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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百年党史，台州大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台州始终以先行的姿态在浙江“红色根脉”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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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5月4
日被捕的学生。北京高师欢迎被捕学生返校，
图中右一高立者为台州籍青年陈宏勋。

1986年10月，黄岩县委县政府发布
全国第一个关于鼓励发展股份合作企业
的政策文件。1955年1月，前线指挥员研究解放一江山

岛作战方案。

1956年2月，大陈岛垦荒队员作庄严宣誓
后，团中央代表丁立准（中）举起垦荒第一锄,
揭开了大陈岛垦荒的序幕。

亭旁起义指挥部旧址亭旁起义指挥部旧址。。

1924年春，宣侠父在其母校——浙江省立
甲种水产学校（时设葭沚），建立了台州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图为浙江省立
甲种水产学校旧址。

1995年1月，台州市成立大会召开。

“红色根脉”中的台州先行印记
——中国共产党在台州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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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5日，根据浙江省委决定，撤销
中共台属工委，建立中共临海地方委员会（7月
改称中共浙江省第六地方委员会）。6月 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电令，成立浙
江省第六区专员公署，下辖7县2直属区。中共
台州地委、专署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
台州政权的建立。

为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党领导台州人
民，一方面开展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斗争，开展
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召开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开展轰
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台州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
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
达2.38亿元，比1949年增长46.9%。在工农业生
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全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
根本好转。这些都为台州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与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良好条件。

1953年起，全党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的方向迈进。台州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实行
粮棉统购统销政策，领导全区人民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
1956年12月，台州各县“三大改造”相继完成，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台州建立起来，实现了从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这
是台州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
当代台州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至1966年5月“文化
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社会主义道
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之初，台州各级
党组织按照中央、浙江省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台
州实际，通过因地制宜开展经济建设、贯彻《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实施“一五”计划、“整风反
右”等，社会主义事业在台州有了一个良好开
端。后来，虽然遭受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

动、反右扩大化等重大挫折，但这十年间仍然取
得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台州的经济社会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必须予
以充分肯定。十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一是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台州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国
民收入、财政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均有大幅增
长。二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通过发展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农业机械、引进和选育良种、改革耕
种制度等，台州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1964年，
台州全区粮食亩产平均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指标。三是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至 1965
年，全区有食品、纺织、机械、电力、医药、化学、
造纸、皮革塑料、建材、造船、工艺美术等数十
个行业。以机械、电力、工艺美术、化工医药、食
品制造、轻纺服装为主体，包括塑料制品、金属
制品等具有台州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渐成雏
形。四是水利建设成果丰硕。台州人民广泛开
展兴修水库、疏浚河道、建闸筑坝、围海造田等
水利建设，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五是
社会事业稳步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
事业在多次调整中得到发展，且用于科学、教
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总体呈逐年增
长趋势。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台州地区社会主
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并从中积累
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一时期兴办的一批
中小企业和投资建成的基础设施、基础项目
等，为此后台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改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月至1960年7月，
台州、温州等地先后5批467名青年，响应团中
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召，登上大陈
岛垦荒，用青春和汗水将满目疮痍的荒岛变为

“东海明珠”，铸就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
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成为台州
广大干部群众永恒的精神丰碑、不竭的力量之
源。60多年来，大陈岛先后受到胡耀邦、习近平
两任党的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其中，习近平总书
记“一次登岛、两次回信”，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大
陈岛垦荒精神，加快建设“两个大陈”，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大陈岛垦荒精神，接力传
承、历久弥新，成为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被熔铸到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中。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
命”的内乱和开展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
时期。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
动在台州兴起后，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一度瘫
痪，运转异常，各类武斗和恶性事件频发，“打
砸抢”成风，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动乱之
中，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很难维持。尽
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内，台州广
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凭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凭着
人类的良知，忍辱负重，排除阻力，努力维护社
会稳定，在各条战线上坚持生产，艰难地推动
台州向前发展。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台州在徘
徊中前进的两年，新旧冲突、徘徊前进是两大
特点。一方面，全党指导思想没有彻底冲破

“左”倾错误的束缚，旧的思想和制度仍然束缚
着台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另一方面，粉碎

“四人帮”之后，台州全区在思想组织上开始了
初步的拨乱反正，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
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恢复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台州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诞生地

早在 1919 年，陈宏勋、周炳琳、牟正非、
孙德忠等台州籍爱国学生在北京组织策划、
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奋战在反帝爱国斗争
的第一线。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台州第一个共产
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于 1924年春成立，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州革命的序幕。随
后，在上海、北京、南京、宁波等地入党的部分
台州籍共产党员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
展党员。至 1927年春，临海、黄岩、温岭、宁海
等地党的组织建立，并帮助国民党要员筹建和
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推进国共合作，发动群
众支援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包定、陈祥等革命先

烈响应“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武装农民发动亭
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亭旁革命委员会，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

此后，天台、临海、仙居、黄岩、温岭、玉环等县
的党组织，相继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建立

“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安民军”等农
民武装组织。1930年 5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
指示，台州各地农民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三军。1932年5月，红十三军主力斗争受挫，
军部解体。红军在台州的余部，利用山区、海岛
的有利地形，顽强战斗至1936年。在长达八九
年的艰苦斗争中，台州有 300多名红军（含全
体大队长以上的红军干部）英勇牺牲。武装斗
争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
建势力，为此后台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台州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国民党政府
建立战时工作队等组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动员大批爱国青年，组
成志愿兵团（队）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党组织
在山区建立抗日武装工作基地，黄岩桐树坑革
命根据地创造了“高山上的坚强战斗堡垒”红
旗11年不倒的传奇。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
台属党组织从隐蔽精干斗争，逐渐转为公开
的武装斗争。1947 年初，台属地区被确定为
浙东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中共台属工
作委员会建立。1 月底至 2 月间，“梅花村会
议”的召开，为实现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
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作了全面部署，为
浙东和台属党组织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同年
10 月，在三门县南田（今属象山县）发动了

“南田缴枪”，建立起台工委直接领导的武装
部队（后称“铁流部队”）。1948 年 3 月，圣堂
会师打通了连接浙东与浙南的走廊，加强了
浙东与浙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1948年下半
年，党组织已遍及台州各地，并将统战工作
深入到国民党县政府内部。1949 年 2 月 17
日，三门县解放，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解放的
县。4月至 7月，玉环、温岭、临海、黄岩、仙居
等台州内陆地区相继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台州取得重大胜利。1955 年，随着一江山
岛、大陈岛等沿海岛屿的解放，台州全境宣
告解放。其中，1955 年 1 月解放一江山岛战
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也
是至今唯一一次联合作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台州是浙江红色革命的先发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
至今，是台州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并
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的阶段。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浙江省委决策部署，
台州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
发，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自觉践行新发展
理念，奋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
了“两个高水平”的新篇章。台州在民营经济
创新发展、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关键领域短板等“三大历史任务”上取得突
破性进展，数字赋能现代产业、科技新长征、
大湾区建设、新时代美丽台州建设、全面深
化改革以及清廉台州建设等有力推进。

2020年，在交出疫情防控高分报表的
同时，“十三五”顺利收官，全市生产总值跃
上5000亿元台阶，人均生产总值步入高收
入阶段，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2021年 1月召开的台州市
五届五次党代会，深入谋划“十四五”时期
台州发展思路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团结
带领全市上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
打造“重要窗口”，以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市为战略牵引，以建设新时代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市为总目标，以“三立三进
三突围”为发展路径，台州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开
局起步。 （执笔人：吕永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台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地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台州人民最早觉
醒、最早响应、最早创业，突破体制机制束缚，
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开启了台州崛起之路，
使台州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代表
性的城市，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台州现象”。其
间，全国第一批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第一家经工商注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
个支持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文件、全国第
一家民营汽车企业、全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
行等多项“全国第一”，在台州诞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台州34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四个阶段：

（一）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是
台州改革开放起步，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
阶段。这一时期，解决历史性问题与迈出探
索性步伐相交织。台州各地普遍开展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与补课，
开展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重新确立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台州的改革在农
村起步，发展重点是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结合实际，台州地委提出“抓两翼（即
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促主体（即粮食生
产）”的发展思路，单一集体所有制主体逐步
向多元化经营主体转型。台州各县利用山、
水、滩、涂等建设各种商品基地，创办一批社
队企业，大力发展加工工业，走上了农工副、
农工商综合发展道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这为台州以后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

（二）1982年9月至1991年12月，是
台州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探索具有地域特
色发展路径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农村
体制的改革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台州
地委适时提出要大兴山海之利，组织实施

“三大开发”（即开发荒山荒滩荒水），大力
发展“两水一加”（水果、水产及其加工业）、

“两建一出”（建材、建筑业和劳务输出）以
及拆旧利废，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为

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与开发性生产规
模的扩大，台州地委因势利导地作出了有
利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战略决策。各类
专业市场的兴起，有力促进了台州的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台州地方党委
政府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争论、
不压制、不张扬，股份合作制经济、个体私营
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县域经济、外向型经济
初露端倪。此外，城市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等全面展开。通过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以及对国有小企
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等，经济发展
的活力进一步激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
理体制撤销，乡镇基层政权组织恢复。

（三）1992年1月至2002年10月，是
台州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实现撤地建市
并部署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阶段。1992年邓
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台
州各级党委、政府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要求，深化市场取向
改革，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发展外向型经
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发展民办教育、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并提炼“台州精神”等系列举
措，台州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其间，经国务院批
准，台州于1994年撤地建市，开始迈入建设以
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发展格局。同时，市委
加深了对台州区域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台州
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腾飞的基础上，
适时提出了“实施三大工程、加快三大转变，
实现二次腾飞”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现代化港
口大城市的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四）2002年11月至2012年10月，
是台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阶段。这一时期，台州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四
次全会作出的“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提
出打造“三张名片”、建设“三个台州”、实施

“四大战略”等战略思想，并抓好推进落实
工作，探索具有台州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民营经济走上了
转型升级与改革创新的道路。抢抓海洋经
济发展机遇，大力实施主攻沿海战略。通过
大项目引进、大平台建设等，合力共建中心
城市。注重统筹兼顾，着力改善民生事业，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面貌明显提
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生态文明建设、民
主法治建设、文化强市建设以及党的建设
等，扎实有序推进。其间，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15次莅临台州考察调研，足迹遍
布台州每一个县（市、区），在民营经济发
展、制造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优化营商
环境、基层治理、防台工作、作风建设、班子
建设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台州
的改革发展把脉定向、提振信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台

州是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市场

经济先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