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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

(1958—1985)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编写组

够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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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协会专志，是继承口盛世修志一的中华民族优慝停

统，整理、保存科学文化遗产，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的重要文献。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是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和成

长起来的。在这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勤劳智慧的各族科技人

员刨遣了一部光辉灿烂的科技群众团体发展史。然而，过去由于

种种原因，形成了有史无志的局面。今天，在党的正确路线、方

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编写组全体同志八个月的共同努力，编

写出《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这是一件利于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事，值得可喜可贺。

在我们负责呼市科协工作期间，有幸编出第一部科技群众团

体专志，感到莫大的荣幸和由衷的高兴l我们深信，这本专志的出

版，有助于人们充分认识科协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搞活科

协工作，繁荣科技事业，有助于处理好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刘学敏斯琴挂卢如孝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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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协会是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社会

主义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自然科学和交叉科学的

．各种知识，具有自己的显明特点和规律性。编写《呼和浩特市

科学技术协会志》，认真回顾，记叙，研究和总结科技群众团体

的活动规律，对于今后搞活科协工作，繁荣科技事业，促进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共中

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搜集、整理科技群众团体的历史资料，反映

科技事业的主流，本质和经验，为本地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历史

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推动经济建设。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按照市委党史资料征集，

市地方志编修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在市科协党组的领导下，从

科协性质，任务和特点出发，力求以专业志的体例，采取横排纵

v写，时类相兼，以类系事的方法，记述了市科协二十八年的发展

历史，重点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群众团体的发

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呼市地

方志编修办公室、市档案局，市科蚕以及市科协所属各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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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研究会和多年从事科协工作者的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

参加本志编辑工作的七位同志，由于水平所限，缺乏修志经

验，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6

凡 例

一，《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是以服从于，服务于党

的各个历史时期总任务，总目标为指针，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而

鳊修的科技群众团体专业志。它本着回顾历史，立足当代，实事求

是的原则，紧紧抓住科协特点，力求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

二，本志的断限时间，上限为一九五八年，下限为一九八五

年底。但在概述中尽可能对建国前后科技群众团体情况作些记

载，以便处理好中国科协与地方科协之间的衔接关系。

三，本志采取编章节体，共八编，分为概述，机构沿革，学

会活动，科技普砧科技咨询，维护科技人员的正当权益，人物
和大事记。编下设章，共有十九章’章下设节，共八十四节．最

后附录有文存和《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编写始末。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

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文字通顺，朴实，简洁。

五、本志体裁采用述，志，记，表．图，录和照片，以文字

为主，表，图，照片分别列入章节中。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市档案局，市科协各部室以及个人记

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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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

领导小组和编写组

一、领导小组：

荣誉组长。

‘组 长：

， ～，j组． 员：

二、编写组：

主 编：

’编 辑。

刘学敏

斯琴挂

卢如孝 王成玺

卢如孝．‘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成玺‘王斌左岱

刘秦姜淑芬赵焰

基二．艟甏：赵 焰
封面装帧2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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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

●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是中国共产党呼

和浩特市委员会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全市性

学会(协会，研究会)和旗、县，区科协的联合组织，是市委、

市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发展科技事业的纽带和助手。它遵循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劳和

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完成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技咨询，智

力开发，协调学科关系，维护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权益等重要任

务。
’

市科协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是。形

成——兴旺——精减——恢复——遣散——复苏——繁荣的发展

过程。·

建国后，呼市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

重视下，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技术，取得一定成绩。为繁荣和发展科技事业，推

动经济建设发展，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经常委批准，召开

了市科普协会成立大会，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一百二十四名代表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十九人组成的科普协会工作委员会。成立

时只有基层科普工作委员会(组)三十七个，会员二百七十名。

从成立到一九五八年底，基层组织和会员又有新发展，基层科普

工作组达四十个，会员发展到八百名。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

蒙古自治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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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会的决议》，把“科联黟，“科普力两大团体合并成立了

内蒙古科协。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市委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下文批准，将市科普协会改名为科学技术协会。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为市科协的兴旺发达时期，

市科协被批准成立后，及时召开了科协委员扩大会议，选举产生

了以市委宣传部张鹏林部长为首的四十一人组成的科协委员会，

它的办事机构是同科委合署办公，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这一时

期，市科协的基层组织有一百二十一个，拥有会员四千七百六十

四人。同时；初步实现了科研，情报，科普“三网化静I即科学

。技术研究网主要是组建科研所，然后以建科研所为重点，发展成

为网络，科学技术情报网则是以市科技情报所为重点，在各基层

学会成立情报组，落实情报员，以形成遍布全市性的网络，科学

技术普及网则是以各级科协为主，在各乡组成科普宣传组，运用

各种形式，宣传普及科学技术，组织会员参加以机械化半机械

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

‘从一九六一年七月到一九六四年初是市科协的精减时期。在

全市大搞精减机构中，市人委于一九六一年七月作出决定，撤销

市科协。随之，它的基层组织和学会(协会，研究会)也相应地

被遣散，．科技人员的群众团体没有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

年七个月。
7

从一九六四年二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为市科协的恢复时期。

经市人委第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并由内蒙人委关于科委机构编

制问题的批复，同意成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指出t搿科协和

科委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个牌子"。于是，市科协又予一九六

四年二月四IEI恢复成立。科委，科协共有四名专职干部，六四年

底增加到九名，牛竞存同志为专职剐主任。同时，经过两年多工

作，基层科协组织也恢复、发展到三十四个，会员发展到千余

人e显然，这同一九六O年相比，科协组织状况确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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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延续到二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

从·九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市科协被遗散的苦

难时期。广大科技人员受到林彪、“四人帮黟的残酷迫害，许多

教授，工程师、医学家，农艺师等被打成搿反动权威黟，

靠特务一i-膏反革命一，“臭老九力，并被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

诬陷和打击，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科技群众团体被迫停

止活动，工作人员被遣散。 ．

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是市科协的复苏时期。一九七四

年成立了科技局，在机构设置上有一个科普科，开始恢复了学术

交流和科技普及活动。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特别是

全国科技大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

性。呼市科技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子一九七九年四月把科技局
‘

和电子办公室撤销，又建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综

合计划，工业、农业和科普等科室。科普科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科普活动和青少年科技教育等。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五年底，

是市科协的繁荣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

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科技事业指明了发

展方向，使科协工作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在这大好形势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呼市警备区召开了市科协第一次代

表大会，会议历时五天，通过了科协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修改

了科协章程，选举产生了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市革委会副主任

李丰兼任科协主席，市科委主任曹瀛兼任科协剐主席，章渍洁为

科协专职副主席。
， 一九八。年元月市委下文，市科协虽然从科委分出来，成为

，独立的局处级单位，但仍然同科委是同一个党组。一九A．--年五

月，市科枷有了党组，由彭建滨担任市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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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娜布琪为市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科协机关有=十二名

同志独立负责地开展学术交流，科普活动和科技咨询服务·

一九八匹年二月在领导机构改革中，市委任命斯琴挂为科协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卢如孝为剐主席，党组成员，彭建滨为遄

视员，娜布瑛离休。新班子在原来工作基础上，坚挣r靠经济建设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静和口曹蒙肇鸣弦

的方针，积极开展了种树种草，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簿＆擎冰交
流，普及宣传了微型电子计算机，甜菜地膜覆盖等新技术，创办

了科技咨询中心，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组织

建设，初步形成了科协组织体系，有学会(协会，研究会》四十

三个，会员四千六百五十多人，六个旗，县，区全部建立了科协

组织，全市农村四十六个乡也都建立了科普协会。经过较长时间

准备，一九八五年五月召开了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五

年来的科协工作，选举产生了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市政府副市长

刘学敏被选为科协主席，斯琴挂，卢如孝被选为副主席，由十七

名同志组成常委会，由四十三名同志组成委员会。斯琴挂被市委

任命为市科协党组书记。经过市科协a--"大"，健全了组织机

构，明确了业务指导思想和工作宗旨。制定了“七五"规划，为

开创科协工作新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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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机构沿革‘

科协的组织机构，是科协一切活动的基础。建国以来，我市

的科技工作者，广泛地分布在全市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不同层

次上。科协组织也就相应地建立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即按现行

的行政管理体制旗(县)，区，大厂矿、乡镇(街道办事处)，组

建科协组织，形成了一个纵向组织系统。科协具有横向联系的特

点。同一学科的科技人员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单位。于是，按学

科组建了学会、协会、研究会，形成了一个横向组织系统。这

样，从纵、横两个方面，构成了我市科协组织上下相通，左右相

连，既松散又完善的全市统一的科协组织体系。

． 第一章市科协机构设置’
^

’
。

第一节科普协会时期 ·

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市设立了科普协会委员

会，成员都是兼职的，由市委文教部，农牧部，工会，团委，妇

联等有关单位的同志组成； ．

主任l阿尔嘎木扎
、

’． 委员l王锁全 刘文龙 吕振明 成志新

一辛峄 李信三 謇义熊 阿尔嘎木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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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兰 苏以长 周，树钧 徐化民

。崔梦松 舒兆勋 蔡化苑 黄一乎

梁仲仁 鲁平 薛助辟 ．‘

各局，区也有科普工作委员会，设有领导小组，负责定期向

本单位党委及市科普协会汇报工作，组织领导本系统干部带头学

习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科技知识。
’

局，区以下厂矿、学校，医药卫生等部门还有科普工作小

组，设有组长，副组长一至二人。(见第7页图表>
一’

． ·{．o

· ：．．

第二节科委，科协合署办公时期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

市科委)成立，同市科协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办事

机构是“一室四科万。即办公室，组训科，科学技术科、科技普

及科，情报资料科。人员编制为二十五人。科普科负责科协的业务

工作，组训科负责科协的组织建设。主任委员由市委书记高增贵

兼任，副主任委员由剐市长陈炳宇，市委工业部长曹锡光，市委

宣传部长张鹏林，市委文教部副部长阿尔嘎木扎兼任。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六日，市委决定科委主任由陈炳宇，副主

-任由齐林兼任，尚有十七名委员，组成了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

同年六月十日市委、市政府批准，人员编制增加到五十名(行政

三十五人，事业十五人)，其内部机构设办公室，规划科，一科，

二科，宣传普及科(编制八人，负责科协的各项业务工作>·

一九六一年七月科委，科协在精减机构中被撤销。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市科委、科协又恢复成立。据市人委

(64)呼编巴字第54号文件中规定， “人员编制不能占用事业编

制，暂定行政编制四名刀，书路兼任科委主任。由科委副主任牛

竞存同志兼任科协主席，由刘仁同志管科协与农业工作。随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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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蕾协会机构设置及隶属关系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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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志

项工作的逐渐开展，逐步意识到科委与科协的性质，任务和业务

范围不同，曾于同年六月向市委提出要求科协另列编制并增加配

备干部的报告。十二月底，市科委、科协由年初时的四名干部，

增加到九名。机构设置分为四摊，即科委、科协，情报研究所，

标准计量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

第三节科技局时期
’

，
／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是科技局时期，在其内部设置

了工业，农业、计划(综合)，科普四个科和一卜办公室，还有

下属单位科技情报所、计量所，地震办公室。陈自忠兼任局长，

后由金久斗任局长，德宝，丛敬滋，王更生，孙凤琴，周瑜等同

志先后任副局长。编制为二十名。其中科普科负责人是彭建滨，

科员有七、八人，内有明确分工，分别抓技术交流，科学普及，

学会活动和青少年科技活动。

第四节．科学技术协会时期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经过认真准备，召开了呼市科协第

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领导人均是兼职，具

’体名单如下·

主席。李丰
’

．

瑚主席l曾法 任斌 张务深 金一华

王孙力 曲光健 戈维武 张建民

萨仁图雅徐化民
‘’

。‘．：j一·

秘书长t张举’云
’

’

委 员·王更生 王存智 王者新 王孙力

王化湖 戈维武 白九如 甘瑞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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