐鲁儿女信念如炬、砥砺前行。

建党百年之际，大众日报“跟着共产党走·百年风华 齐鲁初心”大型全媒体特别报道，推出“百年百事”专
题，梳理展示山东百年历史上的党史“第一”、全国首个、山东经验等9个方面100件大事，从历史事件这一角
度，图文并茂展现建党百年来发生在齐鲁大地的经典瞬间，讲述百年党史里的山东贡献。敬请关注。

开天辟地
红色齐鲁启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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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
（上接第四版）12月27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在

沂水县王庄宣布成立，统一领导山东各抗日起义部
队（不含冀鲁边与鲁西地区），张经武任指挥，黎
玉任政治委员。山东纵队辖10个支队又3个团，共
2 . 45万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
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2月 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为
委员，郭洪涛任书记。山东分局由中共中央和北方
局双重领导。

1939年
1月1日 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

县王庄创刊。
2月至5月 山东纵队开展以整编和部队建设为

中心的第一期整军运动。到1941年11月，山东纵队
先后进行五期整军，由土生土长的八路军游击兵团
逐步成长为正规化的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3月1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
罗荣桓率师部和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
支队到达鲁西。在此前后，八路军其他主力部队也相
继到达山东。3月3日，第一一五师发起樊坝战斗，拔
掉日、伪军据点。5月11日，第一一五师在陆房战斗中
重创日军，使蒋介石在事实上承认了第一一五师在
山东的合法地位。8月2日，第一一五师在梁山设伏，
歼灭日、伪军400余人，创造八路军部队在敌我兵力
相等而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全歼日军1个大队的模范
战例。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为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
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3月30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
纵队一部，在博山东部的太和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
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队，制造震惊全国
的“太和惨案”。此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
造反共摩擦，先后制造“雪野事件”“淄河事件”
“银厂惨案”等，杀害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等重要
领导干部。山东党组织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
国民党进步力量，争取于学忠等中间力量，孤立沈
鸿烈等顽固力量，击退了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8月1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八路军第
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
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

8月9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复电山东分局批准成
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
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任书记，统一领导山
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12月 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颁布《人民抗日武
装自卫团暂行条例》，明确规定自卫团是不脱离生
产的人民自卫武装组织。至本月，山东抗日根据地
武装自卫团已发展到10万余人。

1940年
1月 原在晋东南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

校抵达鲁中沂蒙山区。6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
校改为山东抗日军政大学。

2月14日 第一一五师发起白彦战斗。经两天
两夜血战，解放白彦地区。随后，三次击退敌人进
犯白彦，解放费县西部广大地区，为鲁南抗日根据
地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2月下旬 鲁南铁道游击队成立。游击队最多
时达300多人，主要由铁路工人、矿工组成。他们
奋战在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依靠
群众，运用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
战，令敌人闻风丧胆。

2月 山东分局决定设政府工作部，统一领导
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
地已成立1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66个县
级抗日民主政府及近300个区乡抗日政府。

4月 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东进冀鲁豫边区，
开始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冀鲁豫
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
成。1941年7月，冀鲁豫与鲁西两区合并。1942年4
月，湖西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1943年11月，冀
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
黄敬任书记。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
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
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刘
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冀鲁豫区山东部分主要辖津浦铁路以西40余县。

6月8日 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
定》，要求各级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工作人
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
占三分之一，新建的政权和参议会也要照此办理。

7月26日 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
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会，山东省工、农、青、
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临边县青驼寺（今属沂南
县）开幕。联合大会期间，选举成立全省统一的民意
机关———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枢任参议长，马保
三、刘民生任副参议长；选举成立全省统一的权力机
关———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首席组
长。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省级统一的抗日民
主政权的诞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9月 胶东区党委成立玲珑采金局，统一管理
根据地内的金矿。在全国抗战中，胶东区把13万两
黄金分别送往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为全省乃至全
国的抗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1月8日 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到
达山东分局驻地沂南县青驼寺聂家庄。从此，山东
分局、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便驻在一
起，为统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11月 省临时参议会、省战工会制定《减租减
息暂行条例》《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暂
行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章程。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2年春，省战工会和临时参议会制定颁布的法规
政令不下百件。其中，《人权保障条例》是我国历
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
组织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

1941年
4月23日 省战工会作出《关于全省行政区域

划分的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
区、鲁中、鲁南、鲁西六个行政区。

6月2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成立。
7月4日 山东分局发出《抗战第五年的山东十

项建设运动》的指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部署开展
十项建设运动。

8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发出

《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决定以山东分局会
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八路军山东纵
队归第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及第一
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

11月2日 日军调集5万人开始对沂蒙山区抗日
根据地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式“扫荡”。此次
反“扫荡”斗争，历时50多天。八路军经过150余次
战斗，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
了很大代价，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省战工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陈明等壮烈牺牲。1941年至1942年，日军向
山东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0多次，万
人以上的“扫荡”9次，至于千人以下的“扫荡”和出
扰，则几乎无日无之。在反“扫荡”中，沂蒙山区
涌现出一批妇女英雄群体，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
前，缝军衣、做军鞋，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
抚养革命后代，被人们誉为“沂蒙红嫂”。

1942年
2月7日 省战工会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

决定》。此后，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共精简三万余人

（不包括冀鲁边及鲁南两区）。通过精兵简政，部队战
斗力增强，机关更加战斗化，同时减轻了人民负担。

3月31日 山东分局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
关于深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指示，部署开展
整风运动。山东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历经三个阶段，
到1945年6月基本结束。通过整风运动，山东党组
织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大大提高战斗力，为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战胜国
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奠定基础。

4月10日 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驻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26日，刘少奇召
集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就山东四年抗战工作作
了系统发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召
开委员会议，朱瑞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
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深刻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工
作的经验与教训，正确指出以后的斗争方向，统一
了党员干部的认识。从4月底到5月，刘少奇有针对
性地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等八
个重要报告，对山东干部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深刻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刘少奇来山东检查指导工
作，对于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
据地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起到关键作用。

5月4日 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
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5日，省战工会颁
布《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
暂行条例》等。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增
资群众运动大规模展开。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初步
削弱了封建势力，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
雇农的生活，并团结其他各阶层，组织起群众近
200万人，确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

7月至11月 罗荣桓连续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
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
地》等重要文章，明确提出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
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山东敌后抗战的指
导方针。10月22日，罗荣桓在总结历次反“扫荡”、反

“蚕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敌打到我
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

8月1日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纵队正式
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山东纵队改为地
方部队后，由第一一五师统一指挥。

8月3日 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因不
满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发动兵变，在滨海甲子
山区率部2000余人脱离国民党部队进入莒南，随后
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滨海抗日根据地。

11月7日 省战工会发布《山东省1942年冬学
运动方案》，提出在现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广泛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
水平，以巩固扩大群众运动。1943年，在开展冬学
运动的基础上，民校、识字班也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3年
3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

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山东分局是最高领导机关，朱
瑞任书记。同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
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
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
代师长，黎玉任副政治委员，萧华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建
立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9月，朱瑞奉命去延安，
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

4月下旬至7月 山东分局召开区党委书记联席
扩大会议。会上，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
今后任务》的报告。山东分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及
《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文件的形成，标
志着山东党组织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指导思想的
重大转变。

7月 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开始
撤离山东，8月到达安徽阜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同于学忠部一起离开山东。此后，山东境内再无国
民党主力部队，山东敌后抗战的重任落在共产党领
导的根据地军民身上。

8月12日至9月8日 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
会在莒南县召开。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
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战时行政
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执政
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10月10日 山东分局作出《为贯彻中央10月1
日指示的决定》，要求立即着手准备1944年实行大
规模的生产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
动，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困难，改善
了人民生活，储蓄了大批粮、棉、油、盐等重要物
资，为大反攻作了物质准备。

12月8日 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
《关于1944年拥军与拥政爱民工作指示》，要求各
地无例外地于1944年阳历年至阴历正月进行拥军与
拥政爱民运动，并定阴历正月十五日为山东各地
“拥军节”与“拥政爱民节”。

1944年
1月 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山东分局、山

东军区公布：清河与冀鲁边两区合并为渤海区，建
立中共渤海区委、行署和八路军渤海军区。

4月 山东军区在滨海区日照县碑廊镇召开政
治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对敌斗争的总任务是：
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继续开展
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股
伪军，等等。 （下转第六版）

之党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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