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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95 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我们特意编写

了这本《燕赵党旗红——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河北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艰辛而辉煌

的足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斗争。在大革命时期，河北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区域，国

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声援五卅运动等斗争声势浩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

河北（顺直）省委曾几度成为北方革命的领导中枢，玉田暴动、五里岗暴动、

高蠡暴动、冀南暴动等此起彼伏，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一二·九运动等抗日救亡运动连绵不断。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河北地方组织配

合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冀鲁边）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

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性地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

等战法，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河北人民开

展土地改革运动，积极参军参战，河北人民尽其所有拥军支前。更重要的是，

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驻地、中国革命最后

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为新中国

描绘了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河北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和两次强烈的地震灾害等严重困难，在“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解放思想，

勇于探索，勇于改革，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需要我们不断重温和回顾。

本书从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95 年的历史中选取了若干片段或侧面，以通俗的

语言，真实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95 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也许

并不算长，但这 95 年发生的沧桑巨变却是天翻地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强大国家的基础；改革开放，则使中国驶

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国家综合实力得到空前壮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河

北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的缩影。本书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95 年的历史主线

和脉络：革命、建设、改革，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

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展现了他们的奋斗精神。这些文章不仅写到了共产党

在河北的成功，也反映了挫折。因为人类的历史进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些沟沟坎坎。对于后人来说，是如何看待、如何认识的问题。简单地否

定前人创造的历史，会让人迷失，历史虚无主义是要不得的。

“读史使人明智”，愿这本书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著　者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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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篇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人民素

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自 1922 年 4 月河北

第一个中共组织建立以来，中共河北组织在

中共中央领导下，带领河北人民进行了反帝

反封、武装夺取政权的艰苦斗争，谱写了辉

煌壮丽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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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执政党。从这时开始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中共河北地方组织在党的路线

和方针指导下，领导河北人民实现了向社会主

义的过渡，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其间，“左”倾错误的发展导致了“文化

大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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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省会的几次变迁

当历史进入 1949 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新中国即将成

立，华北局决定撤销根据地性质的行政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当时的省会驻

保定市。但自从河北省省会第一次建在保定后的 20 多年间，省会却经历了保定—

天津、天津—保定、保定—石家庄的几次搬迁。最后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省

会不要再迁了”，河北省省会才结束了搬来迁去的历史，最终长驻石家庄。

恢复建制，省会建在保定

1949 年 1 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大部分解放，河北

境内的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

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1949 年 5 月，中央决定由华北

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负责河北省的筹建工作，并由杨秀峰出任首任河北省人

民政府主席。于是，杨秀峰抽调北平市军管会副秘书长艾大炎、华北人民政府

交际处处长高铁英具体落实筹备工作，并选定北平市地安门里锥把胡同八号院

作为筹备建省的办公地点（即后来的河北省驻京办事处）。

7 月中旬，河北省建省工作会议在锥把胡同八号院这个具有清代风格的四合

院正式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组建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河北省

军区的领导机构。根据中央的意见，新的河北省要在冀东、冀中、冀南和石家

庄市、唐山市，即“三个大区两个市”的基础上建立。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

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河北省军区领导成员名单和机构

设置方案，并审查通过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名单。

7 月 12 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保定市召开，宣告中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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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在大地震后重新崛起

改革篇

　　1978 年 12 月 召 开 的 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正确领

导下，河北省各级党组织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

正，逐步实现了全省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古老

的燕赵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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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今后怎样发展，

是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走下去，还是摒弃“左”的路线走条新路，

全党都在思考。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应运而生了。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而新时期的

大门又是通过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开的。

冲破桎梏，理论宣传战线率先展开讨论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 60 期，刊登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署

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

“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 月 12 日，《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数家报纸转载

此文。文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排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语录标准”。

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

了一场大讨论。因为它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

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讨论给予了积极的支持。5

月 13 日，《河北日报》全文转载此文。在此背

景之下，河北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活动。

河北省真理标准讨论主要是在全省理论界和

领导机关进行，内容侧重于理论学习，重点在思
《河北日报》发表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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