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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洪俊

在兴起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之际，《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组织

志》编修成书。付梓之际，编者力邀作序。

今西秀区是中共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的地方，早在我们党第一个伟大的

历史转折点——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安顺县支部就诞生了。

此后的14年间，西秀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西秀区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发展经济、文化、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党领导西秀区

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生产

力迅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伟大成

就。党在西秀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

大成就的历史，使昔El贫穷落后的西秀区成为贵州省二十个经济强县(区)之

一的现实，都验证了党的组织路线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史实。《中共安顺

市西秀区委组织志》，把党在领导西秀区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

党的组织路线的成熟以及对于革命和建设的保证作用，载人了青史，这不仅对

于当代具有重要的“资治”和“教化”作用，而且必将在“存史”的过程中，传承后

世，惠泽千秋。

志书面世之际，作此短文，以为祝贺。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



序 二

侯晏

在中共西秀区委组织部的认真组织下，经过全体编修人员一年多的艰苦

努力，《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组织志》终于编修成书。付梓之际，编者邀我作

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书是世界文化丛林中的奇葩。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发展方志文化，不仅可以把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传承后世，而且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客观

记述，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营养，避免在

新的探索中出现失误。同时，地方志书还可以发挥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

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自从1934年中共在西秀区开展活动以来，党就领导西秀区人民进行了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党领导西秀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

断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不断加快西秀区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了西秀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中，西秀区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西秀区各项成就的取得，党的组织路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o《中共安顺市西

秀区委组织志》的付梓问世，相信将通过地方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昭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真理，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进行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良好教材。

志书面世之际，作此短文，藉以祝贺。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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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徐黔安

《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组织志》从计划编纂、收集资料到编辑出版，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全区组织老干工作的一件大喜事。也是

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上个

世纪80、90年代，我区(市)开展新地方志的编修工作，组织部当时就调配人

员，收集资料，为《安顺市志》编纂提供了组织、干部方面的资料；同时根据上级

组织部门的安排，编有市、县组织史资料各一册。现乘政府安排续修新志的东

风，进一步编就并出版《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组织志》，集组织建设、党员发展、

干部选拔任用、老干部工作、目标管理为一体，横分纵述，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共

地下党和中共西秀区(县、市)委组织、干部工作几十年来的发展，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是一部反映党的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干部

工作的难得的好书。它可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区(县、市)委组织、干部工作几十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可给从事党的组织、干部工作者有效的工作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也可给后来人提供借鉴。总之，它将鼓舞人们为今天的改革和明天的建

设贡献力量o

《中共安顺市西秀区委组织志》在资料收集、撰稿、审稿的工作中，始终注

意了领导、专家、群众的意见。采取专职修志人员和兼职编务人员相结合的办

法，翻阅了近200卷档案资料，采访收集数十人的口碑资料，吸收了多年来区

内的史志研究成果。初稿出来后经过专家和领导的多次论证和评审，执笔人

进行了多次修改。有关专家认为此书的内容比较全面，体例比较严谨，重点比

较突出，特色比较鲜明，符合志书的基本体例并有所创新。它的出版，对我区

的部门专志特别是政治类专志的编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



序 四

李廷坤

1935年，中共安顺县地下组织成立。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组织

通过办读书会、培训班、训练班等形式，培养地下党员和革命骨干，壮大革命力

量，开展斗争。1949年11月，中共安顺县委成立。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区

(市、县)委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需要，开展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和

干部培养等工作。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和战斗力不断增强，保证了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编纂《中共安顺市

西秀区委组织志》的时候，对几十年前在白色恐怖下坚定不移地开展工作和斗

争的地下党员、革命骨干，在几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工作中积极工作、努力奋斗，特别是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付出了生命的革

命烈士和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培养而作过工作但已去世的同志们的贡献，我

们将永远记住。

编史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安顺市西秀区

委组织志》现正式出书面世了，这对于了解我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选拔任

用、老干部工作等方面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使在今后的工作中减少盲目性，

增强自觉性，提高决策的准确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西秀区党的组织干部工

作的历史，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也经历过极左思想的影响，给党的组织造成

损害，伤害过一批老党员、老干部的感情。错误虽然由我们党自行纠正了，但

教训是深刻的，工作中要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发扬成功的经验，避免历史上的

错误重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充分运用好这本教材，

使之在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志书编成，凝结了应邀参加纂修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和组织部、离退休干部



工作局同志们一段时间以来的心血，在时间短、编辑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

正常工作和修志工作两不误，群策群力，忘我工作，按计划、保质量地按时编就

出书。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高素质。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全面地、实事求是

地记录西秀区(安顺县、市)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干部管

理、老干部工作、目标管理等内容。

二、记事上限始于事物发端，下截2002年12月。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根

据其影响和编纂时掌握的资料，当详则详，当略则略。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形式排列，辅以本末体编撰。对各专章中未有记述

的条目，一般用本末体述之。

四、各专章有关理论学习、干部教育、纪检监察、干部待遇等方面的内容，

为不与区内的其他专志发生重复，本志记述从略从简。

五、立传人物以县级组织机构副职以上，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市、区)级领

导及对组织、干部工作有特殊贡献的干部，离退休后积极贡献余热的老干部为

范围。以出生年月为序排列，生不立传。

六、行文中的“党”指中国共产党，“中央”指中共中央，“县委”、“市委”、“区

委”指中共安顺县委、中共安顺市委、中共西秀区委。

七、人志资料来源于档案资料、调查材料、公开发行的书报等，吸收了多

年来的史志研究成果，入志时已作过严格的筛选、考证、审定，故一律不注明

出处。

八、西秀区历史上称安顺县、安顺市，行文时依当时的称谓，简称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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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1934年秋，共产党员秦天真、林青、缪正元等来到安顺，举办“读书会”，吸

收进步青年参加，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地下党员。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省

工委于1935年4月建立中共安顺县工委。县工委在安顺设立秘密交通站，转

发省工委的各种文件、资料，配合红军长征开展武装斗争等。抗战爆发后，党

组织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募捐支

前、抗暴斗争。县工委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和镇压，为有利于工

作，省工委于1939年初成立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把党的工作和活动转移

到安紫边区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原安顺县工委未撤离的党员，分别转

移到边区和附近各县开展活动。

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在边区一带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暴

政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于1941年建立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委员会和

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军(救国扶民军)，后在国民党军警的围剿中失败。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实现国内和平，加强对人民革命斗争的镇压。中共安

紫边区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开展了边区人民风起云涌的反蒋抗暴武装斗争，

1947年在紫云克混“闹红城”，1948年春准备组织三县武装总暴动。后遭国民

党军警的镇压，边区党的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党员、骨干被捕牺牲，但革命的

烈火并未熄灭，于1949秋，地下武装正式打出旗号，名“安紫长边区游击纵

队”，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迎来了安顺的解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罗盘地

委、后来成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先后派地下党员前来安顺工作，开展抗战文艺

宣传、组建抗战游击武装和组织安顺县游击队、大洞口游击队等，单线联系．工

作中未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工作联系0

1949年11月下旬，由原冀鲁豫解放区南下西进的接管干部、解放军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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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兵团西进支队八大队一中队组成安顺县的接管班子，成立中共安顺县(临

时)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接管时除县委、县政府外，把全县划为5个区，分别建

立各区区分委和区政府。县委和县政府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城市政策、民

族政策、工商业政策，团结各族各界人士迅速复工复课，稳定社会。同时招收

和培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投入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工作。1950年

初在部分乡试行民主选举，同时建立农民协会、民兵、青年、妇女等组织。后来

的剿匪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锻炼了大批干部。1951年县委公开党的组织并

开始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当年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组织

通则》，选举县长和县政府委员；1953年根据《选举法》选举乡(镇)长，1954年

根据《宪法》选举县长，1956年召开中共安顺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

共安顺县第一届委员会。至此，安顺县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干部选拔任

用逐步形成制度。

1953年以后，县委、县政府执行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导下，安顺县的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根

据工作需要，党的组织工作不断加强，干部队伍不断扩大。1957年，县委“开

门整风”，初衷是加强各级组织的战斗力，改善党的领导。但后来受“左”倾思

想影响，演变成“反右斗争”，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

导致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地把一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经批判

斗争后划为“右派分子”，严重地挫伤了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使正常的

民主政治生活受到损坏。1958年“大跃进”后的“反右倾”，民主生活受到严重

损害；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清算干部

的“右倾思想”和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方面“四不清”的问题。干部队伍建

设制定了“老中青”三结合原则。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冲击党

政机关，揪斗、打倒各级领导干部，民主政治被破坏殆尽，并于1967年初从市、

县委开始，全面夺取各级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建立由造反派掌权的

“革命委员会”。市委、县委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成立，但仍然受“左”

的思想影响，在基层整党建党工作中“吐故纳新”，打击、伤害了部分老党员、老

干部，吸收了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人人了党。这段时期，极左路线不断地发起各

种政治运动，不顾党纪国法，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施以批判、斗争，进行

肉体上的折磨。直到“文革”结束，市委、县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

导下，才对历次运动受打击、迫害的各级干部彻底平反，党的组织建设、党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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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干部管理工作恢复正常。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党的组织、干部工作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

逐步走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管理。在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方面，区

(市、县)委根据改革开放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结合“两个文明”

建设，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恢复党内民主制度。

经过多年的努力，广大党员在思想上、认识上始终与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

政策保持一致。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生活制度的工作中，培养了一支

遵守纪律的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中起到

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在干部管理和队伍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了干

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和完善了干部的退(离)休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贯

彻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重视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的培养，

建立了一套提高干部素质的完整措施，使工作逐步走向法制轨道。90年代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干部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等措

施不断完善，并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实行公务员制度后，机关干部实行

公务员制度管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

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开展以基层组织建设为中心的

组织建设和党建扶贫工作，基层组织逐渐发展形成经济建设的坚强核心。党

员干部教育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内容，开展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进入新

世纪以后，在全体党员和干部当中开展“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

．习教育，以及反腐倡廉和警示教育等，端正了党风、政风，提高了战斗力和工作

效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形成对企业离

休干部的“两费”拖欠。市(区)委下大力解决离退休干部的“两费”拖欠工作，

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按政策提高他们待遇。同时组织他们贡献余热和开展

健康向上的活动，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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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34年

7月 中国共产党党员秦天真、林青、缪正元等到安顺接触进步青年，组

织举办读书会，宣传革命和抗日救亡，进行思想启发，为安顺县地下党组织的

建立及革命活动培养了骨干。

1935年

2月 安顺进步青年陈汉民、{；身十速航、龙文分别由林青、秦天真发展加入

中国共产党。

4月秘密建立中共安顺县支部，谢速航任支部书记，龙文任组织委员，

陈汉民任宣传委员。支部隶属于省工委。不久，支部更名为中共安顺县工作

委员会(简称县工委)。

12～13日 红军长征经过安顺的双堡、杨武、鸡场等地，一路宣传革命道

理，在今岩腊民族乡三股水村小底西写有“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部队”标语。

5月 县工委先后发展朱桂林、刘英泰入党。

夏秦天真主持在安顺龙文家中举办短期训练班，为发展党员培养骨干。

贵阳“七·一九”事件后，省工委组织遭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牺牲，白色恐怖笼

罩安顺，县工委组织委员龙文脱党。

1936年

1月 安顺县工委在省工委指导下，谢速航、陈汉民利用在邮政局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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