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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吉林省委宣传部

　 　 一位 ８２ 岁高龄的老教授ꎬ 在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旅途中ꎬ 有半个多

世纪在潜心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理论ꎮ 离休 ２０ 年来ꎬ 他以满腔热忱ꎬ

把宣传科学理论的足迹印在了辽源的机关、 学校、 厂矿、 乡村ꎬ 他就

是吉林省辽源市委党校离休老教授栾文盛ꎮ 离休以来ꎬ 栾老受奖励 ２５

次ꎬ 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ꎬ 吉林省老有所为先进个

人、 “五老” 先进个人、 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ꎬ 辽源市统一战线先进

工作者、 优秀教师、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优秀政协委

员ꎮ 中央和地方媒体多次刊载过他的事迹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他还被中

央有关部门授予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 “银杏奖” 突出奉献奖ꎮ

老骥伏枥ꎬ 志在千里

栾文盛是 １９９８ 年从市委党校离休的ꎮ “离休心不休ꎬ 无位思有

为”ꎮ 他受聘创办并主编 «辽源党校学报»ꎬ 一干就是 ８ 年ꎮ 他坚持不

懈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积极撰写理论文章或学习体会ꎻ 他坚持不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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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农村、 机关、 企业、 学校开展调查研究ꎬ 宣传科学理论ꎮ 从 １９９８

年到现在ꎬ 栾老给农村、 机关、 企业、 学校做形势报告超过 １３００ 场ꎮ

党的十六大以来ꎬ 栾老年纪虽然在增长ꎬ 但做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战士” 的信念和决心却丝毫没有减退ꎬ 仍然活跃在研究和宣传党

的创新理论的第一线ꎬ 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ꎬ 在老有所为的实践中实现了老有所长ꎮ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栾老累计宣讲 ２３３ 次ꎬ ６６ 个专题ꎬ 平均不到 １０ 天便宣讲一次ꎮ 特别是

十七大精神宣讲中ꎬ 栾老积极投身ꎬ 宣讲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ꎮ 在宣

讲中ꎬ 栾老总是坚定自豪地抒发自己的心声: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ꎬ 这是我们党从十二大以来就一直高唱的同一首歌ꎬ 今后ꎬ

我们还要世世代代唱下去ꎮ

栾老理论功底深厚ꎬ 有思想有见解ꎬ 课讲得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ꎮ

这缘于栾老 ５０ 余载的孜孜以学ꎬ 矻矻以求ꎮ ５０ 年来ꎬ 栾老阅读了大

量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报刊ꎮ 即使在离休后ꎬ 他仍坚持天天勤读不

辍ꎬ 每年订阅 １０ 多种报刊ꎬ 每年读书文字量近 ５００ 万字ꎬ 共剪裁报刊

资料近 ３００ 本ꎮ 有人曾问栾老ꎬ 为什么有如此毅力坚持读书? 他说:

“我青少年时ꎬ 读书太少了ꎬ 知识贫乏ꎮ 真正意义上的读书ꎬ 只是从晚

年开始的ꎮ 陆游 ‘年过七十尚眼明ꎬ 天公成就老书生’ 的诗句ꎬ 生动

形象地描绘了我老来读书乐无穷的心境!”

演员的生命在舞台ꎬ 教员的生命在讲台

栾老经常用 “愈老愈知生有涯ꎬ 此时一念不容差” 这一诗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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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自己ꎮ 他认为ꎬ “一念不容差”ꎬ 实质是个精神、 理想、 信仰问题ꎬ 对

他来说ꎬ 就是始终保持一种执著的敬业精神ꎮ 在讲地方革命史 «抗日

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辽源地区的历史» 时ꎬ 虽已连续作

了 ８ 场报告ꎬ 栾老仍感到尚有不足之处ꎮ 为了讲好狐仙堂游击战ꎬ 他

来到东丰县横道河镇狐仙堂旧址ꎬ 和党员群众交谈ꎬ 搜集有关史料ꎬ

写成了历史小传 «解放战争时期的 “狐仙堂” »ꎬ 不仅使这一课更生

动充实了ꎬ 也为总结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源党史提供了参考ꎮ

西安西路小学位于老道山下ꎬ 距市区 １５ 公里ꎮ 去那儿的道路崎岖

不平ꎬ 晴天尘土飞扬ꎬ 雨天泥泞陷足ꎮ 就是这样一所偏远小学ꎬ 以辽

源煤矿的文史资料为乡土教材ꎬ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ꎬ 在全市、

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良好反响ꎮ 栾老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ꎬ 表示: “越

是基层ꎬ 越是艰苦的地方ꎬ 越是我应该去的地方ꎮ” 并主动提出ꎬ 要为

这所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尽一点力量ꎮ 他不论寒暑ꎬ 每学期必到该校

为师生们讲两次课ꎮ 在讲 “爱国不仅要有爱国思想、 爱国感情ꎬ 而且

要有爱国行动” 时ꎬ 他讲了王军霞在奥运会上获得 ５０００ 米长跑冠军

后ꎬ “东方神鹿” 身披鲜艳的五星红旗ꎬ 忘情地奔跑那一幕动人心魄

的故事ꎬ 近 １０００ 名学生听得十分入神ꎮ 事后栾老深有体会地说: “只

有这种潜移默化、 情理交融的思想教育才是成功的ꎻ 只有这种生动形

象、 朴实无华的教育形式ꎬ 才是行之有效的!”

放胆文章笔有神

理论的生命来源于实践ꎮ 栾老经常深入到乡村、 街道或厂矿搞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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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ꎮ 有一次ꎬ 他冒着寒风ꎬ 车轮碾着冰雪ꎬ 在辽源市龙山区山湾

乡调查走访了 ７ 个村ꎬ 广泛接触村干部和村民ꎬ 写出了两篇调研报告ꎬ

为该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充实的知识储备ꎬ 丰富的实践锻炼ꎬ 加之勤奋笔耕ꎬ 使栾老著述

颇丰ꎮ 据粗略统计ꎬ 离休后的 ２０ 年ꎬ 栾老共发表论文、 调研报告近

２００ 篇ꎬ 约 １００ 万字ꎬ 形成了 «探索»、 «求索»、 «追索»、 «思索»、

«栾文盛反腐倡廉文集»、 «统战理论研究文集»、 «干部选拔与党校建

设研究文集» 等七部论文集ꎮ 其中 «依靠谁来反腐败» 等文章在国内

引起很大反响ꎮ 为了把自己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经验留给后人ꎬ 栾老

还写出了 «理论工作者基本功训练讲话»、 «理论与实践»、 «烛光悟

道» 三部专著ꎬ 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参考ꎬ 受到市内

乃至省内理论工作者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ꎮ

(刊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传播者特

辑ꎬ 学习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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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李晨芳

　 　 今年是栾文盛同志从事理论工作 ６０ 年ꎮ ６０ 年的光辉历程ꎬ 记录

了栾老深信马列岁暮志更坚的执着ꎬ 留下了栾老传播马列的深刻印迹ꎮ

栾老的坚定信仰、 执着追求ꎬ 值得每一名党员ꎬ 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敬

重和学习ꎮ

栾老 １９５２ 年步入党的理论工作队伍ꎬ 历经坎坷曲折ꎬ 无论身处逆

境顺境ꎬ 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ꎮ 即使在 “文革” 期间下放到工

厂从事繁重体力劳动ꎬ 也始终如一坚持学习马列理论ꎮ １９８５ 年到党校

工作后ꎬ 栾老担任科社教研室主任ꎬ 在党校讲台上ꎬ 倾情传播马列

主义ꎮ

栾老不仅自己信马列讲马列ꎬ 还把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作为

己任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ꎬ 栾老接受创办 «辽源党校学报» 的任务ꎮ 他带领

几名年轻教师白手起家ꎬ 不辞辛苦多处取经ꎬ 当年就出刊 ２ 期ꎮ １９８８

年栾老离休ꎮ 但他离休不离岗ꎬ 继续担任 «辽源党校学报» 主编ꎮ 为

夯实编辑部年轻教师的理论功底ꎬ 栾老组织他们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

学纲要»、 «政治经济学»、 «编校鉴戒» 等基础理论ꎬ 每周讲一次理论

新观点ꎮ 为提高教师科研水平ꎬ 他手把手教他们写文章ꎮ 对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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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每篇文章反复斟酌ꎬ 指导和帮助作者提高完善ꎮ 难能可贵的是ꎬ

栾老把自己从事理论工作的经验体会进行梳理ꎬ 撰写了 «理论工作者

基本功训练讲话»ꎮ 这些经验体会让广大理论工作者受益匪浅ꎮ

栾老始终在践行 “坚定信仰ꎬ 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士”

的铮铮誓言ꎬ 把读书看报、 写文章、 辅导讲课、 骑自行车走基层搞调

研作为生活中的重中之重ꎮ １９９５ 年离开工作岗位后ꎬ 栾老传播马列的

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ꎬ 也因此获得诸多荣誉ꎬ 老有所为事迹被中央和

地方媒体多次刊载宣传ꎮ ２００８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辑出版的

«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传播者» 一书ꎬ 收录了吉林省委宣传部撰写

的 «深信马列岁暮志更坚 传播真理日久见忠诚———辽源市委党校栾文

盛的事迹»ꎮ 栾老的著述颇丰ꎬ 在编辑成册的 １１ 本文集中ꎬ 收录 ２２４

篇文章ꎮ 其中 «栾文盛反腐倡廉文集» 等 ９ 种文集ꎬ ２０１２ 年被国家图

书馆收藏ꎬ 在辽源市委党校历史上尚属首次ꎮ

«信仰的传播» 收录的 ２３ 篇文章ꎬ 是栾老近两年主要的科研和宣

讲成果ꎮ 作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士ꎬ 伴随党的理论创新ꎬ 栾

老始终与时俱进ꎬ 研究探讨现实问题ꎬ 做到笔随时代行ꎮ 栾老在党校

工作 １０ 年ꎬ 对党校怀有深厚感情ꎬ 时刻关注党校建设和发展ꎮ 在 ２００５

年编印的 «干部选拔与党校建设文集» 中ꎬ 集中收录了关于党校建设

的文章ꎮ 本文集又有 ３ 篇关于党校建设的文章ꎬ 都是在 «中国共产党

党校工作条例» 颁布后ꎬ 对党校工作的新思考ꎮ «队伍建设是党校事

业发展的关键» 和 «坚持标准ꎬ 认真选拔适合到党校工作的领导干

部»ꎬ 着重谈党校领导班子建设问题ꎮ «认真贯彻 ‹条例› 努力办好党

校»ꎬ 从党校性质、 课程设置、 教师素质、 学风、 学员管理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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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分析ꎬ 抓住了党校建设的实质和关键ꎮ

队伍建设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ꎬ 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ꎮ 建校 ６０

多年来ꎬ 市委党校一直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ꎬ 各个时期都涌现出

“学风严谨、 品德高尚、 为人师表” 的优秀骨干教师ꎮ 栾老是党校优

秀骨干教师的杰出代表ꎬ 是值得党校教师认真学习的榜样ꎮ 愿党校人

都像栾老一样ꎬ 坚定信仰ꎬ 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士ꎬ 在充分

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的实践中奉献力量ꎮ

(作者: 原中共辽源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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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郝欲达

　 　 ２０１５ 年初 “两会刚刚结束”ꎬ 我与栾老师通电话商谈出版 «党校

教育研究文集» 相关事宜ꎮ 栾老师在电话中中气十足地说ꎬ 当天下午

要为社区搞个讲座ꎬ 题目是 “以 ‘四个全面’ 为统领 贯彻落实两会精

神”ꎮ 要知道ꎬ “两会” １５ 日刚刚闭幕啊! 放下电话我心情激荡ꎬ 想起

了启功老先生的一句诗 “难得人生老更忙”ꎮ 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

过ꎬ 离岗以后这后一半的路要如何走? 实在是每个人都要思考和面对

的事情ꎮ 栾文盛老师用他 ８８ 年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答案ꎮ

即凡而圣的师者风范

栾老 １９２７ 年出生ꎬ 如今已经 ８８ 岁高龄了ꎮ 从教以来他一直思维

不惰、 笔耕不辍、 讲学不止ꎮ 每天读书看报、 撰写文章、 宣讲辅导ꎬ

传播党的声音已经成为栾老的一种生活方式ꎬ 深深嵌入他 ８８ 年的生命

之中ꎬ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评价师祖孔子

“即凡而圣”ꎬ 栾老师把用 ８８ 年的经历ꎬ 特别是从教 ６０ 多年的经历诠

释了师者的平凡与神圣ꎮ 他是一名普通的党校教员ꎬ 直到离休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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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的职称ꎬ 他实在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教员ꎮ 但他却又强

烈地表现出一种师者的神圣ꎬ 他攫住了师者的神圣职责ꎬ 他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ꎬ 把为党工作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无怨无悔ꎬ 执着前行ꎬ 作为

一种价值追求定格为他人生的天平ꎮ 作为师者他一直走在实现人生价

值的道路上ꎬ 乐在其中ꎮ 栾老的先进事迹先后在 «党员之友» «吉林

通讯» 上介绍ꎬ ２００６ 年 «新长征» 第 １０ 期刊登了以 «深信马列岁暮

志更坚ꎬ 传播真理日久见忠诚» 为题ꎬ ２００８ 年 «党建» 第 １ 期以 «栾

文盛: 深信马列志更坚» 为题ꎬ ２０１５ 年 «夕阳红» 第 ７ 期以 «致力理

论研究 热衷三尺讲台» 为题ꎬ 介绍了他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６０ 多年的

感人事迹ꎮ 离休 ３０ 年来ꎬ 他获得各种荣誉奖励 ４５ 次ꎮ 其中ꎬ １３ 次荣

获优秀政协委员称号、 ５ 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其中ꎬ 一次为标

兵)、 １０ 次获省、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 两次获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ꎬ 是全国 “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ꎮ

亦简亦丰的生命写照

人的生命有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ꎮ 于自然生命而言ꎬ 栾老是简单

的ꎮ 他生活简朴ꎬ 每次见他都是那件简单的夹克衫ꎬ 装满书报的公文

包ꎮ 他的家居极其简单ꎬ 甚至可以称之为简陋ꎬ 老式书架上一排排摆

放着他的 “老伙计” ———剪裁、 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ꎬ 林林种种的参

考书籍和资料ꎮ 为了节约时间ꎬ 栾老师最常吃的就是煮挂面ꎬ 春夏秋

冬周而复始ꎮ 但于精神生命而言ꎬ 栾老却是异常丰富的ꎮ 他一生追求

成为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员ꎬ 成为一名为党工作的理论工作者ꎮ ２０１４

２



序　 　 三

年ꎬ 学校发起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党校人” 大讨论ꎬ 他获悉此事ꎬ 主

动提出自己也要加入ꎬ 要发挥一名老教员的作用ꎮ 每当学校有新教师

上岗ꎬ 他便主动提出要为年轻教师讲一讲校史ꎬ 讲一讲理论工作者的

使命和责任ꎮ 至今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机关、 社区和乡村大大小小的

讲台ꎮ 离休至今累计辅导授课已达 １０００ 余场ꎮ 传授知识固然是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ꎬ 但更主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进行着精神引领ꎮ 他

超越了物质ꎬ 淡然了生死ꎬ 更多的是对精神生命的追求ꎮ 耄耋之年ꎬ

有的人与此无缘ꎬ 有的人病入膏肓ꎬ 有的人则干脆回归简单的肉体生

命ꎮ 栾老不一样ꎬ 他心中总有 “行百里路半九十” 的人生警悟ꎮ 所以

他很忙ꎬ 仍然每天过着 “五子” 生活ꎬ 即报纸、 稿子、 台子 (讲台)、

孩子 (关心下一代)、 老子 (老有所为)ꎮ 他声音洪亮ꎬ 目光炯炯ꎬ 精

力充沛ꎬ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ꎮ 笔耕不辍ꎬ 晓谕世人ꎬ 不亦快哉!

传而习之的的人生历程

栾老师 １９８０ 年入党ꎬ ３５ 年来ꎬ 对马克思主义他深信不疑ꎬ 对党

的热爱日久弥坚ꎬ 更以自己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走出一名党校教员爱党、

研党、 宣党的革命里程ꎮ 曾子曰: “传不习乎?” 他的答案是传而习

之ꎮ 他对党忠诚、 笃信不移ꎻ 他躬身实践、 爱岗敬业ꎻ 他传播真理、

致力探索ꎮ 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已经内化成他自己的党性修养与政

治品格ꎮ 栾老至今已在 «求是» (内部文稿)、 «新长征»、 «吉林日

报»、 «北京日报»、 «调研参考» 等报刊发表理论研究文章 ２００ 余篇ꎬ

刊印专辑 １１ 本ꎮ 在理论研究ꎬ 他特别重视关于党校教育教学规律的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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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召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讨会上ꎬ 中央组织

部副部长王京清发表了专题讲话ꎬ 明确提出 “搞好新时期的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ꎬ 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ꎮ “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等

培训机构ꎬ 要当好理论研究的主力军”ꎮ 其实ꎬ 党校教育教学规律的探

索历来是各级党校理论工作者的一件大事ꎮ 党校的教员应该始终在研

究状态下来工作ꎬ 增强对实际工作的理论思考ꎬ 讲课研究两不误两促

进ꎮ 栾老作为一名基层党校的老教员ꎬ 一直致力研究ꎬ 真正体现了干

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的治学精神ꎮ 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责任意

识ꎬ 他一直身在其中ꎬ 始终在路上ꎮ 也正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理论研

究ꎬ 所以才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ꎬ 他的课也一直受到广泛的欢迎和

好评ꎮ 本书中收录的 «学习方永刚ꎬ 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

士» «任重道远ꎬ 理论界的未来属于青年» 等 １７ 篇文章ꎬ 全部是关于

党校发展和建设的相关研究ꎬ 特别是党校办学规律、 教学规律的研究

和探讨ꎮ 这对于干部教育的实践而言ꎬ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ꎮ 我们愿意

奉献给所有党的理论工作者ꎬ 愿更多的人以栾老为楷模ꎬ 在党的干部

教育事业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ꎮ

(作者: 中共辽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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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

部的学校ꎬ 是党委的重要部门ꎬ 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要渠道ꎬ

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ꎮ 党校的定位决定了党校教育的特殊性ꎮ

党校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现象ꎬ 虽然具有教育的一般属性ꎬ 但也有

自己的鲜明特点ꎬ 包括特殊的对象、 特殊的需要、 特殊的内容、 特殊

的要求、 特殊的目标和特殊的方法等ꎮ 以党校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党校

教育学内容是广泛的ꎬ 以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 来看ꎬ 主要包

括领导体制、 班次和学历、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队伍建设、 学员管

理、 机关党的工作ꎬ 以及行政管理等ꎮ 这些方面ꎬ 可概括为党校教育

论、 党校教学论和党校管理论三大系统ꎮ 这三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

体ꎬ 它的核心是党校姓 “党”ꎮ

党校教育学是一门既有悠久历史又是新兴的学科ꎬ 既要总结历史

经验ꎬ 又要创新理论体系ꎬ 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ꎮ 当前ꎬ 要以深入

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 为准则ꎬ 就教学工作、 队伍建

设和学员管理等现实问题进行研究ꎬ 总结经验ꎬ 力求有新发展ꎮ

我于 １９５２ 年参加东北局在沈阳举办的 “东北工业干部学校” 理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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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班培训ꎬ 步入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ꎬ 至今已有 ６０ 多个春秋了ꎮ

１９８５ 年调入辽源市委党校任科社教研室主任ꎬ １９８７ 年创办 «辽源党校

学报» 任主编ꎮ １９８８ 年离休后ꎬ 继续在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离岗后ꎬ 也一直在关心党校的教育事业ꎮ

«党校教育研究文集»ꎬ 是我调入党校至今 ３０ 年有关党校教育研究

成果的主要部分ꎬ 大部分在有关刊物发表过ꎮ 这些成果的价值只能由

专家学者和历史来评价了ꎬ 它只能反映了我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的治学精神ꎬ 突出实践性ꎬ 与党校教育学的要求相差甚远ꎮ

党校领导对这些成果高度重视ꎬ 编印成集ꎬ 深表谢意ꎮ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