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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本志定名为《万源县宣传工作简志》，，仅限于记述中国共产

党万源县委员会宣传部的宣传工作，对需要溯源者适当上溯，不及其

余，下限止于1 988年： ，· ·‘’

2 j本志Ⅸ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 ．。⋯一，

3、本志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概

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专体结合：：其

余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

4、本志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5、数字：除引文、习惯用语、历史年号、大事记年号夕卜，均璐。

阿拉伯数字著录。 一。

，

6、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全称，用括号夹注以下简称。如“中

国共产党万源县委员会(以下简祢“中共万源县委”)”，



、

主编审；陈勇礼 ，

审‘。稿：(按姓氏笔划为序)万国邦 于承源 王永清 王发祯

王成佑邓正荣冉乾隆李仕海李映君米槐
‘⋯，

⋯ 。张正弟 张超 张德泽毕 权 吕天星杜 勋
，

吴德义 陈前炯 陈仁全邱博业何荣书 何睨扬

郑多炳赵仕贤 饶应蜗胡明惠 衰仲奇曹明照

梅郭胜 。，

特邀编审：廖扬恺 ．，

资料收集：杨显武’王发祯

编 辑：杨显武

摄 影e陈勇礼桂之泮 吴立国 黄代伟

封面设计、题字：廖扬恺 。

校 对：杨显武



《简志》四审参加人员
荣书、陈勇礼；右起后排为

右起前排力：曹明照、何

冉乾隆、寥扬恺、杨显武

1987年6月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右一)来万源视察
工作，向际勇礼(左一)了解宣传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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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7年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黄启躁(左一)来万源

佥查指导宣传工作。图为参观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

1986年7月陈勇礼(右一)向地委副书记胡道济汇
艮介绍宣传理论文章：



1 988#9月，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晓风，地委宣
传部部长皂远仁来万源视察工作，专题蠲查山苫中小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

1 986年5月，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揭路，圈为中
央、省、地、县有关领导步入揭馆典礼会场。



1984年陈勇礼(左)同地委宣传部部长扈远仁(右)
深入秦河乡农村调查研究。

1988年4月，召开万源县新闻工作会议，并培训业
余通讯员。



为推广罗文区“身边人说身边事”的经验，县上有

关部门、各区宣传委员，联系点负责人在罗文召开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流动现场会。

1 987年1 2月万源县社科联同省科社学会在万源召开
学习党的十三大报告理论讨论会。



1985年4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单基夫(后排

右一)来万源检查指导宣传工作。

宣传部长陈勇礼(左二)副部长李仕海(左三)
与基层干部一道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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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陈勇礼

党的宣传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是党委工作的

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I}以来都非常重视宣传工作。

在三十年代川陕苏区中共万源县委领导下的宣传工作，以及新中国建

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万源县委领导下的宣传

工作，都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几十年来，宣传工作者历尽艰辛，无

私奉献‘，勤奋踏实，开拓进取，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一大批老

领导、老同志对党无比忠诚，对宣传工作无比热爱，其感人至深的优

秀品质，优良作风，很值得我们敬佩学习，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子孙

后代负责，应该将几十年宣传工作的兴衰得失记录下来。在县委的领

导下，在上级宣传部门的指导下，有县志办及有关单位、同志的热情

支持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万源县宣传工作简志》(以下简称

《简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简志》四易其稿，．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努力求真、求

实。在编纂过程中，编写人员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

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不辞辛苦查抄资料，采访I：t碑，

多方核实，精细考证，潜心研究，系统、全面、翔实、准确，可信可

用资料反映宣传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实

践的基础。我深信《简志》将有助于我们回顾历史、借鉴昨天，有助

于去探索遵循宣传工作的’规律，使宣传工作更好地为贯彻党的十三大

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

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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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付印过程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帮助，在此，我

《简志》作出过贡献的同志，向一切为《简志》的编修付

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简志》虽已付梓，但

求，离时代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的要求，。还有差

们水平有限，史料缺乏，时问紧迫，错误遗漏之处，恳请

知情人、读者不吝斧正，以导来日修订。。．

一九九。年二月



+．

， 概 述

万源是四川盆地东北缘盆周山区县。地处东经107。29’一108。3l’，

北纬3 l。39’一32。20’。北邻陕西省镇巴、紫阳两县，西接通江、平

昌，南靠宣汉，东与白沙工农区和城口毗邻。素有“秦川锁钥一之

称。全县南北长77．5公里，东西宽96．7公里，面积3566平方公里(535

． 万亩)。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部蜂桶乡与城口县交界处的老君

山，海拔241 2．9米，西南边境澌滩河出境处，海拔335米。县城太平镇

， 海拔641米。 ．
、

万源辖9区l镇，共49个乡，368个}寸222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 1

霹

个居民委员会。1 988年底全县96755Z，42 1 472人，其中农业人口85525

户，366896人。人口密度约为1 20／平方公里。

万源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

民国1 7年(1 928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家俊领导有著名的万源固军

坝起义，民国22年(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

苏区，在县境内设立万源县和红胜(罗文)、城口(大竹河)县苏维

埃政权。
，

。
在万源沟壑纵横的山水之间，党的宣传_72作在中共万源县委宣传

部的积极努力下，深入到山山岭岭，‘千家万户o『党的声音源源不断地
掣

． 进村入户下厂，到车间班组j以致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自红四

方面军进入县内到本志下限(1 988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的宣传工作历经艰苦努力，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受到党组织的

高度评价和人民群众的深深信赖。

民国22年(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本县，在县

境成立3个县委和1个中心县委。中共万源县委宣传部在血与火，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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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严酷现实面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与国民党地方军

作斗争。宣传形式以书写标语、表演文艺节目，口头鼓动为主。

85年根据文物普查，县内存有“中国共产党万岁’’ “列宁万岁”

红军万岁” “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石刻有381处(幅)。

i 949年1 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万源县城。1 950年1月到

52年，宣传工作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进行。1952年到1954

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工作。1 954年以后，

宣传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为主：起初在农户较为集中的山头上设山

广播宣传点和组织农村读报组，发展到印发资料j使用有线广播、

视录相、宣传车等工具进行宣传。

建国后，曾经也有过失误，为极“左”路线的贯彻和极“左”思

想传播奔忙过，但也首先受过Ⅳ左”的冲击，吃过苦头。宣传有宣传

．纪律，宣传有特定的使命，极“左”路线的错误本身，--9宣传工作没

有也根本不存在必然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传工作步入前所未有的春天：’自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摔掉了极“左”路

线附加的先天性“．空对空”，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注入具体的

经济建设中传播，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汇于实IZ,m作中宣传。

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无论遭遇多大风浪，

．宣传部门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

众、教育群众，一步一步引导，一次一次启发，。不断将人民群众引向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

1979年至1980午，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宣传部积极探索在

新形势下的适应·I-1-，率先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转轨变型。组织讨

论会，报告会，研究会，引导干部、群众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



p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理论观点，播撒广大干部、群众心

田。党的十二大召开后，围绕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

总政策：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改革，投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根据不同层次、对象采用多种方式、手段对党员、干部、群众加强教

育引导。 ． ．‘：

在党内，教育全体党员，始终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一

理想、纪律，于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中努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1 983年、，l 984午、1 985年、1 98 7年先后对全县党员、党的基层

干部集牛培训。用马列主义理论灌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

党员和党的干部。加强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采用典型

引导，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先后发掘“巴山不老松”老共产党员高

维魁，深山女收购员共产党员程前明，扎根山区的好校长共产党员廖

开禄，关心群众，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好支书张定国第一大批优秀共

产党员的先进典型事迹。
。

在干部队伍中，采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续渐进的方法，坚

持常年不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在宣传工作中，始终坚

信一条真理，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队伍，才可能带领群众尽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加速山区经济建设，也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的干部队伍，才经得住改革开放的各种考验，带领群众走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走具有万源特色的山区经济发展之路。

理论研究、理论培训、开理论讨论会，引进理论，最终力求干部理论

素养的普遍提高，更有效地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改革1 o年期间，直接

由宣传部承办或主办的较大规模理论培训、理论讨论会近20次，由宣

传部倡导或领导举办的各种理论培训和理论讨论会近200次。培训干部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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