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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盛世修志，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在新 5，：

÷ I 的历史时期，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为了继往开来，充分发挥志书“资治、‘ ：。：

，～j ’：存史、教化’’的特殊功能，遵照上级指示，我院于1991年6月正式成立了院志j 二

。，， ．、一编写领导小组和院志编委会，把我院第一部院志的编写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
7 ， 我们编写院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j t j．

．．： 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辨证唯物史观，遵循“详近略远劳、。详异略同力、“立足当，

j’代，突出时代特点和体现本院特色”的原则，在反映历史发展的主流、成绩与光t一
·

～，： 明的同时，也不讳言历史前进中的曲折和支流，力求能实事求是地、较详尽地一。”1：。。
+反映我院从建校到现在的全部发展历程。为此，我们组织了由我院各部门有关’．j，j

‘

人员组成的院志编写小组，广泛搜集资料，参考兄弟校的史志，从我院办学特一

色出发，拟定篇目和提纲，分工负责，分章编写。其间由于编写人员大都各有本一．

’． 一 职工作，日常事务缠身，院志的编写时断时续。延至1992年7月，始成初稿，经． ‘，

，“ 院志编写领导小组审查，并经有关各方审阅，再行补充修正，终于10月定稿。 ，j：

，

．， 众手成志，体例、文风难免不一，史料裁剪、各部分衔接亦未尽善，更兼“文

一
7 ．革浩劫"，我院前期资料大都散佚，这些，都给这部院志带来诸多缺憾。‘但这毕：‘*

竟是我院有史以来的第。部《院志》，它是我院三十年风雨历程的总结，也是我’ !

．’ 们开创未来的新的起点。如果说，我们已经完成的仅仅是一部壮丽史诗的开，，。

’+：· 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以我院全体教职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工作，’ ，

_一

必将抒写出更加辉煌的续篇。‘ 、 、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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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力求体例完备，卷首载“序”、“编写说明”、“概述"。“序”写本志书

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全志编篡始末；“编写说明’’阐明本志书的编篡法则和条例；

“概述”为全志之纲，综述我院历史与现状之概貌。编末“大事记”为全志之经，

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之文体；其他各章节纵横结合，横向分类，纵向记

述，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力求把本志书编成“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统一，内容和形式统一的信史，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各校志设置章节框架结构，大同小异。本志为突出本院办学特色，设置

了“教育行政干部培训’’、“师资培训”、“教学研究"三个专章。

，．三、本志“大事记”详近略远，主要选记本院建校以来的大事、要事，力求大

事、要事不漏，小事、常事不录，以表明本院历史发展之大致脉络。

四、本志编写上限1960年初，下限1990年底。

j 五、本志所依据之史料，均经认真查实，力求准确无误。 一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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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创办至今凡三十年来．几经曲折，反复探索，由小到大，而今规模初。 之7，

具，并逐步形成了。培训、教研相结合，面向中学；服务普教’’的办学特色，成为。’

本地区中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继续教育的中心。建校兰十年来历经如下几3 ／，．，

个阶段：：’7·‘
4

．．，’r。‘}
·‘。j ：：∥◆+6·’江jj l、? 。jj，‘4 0。“。!

一 1

{”一、我院的前身一福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创办。：五十年代初，市教育局中教， 。

科就设置有教学视导员，以后成立视导教研组，1957年8月，市教育局就明确 2、

划分了中教科与视导教研组的不同职责，1960年5月，在视导教研组的基础’，。

上成立福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并从视导教研组中抽调十几位教研人员，参加进 ：： ”

修校工作。初期学校规模很小，未单独建制，与市教育局合署办公：学校没有建 ¨
立党支部，也没有设置行政后勤办事机构，一切均由市教育局统一管理。学校‘

。

编制35人，设中学教研室、小学幼儿教研室、工农业余教研室，组织开展全市．；’‘

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学研究。当时因客观条件差，教学设备不足，开展教研浯动。 。·

时只能借用几所中学的教室：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师仍做了大量的工作。由各
’‘

学科教师牵头，组织了由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组成的校际教研组，研
’。

究各学科教学中的重大问题和初、高三毕业班教学问题；开展公开教学、观摩‘+

教学、编写复习资料、办培训班等。校际教研组成为全市中学各学科教研的核‘、～，

心，发挥了集体研究、以老带新的作用，推动了我市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我省
’

1959年高考及格率夺取全国红旗之后，我市中学的教育质量1稳步上升，与校 +’：

。

’

-际教研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60年，《福建教育》就此发表题为《校际教研组+
，在提高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的文章，这是继1959年12氨21日．《人民日 ：。

。’． 报》发表题为《先进帮后进，老校带新校，福州市各中学携手共跃进》专论文章，_
．

j， !后，对我市教研工作经验的又L次肯定。。}、．!‘ ‘．。7．·，。卜7：’：：。。，· 7：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的正常工作被迫停顿。1970年2‘‘

’

。

。． 月，学校停办，人员下放到工厂、农村，教学资料被当作废品处理o＼i972年底，i， 一j

，t一 当时以“教育革命”的需要，福州市革命委员会宣教组在原市教师”进修学校的
‘ o

≮。。 基础上，组建了福州市教师训练班，也未单独建制，与宣教组合署；峥公，师训班 ．、‘二

；， 的领导人由宣教组的教育组负责人兼任。1975年为缓和师资短缺的矛盾，师j i

“

。。 训班曾举办了数学、语文、政治、体育、生物等五个学科的师资培训班。j．一．j-。‘
J。J 、，；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

、行，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新8年，师训班办公地点迁＼至福州师
’’

’范学校第二附小内，改名为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确定人员编制、机构设置、明’ t

一‘‘J，． ．’|j．一3一：：j!。／。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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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隶属关系，实行单独建制，并建立了院党支部。1979年，在光禄坊兴建新校

舍。设置了院办公室、理科教研室、文科教研室。院办公室下设秘书科和总务

科。同时全面恢复福州市中学校际教研组活动，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复办

后，我院组织教师学习“文革”后新编的教学大纲和新编教材。1978年，我院组

织政治、语文等九个学科中心组成员一百多人参加的教学研讨会，在总结教学

经验基础上，讨论并编写了高中毕业班复习资料，该套资料后来由天津科技出

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时候我们办学条件也得到初步改善。 。

1980年12月，院首届干训班开学，参加培训的是中学中层以上教育行政

干部，从此奠定了我院师训、干训、教研相结合的办学格局。

三、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教育改革的高潮也正兴起，我院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85年2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教

委备案，我院升格为福州教育学院。属师范性质的成人高校，仍由市教育局主

管。院党支部改为院党总支，学院实行院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中层行

政机构设有办公室、教务处、于训处、总务处，1987年又成立了高师函授站。院

党总支下设院部、电大班、干训班三个党支部。1987年学员陆续毕业，电大班

和干训班的党支部相应撤消，在党总支部下设四个党分支部：第一分支部(办

公室、总务处)，第二分支部(教务处、干训处、函授站)，第三分支部(文科)和第

四分支部(理科)。院党组织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重

视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教职工和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注重不断

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同时注意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密切党群关

系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团结民主党派，促进我院团结奋进集体的形

成。 ，：． ：，：

我院的办学设施亦逐步完善、充实。现有校园占地面积7．2亩，包括办公

楼、教学楼、实验综合楼、学员宿舍楼、教职工宿舍楼、食堂及其他配套设施，另

有一幢教工宿舍楼建在院外，总基建面积达11180m2，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

有固定资产约22万元，添置了摄像机、编辑机、录放像机、投影电视等多种电

教设备，建立了电子计算机房，语音室、演播室等，图书4万多册，杂志4百多

种。1988年国家教委拨给我院世晃银行贷款国内补贴人民币100万元，以逐

步添置、更新教学设备。
。

．
、

现在，我院承担了我市1万多中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培训以及指导

与组织三百多所中学开展教学研究的双重任务。与普通中学课程对应，我院设

置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等

十二个学科教研组，并建立了电教及教育学心理学教研组，现有教职工88人，

其中教学人员65人，教授、副教授及中学高级教师22人，讲师及中学一级教



十

师19人。 。
。‘‘， j j1，． ：‘㈠ 。?∥’ ：’．t：：’。’，’一’：一

师训向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发展。1985年，我院举办了中文、数学等专、 ，

t 业大专班。共招收45名学员，经两年学习后考试合格全部毕业。院高师函授站
’

成立后，与华东师大、福建师大、省教育学院、福州业余大学等联合办学，进行
学历培训，共招收高中起点的大专班679人，大专起点的本科班567人。’为少1r

数学历未达标的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我院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
“

后培训，共举办各种短期脱产班63班，参加学习有9589人次，业余班参加学·

；

。

‘习有5058人次，组织。教材教法合格证书’’考前辅导班，参加学习有1600人；
‘‘ 。专业合格证书’’考前辅导班，参加学习有300多人：培训工作从我市中学师资
、J。 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中学教师的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立足于提高教师·

· 的教育、教学能力，很受中学教师欢迎。 ：：7。 ’．：’ 叫一 。： ’j?。。 ，

干训着重抓教育理论的学习，组织学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学校管理学，学习各地教改与管理经验。1987年后，适应

形势需要。根据中学教育行政干部工作分工的不同要求，进行岗位培训。1980，

年以后共开办干训班29期，参加学习有838人，1984年还招收有党政干部大

专班27名，经两年学习后，考试合格，全部毕业。通过干训，提高了教育行政干．，

： 部的思想水平与业务素质，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推动了我市教育改革和教一

改试验，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

．
*。

我院主要通过组织教研队伍、加强教学指导、开展教改试验、总结教学经

验、传递教改信息等方面开展教研活动。校际教研组进一步发展为全地区的教 ，。

研网络。在市属中学12个学科组织了’263位有名望的教师组成校际教研组，

由数百名骨干教师组成年段校际教研组。现在校际教研组成为行政部门的教．

育教学的参谋部，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实行老、中、青相结合的阵地，联系和

团结广大教师的桥梁。同时，我们还十分重视加强与区、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联

系，搞好院校之间的分工协作，及时帮助解决区县教师进修学校在培训教研中

，

． 的困难。在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帮助下以重点中学或完中为依托。建立了39个’ ．

教研片，从而形成了市区与郊县密切联系的群众性教研网络，有计划、有组织、’
；

有目的地开展教学研究，进行教学评估和质量检查。各学科围绕我院提出的

哼，
‘ “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各学科教学之中’’、。大面积提高初中教学质量’’和“中学教

， 师的继续教育’’等课题进行研究，促进教改的深入发展。我们借助于挂靠在我。 ．i ．

院的各学科学会、研究会，组织学术交流。为了向教师提供教改信息和辅导中

学生学习，办了《福州教学》和《教学参考》等内部刊物。
’

我院自建校以来始终与市教育行政领导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坚持为普

·教服务的办学方向，紧紧抓住中学师资与行政干部的培训工作，大力开展教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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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教研促进培训，为培训提供课题，使培训内容更加充实更有针对性。而

培训也能带动教研工作的更好开展。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支以专

职教师为主导，以兼、聘教师为基础的师资队伍，构建了一个适合于本市师资

状况和中学教育教学实际的职后培训的模式，受到了中学领导和中学教师的

欢迎，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多次被省人民政府和福州市委市府授予

教育先进单位、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990年3月，国家教委师范司金长泽司长

率国家教委复查组对我院工作进行复查，复查组同志在听取汇报和召开各种

座谈会后，对我院工作作了如下评价：方向明、思想正、路子对、质量好、效益

高。认为“是我们构想中的教育学院的模式"。当然，我们工作还存在缺点和问

题。特别是学校场地很小，经费不足，师资队伍建设和各项办学条件都存在困

难，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在上级的关怀和领导下一定能逐步得

到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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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学院领导体制的演变 ’；， 一
： o； ；二 +-。?‘ j。一’’，，

“
。1960年福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成立，隶属于福州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全市 、．

’j’ 的教育和教学研究工作。初期和市教育局合署办公，1962年迁出福州市教育．
‘

～ 局，到鳌峰坊新址办公，直到1966年“文革’’学校停办为止，未单独建制。学校：

实行校长负责制，由市教育局副局长韦其莹兼任校长，副校长汪文彦主持学校 ．，

，

常务工作。当时学校规模小，人员仅三十余人，其中小学教研室编制十余人。校。．

长经常吸收全校教师参加校务会议。研究工作。1972年市革委会宣教组以原，
，

教师进修学校为基础，成立福州市教师训练班，由宣教组教育组的负责人兼任，

师训班负责人，成为市革委会宣教组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学业务部门。 ． ，‘．．+

，1978年3月根据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精神，福州市师训班改名为福州市·：’

教师进修学院，确定人员编制、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这是学校单独建制的开
．’ 端。同年10月，中共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支部建立，学院开始实行党支部领导 ，*一

’下的校长负责制。1980年初，原党支部负责人林壁人调离，未增补支部负责．
‘ 人，由两名副院长分别分工负责教学和行政工作，实际上是实行院长分工负责 ，_

’制。1983年调进陈玄松院长兼副书记(1984年改任为院长兼书记)，健全了院 ，

党支部，继续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 、．，。’，，

1984年，根据国务院国发(1982)130号文件精神，成立了福州市教师进修。．‘_·

学院院务委员会，作为学院的审议机构，讨论研究学院管理的重大问题，协助，． 一，

院长决策。院务委员会由院领导、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组成，院长任主任委员。。 、，

。

1985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教委备案，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改名

。 为福州教育学院，明确规定学院是一所师范性质的地方成人高校，处级单位，。 ，，

( 主管局仍为福州市教育局(现福州市教委)。同年院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实行 一

』。 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总支是学院的政治领导核心，学院的一切重大
’

、 ．。·’问题，必须经过党总支讨论决定’，然后由几位分管院长分工负责执行。．”．。 ，

’

。1989年4月市教委下文决定我院等10所市属学校试行校(院)长负责
制，1989年6月北京发生动乱，党中央强调要进二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核心，，

： 作用，中共福州市委根据中发(89)9号文件和国家教委、省教委关于学校领导

‘体制的问题的有关规定精神，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发出榕委(90)综124号’ ’．

《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意见》的文件，决定我市高等院校原则上实行党委领导

7。．：。 ＼： ，‘． _7_。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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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校长负责制。我院又恢复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党总支担负起把

握学院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领导的责任，同时充分发

挥院长在管理学院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直到现在学院仍实行这一管理

体制。 ．

二、机构设置

从1960年建校起，随着我市教育、教学工作的发展，学院的机构设置也在“

不断演变，逐步完善。1960年至1966年，福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尚未单独建制，

人员编制、工资关系、党员组织关系等均在市教育局机关，行政后勤办事机构
’

也未建立，由市教育局统一处理行政事务，学校只有教学人员，下设中学教研

室、小学幼儿教研室、工农业余教研室等三个教学业务部门。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70年2月学

校停办。1972年底由于“教育革命’’的需要，抽调原进修学校的部分教师，建立

福州市师训班，开展一些师资培训活动，师训班归属当时的市革委会宣教组领

导，也未单独建制。

1978年3月师训班改名为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从此学院开始单独建 一

制，在行政系统方面，实行院、室(处)两级管理体制。由于当时学院办学规模

小，人员严重缺编，只设立院办公室、理科教研室：文科教研室三个室，后来院

‘办公室下另设立秘书科和总务科。

随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院承担的培训、教研双肩挑的任务加重，办事机

构的设置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充实。1984年9月成立

院务委员会，取消文、理科教研室及院办公室的秘书科和总务科，改设“一室三

处’’机构，即办公室、教务处、干训处、总务处，1987年5月又增设高师函授辅

导站。教学行政组织设有政治、中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体育、音乐、美术、电教、教育学心理学等14个学科，分别负责全院各个专业的

培训、教研等工作。为了协助院行政做好有关方面的的工作，还成立了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领导小组、教师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院刊编委会以及治安保卫、

计划生育、离退休教工、外事等组织管理机构。+ ．、

，

学院的党、团、工会、妇女、民主党派等组织也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
-《

．． ＼ o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福州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
‘

。。 ＼

’

＼
●

。一、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 ．＼

1960年建校至1978年，学校未成立党支部，党员组织关系隶属于市教育

局，党员活动亦由市教育局机关党组织统一领导和安排。1978年10月，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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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共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支部委员会，有党员12名，经过选举，产生了首届1．

党支部委员5人。1985年5月成立中共福州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下设院～

部、电大班、干训班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71名；其中学员党员43名i 1987年。

学员陆续毕业，取消电大班和干训班两个党支部，把院部党支部改分为四个党。1

支部，即第一党支部(办公室、总务处)。、第二党支部(教务处．、干训处、函授站)、，：

第三党支部(理科)、第四党支部(文科)，共有党员40名。。|、 √，‘： ，‘，。。

·‘I党总支(支部)按照党章规定进行选举；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统战：’

委员、纪检委员、青年委员等，各个分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建立岗

位责任制，明确职责范围。：党总支和各分支部都制定每个年度的党建计划，党．。、

总支(支部)建立议事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支委会，还经常召开党总支扩大会j

议，请各分支书记、中层干部、群团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

作，研究和解决院内重大事情。一≯’一 一扎， +√：·．一；‘：；j：一’

：． 党总支(支部)通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 ”。|。

，： 党外群众对党的认识，不断扩大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队伍，认真落实申请入党，、

：‘ 同志的培养措施，把好建党冀入口关弦。1978年以来，共发展党员19名，特别是‘ 、。：

．|

。 1985年成立党总支后，党总支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中组部关于解决知一；“

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重视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五年间共发展党员+
-一、 16名：其中知识分子占15名。1990年学院共有党员47人；占全院教职工总数、1。 ．

√ ， 的51％，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 ·

，，’．

4：
‘

学院党总支(支部)对党员要求严格。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的民主生 、； ，。

；

活会逐步正常化、制度化，做到每周一次党员组织生活，党员领导干部一年两．『

次双重组织生活。从70年代末开始，建立党章学习小组，组织党员和党外积极’ ．

分子学习党的基本知识。80年代后，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复盖面，举办有系统的，

。党课讲座，聘请省委党校党建室主任何云青教授作四讲党课讲座和收听市委，

主办的系列电视党课讲座，党总支委员和部分党员也分专题上党课，党总支还：
． 选派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参加教育系统业余党校和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学习。 +；

-

I j党总支对党员的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根据不同的时期，组织党员学’ ’■

，，， 习党的文件或重要文章，开展党的知识竞赛，进行党建研讨等活动，正面灌输，： 一

、 。 正面教育，解决党员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组织党员收听、收看党内教
： 育内容的录音、录像，听取典型先进人物现身报告，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 4．

． 组织党员走出院门，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参观访同，了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卜i。

’4增强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开展“二优一先"评选活动”
‘

、组织党员学雷锋、学焦裕禄，形成“比、学、赶、帮、超”局面，增强党组织的活力。‘ ’．．

党总支(支部)注重思想作风建设。党员要向组织汇报思想，写好年终自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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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小结。要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支(支部)认真总结经验，进

一步加强党风党纪建设。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上级党委的

布署，认真进行了整党。1989年贯彻执行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

制度的意见》，在党内进行首次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党总支把整党和民主评议

党员工作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作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的有

效途径，因此制订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整党和民主评议党员后，对个别

缺点较明显的党员，进行了重点的帮助，指定支委或党员与其谈心，帮助提高

认识，让其焕发革命精神。现在党总支坚持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1990年，按照市委和市教委的布署意见，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切实进行

一次思想、组织和纪律的全面整顿。党总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提高了党

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86年12月学院被中共福州市委评为全市在党

风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首批单位。

下为1990年12月中共福州教育学院党总支部委员会所属全体党员名录

(按入党先后为序)：
、

林修桑、林振铨、郑铿云、郑连都、陈玄松、沈依明、吴自成、黄锦涛、徐清

霞、郭道平、陈以铮、林永海、黄穆鹏、林玉润、王笑棠、陈葆荣、张荣金、朱立鼎、

戴建生、郭春光、邹秀玉、戴光禄、林月琴、刘立人、邱德钢、叶诚良、张淑铭、王
。

宛赓、贾承纪、黄向明、章应甲、郭洪江、林娜、陈心如、张海燕、许金山、鄢秀

微、陈由榕、林曼、倪木森、郑宜波、陈敏冰、陈扬东、尹莺平、熊美萌、陈新、

吴屏来。
，

。；二、党组织在学院工作中的地位和任务 ．、

中国共产党福州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是在中共福州市委和市教委党委

领导下的基层组织，是学院的政治领导核心。党总支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挥集

体领导作用，研究和决定学院的一切重大问题。 ，．

学院党总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以及上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决议和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学院

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推进学院发展和改革，办出特色；力口强党的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做好教

师、职员、工人和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平衡和调整人际关系，促进全院形成一个团结奋进的整体；研

究决定学院的重大事情，支持院长搞好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干部考

核、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泐口强对工、团、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发挥这

一10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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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些组织在密切党群关系中的桥梁助手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骨干作用；对

．，、，民主党派组织实行政治领导，做好统战工作。 i．一．j；‘。。·‘+。
；

1，。‘

， ：．。+√三、学院的工、团、妇、民主党派组织及党总支对群团组织的领导1 ，’

。、
i

1982年6月，中国教育工会福州教师进修学院委员会成立，1990年福州 t．．j，

·， 教育学院工会委员会第四次换届，共有会员89人：工会委员会设正、副主席、。t．‘
小 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体委员、女工委员、财务委员、福利委员、勤工俭学委一一’

‘。‘， ：员，并成立了工会经审委员会，由三位教工代表组成j院工会在上级工会和院 ，’。

。‘ 党总支(支部)领导下以及院行政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全面履行工会的维护、建 ’．。

： ．设、参与、教育的职能i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团结和教育教职工，不断提高教职 ：⋯

_ 工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组织教职工积极参加学院的民主管理；关心教职工。。

、． 的物质文化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保护教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

益：一 ⋯。， 。。。，。：’。 。·j．．·： -’·’-．．
，f’

}r
． ：一 ． ： -’

，’． 。1990年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录： ‘‘

。
4： 【～．+ ．

‘“，．

，

，-· 林修桑(主席)、沈依明(副主席)、刘立人(组织委员)、林玉润(福利委员)、 ‘：

。1’陈由榕(财务委员)、陈心如(女工委员)、陈伟斯(勤工俭学委员)。’ 。。’．

．： 曾任工会委员名录(按任期先后为序)：一-f’
‘

：。．
’¨

’一．：“、j

4． ’。+陈南国(组织委员)、张荣金(文体委员2、李白雨(宣传委员=『 ’、‘’’一t 一。

。 。’-_’1981年n月，共青团福州教育学院教工团支部成立，1986年，有团员24’

，人，现有团员+14人。’团支部设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至今已换届四次。
’

。团支部原隶属于福州市直机关团委，1986年组织关系转移到市教育局团委。‘ ：

为了加强团的自身建设，历届团支部制定团的工作制度和计划；协助党总支
‘

。‘(支部)对青年教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配合学院行政帮助青年教职工提高．

．．7文化业务素质；组织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政治教育和文体活动；组织团员参加‘|

党章学习小组，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已有g名团员加
’

．，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1987年团支部分别被评为福州市直机关和市教育： j

： ，系统先进团支部，林曼等多人荣获市直机关和市教育系统新长征突击手、优秀。 。．

、，～． 团干等光荣称号。
、

‘
1⋯ ·+。+： 、：

’

”，。 ‘：I

；。
．‘’ ．1990年团支部委员名录：。． 。．：．： ，’． ’j一 ．

’

、。一，；，： ，郑宜波(书记)、林曼(组织委员)、方彦进(宣传委员)。 ：一，： -^

‘，
一 ，曾任团支部委员名录(按任期先后为序)：，．．．。 ．：

。‘ ’·一{赵云(书记)、王礼惠(组织委员、书记)、林铭钦(文体委员)、许利军(文体 。．

一 ”，委员)。．： ’，”．，4：．． 一一
，“ o ， 。：’ -．

·，+，

。1990年前，学院的妇女工作由工会女工委员陈心如负责。1990年，党总支，|．

，‘’ 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妇女工作，增派第二党支部书记吴自成协助工会女工委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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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抓全院的妇女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对女教职工的思想政治、计划生育、家

庭、子女、婚姻的教育；开展适合女同志特点的各项活动；努力维护妇女的合法

权益；调动占全院教职工总数30％的女教职工的积极性。我院从1988年起连

续三年被福州市妇联评为福州市妇女工作“三八”红旗单位。’

几年来，院内教职工参加民盟和民革组织的有7人，现成立有民盟福州教

育学院小组。院党总支(支部)始终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统战工作方针，坚持民主协商制度。大胆提拔民主党派人士，其中

一人为院中层干部，三人为学科负责人。民主党派在院党总支(支部)统一领导

下，各自独立开展活动，他们与党同心同德，为办好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福州教育学院民盟小组成员： ’。

r

林裕松(组长)、郑上殷、刘开业、陈贤群。

调出的民主党派人士(以时间先后为序)：

陈心华(民革)、吴大钟(民盟)、陈永淦(民盟)。

党总支既尊重各群团组织和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又重视对这些组织的统

一领导。工会主席是党总支委员；党内专设青年委员，负责协调共青团开展工

作；党总支统战委员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联络工作；负责妇女工作的女同志是

院党分支部书记。党总支经常召开支委扩大会，请群团组织的负责同志参加，

共商院内大事。党总支定期听取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的汇报，经常征求民主

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讨论这些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支持他们按照各自的任务和特点大胆工作，采取措施，扩大群团组织参政

议政的民主渠道。
一

中共福州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历届总支(支部)成员一览表

书记 副书记 ‘委 员． 任职时间 备 注

林璧人 陈景汉林振铨沈依明 1979年3月 1980．7．林璧人

(支部负责人) 郑铿云。 至1980年7， 调任福三中书记

陈景汉、蔡水涌、林修桑、 1980年9月 1981．3．陈景汉调

林振铨、沈依明、郑铿云 至1983年6置
任省委党校文史研
究室主任

蔡雄涌、林修棠、林振铨 1983年7月 1984．4蔡水涌调
陈玄松

沈依明、郑铿云 至1984年4户 任市教育局副局长

林修棠、黄锦涛、黄穆鹏 1984年5月
陈玄松

林振铨、郑铿云、刘立人。 至1985年4户

陈玄松 林修椠、黄锦涛、黄穆鹏 1985年5月 1989．10．陈玄松退

(总支书记) 林振铨、郑铿云、刘立人 至1990年5户
休，由黄锦涛主持
工作。

黄穆鹏 黄锦涛、林修桑、戴建生、 1990年6月

(总支书记) 郑铿云、刘立人、郭道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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