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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昆钦

盛世修志，振兴中华。正值欢庆汕头经济特区创建十周年和

正式实施扩大特区范围之际，我们又迎来了汕头市委党校建校40

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汕头党校志》和大家见面了。这对

于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继往开来，进一步办好党校，加强特区

党的建设，无疑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1952年9月创建。40年来，汕头市委党校

(前身为粤东区党委党校、汕头地委党校和原汕头市委党校)，

先后在粤东区党委，汕头地委、汕头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紧密配

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培养教育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40年来，共举办了各种班次460期，培训、轮训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和各类干部78825人次，向全市输送了大批优秀人

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3年地、市合并以来，为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汕头市委进一步加强对党校工

作的领导，重视党校的建设，以党校为阵地轮训、培训了大批党

员干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

市委党校由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转变为短期轮训和长期培训

相结合的培训干部的体制，标志党校教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

段。十年来，党校共举办了各种班次276期，包括业余函授教育，

培训轮训干部36491人次，相当于前30年训练干部数的总和。在采

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方式，扩大办班规模，加强干

部训练的同时，市委党校教学改革和自身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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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现在已具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教学科研队伍和行政

管理队伍，有健全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机构，配套的教学设

施和生活设施，以及建设雅致、景色优美的校园环境，成为全市

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的好地方。

40年间，党校教育也曾经历过益折发展阶段，受到过“左"

的错误影响以及“文革”十年浩劫的破坏。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路线的指引下，党校建设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委党校按

照党校教育的特点，努力发挥政治优势，办出党校特色，积累了
’

较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着重提

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

题的能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主课，党性锻炼为核心，进行理论、业务和科学文化

知识的全面培训，坚持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方法，提倡互教互

学、教学相长，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坚持从严治党，从

严治校方针，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遵守纪律，

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传统作风，做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和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尤其是进入九十

年代后，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党校在

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有着特男q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加

强党校工作，对于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可靠接班人，确保各级 t

领导权都能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防止。和平演变一，

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I对于坚定不移地

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今后十年乃至社会主义
’

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事党校教育的同志，必须明确：新的形势对党校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党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

景。我们要进一步树立光荣感和责任感，热爱党的干部教育事

业，认真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指示精神，加强自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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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深化教学改革，以教学为中心，科研为基础，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增强党校教育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切实把党校办成轮训和

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要阵地，培养党的理论队伍的阵地，学’

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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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现状概述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是汕头市委领导下的一个部级事业单位，

是市委培训轮训党政干部的重要阵地，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校，是干部进行

党性锻炼的大熔炉。

党校校址设在离市区二十三公里的桑浦山东山湖。校园面积

为144亩。

一、体制和机构

汕头市委党校实行党委制，校部设立党委会，校行政领导设

正、副校长和教育长：现由市委副书记陈厚实兼任党委书记，校

长，彭昆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管全面工作)，此外还有

四名党委委员：蔡奕睨(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蔡述彪(副

校长，分管行政后勤工作)，王著威(教育长)，刘进泉(办公

室主任)。

党校的中层机构共设十三个科室。其中七个教学科室，即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党史，经济管理，文史

等教研室，教学行政科室三个，即教务科，函授站，图书资料

室J行政后勤科室三个，即办公室，行政科、保卫科。

党校人员编制按500学员规模，3．5 l 1定编为143人，现有

人数为108人，其中l干部64人，职T44人，教职工中有党员82

人，共设立六个机关党支部(学员支部按班次和实际需要设立若

干支部)。党校还成立教育工会，目前有会员103入。设立共青
团支部一个，现有团员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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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与科研工作
■

党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教学方面，党校坚

持贯彻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贯彻“三个为主"的办学

指导思想：即以培训、轮训现职党政干部为主，同时有计划地培

训后备干部，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党的基本知识为主，同时学习必要的领导管理知识，培养

干部的分析能力与决策能力，以读书和研讨现实为主，结合必要

的课堂讲授。在办学形式方面，脱产学习和函授相结合。教学班

次的设置则以短班为主，长短结合。从83年以来，先后招收了

五期两年制(脱产)党政干部培训(大专)班，均已毕业。目

前以开办培训、轮训现职县、处级干部为主的读书班，乡镇(市

区街道)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乡镇长(街道正，副主任)为

主的乡镇干部班，市直机关科级干部班，以及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市委党校遵循以马列主义为主课，党性锻炼为核心的要求和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班次的实际，不

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强现实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加

强党性锻炼，以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党校在培训党政干部、理论

骨干的重要教育阵地和学习，宣传、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的重要理论阵地的作用。

’’函授教育方面，按省委党校函授部规定，函授大专班实行三

级管理j汕头党校在市区设立函授站，负责与省党校函授部的联

系，和管理在县党校设立的函授班(点)。为适应干部培训的需

要，’市党校还开办函授中专班，学制三年，面向全市机关及企事

业单位，招收初中毕业(或相当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在职干部

职工参加学习，市区设直属班，各县设立函授班，由党校函授站

直接管辖，组织教学和考核。函授中专班的教材及辅导材料，除

少数由上级指定外，均由市党校编印发行。

汕头党校注重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党校制订了教师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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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并根据实际不断修改完善，鼓励教员多做工作，超

工作量给予适当补贴，违反教学纪律则给予必要的处罚。积极开

展听课评教活动，注意发挥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和才干。为促进教

学和科研工作，党校鼓励教员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各

种有关的学术会议，撰写各种学术论文和编写各种教材，辅导材

料。对于巳发表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或已打印的编写教材，均给予

一定的物质鼓励。党校还创办了《汕头党校学报》， 《汕头党校

简讯》(均为不定期刊物)，以活跃学术研究气氛，并为教员提

供发表文章的园地。为加强科研工作的领导，党校还成立了“学

术委员会"，制订了《进一步开展科研活动的意见》和《科研成

果奖励制度的意见努。

汕头党校十分注重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按年龄结构和学科

配置的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教师队伍。在政治上、业务上和生活上

关心教员，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思想业务水平，稳定教师队伍，

调动其积极性。目前已有专兼职教员37名。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聘

任制后，经过评聘，现有副教授5名，讲师22名，助教10名。

三、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校搞好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汕头

市委党校注意从严治校，建设好党风和校风。结合各个时期党

的重要会议精神和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对党员和干部职工进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理想、道德品质教育，党的基本知识

教育，精神文明教育，遵纪守法教育。表彰好人好事，树新风、

扶正气、压邪气，强调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经常教育干部职

工，在党校工作虽然条件艰苦，待遇低薄，但要自信自强自尊，

要面对困难，正视困难，在困难中开拓前进。注意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注意做好干部职工

家属工作，使干部职工更好地为办好党校出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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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后勤工作

做好行政后勤工作是完成培训任务、搞好科研工作的重要保

证。根据汕头党校的特殊地理环境实际，必须在坚持以教学为中

心的前提下，认真抓好行政后勤工作，做到教学、科研和行政、

后勤两个轮子一齐转。党校认真抓好行政、后勤工作，努力为教

职工和学员的Ⅱ乞、住、行、以至教职工家属的安排、户口的办理

等用心做好工作，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

适应党校教育的需要。

目前，校园内总建筑面积为16410平方米，有教学楼一幢，

面积为2900平方米，学员楼10幢，全部配上套间，总床位为380

个。教工宿舍总面积为1500平方米。教工、学员食堂三个，可同

时容纳500人就餐。此外，还有礼堂，温泉浴室、备用电机房，

抽水房，小卖部、．容量为100立方米的保温温泉水塔、饮用水塔

等一系列设施，校内装有100f-j自动电话总机和架设卫星接收天线

和闭路电视系统，现有大小彩电85部，录相机5部，录音机6部，

大教室里安装扩音器，礼堂配有电影放映机。为解决交通运输问

题，配备有大客车、人货两用车各一部，丰田面包车三部。图书

资料室每年订各种报：plJ362份，现有藏书5万册。

市区设有函授站，函授大楼总面积为1800平方米，有大小教

室四间及办公等用房，市区(含潮州市)有职工宿舍90套，总建

筑面积约为6300平方米。讲师、副科级以上干部家里已配备市内

程控电话。

随着各级党组织对党校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汕头市委党校领

导班子、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方面的不断充实、办学经验的不

断积累，汕头市委党校教育将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在汕头市

委的直接领导下，为培训、轮训汕头市党政干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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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和机构

第一节建置与沿革一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地、市合并之前，其

前身是原汕头地委党校和原汕头市委党校。由于党校教育具有明

显的政治性，所以，汕头市委党校的建立和发展变化，必然随着

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沉浮，走过了曲折的历程。

一、原汕头地委党校建置之沿革

(一)“文革"前的原汕头地委党校建置之沿革(1956——
1966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潮汕地区解放。一九五一年六月，粤东办

事处成立，隶属华南分局领导，下辖潮汕、兴梅、东江三个地

委。一九五二年九月成立粤东区党委和粤东行政公署，同时撤销

粤东办事处和三个地委，其所辖县市归粤东区党委直接领导。至

此，粤东区党委管辖范围大体是现时的汕头、梅县、惠阳、汕尾

等四市所属的二十三个县(市)委。一九五二年秋冬，原属潮汕

地委的潮汕干校改为粤东区党委党校，校址设于潮州市南春路。一

九五三年下半年，搬到汕头喾石，以美国领事馆十栋番仔楼为校

舍。

一九五五年七月后，粤东区党委隶属广东省委领导。一九五六

年二月，根据中央、广东省委决定，撤销粤东区党委，成立中共

汕头地委，下辖汕头市、潮州市，潮安县、揭阳县、饶平县。潮

阳县、普宁县、惠来县、南澳县、梅县，兴宁县、五华县、丰顺县，

大埔县、蕉岭县，平远县、海丰县、陆丰县、紫金县等十七个县



(市)。汕头地委同时设立办公室、组织部、统战部等十二个部门及

地委党校和地委机关报《每日新闻》。汕头地委将原粤东区党委

党校改为汕头地委党校，是处级事业单位。遵照一九五六年二月

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党校工作，

党校成立总支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四月，经汕头地区直属机关

党委批准，由彭东，焦勇、温扬掌、郭坚、晋书文、慕全成、张

岳等七位同志组成总支委员会，以彭东为总支书记，焦勇为总支 ．

副书记，余为总支委员。五月，经地委批准，成立校务委员会，

彭东、焦勇、温扬掌、晋书文、慕全成等五位同志参加校务委

员会，以彭东为主任，焦勇为副主任，余为委员。是时，党校编 一

制为四十五人，下设组织科、教育科、教研室、行政科等四个科室。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地委党校成立党委会。由地委组织部

副部长姜作恩兼任地委党校党委书记，林远、彭东任副书记、焦

勇、慕全成、晋书文、吴琳为党委委员。二十日，增补魏清秀为

党委委员。此时编制数为五十六人，科室设置不变。

一九五八年二月，林远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任副校长。十

月，彭东、温扬掌调离党校。 ．

一九五九年一月，江耀辉、林远任地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吴继文任党委副书记。党校编制五十六人，设立教务处、

组织科、行政科、理论教研室、文化教研室等五个处，科(室)。
’

七月，增设办公室。 _

。一九六O年二月，子连泉提任副校长。此时，党校编制数为

六十人，实有人数为七十四人。一九六一年以后，党校编制数不
．，

变，而实际人数有所减少：一九六二年为四十六人，一九六三年

为五十七人，一九六四年为五十五人．一九六二年三月，副书记

吴继文调离党校，陈福全任地委党校副校长、副书记。一九六三

年三至五月，校务委员会委员吴琳调离党校。一九六四年五月，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耀辉调离党校。

一九六四年八月，张正文任地委党校党委书记、校长，林远

为副书记、副校长，陈福全为副书记，于连泉为副校长。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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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党校大部分干部职工参加四清工作、党

校形同虚设，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

一九六五年六月，成立梅县地区委员会，汕头地区划出梅

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平远、蕉岭等七县归梅县地委。
’

至此，汕头地区管辖揭阳、潮安、饶平、澄海，南澳、潮阳、普

宁、惠来、海丰、陆丰、揭西、汕头市等十二个县，市。汕头地

委党校调出十五名干部职工往梅县地区。这时，党校的编制数虽

有六十名，而实有人数仅为四十六人。年底，党校定编为三十五

人，实有人数为三十人。

一九六六年冬，汕头地区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矽。此后，

工作部门停止行使职能，党校干部有的参加“文革"，有的受审

查。随后，一部分干部抽调到汕头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生产组等

部门工作，此种局面延至一九七二年复校。

(二)复校后至地、市合并前的原汕头地委党校建置之沿革

(1972一--1983年)
一九七二年四月三日，根据汕头地区委员会汕发[1972]7号

文件《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汕头地区委员会党校”的通知》精

神，成立“中国共产党汕头地区委员会党校”。党校经历了“文

革，，的停顿状态后复校，复校时编制数为三十五人，实有人数为

三十七人。 一

下设政工办公室、校务办公室、教研室等三个科室。

一九七六年八月，根据汕头地区编制领导小组汕地编[1976]

28号文精神，汕头地委党校与汕头地区五·七干校合并，一套人

马，挂两块牌子。校址定于东山湖。党校、干校下设政工科，教

务科、生产科，行政科、一巾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及党

训班(不配专职干部)。由陈书华任地委党校、地区五·七干校

党委书记、校长，靳森全、洪永坚，张汉源任副书记、副校长，

王爱、刘文英为党委委员、副校长，林再兴，陈静生，陈鸿青，

赵浩滨、刘茂勤、陈家荣、许志锐、林圣京，何占峰、谢介辉等

十位同志为党委委员。十二月，陈鸿青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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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校进入拨乱反正

时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

定》指出。 “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各级

党校，有的取消了，有的停办了，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 。四

人帮’被粉碎后，各级党校，有的地方已经恢复，有的地方正在

恢复。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校，都应从速恢复，

切实加强领导，纠正目前有些地方党的委员会不管党的现象，

地、市、州、盟一级的党校，也应早日恢复或进行整顿。”中央

的“决定"给党校带来了生机。

一九七八年一月，为贯彻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弹

的指示，加强对地委党校的领导，党校行政干部的任命与汕头地

区五·七千校领导的任命分开。汕头地委对党校领导班子作了调

整，由地委书记刘俊杰兼任党校校长，地委组织部长史恒斌兼任

地委党校第一副校长，陈书华、蔡超任地委党校副校长。党校下

设办公室、行政科、教研室。二月，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汕头地委

党校，汕头地区五·七干校委员会，由刘俊杰兼任党委书记，史

恒斌兼任党委第一副书记，陈书华、靳森全、蔡超任副书记，洪

永坚、张汉源、陈鸿青、刘文英为党委委员。

一九七八年六月，鉴于地委党校、地区五·七干校已经分

‘开，两校性质和任务不同，原来设立一个党委，不利于加强党的

领导，不利于开展工作，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汕头地委党校、地区

五·七干校委员会，同时分别设立党校和干校党委。地委组织部

发出汕组干[19783167号文，中共汕头地委党校委员会，由刘俊

杰兼任书记，史恒斌兼任第一副书记，陈书华、蔡超任党委副书

记，陈家荣任党委委员(理论教研室主任)。

一九七九年二月，胡志亮任党委委员(教务科科长)。四

月，李维新任党委委员j副校长，陈鸿青为党委委员(行政科科

长)。 ，

．
●

一九八O年七月，吴远庭任地委党校副校长。十一月，陈书

华参加援外工作，离开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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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三月，吴远庭调离党校。五月，刘俊杰不再担

任党校党政职务。此后到地市合并前，党校党委缺正职。十二

月，仲兆勤任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管党校工作；刘振义

任党委委员、副校长。同年四月，经汕头地区编委批准，党校在

原三个科室的基础上，增设图书资料室。

一九八二年二月，党校恢复教育长职务，由胡志亮任党委委

员，教育长。三月，李维新调离党校，陈家荣任党委委员、副校

长。十月，免去史恒斌兼任党校职务。

党校的编制数，1980年——1981年为三十六人，1982年为四
十四人。党校下设办公室、行政科、教务科、理论教研室，图书

资料室等五个科室。

一九／k--年六月，第一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

《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党校教育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形

势的需要，理论教研室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党史党建等四个教研室。一九八三年五月，增设保卫科。

二、原油头市委党校建置之沿革

(一)“文革"前的汕头市委党校建置之沿革(1959—1966年)

一九五六年二月成立汕头地委以后，汕头市属地辖市。此时

期，汕头市党政干部的培训，除送中、初级党校外，其余党员干部及

乡主要干部的培训工作，由训练班担负。其时，主要学习政治常

识、党的基本常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三门政治理论常识。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共汕头市委决定成立汕头市委党校，同时将

原汕头市郊委党校(包括扩大郊区后合并过来的澄海县委党校)并

入市委党校。成立后的汕头市委党校属市委党委系统局级事业单

位，主要担负着培训汕头市及郊区局(科)级及公社(镇)、乡

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务。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忱充兼任党校党委

书记，陈书华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陈朝庆

任党委委员、副校长(八月调任郊委党校校长)，彭昆钦(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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