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照耀白城百年

张策，白城第一任地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赴东北任嫩江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
军分区政委。1946年3月，任东蒙工委书记、兴安省副主席、军分区政委，负责创建了内蒙古自治政
府。他是我党优秀的民族干部，为内蒙古的民族解放、对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

张策，陕西省高陵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42师政治部科长、红26军处长，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陕西省委委员兼薄城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任冀鲁区委民运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
后，经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决定，张策夫妇俩调往东北工作。他们经过冀南、冀中、冀东地区到承德，
再由承德到叶柏寿改乘火车到了锦州。此时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由于情况紧张，他们很快离开
锦州到沈阳。到沈阳后，东北局分配张策到北满分局，后又分配去嫩江地区工委。

1945年11月下旬张策到达白城子。这里已于11月中旬建立了中共嫩江省白城子地委、白城子专
署、白城子军分区。任志远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在张策未到之前由他主持地委工作。夏尚志
任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有部队10个团，除主要干部是我接收部队外，还有少部分当地参军的基本群
众，而多数是以招兵买马发委任状的方式收编的伪军警、地痞流氓、土匪等，统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
第一纵队，下设3个支队，每个支队有3个团，纵队直属1个团。

张策从齐齐哈尔动身前，嫩江省工委负责人曾向他介绍说，白城子地区各县差不多共有1万多武
装，指的就是这个部队，要他迅速做工作使之巩固下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到白城子后，张策还没来
得及传达工委的指示，这批武装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的形势下，就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叛变了。这里先来
接收的同志已在大赉、安广、洮南组建了县委、县政府，在扶余组建了扶余县临时工委，张策来后又在洮
安县组建了县委、县政府，在开通组建了县政府。但这些县的党政机关，也都随着各县武装的叛变一个
一个的或领导人被杀害，或被迫撤出了县城。

首先出问题的是安广县，约在12月初，所谓安广县人民自治军独立团有2个被收编的营长叛变，勾
结周围的土匪潜入县城，包围了县独立团指挥部，在战斗中安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王超壮烈牺牲，
独立团团长受伤被俘。

紧接着，被我收编的大赉县保安大队也叛变了，占领了大赉县城，我军政人员在突围中牺牲30多
人。

针对上述情况，地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工委指示，研究对策。但正在开会时，突然来报告说有600
余“光复军”（实际是土匪和叛变了的收编人员）攻打洮南县城，匪首是国民党洮南县党部执行委员朱
瑞。地委立刻决定，让参加会议的洮南支队政委洮南县委书记于英川率100名骑兵返回洮南。这次虽
然打退了“光复军”，但几天后，朱瑞又纠集2000余名土匪再次攻打洮南，守城的我军300多人虽经激
战，终因寡不敌众，撤出了洮南，转移到白城子。接着，镇东、开通、泰来等县城均被“光复军”占领，白城
地委辖区除白城子、扶余、郭前旗外，均已被土匪占去。更为严重的是，1945年末，镇东县“光复军”头目
王奎武，纠集镇东、安广、洮南、泰来等7县“光复军”约1万余人攻打白城子，城内被收编的独立骑兵团、
护路队也倒戈叛变，形成里应外合的严峻局势。当时与苏军司令部联络，请他们协助剿匪，可苏军不愿
意公开帮助我们。当时想报告嫩江省工委，又没有电台。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地委、专署、军分区研究决
定派张策去齐齐哈尔请示省委。

张策一行3人于1945年最后一晚到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被苏军和火车站上的护路军扣留，所携
带的两支短枪也被收去，下午又把他们3人（1个翻译和1个警卫员）押进拘留间，里面还拘留着一些无
票乘车的小贩和扒车的农民。这时，张策便给他们负责人写了一张条子，声明我们是国家军人，无犯罪
行为，把我们当犯人对待我们提出抗议。由于此信的作用，他们即刻允许张策他们搬到楼上。张策自己
住一间，由一个手持大刀的人看管着，另两个人住一间，没有人看管。晚上，张策又冷又急难以入睡，就
和那个拿刀的人谈话。从他那里得知嫩江省党政军机关已于前天午夜撤离齐齐哈尔，原因是苏军将齐
齐哈尔交予了国民党政府接管。张策听说这一情况后，觉得此次被扣后果严重。张策不顾北风呼啸，依
窗向大街上张望，突然看见一位苏军从街上走过，就大声地呼喊他，但那人摇手表示不愿理会，继续向前
走着。脱险心切，张策从口袋里掏出张闻天给他写的一张俄文身份证明书，不断向他摇着。这才引起他
的注意，他即走过来。苏联红军来后，张策把身份证给他看，并经过翻译说明了他们的危险处境，请他予
以帮助。在苏军的引领下，张策见到了苏军负责人，苏军说:“你们的人都去屯子了，你去屯子找他们
吧。”此时嫩江工委已撤至甘南县，张策要求苏军能派人护送他们，但等了两天，看出他们不会派人护送，
他们就决定返回白城子。

1946年1月5日，张策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前往昂昂溪，想从那儿上火车去扎兰屯，在扎兰屯再找蒙
古人送回白城子。此时的昂昂溪虽然有苏联红军驻扎，但形势非常混乱，大部分是地方上的土匪、伪满
残余、流氓、社会渣滓，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沈阳、齐齐哈尔，我党政军机关从齐齐哈尔撤退的形势
下，匪众正在“拉杆”要组织武装，准备迎接“中央正规军”。

因白城子回不成了，这里又不是久留之地，张策决定还去甘南。他们在齐齐哈尔雇了一辆四轮马
车，趴到车上，上面用草包盖上，躲过了岗哨的眼睛，越过了冰冻的嫩江。

到甘南见到了嫩江工委书记刘锡五，还有朱光、冯纪新等。工委已从苏军那里知道了张策他们的情
况，但不知下落，正在到处打听。出乎意料，他们竟回来了。这期间，张策不断想办法回白城子，也到扎
兰屯通过蒙古人想办法，但都没有成功。后和郭维成的护路军一起由甘南出发，经过景星、泰来，与北上
的我人民自治军会合，然后回到白城子。

张策回到白城子不久，因为形势急剧的变化，主要是国民党军的进攻，原来的吉江省委改称嫩南区
党委，把白城子一带划归嫩南行政区，撤销了白城子地委、专署、军分区。张策即由西满分局决定，作为
西满军区的全权代表去东蒙自治区工作。于1946年3月下旬离开白城子去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有关内蒙古工作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西满分局在李富春、黄克
诚领导下，从西满分局、西满军区及其所属嫩江、吉江省委及有关地委，派出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和一部分
主力进驻东蒙各地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开展自治运动，并着手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西满分局与各级党
组织对所派工作人员特别要求，东蒙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诚心诚意地帮
助蒙古族人民争取民族自治；要多开设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对他
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党的各级干部认真贯彻中央和西满分局的指示，团结了东蒙各族人民，发
动群众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大汉民族主义的斗争，使东蒙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向着广泛深入的方向健
康发展。

东蒙各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和根据地建设，是分别在所属地区中共党组织、解放区政府和军区直接
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在王爷庙和兴安盟地区东蒙自治政府成立不久，西满分局即派胡昭衡前去联系，
了解情况。这时，东蒙工作团部分团员也到达王爷庙。

1946年3月，张策作为西满军区的全权代表，在王爷庙成立办事处。当时西满分局的指示是:赞助
自治，维护团结，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上层人士；全力帮助青年进步势力，揭露和打击投靠国民党的反革
命势力。西满军区办事处成立后，为了培养民族干部又成立了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由哈丰阿任校长，胡
昭衡任政委。西满军区办事处用很大力量来做青年工作，并通过青年团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开展
工作，建立了工会、学生会和妇联。3月份，工作团到达科右前旗，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发动群众斗争了
大地主韩国栋。由蒙汉干部共同组成的工作队也分别到喜扎嘎尔旗、中旗、科右后旗，开展以减租减息
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4月份，根据西满分局指示，中共东蒙工委由张策、胡秉权、胡昭衡等组成，张策任书记。为了做好
民族上层和加强民族武装的工作，张策兼任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政委，胡秉权、都固尔扎布任1师正副
政委，并从青年团骨干中抽调一批人到部队做政治工作。

东蒙人民代表会议于1946年5月在王爷庙召开。会议根据“四三会议”的决议和西满分局的指示
精神，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选举特木尔巴根为兴安省政府主席，张策为副主席，方
知达为秘书长，博彦满都为兴安省参议会议长；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
蒙总分会及兴安盟分会；建立兴安省军区，阿思根任司令员，哈丰阿任政治委员，张策任副政治委员。东
蒙自治军编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辖4个师，省外4旗的民族武装也受兴安军区指导。兴安
军区与辽吉省军区成立联合司令部，邓华、阿思根任正、副司令员，陶铸、哈丰阿任正、副政治委员。中共

东蒙工委改为兴安省工委，工委由张策、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方知达、克力更组成，张策任书记。“四三会议”后，内蒙古青年团也召开会议，修改团
章，明确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5月末，敌军侵入郑家屯。西满分局决定中共兴安省工委在王爷庙，省政府及其他后方机关迁到
海拉尔市。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兴安省工委于8月10日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干部下乡，成立7个工作团，分赴科前旗、后旗、中旗和索
伦等地。工作团曾遇到地主分子的顽抗和武装叛乱，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有些盟、旗、县在工作中几度发生过“左”的情绪和做法。西满分局于9月13日
发出关于东蒙工作的指示，重申东北局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目前在内蒙古地区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工作中心是建立广泛的蒙古
民族统一战线，掌握军队和政权，发动农牧民群众；要十分注意培养蒙古族青年干部作为各项工作的骨干，通过他们去掌握军队；要照顾群众的觉悟程度，不
要打倒一切。这个指示实际上是东蒙地区过去几个月的工作总结，也是指导东蒙工作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内蒙古自治政府在1947年5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为国
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提供了范例。它的成立对国内外震动很大，影响深远。它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自治
政府成立后，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并于5月19日接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说:“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
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内蒙古与新中国
而奋斗。”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1947年5月，张策离开兴安省调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任政委。在“夏季攻势”中，他率部挺进长春以南的公主岭地区参加
四平攻坚战。同年9月，调任吉林省任省委常委、吉南地委书记兼吉南军分区政委。在“秋、冬季攻势”中，他率部深入到前沿的双阳、伊通县境内作战。同
年冬，吉南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张策任书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地、县、区三级对敌斗争机构。在吉南，张策认真贯彻《中国土法大纲》，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指导吉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时，领导军民积极开展地方武装斗争，创建敌后根据地。1948年8月，张策调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
书记、松江军区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9月，张策调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1954年任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兼
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因他对当时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等错误倾向进行了抵制，加之支持西安话剧团编演的以反“左”为主题的话剧《卧虎镇》，
于1963年被错误撤职。1972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调回北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重新工作，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同年
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张策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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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张策（左一）视察乌兰浩特针织厂

1984年7月张策（左）视察乌兰浩特钢铁厂时和厂长陈品亲切交谈

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