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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名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实事求是精神，记述文史馆50

年的事迹o

二、本志上限1953年，下限2002年o

三、本志采用详近略远，突出重点，以事系人方法撰写。

四、本志使用规范化简体字编排，严格遵循国家关于出版物书写的若

干规定。

五、本志中涉及的省有关部门、单位名称，在各篇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

全称，后即用习惯性简称。

六、本志中涉及文史研究馆名称，亦同上条，或简称“X X馆"o在有其

他省市文史馆同时出现时，加“贵州”二字，而其他文史馆亦冠以省市名。

七、本志中涉及贵州文史馆内设机构及人物，亦同第五条。

八、本志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因所叙事物跨两个世纪，故在各篇开始如

涉及上世纪时用20世纪字样，后即直书年代；本世纪则直书21世纪o

． 九、本志中引用书刊名，开始时用全称，后用简称。

十、本志中涉及本馆或文献会、文光会所主办、主持的会议、活动、展

览、笔会等一律不书其名，例：X X年×月X日，主持X×X会议；X X年X

月X日，与X X等联合召开X X会议；X X年X月X日；联合X X等举办X

、X展览；×X年X月X日，组织馆员到X X活动；X X年X月X日，邀请X

X等举行X X笔会⋯⋯o

十一、本志特设“馆长、馆员”篇，刊载馆长、馆员传略和简介，以区别其

他志书中人物志；馆特聘研究员简介列于馆员之后。

十二、本志除全书附录外，其余表和附录，散见各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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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全国各省、直辖市均设有文史研究馆，值兹建馆50周年之际，

为了表述党和政府敬老崇文的重要历史意义及其工作成就，由副馆长赵少

伏同志提议，编写一部《馆志》总结建馆50年的经验，向党和政府作一次系

统的汇报，向全省人民作一次情况的陈述。这个提议，得到全体职工、离退

休人员和馆员的赞同和支持。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是开创贵州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提议单位，1980

年经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办公室设

文史馆内，经过三年的筹备，于1983年正式建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仍然有部分馆员直接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文史馆于2002年启动编

《馆志》工作，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老一辈馆的领导和馆员

多已谢世，资料大都损失，机构亦被撤销，1979年才恢复建制。经过现在

离退休的老同志，年老的馆员和各处室的同志回忆和查阅史料，才拟定体

例初稿。根据这个体例初稿，动手试写。在编纂过程中，为了不遗漏任何

一点可用的资料，各处室撰稿人员，不辞辛苦，认真细致，从馆藏档案中查

找出数十卷20世纪60年代的馆员及馆务工作的材料，从省委统战部查到

了文史馆建馆的确切日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聘任馆员的准确人数及聘

任年代等珍贵材料，从省档案馆查到馆基建的原始文件等，充实了志稿的

撰写。另外，历届离退休的老领导，在馆多年的老职工、老馆员，为《馆志》

的撰写提出很多具体意见，纠正了志稿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提出关

键的建议，补充了志稿中的不足部分，丰富了各篇的内容。在职的馆领导，

分工负责，督促各撰写人抓紧时间，合理安排其他工作，保证志稿的完成。

各处室撰稿人员，虽然多数很少接触过志书的编写，在撰稿中，除认真搜集

资料外，还虚心向老馆员请教，仔细修改撰写的初稿，按时完成了任务。其

他没有撰稿任务的职工，也积极配合，支持《馆志》编纂，做好其他工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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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应有的义务。关于著述部分，另编有《黔馆文集》和《黔馆诗集》两书。

《馆志》的编纂，得到省有关部门在经费、出版上的支持和帮助，贵州人

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在志稿的审读、编辑方面，尽心尽责；贵阳市志办公室

在出版上给予很大帮助；贵阳快捷激光印刷厂精诚合作。保质保量按时完

成了全书的印刷。以上单位对《馆志》的成功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在此一一

致谢o
、

由于时间较为仓促，难免出现遗漏和不足乃至错误的地方，敬请谅解。

在志书的体例及编纂方法上也有很多欠缺之处，还望史志界行家批评指

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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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团结

和安置一些文人耆宿，倡导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在1952年9月5日政务会议上通过在全国各省及中央直辖市设置文史研

究馆的决定。至1954年，全国各省．(市、区)除西藏、台湾外均已成立文史

研究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于1953年4月28日正式成立o“文化大革命”

中，文史研究馆停止活动，机构撤消o 1979年，恢复建制，这时的文史研究

馆已不是单为解决部分老年知识分子工作生活的机构，其宗旨是：敬老崇

文，即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发挥馆员专长，弘扬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

服务。其任务是：为馆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照顾馆员的生活，支持和组

织馆员从事文史研究活动；按照拾遗补阙、各展所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的原则，安排馆员从事著书立说，编辑书刊，从事书画和其他艺术创作和交

流，参与编史修志，参加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与当地文化团体和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建立联系，承担部分研究任务；开展海外联谊活动，以文会友，为统

一祖国做出贡献o。贵州文史馆也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事业不断

发展，并有所创新。创办刊物，倡修地方志，建立书画学校培养书画人才，

倡议成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黔风诗社，团结文化、史志界人士，召开学

术会议，整理古籍文献，承继传统诗词创作；成立贵州省文光书画研究会，

组织书画展览。聘请的馆员已由“文老贫”转向“文老名”，“馆员"已是社会

声望很高的终身荣誉性称谓。

贵州文史馆建馆之初，全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1955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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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o 1979年9月，恢复建制，称为贵州省

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列入省二级局序列，受省政府办公厅领导o 1988年

国发(57)号文明确：鉴于各地文史研究馆馆名不够统_，今后应统一定为

“X X省(自治区、市)文史研究馆”o根据这一精神，贵州省人民政府发文

明确：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更名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为正厅级

事业单位，由省人民政府领导。在统战方针、政策的贯彻和馆员的安排方

面，接受省委统战部的归口指导。

建馆初期，贵州文史馆馆址在贵阳市和平路虎门巷第一任馆长周素园

住宅o 1958年迁至正新街4号o 1979年恢复建制时馆址已作他用，中间

曾临时在几处地方办公o 1988年在省政府关怀下于贵阳市市北街175号

扩建新馆，修建办公大楼、职工宿舍，1989年竣工。

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文史馆由同级人民政府直接领

导。文史馆馆长、副馆长由同级人民政府最高行政首长聘任，原则上执行

国家的离退休制度；由德高望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党外人士担任，特另lJ有

影响的可不规定任期。在文史馆的领导班子中也要有懂文史、善管理、有

能力，熟悉统战工作、较为年轻的中共党员干部参与并主持日常工作。文

史馆机关工作人员，应按照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o

贵州文史馆从建馆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干部职工较少，一直未

设内部行政业务管理机构o 1983年始陆续设立办公室、《贵州文史丛刊》

编辑部和古籍校点组，但未经省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o 1992年，建制扩大

和行政级别确定，经省编委核实同意，明确设置办公室、组织联络处、文史

研究处、《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1994年和1998年，上述4个处室进行

两次干部调整，配备处长(副处长)、主任(副主if)和其他非领导干部、一般

干部。2001年，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贵州文史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

构改革中，列入省人民政府序列，再一次明确机构性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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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史馆从建馆伊始到1964年，先后聘任桂百铸、孙竹荪、周沆、刘

莘园、丁扬斌等名流为副馆长和馆员。这一阶段，主要是对他们“老有所

养"，也适当地组织他们学习，搞一些文史研究和书画活动o 1979年恢复

建制到1999年20年间，相继聘任一些文史书画界的知名人士为馆员，他

们大多数都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这一阶段对馆员的工作主要是“老

有所用、老有所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组织他们在退下来后继续为贵

州的文化事业．、文史研究、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发挥作用。到2000年止，贵

州文史馆累计遴选聘任馆员189人，现有馆员55人o 1996年起，经省政

府同意开始自行聘任文史书画方面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专业艺术的中年知

识分子为特聘研究员，参加文史馆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至2002年，先后

聘任五批26人。

贵州文史馆馆员实行聘任制。建馆初期到1979年恢复建制前，由省

各地有关部门推荐考察遴选，由省人民政府(省人委)聘任。1979年后，由

省及各地区有关部门推荐，省委统战部考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o

1988年后，推荐、考察方法不变，改由省人民政府聘任，省长颁发聘书o

1991年2月12日，第一次颁发馆员聘书大会在省政府举行，充分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文史馆员的关怀和重视。文史馆聘任的特聘研究员由馆长颁

发聘书，聘期5年。此外，省财政预算中每年拨出专款作为文史馆活动经

费；每年春节，省政府都举行迎春荼话会，邀请馆员座谈，听取馆员意见，并

表示亲切慰问。馆员备感亲切，社会影响很大。

馆员聘任后，文史馆在各个时期，根据馆员的经历和专业的特长，主要

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馆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

时事，采取集中和分散结合形式o 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固定的学习制

度，规定学习内容和时间，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二是为馆员提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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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史研究、诗词创作、书画活动的条件和机会，组织馆员参与古籍整理、

书刊编纂、书画展览和活动，参加地方的编史修志、书画教育、文化交流。

三是组织有宜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传统的春节、中秋、重阳和国庆、

五一及其他重大节日，举行联欢、团拜、祝寿，在每年的春暖花开和秋高气

爽的日子，外出参观游览，考察学．--j，丰富馆员晚年的生活。四是关心和照

顾馆员的生活，落实和提高馆员的生活费，补齐有些馆员的工资待遇，还协

助有关单位解决馆员的医疗费和住房问题。根据党的统战政策，落实了部

分馆员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工作密切了文史馆与馆员的联系，增进了馆

员与文史馆的感情，使馆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使他们的晚年能得其

所，余热能有发挥o ’’

党和政府没有给文史馆和馆员规定具体任务，50年代只明确“有馆员

愿意做些文史研究而且精力允许的，应该给以帮助和支持”，文史馆应“与

当地的文化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建立经常联系”，协助他们进行适当的研

究工作o 1988年国务院，1990年省政府相继对文史馆工作有了明确规定，

要求按照“拾遗补阙、各展所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组织开展各种

文史、书画、编史、修志、著书、立说以及海外联谊等活动，发挥优势，为社会

做贡献。贵州文史馆的工作主要表现在编辑书刊、整理古籍、倡修史志、书

画教育、文史学术活动、书画展览、扩大对外交流多个方面o

1980年和1987年先后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和《黔风诗刊》。《贵州文

史丛刊》是省内较早的主要社会科学刊物，1999年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并加入中国期刊网，全年收录中国期刊电子(光盘版)，在国内

外都有较大影响。截止到2002年已出刊103期，发表文章2600余篇，总

字数2120余万。《贵州文史丛刊》扩大了贵州文史馆的影响，在推动贵州

文史研究，培养地方文史研究人才上做出较大贡献。《黔风诗刊》为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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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是省内较早的诗刊，自创刊以来

共有400多作者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共出刊62期，刊载诗、词、曲、联5000

余首，研究诗词文章50余篇；与省内外数十家诗刊建立交流、交换联系，活

跃了贵州诗坛，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o 1990年贵州文史馆参加

中央文史馆牵头编辑的《新编全国文史笔记丛书》以来，除完成《丛书》中的

《黔故谈荟》外，又续编了《黔故续谈》。90年代至21世纪初，配合建馆40

周年、50周年，组织馆员、工作人员先后编辑编纂了《建馆40周年纪念

册》、《黔风诗词选》、《黔馆文集》、《黔馆诗集》和《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志》，保

存了馆员的研究成果和文史馆大量的资料o

’贵州文史馆是省内较早开展历史文献古籍整理的o 80年代初，点校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后因故未完成)。1981年继续民国《贵州通志》

的点校、整理。20年来，先后参加民国《贵州通志》点校的有20多位馆员，

相继完成该志《前事志》(已出版，240万字)、U,-物志》(已出版，220万字)、

《宦迹志》(已付印，90万字)三部专志的点校，总字数近550万，是省内最

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受到省学术界、史学界的重视和全省史志工作者、研究

者的欢迎，《前事志》、《人物志》分获省社科评奖荣誉奖、三等奖，为全省古

籍整理开了个好头，还为文史馆古籍整理培养了后继人才。此外，组织馆

员、工作人员和贵州历史文献会会员点校和参与点校的还有《丁文诚公奏

稿》、《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等古籍文献，并与贵州最大的丛林贵阳弘福

寺合组《黔灵丛书》编委会，点校出版佛学典籍五部o

1979年全国新一代地方志工作展开，贵州是较早开展这个工作的省份，

文史馆会同省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向省委呈上修志报告，

获准后即在文史馆内设立“省志筹备办公室"，开创贵州修志事业，并为之做

了大量工作，如推动县一级修志，促使贵阳市志等地州市志办公室的成立，

组织贵州最早的一批专家分赴各县市讲课，拟定省志篇目，举办全省第一次

地方志学术讨论会，协同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办方志理论学习班等，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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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修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初，文史馆又牵头联合省有关部门向省

委省政府报告，建议成立《贵州通史》编委会，编纂《贵州通史》。1992年，省

委省政府下文成立《通史》编委会，文史馆领导担任了编委会副主任，并主持

编辑部工作，部分离退休老干部、馆员也参加了具体的编纂工作o

80年代中期以后，贵州文史馆组织馆员参与了省内科研部门、学术团

体组织的各种文史学术研究活动，还在实践中改变了工作方式，主动地开

展了文史研究，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议。到90年代末，文史馆已成省内一

个较为活跃的学术部门o 10多年来，主办和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

达数十次，1992年主办的“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黎庶昌家乡遵

义地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意义|巳超越学术范围o 2000年举办的“丁

宝桢诞辰18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则是文史馆系统馆际之间文史研

究的首次合作o 1995年文史馆和文献会共同筹办了在贵阳召开的“贵州

文化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对贵州文化的研究。

文史馆员中，有的是文史书画兼长的，有的是专业的书画家，他们参加

过多种的省内外书画展和交流活动以及个人书画展o 1991年8月，文史

馆与台湾的贵州籍人士在贵阳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黔人书画展"，是两岸

贵州书画家的首次民间艺术交流盛会，对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

来，影响深远。也曾配合“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庆祝香港回归、“丁宝

桢学术研讨会”等举办了大型书画展，提高了文史馆的影响和知名度o

1995年5月，馆员侗族画家杨思藩的“贵州风景名胜诗画展”在贵阳举行，

展出以贵州各地风景名胜为内容的画作数十幅，作者以诗书画一体的艺术

形式宣传贵州，是省内第一次。

此外，到各地州市县进行书画服务，写生创作，慰问解放军、武警部队，

到学校指导师生学习书画、举办书画竞赛，春节下乡搞利民活动，书写春

联，赞助书画义卖等活动，文史馆都组织馆员积极参加。每年的馆员大会，

平时的工作座谈会都安排笔会，组织馆员一起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有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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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馆外书画家参加，增强和密切了与省内书画界的联系。

改革开放之初，贵州文史馆率先于．1980年创办了贵州省业余书法学

校。在省内开展传统书画艺术的教学，为贵州书画业余教育和传承起了带

动作用。80年代中期，又承办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贵州分校，开设三年制

的书法国画函授专业，全省招生，使用全国统一教材，提高了学校档次o

1990年5月，经省教委批准，成立贵州书画函授学院，招收社会学员，继续

书画函授教育o 90年代后期，书校、函院在各地又办了很多教学点，与企

业、学校和地方有关部门，共同培养书画人才。这项事业的兴办，填补了贵

州业余书画教育的空白，为社会广大书画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机会，为

省内专业团体、文化事业单位、工矿企业培养了艺术骨干，推动了贵州文化

事业的发展。20年来，共培养学员4000余人，分布省内各地，是贵州书画

艺术的一支后备队伍，有的学员已脱颖而出，成为贵州书画界的杰出人才

和书画教学的中坚力量。

四

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是文史馆扩大影响，发展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坚持“以文会友”原则，文史馆

对外交流逐步扩大，在同省内各文史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交往不

断巩固的情况下，也增强了与省外的联系o 1986年由贵州文史馆主办在

贵阳召开的有中央文史馆及十一省(区)市文史馆参加的工作经验交流会，

是全国文史馆成立和恢复建制以来的首次横向工作会议，影响深远，意义

重大，会议成果为中央文史馆所肯定，并受到各省(区)市文史馆的赞许。

自此后文史馆系统各种会议、活动频繁开展，丰富了文史馆的工作。

走出去，迎进来，也是贵州文史馆扩大馆际合作的一种工作方式o

1985年，组织部分馆员、工作人员先后到四川、重庆、湖北、武汉、上海等省

市文史馆学习访问，参观考察，取得很多经验。90年代开始，各文史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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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访逐渐增多，由于馆际会议的经常召开和客观原因，贵州文史馆组

团出访机会减少，馆际交流以参加会议和接待各文史馆来访为主，以此增

强与各馆的联系和往来o 1995年后，沈阳、广西、陕西、浙江、北京、辽宁等

文史馆先后来贵州参观考察访问，以座谈通报工作情况，探讨文史馆的建

设与发展，举行书画笔会、陪同参观考察等，密切了与各馆的联系o 2000

年，借举办“丁宝桢学术研讨会”之机，与山东、四川两省文史馆进行了文史

研究的合作o 2001年、2002年借中央文史馆建馆50周年、建党80周年、

北京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分别参与中央文史馆的庆典活动和浙江文

史馆主办的“六省市革命老区书画联展”、北京文史馆主办的“京津豫闽黔

五省市书画邀请展”，与之建立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

贵州文史馆与台港地区及海外人士广泛接触和交往，1991年“海峡两

岸黔人书画展"后，由《黔人》杂志社牵线搭桥，返乡探亲访友的贵州同胞和

来黔旅游、作学术访问的台湾同胞、香港人士，都来文史馆座谈访问，有的

已成为馆的老朋友o 90年代，还与贵州师大、贵州省社科院等联合，同台

湾学者一起举办了“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专题报告会和“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研讨会”等活动o

1987年，日本学者武内房司携带研究贵州历史论文来馆交流o 1992

年“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日本群马大学教授石田肇对会议的支

持、帮助很大，为会议提供大量的黎庶昌在日本的史料复印件o

90年代后期，在原有基础上，贵州文史馆发挥馆员特长，利用他们丰

富的文史知识和精湛的书画技艺，开展了为地方文化做贡献的工作，走出

文史馆大门，面向省内各地州市县，为地方文化事业服务。这项工作总结

为“开门办馆”，并已成为文史馆主要的外联活动o 1998年7月，应仁怀市

委市政府邀请，组织部分馆员到仁怀市，考察了当地的文史、书画情况，参

观了茅台酒厂，并以文会友，与仁怀市文史文化界人士进行座谈和书画笔

会，提出应加强人文景观建设，推广当地特有的家庭文化、酒文化研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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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旅游文化城市的建议，受到仁怀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欢迎。至

2002年，又先后组织了到长顺、桐梓、普定、遵义、赤水等县市的参观考察

活动，拓宽T-视g"，开阔了眼界，也丰富了馆员的生活，同时找到了新时期

文史馆工作的一个新思路。

五

文史馆在得到省有关领导和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分别于

1984年、1987年倡导成立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和黔风诗社两个学术团

体，前者率先在全省开展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后者为贵州的传统诗词发展

开辟了一个园地。由于文史馆业余书画教育的影响，造就了一大批书画爱

好者，1988贵州省文光书画研究会成立，在文史馆的领导下，吸收省内各

地的中青年书画工作者参加，组成省内较大的书画学术团体，为贵州书画

事业特别是群众书画工作做出较大贡献。两会一社，团结汇聚了全省文

史、书画、诗词英才，文献、文光两会的会员达到400多人，遍布全省。诗社

的社员，除文史馆员外，都是贵阳地区研究、创作诗词的耆宿精英。文史馆

依靠两会一社，做了很多的事，而两会一社得到文史馆的支持，也为贵州文

化的发展做出很大成绩o 。

贵州文史馆的50年历程，随着国家形势大好，事业也快速发展，在各

项业务及对外交流方面，创造了多个第一次，充分证明了党和政府设立文

史馆的正确。馆员们老有所为、尽力而为，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继承和

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促进统一大业，真正地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o 21世纪是一个新的时期，文史馆的工作亦应“与时俱进"，开

创一个更加辉煌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大目

标，文史馆今后的方向还要就建设小康的多方面的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探

讨，为此而做出必要的贡献，也使文史研究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满o

9 一Z 7
／(一，

L■L■■r

P



目 录

概述⋯⋯⋯⋯⋯⋯⋯⋯⋯⋯⋯⋯⋯⋯⋯⋯⋯⋯⋯⋯⋯⋯⋯⋯(1)

机构沿革·组织人事

一、建置沿革⋯⋯⋯⋯⋯⋯⋯⋯⋯⋯⋯⋯⋯⋯⋯⋯⋯⋯⋯⋯⋯⋯⋯(3)

二、机构与人员配备⋯⋯⋯⋯⋯⋯⋯⋯⋯⋯⋯⋯⋯⋯⋯⋯⋯⋯⋯⋯(4)

夕 三、组织人事⋯⋯，⋯⋯⋯⋯⋯⋯⋯⋯⋯⋯⋯⋯⋯⋯⋯⋯⋯⋯⋯⋯⋯(9)

四、馆员工作⋯⋯⋯⋯⋯⋯⋯⋯⋯⋯⋯⋯⋯⋯⋯⋯⋯⋯⋯⋯⋯⋯(14)

I 行政事务

。

一、机关管理⋯⋯⋯⋯⋯⋯⋯⋯⋯⋯⋯⋯⋯⋯⋯⋯⋯⋯⋯⋯⋯⋯(31)

l 二、后勤管理⋯⋯⋯⋯⋯⋯⋯⋯⋯⋯⋯⋯⋯⋯⋯⋯⋯⋯⋯⋯⋯一·(32)

}} 三、图书档案管理⋯⋯⋯⋯⋯⋯⋯⋯⋯⋯⋯⋯⋯⋯⋯⋯⋯⋯⋯⋯(33)

四、基本建设⋯⋯⋯⋯⋯⋯⋯⋯⋯⋯⋯⋯⋯⋯⋯⋯⋯⋯⋯⋯⋯⋯(34)

} 党组织·T会
l

一、党组织⋯⋯⋯⋯⋯⋯⋯⋯⋯⋯⋯⋯⋯⋯⋯⋯⋯⋯⋯⋯⋯⋯⋯(41)

二、工会⋯⋯⋯⋯⋯⋯⋯⋯⋯⋯⋯⋯⋯⋯⋯⋯⋯⋯⋯⋯⋯⋯⋯⋯(45)

业务活动

一、文史研究⋯⋯⋯⋯⋯⋯⋯⋯⋯⋯⋯⋯一⋯⋯⋯⋯⋯⋯⋯⋯⋯．(49)

_一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