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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作为轮训和培训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和理

论队伍的学校，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光辉历程。

1948年，省委党校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支援东北以至

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五十年来，省委党

校经历了初创时期、建设时期、停办时期、恢复重建时期、正规化时

期、改革时期和规范化建设时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共轮训

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理论人才近十万人，向全省输送了大批

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黑龙江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委的

领导下和中央党校的指导下，省委党校的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校党委带领全校教职工努力把党校办

成轮训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

炼的熔炉。为适应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省委党校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由短期轮训为主，逐步改为短期轮训和长期培训

相结合、办好主体班次和办好学历教育相结合，形成了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办学格局，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阵地作用不断增强。五十年来，尤其是1977年复校以来，省委党校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按照党校教育规律，在办学方面积累了较丰

富的经验，概括起来有：“从严治校，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争创一

流”的办学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谨治学，开拓进取”

的校风，。一个中心，五个结合”的新教学体系，“教学、科研、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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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的运作方式，“教、学、管”一体化的教学管理机制”；科研

工作“三服务”的方向，“开源节流，勤俭办学，保证教研，促进发展”

的理财原则，“抓住机遇，适度发展，强化管理，确保质量”的函授教

育方针，等等。这些有益的经验是进一步发展党校教育事业的思想

和制度保证。

省委党校五十年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历届省委的正确领导和

党校全体教职工辛勤耕耘的结果。这五十年，是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队伍的五十年，是贯

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突出党性教育的五十年，是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五十年。

回顾历史，感慨万分；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世纪之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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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剑B寸期
，

(1948～1949)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及时分析了东北的形势，

针对国民党要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的企图，做出了“向北发

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线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地区”的战略

决策。为加强开展东北地区工作，9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东

北局。至11月间，部分省、市、地、县相继成立了党组织和建立了人

民政权。年末，毛泽东又起草、发表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

指示，提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

巩固的根据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人

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黑龙江地区各省工委的领导下，各级党

组织积极发展武装，建设部队；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土地

改革，剿匪斗争；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恢复和发展生产，积蓄

力量，为解放战争做好充分准备。由于各项工作的迅猛开展，急需

大批立场坚定、思想政治觉悟较高、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而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

子又迫切需要培养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和培养

干部，加上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培养大批

积极分子和干部的重要任务。于是，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军训班、党

训班和干部学校应运而生。至1948年春，四省一市党校纷纷在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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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和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来。

第一节 四省一市党校的建立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

建政后的东北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三下江南”、“四保

临江”战役之后，又经过夏、秋、冬季攻势的对敌打击，使东北地区

的大片土地得到解放，进一步扩大巩固了根据地。东北地区面临一

个新的形势，东北民主联军从战略防御逐渐转入大反攻。全党的新

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

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辽沈战役做好充分准备，支援东北解

放战争以至全国解放战争。
。

由于历史原因和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现黑龙江省广大地

区内，当时分设五省一市——黑龙江省、嫩江省、合江省、松江省、

绥宁省和哈尔滨市。就地理位置和革命形势而言，这些地方始终是

东北根据地的大后方，一直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平分土地运动、大

生产运动和各项经济建设，不断地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

潮。

由于地域辽阔，工作开展迅速，使得中共东北局各省及各级政

府严重缺少大批从事群众工作的优秀骨干、党员积极分子和普通

干部。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他们要有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感情，

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对敌斗争的勇气和政策，有较高的政治

思想水平，有能深入群众工作的能力。可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特

别是在土改、剿匪和其它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和

新干部，只有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而缺少上述这些条件，急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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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提高，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原黑龙江省、

嫩江省、合江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在省干部学校和党训班的基

础上相继建立了省委党校和市委党校。绥宁省未建立党校。

二、党校的建立

(一)中共合江省委党校。．建立于1948年2月。校址设在佳木

斯市针织厂现址。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常青兼任校长。叶

方任校党总支书记兼教育主任，主持常务工作(未设副校长一职)。

方锐任校党总支副书记。1948年12月，钟林继任校党总支副书

记，艾绍阳、李哲、王建东、柳营、刘兆禄、文博、方扬、崔之林、张健

(女)、黄钢任校党总支委员会委员。校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设管理科，科长1名。党总支秘书1名。班主任先后有11名。校

党总支委员会下设机关支部和学员支部各1个。

(二)中共松江省委党校。建立于1948年4月。校址设在阿城

市阿城继电器厂现址。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兼任校长。朱荣

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鲁天、周婉如(女)、邓受峰、郑汉夫、王

香云(女)、张治、刘静(女)任校党总支委员会委员。校工作机构设

置和人员配备：设组教科，科长1名。总务科，科长1名。班主任先

后有6名。

(三)中共嫩江省委党校。建立于1948年7月。校址设在齐齐

哈尔市黄沙滩，后又迁到天主堂。中共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兼任校

长。胡传孝任校党总支书记兼教育主任，主持常务工作(未设副校

长一职)。1948年12月，胡锡光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主持常

务工作。王非、王刚、李岐溯、于文广、吴运铎任校党总支委员。校

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设组织科，科长1名。教育科，科长1

名。总务科，科长1名。学员支部书记先后有9名。校党总支委员

会下设机关支部1个。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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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建立于1948年9月。校址设在北

，安市北岗。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德尊兼任校长。高衡任

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崔扬、张毓瑞、王也甲(女)、王剑朋、胡林

(女)、常流任校党总支委员会委员。校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设教育处，主任1名。组教科，科长2名(正、副)。第一、二、三大队，

大队长各1名。南下大队，政委、大队长各1名。总务科，科长1名。

秘书室，秘书1名。校党总支委员会下设机关支部1个。

(五)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建立于1948年12月。校址先后

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5号、道里区尚志大街7号(旧牌

号)。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兼任校长。庄启东任副校长。王

迁之任校党总支书记。吴群波、孙乃文、朱忠任校党总支委员。校

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设教务科，科长1名。组织科，科长1

名。总务科，科长1名。班主任先后有3名。校党总支委员会下设

机关支部1个。

三、四省党校的合并 ，

1949年4月，为适应形势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东北行政

委员会决定重划东北行政区域。决定，松江省与合江省合并为松江

省，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5月，中共松江省委党校

与中共合江省委党校合并为中共松江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

党校与中共嫩江省委党校合并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一)中共松江省委党校。合并后的中共松江省委党校，由中共

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兼任校长。孟戈非任副校长。钟林任校党总支

书记。鲁天、赵国栋、王建东、姚克俭、任力学、李哲、段明哲、丁德

润、文博、谢兆基、柳营、赵锐任校党总支委员。校工作机构设置和

．人员配备：设组教科，科长2名(正、副)。秘书科，科长1名。总务

科，科长1名。班主任先后有10名。校址设在阿城市阿城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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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现址。

(二)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合并后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由

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赵德尊兼任校长。扈惠民任校党总支书记

兼副校长。崔扬、黄格、张毓瑞、王也甲(女)、于文广、赵金铮任校党

总支委员。校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设教育处，主任4名(1正

3副)。秘书科，科长2名(1正1副)。班主任先后有4名。校党总

支委员会下设机关支部1个。校址设在齐齐哈尔市天主堂旧址。

第二节 培硼任务和班次

一、培训任务

四省一市党校建立之际，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

动、平分土地运动，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11

，月，东北全境解放之后，党的工作中心又转入了经济建设和支援全
’

国解放战争。11月23日，东北局做出《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

与任务决议》，提出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

一切的地位。当时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在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

干部，他们急需培养和提高，以更好地为党的经济建设和全国解放

战争服务。这样，四省一市党校就担负起了培训党的县区级基层干

部的繁重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精神和各省委及市委的要求，初刨

时期各党校的培训任务是：通过培训教育使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增

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树立起阶级观点、组织

观点、战争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唯物观点，在思想上、政治

上、政策上、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方法上得到提高，建立和巩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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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观，以适应领导工作的需要。

各党校为适应伟大的历史转变，完成新时期赋予的培训任务，

建校后迅速开展了干部培训工作。从建校开始到建国前这段时间，

合江省委党校、松江省委党校、嫩江省委党校分别举办了三期训练

班；黑龙江省委党校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其中一期是南下干部训练

班；哈尔滨市委党校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总计培训干部5 201名。

二、班次、学制、对象和培训目标

初创时期，除哈尔滨市委党校举办了一期五个多月的中级班

外，其它各党校的班次均是2～3个月左右的短训班。

当时的培训对象，绝大多数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在斗争中涌

现出来的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党员、新干部。他们党龄不长，年龄在

18岁到25岁左右，出身于贫雇农民家庭，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

革命充满热心，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怀有真诚的崇敬，决心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而努力奋斗。但是，他

们缺乏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不太懂得党的方针政策，不太了解党的

基本知识。很多人对迅猛发展的形势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缺乏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许多农民干部存在着不愿离开家乡

的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意识。通过

短训班培训之后，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信心，初步了解了党史、党建等有关知识，懂得了党的一些方针政

策和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加强了自身建设，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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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学工作

一、教学方针

从建校开始，党校的教学方针就是进行革命形势和党的基本

理论方针政策的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反对教条主义与经

验主义，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总原则。当时要求重点学习《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基本政策，以正面教育为主，从根本上解

决思想问题。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教育。

(一)革命人生观教育。当时学员中只有少数人建立了革命人

生观，但也不够巩固。从松江省委党校第一期387名学员的入党动

机看，很明确地认识到入党就是为了革命的只占26．8％，其中真

正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就更少了。多数人认识模糊，或是为个

人的种种目的而入党的。当时和革命人生观相背离的思想，突出的

有两点：一是部分同志看到革命形势大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节节

胜利，东北全境解放，全国的解放战争又胜利在望，认为“天下太平

了一，“革命成功了”，缺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尤其是一部分农

村干部，在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留恋自己的家庭，热衷于经营自

己的土地，存在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缺

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二是有些工农干部看到在建党建政中

发挥知识分子干部的作用，就认为自己“吃不开”了，有“牛打江山

马坐殿”之感。

通过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党章》中的“总纲”部分，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等文献，使他们认识到个人翻身和整个阶级解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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