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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
———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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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ꎬ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ꎬ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ꎬ南下干部应

运而生ꎮ 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ꎬ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ꎬ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ꎬ建立稳固新政

权的重要条件ꎮ 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ꎬ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ꎮ 其中ꎬ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

自山西、河南等地ꎬ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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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ꎬ革命形势的不断向

前推进ꎬ南方大片的解放区需要大量的管理干部来

巩固新生政权ꎮ 因此ꎬ党早在 １９４８ 年就提出要训练

大批管理干部ꎮ 这里我们所说的“南下干部”指的

是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时ꎬ中共中央有计划地

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ꎬ有组织地接收新解放城

市和地区的工作ꎮ 这些干部被人们亲切的称为“南
下干部”ꎬ为全国解放和解放初期社会经济秩序稳

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ꎮ

一　 “南下干部”政策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革命重心放在

农村ꎬ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ꎬ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ꎮ 解放战争中后期ꎬ革命形势逐渐明朗ꎬ党开始将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在河

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ꎬ即 “九月会

议”ꎬ明确做出了“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

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

干部ꎮ” [１]１３４７的要求ꎮ 同时ꎬ毛泽东在会议上对于夺

取全国政权大致所需要的干部也做了说明ꎮ 他指

出:“战争的第三年内ꎬ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

级、中级和高级干部ꎬ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

候ꎬ这些干部能够随军队前进ꎬ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

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ꎮ” [２]１３４７

可以说ꎬ九月会议初步将老区干部南下提上议程ꎬ轰

轰烈烈的干部南下工作拉开了帷幕ꎮ
“九月会议”结束后ꎬ中共中央在同年十月发出

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ꎮ
这一决议对“九月会议”所提出来的方针政策有了

更具体详细的规划ꎬ它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准

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ꎬ而且还根据以

往新解放区发展的经验ꎬ对各级党委所需干部进行

了估算ꎬ得出了“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 [２]４２７这一相

对来说更为具体的干部人数ꎮ 对于这五万三千名干

部的分配问题«决议»里也进行了规划:“此五万三

千个左右的干部ꎬ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ꎬ华东一万五

千人ꎬ东北一万五千人ꎬ西北三千人ꎬ中原三千

人ꎮ” [２]４２８为了保证所抽调干部能胜任城市解放的各

项工作ꎬ«决议»要求所抽调的干部要包含各个性质

的工作人员ꎬ并提出“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

提拔干部” [２]４２９ꎮ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

干部的决议»对于干部的抽调数量、期限及培训方

案作了具体详细的安排ꎬ为南下工作的开展作了比

较充分的准备ꎮ

二　 南下衡阳干部的队伍组建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ꎬ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军

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ꎬ这是在淮海、
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ꎬ中国共产党对于南

下干部抽调所提出的又一指示性文件ꎮ 它对调往湖



南地区的南下干部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安排ꎬ提出

“东北局除一部分城市工作干部外ꎬ华北局除八千

干部工作外ꎬ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

干部外ꎬ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ꎬ均应准备随林

彪、罗荣桓南下ꎬ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

面ꎮ” [３]可以看出ꎬ南调至湖南地区的干部基本来自

东北局、中原局、华北局这三大地区ꎮ
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ꎬ湘江中游地区ꎮ １９４９

年ꎬ衡阳地区下辖衡阳、衡山、耒阳、常宁、安仁、攸
县、茶陵、酃县八县ꎬ共有人口 ３３０ 多万ꎮ 此次南下

调至衡阳地区及各县的干部分别来自晋中南下工作

团ꎻ中原军区司令部警卫团ꎻ华北革大、华北大学、中
原大学、豫西干校抽调的部分南下学生和一部分部

队的转留人员ꎮ
南下入衡人员来源及分配详情(见表 １)ꎮ

表 １　 南下入衡人员情况统计表

南下所属单位
人数

到达地县

衡
阳
地
直

衡
阳
县

衡
山
县

耒
阳
县

常
宁
县

攸
县

茶
陵
县

酃
县

安
仁
县

衡
阳
市

合
计

备
注

晋中南下
工作团

一、二、四大队 ７４ ７４

三
大
队

晋中地三委 ９７ １４７ １２４ １１９ ５３ ５６ １１６ ４６ ８３ ２ ８４３

太行区党委 ４５ ２９ １９ ２４ ４３ ３９ ２ ２０ ９ ２３０

华北大学
华北革大
南下大队

华北大学 １２ ８ １ １ ３０ ５２

华北革大 ２６ ５ １５ ４６

中原大学 １０ １ １ ２ ３ １７

豫西行政干校 ３９ １ ２ ５ ４７

中原军区司令部警卫团 ６２ ６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地方 ４ ２ ２ ７ ８ ３ ６５ ９１

其他 １４ ６ ３ １５ １ １８ ５７

合计 ２４７ １９９ １４６ １４３ １１６ ９７ １２８ ７４ ９５ ２７４ １５１９

合计
男 ２０２ １６６ １２６ １１６ ９２ ８０ １０１ ６６ ８１ ２４３ １２７３
女 ４５ ３３ ２０ ２７ ２４ １７ ２７ ８ １４ ３１ ２４６

资料来源: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衡阳市党史办编ꎬ«南下入衡人员名录»(内部资料)ꎬ衡阳日报印刷厂 １９８９ 年印刷ꎬ第 １４ 页ꎮ

　 　 (一)晋中南下工作团的组建

为了迅速执行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干部南下的指

示ꎬ晋中区党委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发出«关于外调干部

问题的指示»ꎬ按华北局分配要求ꎬ有计划地从各级

党政军群部门抽调一千四百名南下干部ꎮ
动员组织工作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ꎬ根据“服

从全部ꎬ全部照顾局部”原则及“外调干部尽量抽调

外区干部(本县以外)身体较强ꎬ历史清白(能审查

做结论者亦可)ꎬ家庭牵连不大者”、“同样条件要尽

先让自报者走” [４]４３９的条件ꎬ个别采取谈话征求意见

和集体动员等方式ꎮ 对于有历史保留问题的外调干

部ꎬ则“应由地委以上党委负责复审ꎬ按中央复审指

示进行处理ꎬ在整党三查中受处分者ꎬ根据华北局

‘对者坚持ꎬ错者取消ꎬ重者减轻ꎬ轻变者撤销’的原

则” [４]４４４ꎮ 经过政治动员和学习宣传ꎬ干部们纷纷响

应党中央抽调干部南下建设新区的号召ꎮ 所抽调的

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队伍在南下途中改名晋中南

下工作团)ꎬ在组建队伍之初就设置了地委、县委、
区委ꎬ组成了成建制的领导班子ꎮ 这些领导班子是

直接从原有的区党委一级机关或各地委按比例抽出

的ꎬ按照“区党委一级机关共出半个区党委架子ꎮ
各地委均出一个地委架子(六十人)” [４]４４４的方式ꎬ
一个地委编制 ６０ 人、县委编制 ２６ 人、区委编制 ７
人ꎮ 按比例抽调领导班子的方式不仅方便南下工作

的开展ꎬ更利于干部分配到南方去后ꎬ工作的迅速

开展ꎮ
晋中南下区党委下设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职

位详情(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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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晋中南下工作团地、县、区三级编制表

地委编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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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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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员

合
计

公
安
局
长

公
安
科
长

公
安
科
员

合
计

统
计

数目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７ １ １ １ ２０ １ ６ １ 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４３ １ １ ３ ５ １ ２ ２ ５ ６０
备考

县委编制表

职
别

县
委
书
记

县
委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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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长

县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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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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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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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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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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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秘
书

财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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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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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务
科
长

管
理
员

会
计

合
计

武
装
部
长

干
事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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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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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股
长

股
员

合
计

群
联
干
部

总
计

数目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２ １ ２ ３ １ １ １ ３ ２ ２６
备考

区委编制表

职别 区委书记 区委组织 区委宣传 区长 武主 助理员 合计

数目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７
资料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ꎬ«１９４９ 山西南下干部实录»(上册)ꎬ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４４１ 页ꎮ

　 　 晋中区南下衡阳地区及各县的队伍包括晋中南下

工作团第三大队和晋中南下工作团第一、二、四大队的

部分人员ꎮ “晋中南下工作团第三大队”的人员来自两

个部分ꎬ即晋中三地委和太行区党委ꎮ 在人员的抽调

方面ꎬ晋中区采用的是成建制抽调的方法ꎮ 而太行区

所抽调的成员则是“抽调一个地委的架子”“即只抽调

各级领导骨干和必要的炊事、通讯人员ꎮ”[５]９１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１６ 日ꎬ晋中区的南下队伍分别从山西太古、
榆次乘火车出发ꎮ 太行区的南下队伍则于同年 ４ 月分

别集中于河南、武安、河北邢台出发ꎮ
为了便于各级党组织进行领导ꎬ队伍到达石家庄

后进行了军事编制ꎬ将地委改为大队ꎬ县委建制改为

中队ꎮ “晋中地三委以地专直属机关编为一中队ꎬ然
后依榆次、太古、祁县、平遥、介休次序编为二、三、四、
五、六中队ꎮ” [５]９１在这一个多月的休整时间中ꎬ南下

干部分别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重

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指示、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

策ꎬ接管经验和到新区后的守则纪律等ꎮ 上述两队人

马经过在石家庄的短期集训后于当年 ５ 月中旬到达

河南巩县ꎮ 队伍在巩县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整编ꎬ对支

队的抵达地区进行了划分:“南下衡阳地委ꎬ由太行区

党委和晋中地三委抽调的两个地委合并ꎬ还有其他地

区南下的少数同志组成ꎮ 鉴于晋中和太行各有 ５ 个

县的配备ꎬ确定晋中的平遥、太古、榆次和太行的一地

委、五地委、三地委调出的同志分别合并ꎬ组成南下的

衡阳、衡山、耒阳 ３ 个县的各级领导机构ꎬ晋中介休县

调出的同志ꎬ安排进入茶陵县ꎬ晋中祁县来的同志适

当分散ꎬ分别和太行二地委、四地委调出的同志ꎬ组成

安仁县和攸县的各级领导机构ꎮ” [５]９６经过巩县整编

后ꎬ进入湖南衡阳地区的新的地委成员也确定下来ꎬ
分别是来自原晋中三地委的傅生麟、徐天贵、葛琪ꎻ来
自太行区党委的王锦心、杨蕉圃、梁湘农ꎻ来自其他南

下单位的谢竹峰、李鹏以及原晋中一地委调来的刘君

实ꎮ 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ꎬ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到达衡阳市ꎮ 途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

等 ６ 个省ꎬ历时 ２１１ 天ꎮ
“晋中南下工作团第四大队”由察哈尔省委五

地委及张家口地区 ５ 个县抽调的人员所组成ꎮ 其中

以怀来县抽调的干部、警卫和勤杂人员为主ꎬ连同察

哈尔省赤诚县、龙关县抽调的人员组成这个大队的

二中队ꎬ也就是后来进入衡阳市的主要南下人员ꎮ
该队于五月中旬进入河南巩县ꎬ经过整训和学习ꎬ成
立了中共衡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两个领导班子ꎮ 大

队到了郑州ꎬ华北大学、华北革大南下大队ꎬ调来了

十来个学员充实到二中队ꎬ同时进一步学习了党的

城市政策ꎬ检查总结了行军纪律和城市纪律ꎮ 这个

队自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从河北省怀来县三里庄出发

南下ꎬ经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开封、巩县、郑州、
信阳、滠口、武昌、纸坊、咸宁、通山、崇阳、通城、平
江、长沙、株洲、绕攸县、石湾、衡东县的大浦、耒河

口ꎬ于 １９４９ 年ꎬ１０ 月 １２ 日进入衡阳市ꎬ历时 ２１６ 天ꎮ
随四大队进入衡阳市的还有少量的一、二大队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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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队的一、三、四中队ꎬ刚入衡阳就被调往湘西ꎬ在
衡阳市留下来的实际上是四大队的二中队ꎮ 他们一

入城就迅速在衡阳开始了新区的工作ꎮ
(二)华北大学、华北革大南下大队的组建

１９４８ 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

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指出要“在可能开设大学的

地区ꎬ应即开办正规大学ꎬ以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 [２]４３０ꎮ 根

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ꎬ全国各大行政区都先后创

办过革命大学ꎬ这些学校为后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

设输送了大量的管理和建设人才ꎮ 其中ꎬ华北大学

和华北革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的ꎮ
华北大学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ꎬ它是由华北联合

大学和原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而成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北革大)创
立ꎬ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给广大新解放区培养革命

建设工作干部ꎬ在原华北局党校的基础上新创办的

一所革命大学ꎮ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ꎬ华北革大的第一批学员基本上完

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ꎬ并在中共华北局的指示下提

前毕业ꎬ投身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和岗位ꎮ 中央根据

当时形势的需要ꎬ在两校的毕业学员中组成了一支

２０００ 人的“华北大学、华北革大南下大队”ꎬ下设 １４
个中队ꎬ跟随晋中区党委组织部派遣的带队干部一

道踏上了南下入湘的征程ꎮ 队伍由同年 ８ 月 ３ 日从

北京清华园等站乘火车南下ꎬ途径天津、沧州、德州

于 ８ 月 ５ 日到达山东济南ꎬ被编入第四野战军一零

五部序列ꎮ 之后又经开封、郑州、孝感、武汉抵达长

沙ꎬ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ꎬ部分人员被分

配到衡阳地区ꎬ入衡人员共计 ９８ 人ꎮ
(三)中原区司令部警卫团南下队伍的组建

中原区司令部警卫团前身为晋冀鲁豫军区警卫

团ꎬ驻地开封市ꎮ 淮海战役前中原警卫团分成了两

个部分ꎬ即跟随刘邓大军到淮海前线的称为警卫一

团ꎬ留守开封的称警卫二团ꎬ而南下进入衡阳地区的

正是中原区司令警卫二团三连ꎮ
在接到中原局下达的的护送“湖南省委“机关

及大批地方干部南下入湘的指令后ꎬ队伍于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下旬从开封出发ꎬ乘火车由陇海线经商丘到徐

州ꎬ再转津浦线经蚌埠到浦口ꎬ过长江抵达南京ꎮ 在

南京短暂停留后ꎬ于 ７ 月上旬随南下入湘的省委及

有关地市的干部一道ꎬ乘长江招商局客轮“江汉”号
抵达汉口ꎮ ８ 月初抵达长沙ꎬ驻南门外天心阁ꎮ 队

伍抵达长沙后重新进行了扩建整编ꎬ“在原建制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黄克诚的警卫连和华北军区补训十

六团的 １ 个连ꎬ以及跟随各地南下干部入湘的两个

护卫排ꎮ 此时ꎬ全团共约 １４００ 余人ꎬ统归湖南省委

直接领导ꎬ改称为‘湖南省委警卫团’ꎮ” [６] ８ 月底ꎬ
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ꎬ经上级决定ꎬ在警卫三连教

导员邵吉修带领下护送衡阳的地委干部抵达衡阳

市ꎬ并接收国民党警察局反动武装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进入衡阳市ꎬ人员为 ６２ 人ꎬ进入衡阳后随即改为

衡阳市公安大队ꎮ
(四)豫西行政干校南下队伍的组建

１９４８ 年夏天ꎬ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在给中央和

毛泽东写的综合报告中说:“在文教方面ꎬ中大(中原

大学的简称)四百余学生ꎬ军政大学一千一百学生ꎬ均
河南本地籍ꎬ一部来自蒋管区ꎬ正大批招收ꎮ 八月内

开始授课ꎬ以造就军政干部为宗旨ꎬ颇得学生欢迎ꎮ
原河南大学几个教授讲空道理那一套为学生所不满ꎮ
现拟办行政学校(豫西办)ꎬ卫生学校ꎬ各部队招收文

工队ꎬ可望能大量吸收ꎮ” [７]豫西行政干校建校的目的

就是为中央培养大批地方干部ꎬ它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ꎬ校长由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兼任ꎮ 从豫西行政干

校南下的干部主要是豫西干校第二期的毕业学员ꎬ这
些毕业的学员中只有少数分配在河南工作ꎬ其他的都

纷纷投入到南下大军中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ꎬ豫西行政干校

第二期部分毕业学员在中原支前司令部参谋长杨少

桥的率领下随军南下ꎬ于 ７ 月 １０ 日到达平江ꎮ 进入

湖南地区后ꎬ从豫西行政干校南下队伍中确定到湘北

各个地区支前司令部的干部立即进入各自的地区开

展支前工作ꎮ 衡阳区支前司令部在司令员刘君实、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葛淇的率领下进军衡阳ꎬ共有 ４７ 人

进入衡阳做支前工作ꎮ 其中衡阳地直 ３９ 人ꎬ衡阳县 １
人ꎬ常宁县 ２ 人ꎬ衡阳市 ５ 人ꎮ

三　 南下调入衡阳地区干部的人员情况

(一)南下调入衡阳地区干部的人数及职位

情况

抵达衡阳的南下干部共有 １５１９ 人ꎬ这些人员包

括建国前从北方老解放区成建制抽调的干部和从各

学校抽调的学生及其他人员ꎻ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底以前小

批零星南下人员及为充实衡阳各级政权建设而转留

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ꎻ以及经组织决定南下ꎬ但因生

病、怀孕、分娩或其他特殊原因推迟行进或中途滞留

至 １９５０ 年底进入衡阳工作的人员ꎮ 他们的具体去

向是:地委和专署机关 ５２１ 人ꎬ衡阳县 １９９ 人ꎬ衡山

县 １４６ 人ꎬ耒阳县 １４３ 人ꎬ常宁县 １１６ 人ꎬ攸县 ９７
人ꎬ茶陵县 １２８ 人ꎬ酃县 ７４ 人ꎬ安仁县 ９５ 人ꎮ

南下入衡人员进入各地区人数详情(见表 ３)ꎮ

０２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表 ３　 南下入衡人员进入各地区人数表

衡阳市 衡阳地直 衡阳县 衡山县 攸县 茶陵县 酃县 安仁县 耒阳县 常宁县

人数 ２７４ ２４７ １９９ １４６ ９７ １２８ ７４ ９５ １４３ １１６
本表根据«南下入衡人员名录»整理而得

　 　 在职务分配方面ꎬ由于抽调时就采取的是成建制

抽调ꎬ所以南下进入衡阳地区后干部们的职务与原来

变化基本不大ꎮ 以南下干部中担任第一届中共衡阳

地委委员为例ꎬ他们南下前后职务情况(见表 ４)ꎮ

表 ４　 第一届中共衡阳地委委员南下前后职务表

姓名 南下所属大队 南下时单位及职务 进入地区时单位及职务

傅生麟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山西晋中三地委副书记 衡阳地委书记

谢竹峰 河南巩县 中原职工学校班主任 衡阳地委副书记

刘君实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山西晋中一专区专员 衡阳专属专员

刘耀夫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专员 衡阳专属副专员

王锦心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河南省新乡市市委组织部部长 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

徐天贵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山西晋中三地委组织部部长 衡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杨蕉圃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太行二地委宣传部部长 衡阳地委宣传部部长

李　 鹏 江汉区党委工作团 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葛　 淇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山西晋中三分区武委会主任 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

梁湘龙 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 河南新乡县公安局局长 衡阳专属公安处处长

本表根据«南下入衡人员名录»整理而得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ꎬ第一届中共衡阳地委委员

南下前后的职务基本变化不大ꎬ南下前在哪一岗位

上南下后也照旧不变ꎬ只有极个别有些许调整ꎮ
(二)南下调入衡阳地区干部的待遇情况

考虑到南下干部需要长时间的集体行军和北方

人到南方工作等各种特殊因素ꎬ各大分局对南下干

部的生活待遇都有详细的规定ꎮ 由于南下入衡干部

在南下前基本上隶属于华北局管辖ꎬ所以都执行的

是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华北局下发的«华北局组织部、秘书

处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这一文

件ꎮ 该文件对于南下干部的供给标准、交通运输及

枪支、警卫、通信、炊事、医务人员的配备都有详细的

规定ꎮ 在供给标准方面对于菜金、津贴、补助费、医
药费、公杂费、车马费甚至单衣、夹鞋、蚊帐、碗等都

有具体数量上的规定ꎮ 但由于南下干部实行的是军

事化的管理ꎬ所以文件里规定“所有补助费ꎬ医药

费、公杂费、预备费均由带队者统一掌握使用ꎬ不发

给个人ꎮ” [８]２５文件同时规定“此办法公布后ꎬ希各区

党委遵照执行ꎬ以前一切临时规定凡与本办法抵触

者均作废ꎮ” [８]２６

除了需要解决南下干部的个人待遇问题外ꎬ南
下干部家属的待遇也是非常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ꎮ
由于南下干部在抽调上原则上不允许带家属ꎬ且有

一部分干部存在家庭困难的问题ꎬ这导致许多干部

在思想上存在波动ꎮ 如晋中区地三委副书记傅生麟

(调入衡阳后任衡阳市地委书记)在向区党委报告

南调干部问题时就提到:“有一部分干部约占 １ / ４－
１ / ３ 的人ꎬ确实家庭有困难ꎬ仅代耕农和优军条例不

能达到解决其家庭实际困难ꎬ对这问题有的干部已

经提出要求组织上帮助解决ꎬ有的干部还未提出ꎬ怕
提出后不能解决ꎬ反而引起别人误会是为怕南调找

借口ꎮ” [４]４４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稳定南下干部思想ꎬ
中央与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各种办法ꎮ 例如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太原政府就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干部家庭情况

确实困难不易生活者ꎬ在不超过南下人员四分之一

的范围内确实审查ꎮ 每户每人每月以二十斤小米概

算ꎬ由各专署具体掌握ꎬ统一调剂使用ꎮ” [８]４９干部家

属的生活得到了保障ꎬ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干部们

的后顾之忧ꎬ保证了南下工作的顺利完成ꎮ
(三)南下调入衡阳地区干部中的妇女干部

情况

在众多的南下干部中ꎬ妇女干部是其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４８ 年华北局在对各区的南下

干部分配数目时就提出“体强无小孩能随军行动之

妇女干部均可南下”ꎮ 但大部分的南下妇女干部在

调配上都是男捎女的情况ꎬ即丈夫抽调南下ꎬ妻子符

合条件者也能跟随南下ꎮ 晋中区地三委副书记傅生

麟在向区党委报告南调干部问题时也提到:“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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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干ꎬ不是允许带家属ꎬ够干部条件已脱离生产

(包括土改时出来的)ꎬ身体健康ꎬ不带小孩ꎬ肚子里

也没小孩者ꎬ可以南调ꎬ另外有些干属女教员出去可

工作者也可南调ꎮ” [４]４４４

南调到衡阳地区的女干部共有 ２４６ 人ꎬ约占总

人数的六分之一ꎮ 其中衡阳地直 ４５ 人、衡阳县 ３３
人、衡山县 ２０ 人、耒阳县 ２７ 人、常宁县 ２４ 人、攸县

１７ 人、茶陵县 ２７ 人、酃县 ８ 人、安仁县 １４ 人、衡阳

市 ３１ 人ꎮ 这些妇女干部中来自晋中南下工作团第

三大队的有 １９５ 人、晋中南下工作团第四大队 ９ 人、
晋中南下工作团第一大队 １ 人、华北大学 １０ 人、华
北革大 １１ 人、中原大学 ４ 人、豫西行政干校 １ 人、中
原军区司令部警卫团 ３ 人、４６ 军 ２ 人、其他 ８ 人ꎮ
南调的妇女干部到达衡阳后ꎬ大部分被安排到了衡

阳市及各县区的妇联岗位上ꎬ其他一小部分则根据

她们自身具体情况进行分配ꎬ她们为衡阳的妇女工

作和群众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ꎮ

四　 南下干部对衡阳的接管

南下入湘进入衡阳专区工作的干部ꎬ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至 １０ 月期间分期分批到达指定地区ꎬ为稳定衡

阳社会秩序ꎬ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ꎮ
(一)接管国民党反动旧政权ꎬ建立新政权

衡阳解放后ꎬ为了维护革命胜利的果实ꎬ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ꎬ南下干部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

是接管国民政府旧政权ꎬ建立新政权ꎮ 衡阳接管旧

政权的形式主要是以接为主ꎬ接管结合ꎮ 起初衡阳

的临时接管工作是由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四

一一团负责的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四一一团接到

上级命令要求接管衡阳ꎬ负责衡阳的一切警备工作

并对衡阳的机场、车站、工厂、学校等公共机关场所

进行了看管ꎮ 四一一团接管衡阳后组织召开了临时

治安委员会、铁路管理局各级负责人座谈会、市民各

界座谈会以及工人大会ꎬ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动员复

工抢修铁路机场、向市民说明时局情况和动员复工ꎮ
随着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和衡阳党委市委的成立及干

部的到位ꎬ后期四一一团负责的主要是衡阳警备工

作ꎬ并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奉命离开衡阳ꎬ参加解放

西南的战役ꎮ
接管工作的第二个时期是从衡阳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的建立开始的ꎬ这一时期接管工作的重点是打

碎反动统治机器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南下干部陆续抵达

衡阳ꎬ１０ 月 １２ 日华中军区“着令衡阳市所辖境内实

行军事管制ꎬ成立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

事管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ꎬ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等管制事宜ꎬ任命李中权为衡阳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主任ꎬ刘昌、毛远耀为副主任ꎮ” [９]１１３随后ꎬ衡
阳市警备司令部和衡阳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ꎬ听从

军事委员会指挥ꎬ对衡阳展开了接管ꎮ
除了对国民政府旧机关单位的接收ꎬ重新恢复

原有的基层党组织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ꎮ 由于

战争原因ꎬ党的工作长期停滞ꎬ衡阳农村各支部的人

员成份相当复杂ꎬ地富成份较多ꎬ农民成份较少ꎬ并
在支部占领导地位的是地富知识分子居多ꎮ 且地下

党支部与他所领导的农会、民联等组织混淆不清ꎬ造
成了组织的混乱ꎮ 在与地下党进行会师后ꎬ中共衡

阳地委便展开了对农村党组织的整理ꎬ“对积极工

作能完成任务比较纯洁的那类支部应以思想教育、
提高思想觉悟为主ꎬ结合组织整理ꎬ并有计划的在双

减运动前抽调集中训练一批ꎮ 对问题大并且很复杂

的那类支部ꎬ是组织上思想上同时整理能够留下的

经教育后留下ꎬ不能够留的按党章原则给予清

洗ꎮ” [９]１１８通过整理使各支部从思想上认识上得到了

提高ꎬ为后期开展征粮、反霸、清匪、减租减息运动做

了准备ꎮ
(二)肃清敌伪残余势力ꎬ稳定社会秩序

随着衡阳的解放ꎬ国民党的大批正规军队被消

灭ꎬ但是仍然还残留着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特务ꎮ
他们在人民政权尚未稳固时趁机兴风作浪ꎬ破坏社

会秩序ꎮ 因此ꎬ彻底消灭匪特及散兵游勇是势在必

行的ꎮ 当时衡阳地区的匪特共有四类:(１)政治土

匪、经济土匪、惯匪等反动武装ꎮ 当时衡阳专区共有

土匪八大股ꎬ以霍远鹏、左大凌、邓戈等为首ꎬ匪特武

装不下一万之众ꎮ (２)游杂武装ꎮ 这类武装政治上

是投机的ꎬ组织成份复杂ꎬ但也与匪特不同ꎮ (３)特
务ꎮ 衡阳市特务基础很强ꎬ潜伏特务总数在四百以

上ꎮ (４)国民党散兵游勇ꎮ 由于匪特的类型复杂多

样ꎬ处理的方法也不能统一化ꎮ 衡阳市委市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ꎬ对土匪特务以区别

对待ꎮ 对政治土匪、经济土匪、惯匪等反动武装采取

的是以政治分化瓦解为主配合军事镇压打击的方

法ꎮ 对匪特分子则采取“首恶必办、协从不问ꎬ立功

受奖”的原则ꎮ 在对待俘匪的问题上ꎬ规定“匪特军

官一律不放ꎬ连以上的可送剿匪指挥部ꎬ排以下的由

师分区处理ꎬ胁从人员及匪兵ꎬ家在本地者可随俘、
随教、随放ꎬ但必须指示他们随匪的行为是错误的ꎬ
戒勉其今后学好改过自新ꎮ 惯匪则应集中教育ꎬ师
与分区设整训营ꎬ好争取参军ꎬ不能参军又不能遣送

的可养起来ꎮ 对死不悔改ꎬ怙恶不悛的匪特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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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ꎬ真正愿意悔过自新的ꎬ应给予自新之路” [９]１２９ꎻ
对于游杂武装主要采取的是收编政策ꎮ 对游杂收编

的处理是要把人枪全部收编过来ꎬ在处理方针上是

在军事力量压力下ꎬ进行政治上的争取ꎬ以达整编目

的ꎬ收编后即行教育、改造、整编、拆散建制ꎻ对特务

的处理办法上主要采取政治瓦解为主ꎬ对所有特务

人员进行登记ꎬ没收所有器材和武器ꎬ对于拒不登记

的首要特务予以逮捕ꎻ在对待国民党散兵游勇方面ꎬ
决定由警备部负责ꎬ公安局协助成立收容团准备补

兵ꎬ并将老弱能回家者送回ꎬ不够当兵条件又无家可

归者立予控制并帮助其寻找职业ꎮ
(三)整顿金融财政ꎬ稳定物价

衡阳解放初期ꎬ百废待兴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

坏ꎮ 面对这一情况ꎬ南下干部入城后ꎬ在经济建设方

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整顿财政稳定物价ꎮ 而整顿

财政稳定物价的首要工作就是废除银元等旧货币的

流通ꎬ推广本币ꎮ 由于群众在长期生活中已经习惯

了使用银元ꎬ再加上群众对时局、政策有所怀疑ꎬ拒
绝使用纸币ꎬ这使得一些不法奸商、匪特乘机进行破

坏活动ꎬ哄抬物价ꎬ扰乱社会秩序ꎮ 面对这一情况ꎬ
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通用唯一合

法之人民币的布告»ꎬ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之人民币ꎬ为解放区统一通用之唯一合法货币ꎬ国
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所发行之‘银[金]元[圆]
券’等一切货币ꎬ均为非法货币ꎬ一律禁止行使ꎮ 根

据衡阳市初解放的情况ꎬ银元可暂时流通ꎮ 银元与

人民币之比值规定为银元一元折合人民币贰仟元ꎬ
待中国人民银行衡阳支行成立后ꎬ即可以实行兑换

人民币ꎮ 仰我市军民一体遵照执行ꎬ如有违犯ꎬ决以

破坏金融论处ꎬ毋得玩忽ꎬ切切此布” [９]２７２ꎮ 为了稳

定金融ꎬ巩固人民币的流通ꎬ南下衡阳的干部采取了

收购农产品推行本币ꎬ并供售棉花、布匹、食盐以及

征柴草代金和税收等方法巩固币信ꎮ 同时加紧黑市

的检查ꎬ打击投机商人、银元贩子、掮客等投机、扰乱

金融、经济秩序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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