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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党棱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历史悠久的省级

党校，她的发展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

厦琏革开放的三个历史阶段。

1 922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区委，统一领导江苏

(包括上海)、浙江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江浙境内的党

组织。1925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委更名为中共江浙

区委。1927年2月11目至15日，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

海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江浙区第一届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后经

中央确定为中共江苏省第一次代表走会。中共江浙匡委也就是中共

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1927年5月，中共五大决定撤销中共江浙区

委，分别组建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1929年11月中共江苏省第

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苏省第二届委员会。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党的领导干部。1 925年10

月，中共中央扩大套议作出决定，要求各区委举办高级党校、各地委

举办初级党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江浙区委于1926年1月在

上海创办了中共江浙区委党校，这是江苏乃至全国在民主革命时期

建立的最早的中共省级党校。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

和曲折性的特点，决定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也呈阶段性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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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1月创办中共江浙区委党校(即江苏省委党校)以来，江苏

省委党校已有80多年的历史。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姒不同的形式

举办着、存在着，并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史脚步而前进，不断

发展壮大，为江苏地区的党的建设乃至整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

养了大批的干部，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

曾在江苏省委党校任过职、讲过课和学习过。江苏省委党校，在江苏

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革命足迹和史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

来人。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8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江苏省

委党校的几代人来说，却是极其难忘的岁月。从1926年1月中共江

浙区委党校成立，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停办；从抗日战
一

争时期的苏中区委党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中工委党校；从建国初

期的苏南区委党枝、苏北区委党校和南京市委党校，到1953年合并

组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从50年代的初级党校、中组党校，到“文革”

时期的党枝停办和恢复，江苏省委党校走过了一条太多的曲折发展、

’不断成熟、逐步壮大的历史轨迹和成长道路。如夸，在党的十七届四

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江苏省委党校正以崭新的姿态，向奎国一流省级

党校的目标迈进，为把党校建设成为“三个阵地、一个熔炉”，成为省

委培训干部的主渠道而努力奋斗。
。

江苏省委党校的80年，是不平凡的80年，是曲折发展的80年，

是拼搏奋斗的80年，是业绩辉煌的80年。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

归功于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奎省各个部门和全国

各丑弟党校的大力支持，归功于几代党校人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劳作。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明确方向，鼓

舞斗志，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史志·大事记》以

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主线，比较详细

地真实记录了党校各个时期发生的大事，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党校80

⑩@@@国@@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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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政治思想工作和校园建设等各方面的

情况。读后给人以启迪，对办好党校提供借鉴。 j

衷心祝慝江苏省委党校在21世纪中，开拓进取，继续奋斗，为党

和人民做出更多的“太事”，创造更新的辉煌，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 者

2009年12月1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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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10月

1日。中共江浙区委制定组织机构统计表，建立党校和训练

班等组织机构，王一飞兼党校负责人。

12月

18日 中共中央任命罗亦农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宣传部主

任，兼党校负责人。 ’

25日 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制定党校举办党员训练班的课

程表，并确定教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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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1月

6日 中共江浙区委(亦称中共上海区委)，发出关于《上海区

域(编者注：原文如此，“域”是“委”的笔误)宣传部最近工作进行计

划》的通告，提出了举办党校和党训班的任务：

1．区委办党校，训练高级干部。《通告》指出：本区宜即日成

立一党校，召集一班政治知识较高和已经有经验的同志，造就能够

办党及负重要责任的人才。

2．各部委办训练班，培训基层党员干部。《通告》指出：各部

宜设训练班，选择各支部中水平较高的同志，灌以政治常识，从目

前政治问题及党的实际工作来阐明我们的理论。

3．支部办训练班，培训全体党员。《通告》指出：此项训练计

划，由各部委负责，一个或数个支部开办，以各支部轮训组织之。

只要会场允许，可以数支部合并一个训练班，但每个支部的同志必

须人人参加。

本月上旬至2月初。江浙区委党校举办第一期党员干部培训

班，参加培训学员30---．40人，培训内容为】O个专题。授课教员分



别为瞿秋白、彭述之、罗亦农、王一飞、尹硕夫、赵世炎等。

各部委办的党训班同时开学，讲授10个专题，教员由区党委

领导和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2月

9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对第一期党校培训班工作作了总

结，认为很有必要，提出“要继续开办：’的任务。

16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区党委书记罗亦农主

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训练班的问题，决定高级党校开设10个专

题。由区党委书记罗亦农和宣传部主任尹硕夫担任授课任务。参

加学习的人员为：李硕勋、余泽鸿、何成湘、刘昌群、郭伯和、陈比

难、张永和、候绍裘：顾谷直、高尔柏、诸有伦、于翔青、沈雁冰、邵季

昂、张爱卿、张廷灏、刘重民、陈之一、曹趾仁、张超、杨元宗、钟复

光、梅电龙、徐梅昆、梅中、林贺圣、丁晓仙等。

本期训练班原计划学习时间8个月，因形势变化，实际到4月

份就结束了。

3月

5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区党委书记罗亦农主

持会议，讨论党校办班问题。鉴于“高训无地办”问题，会议确定在

法租界租房子，使党校训练班继续办下去。

5月

．

f． ●

10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举办第三期党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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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时间为一个月，拟调上海以外部分党员干部到党校学习。

但因忙于筹办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开学事宜暂时中断。

6月

·4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党校办班事

宜。会议由区党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区党委宣传部主任尹宽汇报

党校筹备情况。会议决定：区委办一所高级党校，培训对象为各部

委办及各机关负责人，人数30～40人；下星期开学，每周2次，每次

2小时；地点不固定；教员待课程定后再找。各部委办训练班，即初

级党校，先在小沙渡、引翔港、杨树浦三地举办，由区委加以指导。

每期学员20人，对象主要为各支部书记、小组长，期限为一个月。

8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开会，研究党校授课的课程表和

教员问题，确定开设8个专题。第一课在本星期五(6月12日)上

午lo～12时进行，以后为每逢星期三、五举行；上课地点第一次在

商务工会活动室，第二次上课地点为顺泰里，第三次在海员工会，

以后的上课地点临时通知。

9月

．9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

变化，决定党校暂停开办培训班。

12月

18日 中共江浙区委在《关于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

海工作进行之方针》的文件中，特别强调区委要继续“开办党校，选



择负责同志，施以重要的训练”。

24日 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党校办训练班的问

题，确定由梅坤、尹宽负责解决办学地点；学校用具，借用景平女校

的；参加培训人数为45人，5人为共青团不出费用，外埠20人，本

埠25人。外埠旅费自备，10个旁听者。本埠25．人，其中工会5

人，其人员名单由各部委明天讨论确定。党校事务主任为陈国咏，

教务课程等开教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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