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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修志 y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传

统，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于事实的叙述中展现客观规律，起到

"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我们现在修志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 容~ ((中共封开县委宣传志》正是:在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建设需要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中共封开县委宣传志 》记述T建国后封开县委宣传部在县委的

直接领导下，以及在省、 市宣传部门的指导不，围绕着每个时期党的中

心任夸 p 组织和开展全县宣传活动的史实。在编写宣传志过程中，我们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事以类从，详近略远，综述历史，横陈门类，力求

体现本部门纵横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时代和地方特色。本志内容分为

机构沿革‘社会宣传、 理论学习 、 精神文明建设 4 个部分，全书分为 4

章23节。

宣传志编写工作始于1991年初，县委宣传部成立了宣传志编篆领导

小组和编集小组，经过征集资料、研制纲目、筛选1分类和多次审稿，于

1995年出版问世。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 宣传部、县志办、组织部、

县委办等单位的文件和资料，此外，还得到曾在宣传部工作过的老同志

的协助。在这里，我们向各方谨致谢意!

. 由于时间匆促和编者经验等因素，错漏在所难免，恳望犬家批评指

正。

中共封开县委宣传部部长 莫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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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党的宣传工作，由县委宣传部负贵，主要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 重大方针政

策 ， 确定宣传内容，拟就宣传计划，编审宣传提纲和宣传资料，组织宣传队伍， 运用各种宣

传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向全县人民宣传。

封川、开建两县宣传部，分别于1950年 1 月和 3 月成立，各级党组织设有宣传委员，乡

镇〈区、公社}设立宣传站，专门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68年 4 月，成主县革命委员会，典政

工组下的宣传办公室，取代了县委宣传部。 Hl73年 4 月，恢复县委宣传部。 1984~1987年，

机构改革，部内曾设立过秘书科、党员教育科、理论科和宣传科，配官正副部长和科长，共

有工作人员!l0各。县委宣传部除主管宣传、 理论和精神文明外，还负责对1广播电视、文化、

图书发行等宣传阵地的领导。

社会宣传 19-49年11月 ~1'952年， 着重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揭露帝国

主义 、 封建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说明为什么要推翻国民党的道理，宣传"清匪、反

霸、 退租、 退押"方针。配合穴村土改运动，宣传土地法、 党的阶级路线和划分农村阶级政

策，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宣传生产十大

政策，鼓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发展经济，同时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 ] 950年 6

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9 月， 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强

调要教育全县人民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开展"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反对

美国武装日本举行的和平签名运动。当时，县城及各区镇、农村的干部、职工、 学生、 农民

举行 "抗美援朝 ， 。保家卫国"集会，游行示威，有11万人次，占总人口 5-4% ，全县人民还认

捐 7 亿余元 〈旧版人民币 ) ，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 953年，..... 1957年，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部《宪法比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大力开展对农业、手王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的重要性和方针政策，在农业互助组、 合作化运动中，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宣

传"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办社的阶级路线， 1956年10月后重点宣传中共八大会议

精神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40条，据统计，全甚组织有63个学习"八大"的报 告 员 ， 141 

伞共2986人的宣传队，利用报告、大小会议、广播筒、山歌、 读报、 展览、 演唱、代表会、

学习班等形式，使受教育。的人达131285人， I~全县成年人81% 。

1958年"""1959年，主要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高产" 、 "深翻三尺土， 亩产万厅粮" 等脱离实际的口号，把"共产凤"当作共

产主义风格、把"一平二调" 当作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思想加以宣传， 以致扩大了"左"的

错误的影响。

1961年-1963年， 着重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充实、巩固、提高"

的八字方针，宣传鼓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

1 



案) >> ，纠正和清理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凤"以及干部的瞎指挥、 浮

夸凤和强迫命令行为，使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63年开展学

雷锋宣传活动，出现助人为乐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新风尚。

1964年........1965年， 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 ， 配合农村"四清" (而

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传播了许多"左"的思想，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动群众

开展"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干部队伍和各个领域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后

果.

1966年........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 错误地全面宣传贯彻中央《王 ·一六通知)) , 

继而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反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一

系列极左的方针政策，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

乱，使党和人民的事业， 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曾出现大搞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迷信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活动，如大 唱"语录歌"跳

"忠"字舞，县城机关、商店、公共场所用红漆刷红墙、红柱，写红语录， 搞成所谓"红海

洋" J 干部、 职工向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 J 还举办所谓"阶级斗争教育" 、 "星火燎
原"等展览馆。到1969年，这种错误的宣传活动才得到纠正。这期间，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建

立了广播站和有线广播网，广播线路总长179 .公里 ， 入户喇叭40302只〈有的生产大队或生产

队用几只高音喇叭全队听到) ，使全县各地黯处都可以听到广播，及时地把党中央的声音，

县委的决策传达到全县人民。 1976年10月，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党中央粉碎江青、 张春

桥、 姚文元、 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宣传工作围绕揭批"四人帮"罪行进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逐步扭转宣传工作的混乱局面，从1979年开

始， 着重宣传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的方针，以及开展对《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主要内容，在干部群众中开展实事求是， 拨乱反正的教育， 开展改革开

放，振兴中华的教育，提高群众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性质、 任务、 特点的认识，为落

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实现全县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泣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扫除思想障碍。

改革开放15年，广泛向干部群众宣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理

论。 1982~1984年，连续几年年初 ， 在农村广泛宣传贯彻中央 1 号文件，深入开展农村体制

改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同时，为肃清"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影响，净化政治

环境，先后 4?;欠组织人力清理粉刷墙头路边过时标语。 1987年11月后，宣传中共十三大精

神，宣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宣传"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一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 ， 宣传邓小平南方视察重要谈话， 同时，在县内开始建立电视差转台，开展有声有色

的宣传活动，使党员、干部、 群众及时了解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 从政治上、 思想上与党

中央保持一致， 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理论学习 解放后 ， 封开县干部正规化学习有三个时期z

第一时期 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 后的1956~1957年。 1 95 6年 7

月， 县成立干部政治理论学校 t 校长由县委宣传部长郑昌信兼任 ， 黄健j良为专职副校长，行

政干事刘静波，由各有关单位18位负责人任校务委员 ， 理论教员 3 人。全县区级机关以上干

2 



部500多人分类学习。凡是科(周〉长以上的干部为中级组， 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苏共 旷日〉党，

史 s 其他干部为初级组，按系统编组， 学习哲学和中共党史;文化较低的干部学习文化。干

部学习 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学习制度和学习计划， 每段学习开始和结束， 由理论教员进行学习 
辅导和小结。各区、 乡〈馈〉 干部则分区、乡〈镇〉定时集中学习 ， 县派出理论教员下去巡;
迥讲课。 中级组学习，按章上课，非常正规。 1957年下半年，全县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正

规化学习于是停顿。

第二个时期 是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干部"认真看书学习 ， 弄迪马克思主义"后的197 3..

~1 983年。 1 973年，县办了 5 期理论辅寻员学习班，培训理论辅导员1080人。县机关干部学
习列宁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1974年， 县办了 8 期理论辅导员学习

班， 培训了辅导员1680人， 城乡办起政治夜校1971间， 文化室120间 ， 成立理论学习小组12 6.

个，拥有理论队伍574人。是年县机关干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

分〉、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哥达纲领的批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最高阶段》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 >> 飞 《反对资本主义》 等 5 篇哲学著作。 1976年，县党校办班11期，参加学习 1700人，

17 问公社党校开班79期， 参加学习 14200人，还有140间农民政治夜校和 4!可业余大学供工农

群众学习毛著。 1977年， 发行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要求通读一遍，精读重点章节，领会
基本思想， 县委中心学习组带头学习后，给县机关干部作了专题辅导， 县党校办了 6 期班 ，

参加学习 1600多人，全县195个生产大队办了生产队委以上干部学习班 ， 丰i 局领导干部和公』

社正副书记基本通读了毛选五卷。 1979年，县分别举办了县机关干部、 公社干部、大队党支

书学习班， 9 期共参加学习1154人，公社办学习班150期，参加学习1932 4人， 参与真理标准

问题的讨论。 1981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县.委宣传部和县委党校联合举办学习 《决议》 宣讲员学习班，培训6 33名宣讲员 ， 18:. 

个公社培训115583 名宣讲员，向全县群众宣讲《决议》。

第三个时期 是1984~1994年， 组织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

社会主义、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门课程。 1 984年 8 月，县委批

转宣传部制订的《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实施意见》。要求除具有大专毕业文

化程度的干部可免修或选修规定的政治理论课程外，其他干部根据各人的工作性质、职务、

理论水平的不同，分甲、乙、丙三个层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198 5年下半年，成立封

开县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领导小组，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任组长、一各常委和组织部长、 宣传

部长任副组长，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具体管理干部正规化理论学习。是年举办第一期学习 《哲

学》班，参加主习的副科以上干部135人 3 方法是讲课辅导和自学相结合 ， 每月阳 、 25 日

上午为讲课辅导时间 ω 1986年 6 月， 第二期学习《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 班 ， 对象是宣传和

政工干部，有175人参加学习。两期学习结束，均有考试，全部合格， 普遍获得良好。 1987

年，干部正规化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0 1988年，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 参加学习参94人。 1989年下

半年开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明教程>> 0 1990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

和方法>> ，县举办有全县各乡镇、县直副局级以上单位派员参加的学哲学辅导员学习班115.

人，县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和正、副科级干部300多人参加了学哲学讲习班。 1991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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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学习，全县印发了 《社会主义者干问题学习纲要)) 3000册， ((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

学习纲要〉复习考试指南)) 3300册， 有 4500多人参加考试 ， 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有656人。

1992.......1994年，干部理论学习的中心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

义党建理论。县委宣传部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学习班，培训 180 多名辅导员，为职工"双

基"教育〈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的117个单位培训 9 () 8 个辅导员，编发教材1 810 0册，使

11032人受教育，占应受教育总数的 9;::;%0 """"" 

从1958年起，在开展干部正规化学匀的同时 ， 还在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学习毛泽

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1958年 9 月， 中央、 省、 地先后召开理论工作会议 ， 提出《在全党全民

中开展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理论学习运动》后 ， 至次年 6 月 ， 全县办起了党校91 间，

实现了社社队队有党校 ， 有]2万干部群众围绕人民公社化问题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以及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学习《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 1963年，县直

机关干部及中小学教师， 重点学习"毛选" ((为人民服务》、 《纪 念自球恩》、 《愚公移
山》、 《实践论》、 《矛盾论》五篇著作 ; 基层干部〈包括大小队干部) ，学习毛主席《为

人民服务》、 《纪念白球恩》、 《愚公移山))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手作方法》五篇文章 s 以后 ， 城乡工农群众普遍开展学习 "老三篇 " (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球恩》、 《愚公移 llJ)) ) 0 1964年，县委建立毛著学习中心组， 县委书记任组长，

同时成立封开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办公室，从宣传部、组织部，农村政治部抽人组成，协助县

委搞好全县群众性学毛著运动ω 是年，县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实践论》、 《矛盾

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反对本本主义》四篇文章:农村183个大队社员

学习"老三篇" 0 1965年10月 11-15 日，召开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 参加会议175

人， 其中列席25人。 会后，由 7 名学习标兵组成 3 个报告团 ， 分头到各公社， 10天共作32场学

毛著经验报告会和 5 次座谈会，各阶层听众有13531人ω1966年 4 月， 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

著作，采取脱产轮训和;在职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是年，全县先后举办了 5 期毛著学习班， 每

期短的 10天，长的35天，参加学习超过 1 万人， 学习"老三篇"和《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等文章 ， 还召开过 3 次县三级干部会议， 总结交流学"毛

著"、办政治样板的经验。南/丰公社勒竹大队和莲都公社文华大队是县委书记、 副书记的政

治样板点，九成以上人口(仅除未会说话的婴儿)参加学毛著，男女老少都能背诵"老三篇" 。

1968年初，地委组织各县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到郁南县参观学毛著标兵宋桂大队后 ， 全

县城乡开展了大宣传，大学习 ，把学毛著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 道于一切的

位置上。特别是毛主席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 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指示传来后 ，全县农村办起了红夜校947间，

各级举办各种类型的毛著学习班共1620期，有139110人参加学 习;民兵学习班 665 期，有

39793名民兵参加学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提高干部职工、农民的理论水平，改

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 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但学习运动是在党内"左"的思想指导下

进行，是为"左"的路线服务的 ， 因此，越学越"左"形式主义、 实用主义盛行。

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以后 ， 县委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入手，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

活动，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列为军要议事 日程。 县成立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一名

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政法、 宣传、 文教 3 名常委、 副县长任副组长， 21 各有关单位负责

4 



1-‘ 
ι.a 

. 

机构名

一钮 ' 

部内秘书科

党员教育科

理论科

宣传科

阜

' 

称
职称

部长

部长

部长

部长

科长

科长. 

正 职 领 导 人

姓 名 任职时间
〈起止年月〉

黄瑞平 1984.6-1985.7 

蓝爱民 1985.7-1990.6 

莫水石 1990.6-1995 . 2 

何惠兰〈女) 1995.2-

陈思 1984.6-1987.6 

李锦养 1984.6-1987.6 

副 职 领 导 人

职称 姓 名
任职时间
(起止年月 〉

副部长 伍秀池 1984.6-1985.7 

副部长 伍秀池 1985.7-1990.6 

周瑞玲
1986.11-1988.5 
1988. 12-1990.6 

副部长 伍秀池 1990.6-1993.9 

周瑞玲 1990.6-1993.8 

周惠绪 1993.1.........1995.2 

副部长 周惠绪 1995.2-

副县级
周瑞玲 1993.8 

调研员
副局职

全锡元 1992 .9 
理论教员

副科长 孔剑玲〈女) 1984.6.........1987.5 

科副长 徐焕卿 1984.8.........1987.6 

副科长 周惠绪 1984.8-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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