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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临沧地委书记段金堂

国家须有史，地方须有志，中华民族史志文脉源远流长。治国者以史为鉴，

镜古而知今。从古至今，善为地方官者，上任即索舆地志书通览，以便尽快熟

识地情，揽照古今，借鉴前人施政得失，制订己任决策方略。任内兴利除弊，造

福一方之外，承上启下续修地方志亦为不可旁贷之责。

临沧地区地处边陲，文化晚开，历史上编纂的地方文献较少，无方志之县

居半，使新入境者深感不便。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盛

世时期，举国上下掀起编史修志热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实属空前，省政

府将修志工作列为各级领导的任期目标责任之一。这对于缺乏地方文献的边疆

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进行大规模地情调查和填补地方志空白的最佳历史机遇。

我出任永德县委书记时，恰逢本县修志步履维艰，到任后积极支持此项工作，解

决了修志遇到的诸多困难，如今《永德县志》问世，虽离斯土，夙愿已遂。出

任临沧地委书记后，时常过问地县修志情形，每遇县志评稿都倍感欣慰，均亲

临和寄言祝贺。

在地委任职期间，对地委志的编纂又时时萦系在心，总想在任内将中共临

沧地委40多年来带领全区人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艰苦奋斗业绩编纂成志，

留给后人，完成任内修志要务。1993年10月，地委研究决定，编修《中国共产

党临沧地区工作委员会志》，重组编委会并由我挂帅主修。聘请熟悉临沧区情和

深谙地委工作掌故的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编写班子，和他们多次研究编纂方案，动

员地委所属各部门支持此项工作，为修志人员解决工作用房、用车、业务经费

和劳动报酬等问题，使地委志的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经过1年多的协作奋战，收

资工作基本结束，初稿编写已部分完成，几位老同志孜孜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

使我由衷感佩。1995年8月，根据工作需要调省工作，因未能完成地委志的编

写而感到十分遗憾，临行前一再拜托继任者要继续坚持不懈地抓好此项工作，要

善始善终，要对历史和人民有个圆满的交待。经新任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以及

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199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临沧地区委员会志》已定

【‘ofl}-慢慢。【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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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排版，遥闻佳音，感慨万千。回眸西顾，一望临沧经济振兴，早El脱贫致富；

二望《地委志》早El出版；三望干部群众珍惜《地委志》及其他修志成果，读
士
』l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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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 中共临沧地委书记 邵琪伟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应当认真

继承、发扬和创新。在全国盛世修志的热潮中，《中国共产党临沧地区委员会

志》编就成书，开创了编纂临沧地委志的先河，完成了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的文化基本建设工程，丰富了临沧地区地方志林，可喜可贺I

’《中共临沧地委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全志遵循志书的体例和记述

方法，用丰富翔实的资料，真实而系统地记述了中共临沧地委成立以来的全部

活动和各个方面的工作，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记述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临沧地委带领边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准

确地记录了积极发挥各族人民爱党爱国爱乡、振兴边疆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

做到记述成功之业不夸大不过高，记述失误之事不回避不开脱，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对待历史。正如恩格斯说

过的“对历史事件不应埋怨，相反地，应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还

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还值得称道的是通篇遵循述而不作的记述原

则，干秋功过留予后人评说，“历史的真正职责是只留记述人生的事实以及它们

给人的教训，至于见仁见智，各陈己见，则让人们运用才力自由判断好了。”因

此，本志书可谓是一部基本观点正确、基本资料可靠、体例完善、特点鲜明、思

想性和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上乘之作。我认为该志的成功所在有三：一是

党委重视，加强领导；二是充分利用了临沧地区档案馆藏丰富、系统、完整的

优势；三是参加编纂志书的同志，绝大多数是曾经长期在临沧地区党政机关工

作并担任过党政主要领导的离退休干部，他们治学严谨，有较好的思想修养和

文化素质。可以说，《中共临沧地委志》是一部可读性强的信史，是可供资政参

考、有存史价值的重要文献，是可供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党爱国爱边疆

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振兴经济、繁荣文化的伟大变革时代，肩负着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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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明建设的重任，修志并充分发挥志书功用有十分重要意义。修志，不仅

可以为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积累和提供资料，而且对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都有重要的借鉴；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我们可以通过志书了解古今，总结过去，科学决策未来，开拓进取，为两

个文明建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发挥作用。临沧这块边陲宝地，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已今非昔比，大量丰富的资源正期待着我们去作深层开发。要把一个地方

的工作搞上去，不可不了解当地的古今地情，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一

位学者说过那样，“如果你不了解在你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始终只能是一个

孩子”，有《中共临沧地委志》一卷在握，给我们了解和认识临沧提供了方便。

我们应当发挥志书功用，总结前人经验，科学预见将来，敢于实践今天，去建

设临沧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

时当出任中共临沧地委书记，逢《中共临沧地委志》编就，应编辑室之约，

爰为之序。

咖钆

，矗≯：．”黔敷犷节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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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

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地委成立以来的历史与

现状，旨在“存史、资治、教化”。

本志定名《中国共产党临沧地区委员会志》。记述范围是地委及其所属部、

委、办、局、临时办公室和地委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及工、青、妇、贫

等群众团体。领导班子收录到县处级(含副处级)。

本志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以述、记、志、传、录五体框架结构，图表穿

插其间，设概述、大事记、志文(章节目体)、人物传、附录和编纂始末、编纂

职名录，实写节、目。

本志志文上限起于1948年9月，下限止于1993年。

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贯通始末，彰明因果。

本志概述叙议结合，综述地委历史沿革，总摄全区大势大略。专志正文坚

持通典不录、越界不书、述而不作、叙而不议、传说不记、宁缺勿滥的原则。

本志人物，收录到1995年12月前逝世的地委常委及不设常委时的委员。传

文只写过世者在地委的任职时间内，故记述较简。在本志范围内的单位、干部、

职工受地(厅)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模范人物分别录入各章。
、。

本志所用数据、统计报表，均采用行署统计处的统计数据，统计处没有而

又必须用的，则采用各部门的年报数据。

本志人物、政权、党派名称，均直书其名，不冠尊称、蔑称等褒贬之词。专

用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注简称于括号内，以后用简称。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档案局(馆)史料文献和地委机关档案室以及经

过反复核实的个别有关人士提供的口碑资料。

本志按国家颁布的简化汉字书写，有关数字和计量单位、标点符号按国家

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标点符号用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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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大跃进”运动⋯⋯⋯⋯⋯⋯⋯⋯⋯⋯⋯⋯⋯⋯⋯⋯⋯(91)

一农业⋯⋯⋯⋯⋯⋯⋯⋯⋯⋯⋯⋯⋯⋯⋯⋯⋯⋯⋯⋯⋯⋯(91)

二水孝d电力⋯⋯⋯⋯⋯⋯⋯⋯OOS OOO⋯⋯⋯⋯⋯⋯⋯⋯⋯⋯···(93)

“ 三 工一业⋯⋯⋯⋯⋯⋯00 0⋯⋯⋯⋯⋯⋯～⋯Oa O⋯⋯⋯⋯⋯Q O O(95)

。 四 交t-通⋯⋯⋯⋯⋯⋯⋯⋯⋯⋯⋯⋯⋯⋯⋯⋯⋯⋯⋯⋯⋯⋯(98) 。4。。日Ⅷ盘溺溺?“



目‘ 录 3

第十二节农村人民公社化⋯⋯⋯⋯⋯⋯⋯⋯⋯⋯⋯⋯⋯⋯o⋯⋯-
· 一政社合⋯⋯⋯⋯⋯⋯⋯⋯⋯⋯⋯⋯⋯⋯⋯⋯⋯⋯⋯⋯⋯

-二公社食堂⋯⋯⋯⋯⋯⋯⋯⋯⋯⋯⋯⋯⋯⋯⋯⋯⋯⋯⋯⋯⋯
。

三政社分设⋯⋯⋯⋯⋯·“⋯⋯⋯⋯⋯：⋯⋯⋯⋯⋯⋯⋯⋯⋯”

第十三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一步骤⋯⋯一⋯⋯⋯⋯⋯⋯⋯⋯“⋯⋯⋯⋯⋯⋯一“⋯⋯”·
二结果⋯⋯⋯⋯⋯⋯⋯⋯⋯⋯w⋯⋯⋯⋯⋯⋯⋯⋯⋯⋯⋯

第十四节纠正“五风"⋯⋯⋯⋯⋯⋯⋯⋯⋯⋯⋯．．．⋯⋯⋯⋯⋯⋯

一整风整社⋯⋯⋯⋯⋯·⋯⋯⋯⋯·⋯⋯⋯⋯⋯⋯⋯⋯⋯⋯⋯
二纠正H一平二调"⋯⋯⋯⋯⋯⋯⋯⋯⋯⋯⋯⋯⋯?⋯⋯⋯⋯

． 三清仓核资⋯⋯⋯⋯⋯⋯⋯⋯⋯⋯⋯⋯⋯⋯⋯⋯⋯⋯⋯⋯⋯

第十五节贯彻“八字"方针⋯⋯⋯⋯⋯⋯⋯⋯⋯⋯⋯⋯⋯⋯⋯⋯

一精简下放⋯⋯⋯⋯⋯⋯⋯⋯⋯⋯⋯⋯⋯⋯⋯⋯⋯⋯⋯⋯⋯

二安排生活与治病⋯⋯⋯⋯⋯⋯⋯⋯⋯⋯⋯⋯⋯⋯⋯⋯⋯⋯

三农业⋯⋯⋯⋯⋯⋯⋯⋯⋯⋯⋯⋯⋯⋯⋯⋯⋯⋯⋯⋯⋯“
’

四“林 业⋯⋯⋯⋯⋯⋯⋯⋯⋯⋯⋯⋯⋯⋯⋯⋯⋯⋯⋯⋯⋯⋯

五压缩工业战线⋯⋯⋯⋯⋯⋯⋯⋯⋯⋯⋯⋯⋯⋯⋯⋯⋯⋯⋯

六 手工业⋯⋯⋯⋯⋯⋯⋯⋯⋯⋯‰⋯⋯⋯⋯⋯⋯⋯⋯⋯⋯⋯
‘

七’商 业⋯⋯⋯⋯⋯⋯⋯⋯⋯⋯⋯⋯⋯⋯⋯⋯⋯⋯⋯⋯⋯⋯

‘八教育⋯⋯⋯⋯⋯⋯⋯⋯⋯⋯⋯⋯⋯⋯⋯⋯⋯⋯⋯⋯⋯⋯
‘’ 九文化⋯⋯⋯⋯⋯⋯⋯⋯⋯⋯⋯⋯⋯⋯⋯⋯⋯⋯⋯⋯⋯⋯

第十六节社会主义教育⋯⋯⋯⋯⋯⋯⋯⋯⋯⋯⋯·8 o m O O·O·⋯⋯⋯

一呐地社教试点⋯⋯⋯⋯⋯⋯⋯⋯⋯⋯⋯⋯⋯⋯⋯．．．⋯⋯⋯
’

二边疆社教试点⋯⋯⋯⋯⋯⋯⋯⋯⋯⋯⋯⋯⋯⋯⋯⋯⋯⋯⋯
三 机关．“五反"⋯⋯⋯⋯⋯⋯⋯⋯⋯⋯⋯⋯⋯⋯⋯⋯⋯⋯⋯

，第十七节‘“四清”运动⋯⋯⋯⋯⋯⋯⋯⋯⋯⋯⋯⋯⋯⋯⋯⋯⋯⋯

一 临沧县“四清"⋯⋯⋯⋯⋯⋯⋯⋯⋯⋯⋯⋯⋯⋯⋯⋯⋯⋯

二凤庆、云县“四清"⋯⋯⋯⋯⋯⋯⋯⋯⋯⋯⋯?⋯⋯⋯⋯·
t 三 双江勐库“四清’’⋯⋯⋯⋯⋯⋯⋯⋯⋯⋯⋯⋯⋯⋯⋯⋯⋯

●。

第三章地委中心工作(中) ，
’‘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

(101)

(101)

(102)

(104)

(105)

(105)

(106)

(106)

(106)

(109)

(112)

(113)

(113)

(114)

(116)

(118)

(120)

(122)

(126)

(129)

(130)

(132)

(132)

(134)

(137)

(139)

(140)

(142)

(14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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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临沧“文化大革命"⋯⋯⋯⋯⋯⋯⋯⋯⋯⋯⋯⋯⋯⋯⋯(147)

一缘起⋯⋯⋯⋯⋯⋯⋯⋯⋯⋯⋯⋯⋯⋯⋯⋯⋯⋯：”．⋯⋯⋯(147)

二7售备⋯⋯⋯⋯⋯⋯⋯⋯⋯⋯⋯⋯⋯⋯⋯···⋯⋯⋯⋯⋯·”(148)
· 三 红卫兵⋯⋯⋯⋯⋯⋯⋯⋯⋯一⋯⋯⋯⋯⋯⋯⋯⋯⋯⋯⋯⋯·(149)

四夺权⋯⋯⋯⋯⋯⋯⋯⋯⋯⋯⋯⋯⋯⋯⋯⋯⋯⋯⋯⋯⋯“·(150)

第十九节农业生产领导小组⋯⋯⋯⋯⋯⋯⋯⋯⋯⋯⋯⋯⋯⋯⋯⋯(151)

一 “文革’’中的农业生产⋯⋯⋯⋯⋯⋯⋯⋯⋯⋯⋯⋯⋯⋯⋯(151)

二 临沧专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151)

三 各县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一⋯⋯⋯⋯⋯⋯⋯⋯⋯⋯⋯⋯⋯(152)

第二十节军管⋯⋯⋯⋯⋯⋯⋯⋯⋯⋯⋯⋯⋯⋯⋯⋯⋯⋯⋯⋯⋯(152)

一沿革⋯⋯⋯⋯⋯⋯⋯⋯⋯⋯⋯⋯⋯⋯⋯⋯⋯⋯⋯⋯⋯⋯(152)

二军管会⋯⋯⋯⋯⋯⋯⋯⋯⋯⋯⋯⋯⋯⋯⋯⋯⋯⋯⋯⋯⋯⋯(153)

7． 三军管会工作⋯⋯⋯⋯⋯⋯⋯⋯⋯⋯⋯⋯⋯⋯⋯⋯⋯⋯⋯⋯(153)

第二十一节临沧专区革命委员会⋯⋯⋯⋯⋯⋯⋯⋯⋯⋯⋯⋯⋯⋯(154)

一 专县成立革命委员会⋯⋯⋯⋯⋯⋯⋯⋯⋯⋯⋯⋯⋯⋯⋯··(154)
二 “斗批改"⋯⋯⋯⋯⋯⋯⋯⋯⋯⋯⋯⋯⋯⋯⋯⋯⋯⋯⋯⋯(156)

三 划线站队⋯⋯⋯⋯⋯⋯⋯⋯⋯⋯⋯⋯⋯⋯⋯⋯⋯⋯⋯⋯⋯(156)

四二次土改⋯⋯⋯⋯⋯⋯⋯⋯⋯⋯⋯⋯⋯⋯⋯⋯⋯⋯⋯⋯⋯(157)

五党政合一⋯⋯⋯⋯⋯⋯⋯⋯⋯⋯⋯⋯⋯⋯⋯⋯⋯⋯⋯⋯⋯(157)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158)

七撤销革委会⋯⋯⋯⋯⋯⋯⋯⋯⋯⋯⋯⋯⋯⋯⋯⋯⋯⋯⋯⋯(159)

第二十二节 “五七”干校⋯⋯⋯⋯⋯⋯⋯⋯⋯⋯⋯⋯⋯⋯⋯⋯·叩(160)

一 建立临沧地区“五七"，干校⋯⋯⋯⋯⋯⋯⋯⋯⋯⋯⋯⋯⋯(160)

二清查干部⋯⋯⋯⋯⋯⋯⋯⋯⋯⋯⋯⋯⋯⋯⋯⋯⋯⋯⋯⋯⋯(162)

三 重建党的组织生活⋯⋯⋯⋯⋯⋯⋯⋯⋯⋯⋯⋯⋯⋯⋯⋯⋯(162)

第二十三节知青工作⋯⋯⋯⋯⋯⋯⋯⋯⋯⋯⋯⋯⋯⋯⋯⋯⋯⋯⋯(163)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63)

二知青返城⋯⋯⋯⋯⋯⋯⋯⋯⋯⋯⋯⋯⋯⋯⋯⋯⋯⋯⋯⋯⋯(165)

第二十四节政治边防⋯⋯⋯⋯⋯⋯⋯⋯⋯⋯⋯⋯⋯⋯⋯⋯⋯⋯⋯(166)

一 建设政治边防⋯⋯⋯⋯⋯⋯⋯⋯⋯⋯⋯⋯⋯⋯⋯⋯⋯⋯⋯(166)

二政治边防后果⋯⋯0 0．000⋯⋯⋯⋯⋯⋯．-．．⋯⋯⋯⋯一⋯⋯⋯(167)

第二十五节阶级复查⋯⋯⋯⋯⋯⋯⋯⋯⋯⋯⋯⋯⋯⋯⋯⋯⋯⋯⋯(167)



’一 “清理阶级队伍”⋯⋯⋯⋯⋯⋯⋯⋯⋯⋯⋯⋯⋯⋯⋯⋯⋯

二 “一打三反"⋯⋯⋯⋯⋯⋯⋯⋯⋯⋯⋯⋯⋯⋯⋯⋯⋯⋯⋯

三清查“五·一六’’⋯⋯⋯⋯⋯⋯⋯⋯⋯⋯⋯⋯⋯⋯⋯⋯⋯

第二十七节批林批孔⋯⋯⋯⋯⋯⋯⋯⋯⋯⋯o o B ol o Q·o·a o g go⋯⋯⋯⋯

‘

一批林整风运动⋯⋯⋯⋯⋯⋯⋯⋯⋯⋯⋯⋯⋯⋯⋯⋯⋯⋯⋯

* 二批林批孔运动⋯⋯⋯⋯⋯⋯⋯⋯⋯⋯⋯⋯⋯⋯⋯⋯⋯⋯⋯

第二十八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撤销军管后的整顿⋯⋯⋯⋯⋯⋯⋯⋯⋯而⋯⋯⋯⋯⋯⋯⋯

二批邓后的恶果⋯⋯⋯⋯⋯⋯⋯⋯⋯⋯⋯⋯⋯⋯⋯⋯⋯⋯⋯

s。、第二十九节工农业学典型⋯‰⋯⋯⋯⋯⋯⋯⋯o⋯⋯⋯⋯⋯⋯⋯
⋯ 一一工业学大庆⋯⋯⋯⋯⋯⋯⋯⋯⋯⋯⋯⋯⋯⋯⋯⋯⋯⋯⋯⋯

二农业学大寨⋯⋯⋯⋯⋯⋯⋯⋯⋯⋯⋯⋯⋯⋯⋯⋯⋯⋯⋯⋯

第三十节批判“四人帮”⋯⋯⋯⋯⋯⋯⋯⋯⋯⋯⋯⋯⋯⋯⋯⋯⋯

一． 一欢庆粉碎“四人帮"⋯⋯⋯⋯⋯⋯⋯⋯o⋯⋯⋯．．．⋯⋯⋯

二揭批“四人帮"罪行⋯⋯⋯⋯⋯⋯⋯⋯⋯⋯⋯⋯⋯⋯⋯⋯

， 三清查“四人帮’’遗毒⋯⋯⋯⋯⋯⋯⋯⋯⋯⋯⋯⋯⋯⋯⋯⋯

(169)

(170)

(171)

(171)

(171)

(173)

(174)

(174)

(175)

(176)

(176)

(177)

(179)

(179)

(179)

(180)

第四章地委中心工作(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81)

第三十一节全党工作重点转移⋯⋯⋯⋯⋯⋯⋯⋯⋯⋯⋯⋯⋯⋯⋯(181)
t 一拨乱反正⋯⋯⋯⋯⋯⋯⋯⋯⋯⋯⋯⋯⋯⋯⋯⋯⋯⋯⋯⋯⋯(181)

二平反冤假错案⋯⋯⋯⋯⋯⋯⋯⋯⋯⋯⋯⋯⋯⋯⋯⋯⋯⋯⋯(182)

第三十二节农业经济体制改革⋯⋯⋯⋯⋯⋯⋯⋯⋯⋯⋯⋯⋯⋯⋯(182)

一建立生产责任制⋯⋯⋯⋯⋯⋯⋯⋯⋯⋯⋯⋯⋯⋯⋯⋯⋯⋯(182)

二发展多种经营⋯⋯⋯⋯⋯⋯⋯⋯⋯⋯⋯⋯⋯⋯⋯⋯⋯⋯⋯(183)

三发展农村商品经济⋯⋯⋯⋯⋯O O O O O O⋯⋯⋯⋯⋯⋯⋯⋯⋯⋯(184)

第三十三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84)

一一工商企业⋯⋯j⋯⋯⋯⋯⋯⋯⋯⋯⋯⋯⋯⋯⋯⋯⋯⋯⋯⋯··(185)

二流通体系与市场建设⋯⋯⋯⋯⋯⋯⋯⋯⋯⋯⋯⋯⋯⋯⋯⋯(187)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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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障制度⋯⋯⋯⋯⋯⋯⋯⋯⋯⋯⋯⋯⋯⋯⋯⋯⋯⋯⋯(188)

四宏观管理体制⋯⋯⋯⋯⋯⋯⋯⋯⋯⋯⋯⋯⋯⋯⋯⋯⋯⋯⋯(189)

第三十四节科技体制改革⋯⋯⋯m o o o o o o g a⋯⋯⋯⋯⋯⋯⋯⋯⋯⋯⋯(191)

⋯管理措施⋯⋯⋯⋯⋯⋯⋯⋯⋯⋯⋯⋯⋯⋯⋯⋯⋯⋯⋯⋯⋯(191)
二推行责任制⋯⋯⋯⋯⋯⋯⋯⋯⋯⋯⋯⋯⋯⋯⋯⋯⋯⋯⋯⋯·。(191)

三 其他改革措施⋯⋯⋯⋯⋯⋯⋯⋯⋯⋯⋯⋯⋯⋯⋯⋯⋯⋯⋯(191)

第三十五节教育体制改革⋯⋯⋯⋯⋯⋯⋯⋯⋯⋯⋯⋯⋯⋯⋯⋯⋯(192)
， 一全面推进教育发展⋯⋯⋯⋯⋯⋯⋯⋯⋯⋯⋯⋯⋯⋯⋯⋯⋯(192)

二推行各种有效制度⋯⋯⋯⋯⋯⋯⋯⋯⋯．．．⋯⋯⋯⋯⋯“⋯(193)

三 改革初见成效⋯⋯⋯⋯⋯⋯·”⋯⋯⋯⋯⋯⋯⋯⋯⋯⋯⋯⋯(194)

第三十六节揭批查林彪“四人帮”⋯⋯⋯⋯⋯⋯⋯⋯⋯⋯⋯⋯⋯·(195)

⋯地委清查领导小组⋯⋯⋯⋯⋯⋯⋯⋯⋯⋯⋯⋯⋯⋯⋯⋯⋯(195)
’

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6)

三 查处帮派头目⋯O Q OQI g⋯⋯．．-⋯⋯⋯⋯⋯⋯⋯⋯⋯⋯⋯⋯⋯(197)
’

四复 查⋯⋯⋯⋯⋯⋯⋯⋯⋯⋯⋯⋯⋯⋯⋯⋯⋯⋯⋯⋯⋯⋯(197)

五落实政策⋯⋯⋯⋯⋯⋯⋯⋯⋯⋯⋯⋯⋯⋯⋯⋯⋯⋯⋯⋯⋯(198)

7第三十七节落实干部政策⋯⋯⋯⋯⋯⋯⋯⋯“⋯．．Y．⋯⋯⋯m⋯⋯(198)

一 落实“文革’’中的问题⋯⋯⋯⋯⋯⋯⋯⋯⋯⋯⋯⋯⋯⋯⋯(198)

二落实历史遗留问题⋯⋯⋯⋯⋯⋯⋯⋯⋯⋯⋯⋯⋯⋯⋯⋯⋯(200)

第三十八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201)

一 落实用非所学干部⋯⋯⋯⋯⋯⋯⋯⋯⋯⋯⋯⋯m O O OO 0⋯⋯⋯(201)

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

三解决技术职称⋯⋯⋯⋯

四检查验收⋯⋯⋯⋯⋯⋯

五健全管理机制⋯⋯⋯⋯

第三十九节地富摘帽⋯⋯00··lI@

一改造地富政策⋯⋯⋯⋯

二群众评审摘帽⋯⋯⋯⋯

第四十节机关机构改革⋯⋯⋯

一 地级改革⋯⋯⋯⋯⋯⋯

二 县级改革⋯⋯⋯⋯⋯⋯

三 区乡级改革Q O O·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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