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永康党员发展史

两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荣誉证
——讲述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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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人到4.5万人，党员在永康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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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让干什么，父亲就干什么”

□记者 卢明 吕鹏

近日，市民曹绍明在清理父亲曹金虎遗物时，发现了一本荣誉证书——1981年度优秀共
产党员，这让曹绍明又惊又喜，他连忙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有一本同年的荣誉证书。

曹绍明瞬间恍然，原来1981年的领奖台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自己的父亲。关于父亲
模糊的记忆，在曹绍明脑海中慢慢显现。

在曹绍明的记忆中，父亲不太爱

说话，更不会主动聊自己的往事。所

以，关于父亲的前半生，大多是通过

父亲无意间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的。

解放初期，为了发展生产力，

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中

央号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共

同富裕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

发展生产，开展生产互组合作，办

好农业社壮大集体经济。

“那时很多农民不理解党的政

策。”曹绍明告诉记者，父亲积极响

应县区社同志的号召，于1954年4

月加入了共产党。父亲先后挑起

互助组长、初级光明社长、四村联

社高级社长等重担，动员农民入社

组建起合作社，支持国家对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

在曹绍明的印象中，父亲是个

老实巴交的农民，话不多，就知道

干活，组织安排什么，他就干什

么。公社化成立大队后父亲又担

任大队长，组织三个生产队搞好农

业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处理好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积

极投售爱国粮，支援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

1978 年，成年后的曹绍明到

童宅公社参加工作，那里也是曹金

虎工作的地方。那段时光，他近距

离感受到父亲对待组织分配工作

的认真、热忱、一丝不苟。“父亲把

组织的工作、群体的利益看得比自

己更重要。”曹绍明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后，人

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

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

弊病愈来愈严重，生产队统一劳

动、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模式，也

催生了少数社员出工不出力，干活

磨洋工，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情况。

“当时生产队长难当，也无人敢当，

严 重 影 响 了 农 业 生 产 。 我 父 亲

1979 年就在本村下田园村实行联

产承包到组责任制，把每个生产队

分为两个操作组进行承包，调动了

社员生产积极性。”曹绍明回忆说，

1979 至 1981 年，全村生产连续三

年大丰收，增产粮食 40 多万斤。

村里还通了电，晚上社员们可以点

电灯聚在大会堂里看电视，极大地

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

“在童宅公社工作的时候，遇

到的老干部都夸我爸能干。父亲

做什么事都冲在第一个，不折不扣

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我想，这就

是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吧。

虽然他和我交流不多，但他用实际

行动激励着我，让我以他为榜样和

目标为国家、为群众奋斗。1979

年，我也有幸受到组织推荐，成功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曹绍明告诉

记者。

1981 年，因工作需要，曹绍明

被调到了新店公社，他与父亲的接

触越来越少，“第二年，在县、区、社

三级干部大会上，我被评为1981年

度先进工作者。父亲比我更了不

起，据说他的荣誉是要投票产生的，

当时开大会表决的时候，他得到了

全体人大代表的认可。”翻开曹金虎

的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登记表，开头

第一句便是“该同志，对党的工作积

极、热情”。“当时领奖台上有 80 多

名同志，我就觉得一个背影很熟悉，

但没认出来那是我父亲，他也一直

没有和我提过获得荣誉的事。直到

他去世后，翻到他的证书，我才肯定

当时那个背影就是他。”曹绍明懊悔

当时没有认出自己的父亲。

在曹绍明眼里，父亲这个优秀

共 产 党 员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 1984

年，父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闲

不住的他回到上田园村管理起了

上樟塘水库，“父亲是无偿管理的，

以 前 水 库 里 的 鱼 都 是 归 集 体 所

有。在他的思想里，集体的东西谁

也不能去据为己有，他去管理水库

就是要防止别人偷鱼。”曹绍明想

起父亲为了保护好水库里的鱼和

他人发生冲突的场景。

看着一新一旧两本荣誉证书，

曹绍明不禁感慨：“同一年获得的

证书，父亲的皮已经褪色了，我的

还很新。父亲对自己的荣誉看得

很轻，把集体的利益看得很重。”曹

绍明说，这本证书看来值不了几元

钱，但它标志着党组织对父亲工作

的肯定，凝结着父亲作为一名党员

的血汗和辛劳，象征的意义是无价

的，曹绍明为之自豪。

一如曹绍明家门口挂着“党恩

浩荡”。曹绍明说，这是为了提醒自

己不忘党恩，“能够成为共产党员，

为人民服务，感到很荣幸。”如今，这

四个字在记者心中也愈发鲜红。

1921 年，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

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人为代表

的早期共产党人，在上海、嘉兴南湖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跟

随着这一批先驱，永康最早一批共产

党员从 1926 年开始，点燃丽州大地上

的星星之火。

1925~1926 年间，在杭州、金华等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永康籍党员王张

威、施奎联、李立卓、余心、程绍汤、黄

锦章、陈珠玑等人，回到永康，开始向

工农群众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反帝爱

国宣传工作。

1929 年 10 月，永康县内已建 7 个

区委，120 多个党支部，有共产党员

1500余人，达到峰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发展与

活动充满了反抗与斗争，中共永康党

组织屡遭重创。有永康中心县委书记

李立卓、苏维埃主席徐英湖、红三团政

委楼其团等人相继被捕牺牲。1935 年

10月，永康县工委停止活动。12月，政

治交通员胡岩岁在金华被捕，此后一

段时期党的组织活动基本停止。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时刻，

永康共产党员的星星之火再次燃起，

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动员民众参

加抗日活动，同时积极慎重地发展党

的组织。在 1938 年 3 月，成立了中共

永康临时工委。同年5月，成立中共永

康县委，至 1939 年 10 月，建立 15 个党

支部，有党员136名。

解放战争时期，永康是金华临工

委的所在地，是路南地区党的活动中

心。1945 年 9 月，浙东新四军主力北

撤，应飞受指派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建

立起中共金华地区临工委。在永康共

产党组织配合下，金华临工委将一批

失散在金义浦的党员骨干撤到永康，

发展武装斗争，拓展游击根据地。这

一时期的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

解放后，永康共产党员发展迅速，

在 1956~1990 年间召开了 8 次中共永

康县委代表大会。有记载，在1956年，

全县党员 1945 名；1959 年，全县党员

6350 名；1963 年，全县党员 4869 名，

1970 年，全县党员 8338 名；1979 年，全

县党员 11500 名；1984 年，全县党员

13850 名；1987 年，全县党员 15627 名；

1990年，全县党员16779名。

到了 1995 年，全县党员突破 2 万

人，达到了 20769 名。迈入 21 世纪后，

全市党员又有新的突破。2004年，达到

30310名。2011年，达到41046名。

近年来，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

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和《中

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指导下，

在保证发展党员质量的前提下，适当

控制党员数量增长速度，使党员总量

增速放缓。2015 年，全市党员 45114

名。2016~2018 年，全市党员发展到

45494名。

从个到十，再到百、千、万，永康共

产党的党员数量由少到多、由小幅上

升到快速发展，呈现出总体持续增长

的态势。一次次飞跃式的增长，这因

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新一旧两本荣誉证书，阐释两代人红色情怀

父子两代人的荣誉证书，

折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

群众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