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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是丽江市委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他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Jv,-qz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理论知识培训，是党的优良传

统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中共丽江市

委党校自创建以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成为全市培养各级党政干部的摇

篮。为将党校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翔实地记录下来，以弘扬党校的优良传

统和办校特色，推动和促进全市干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共丽江市委党校

党委决定编纂《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志》，并成立了编纂委员会，主要领导担任

主编、副主编，学校各科室领导担任编委。机构成立后，拟定篇目(初稿)，逐

步搜集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修志工作并未启动。至2003年1 1月，校党

委决定重新调整和充实编纂人员，落实修志经费，实行目标责任制，明确规定

了完成任务的时限和质量要求。为了编好校志，我们广泛查阅了学校档案室和

各科室档案百余卷，摘录各种资料1 500余份，共搜集整理资料达80万字，在

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严格筛选资料，认真组织编写。《中共丽江

市委党校志》的编纂历时3年，2003年1 1月正式启动，2004年2月完成初稿，

2005年1 0月，在原稿下限为2002年的基础上，补充了2003-2005年三年的

资料。1 2月，完成全志送审稿，经学校领导及有关审稿人员认真审阅，在充分

肯定志稿质量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及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编纂人员根据提出的意见和提供的资料，对志稿进行了认真全面的修改和完

善，并于2006年1月，再次送学校领导复审定稿。2月，完成了全志的终审定

稿工作，交付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专门安

排人员协助编纂人员搜集资料，区、县委党校提供了各校的简介，在此，致以

诚挚的感谢I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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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了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建校50多年来的

历史和现状，体现“资治、育人、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等体裁，按章、节、目结构编排，设概

述、大事记、志、人物和附录。

三、本志上限1 951年7月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创建之日起，下限2005年1 2

月底止。为记述方便，在概述内一律用丽江市委党校名称，志书内按时间顺序

称呼校名。

四、本志遵循新方志的特点，注重资料性和实用性，对中共丽江市委党校

的机构沿革、干部培训、文化教育、教学科研、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进行翔实记述，并收人市内所辖古城区、玉龙纳

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等一区四县县委党校的简况，

在附录中收人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在各个时期制定出台的部分重要文件和各种规

章制度等。人物表收录建校以来的历任党政领导名录、科室领导名录和各个时

期的教职工名录；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副校长、离休人员、副教授以简介

的形式收八，并按任职时间和年龄顺序排列；部分校友以列表形式收人。

五、本志行文一律采用现代语体文，按横排竖写，直书其事，述而不论的

方式记述，力求严谨、朴实、简明、规范。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系事，着重记述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创建以来

的大事、要事和有意义的新鲜事。

七、本志资料均由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各科室，区、县委党校提供。



序一

中共丽江市委书记 和自兴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始建于1 951年7月，是丽江市创立较早的在党委直接

领导下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学校。1 995年4月．经当时的丽江地区

地委、行政公署决定，将丽江地区行政干部学校与丽江地委党校合署办学．形

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体制。

2003年6月，丽江撤地设市，改称为现在的中共丽江市委党校。2004年

1 0月，丽江市社会主义学院在市委党校正式挂牌成立，形成三校一体的办学体

制。

风雨55年．历经沦桑．百折不挠，与国同运。中共丽江市委党校作为党

委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成为了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

大熔炉，成为了丽江市面向新世纪培养各级领导干部的摇篮。

55年来，一代代党校人励精图治，努力奋斗．开拓创新．紧紧依靠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内

容的干部培训和轮训。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广

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执政能力，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

资源，优化培训队伍，改善培训条件，提高培训质量。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

批的领导骨干和优秀人才。1 951—2005年．培养各类干部累计万余人次。这

些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丽江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党员干部队

伍亟需提高执政本领的现状。以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面向21

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和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为标志．党校事业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丽江市委党校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中心．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党性修养等基本要求，建立了教学新格局，引导学员对国际国内重要现实和战

略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在教学的全过程贯穿了增强党性的要求．开展党性

党风教育。同时．也加强了党校自身的建设，培育了一支忠诚于党的干部教育

事业的队伍，建设了较完善的办学基地，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继承和发扬党校

教育的优良传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



党校的性质、任务决定了党校教育必须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党的建设

服务，因此，党校的整个活动与党的政治生活紧密相关，在55载历程中．既

有贯彻党在各个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正确决策所取得的成绩和

经验．也有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造成的挫折、失误和深刻教训。认真总结

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写出一本党校的志书，“以史资政、以史育人”．对于进

一步办好党校，对于加强丽江市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编写校志．是党校历任校领导和老一辈党校工作者的夙愿。多年来，先后

经过许多同志的辛勤努力，《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志》终于出版了。写志是一件

十分严肃而又很艰辛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这部志书以丰富、翔实、准确、

可靠的史料，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党校创业、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

全方位宣传了党校办学的光辉业绩，是一部融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

的高质量志书。它的问世，是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新形

势下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也是深入了解和

研究丽江市委党校组织沿革与发展的珍贵资料，必定能发挥鉴古知今、服务当

代、启迪后入的历史功用。

值此，我衷心祝愿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在新的世纪、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中，

不辱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适应时代的需求，与时俱进．深化教学改革，创新

干部培训的内容与形式．始终保持干部教育内容的鲜活及形式的多样。自觉地

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植根于全国、全省、全市工作大局之

中，从而发挥出愈加重要的独特作用，成为镶嵌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之中

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我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能从《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志》

一书中获得有益的经验，为建设美好丽江，构建和谐丽江做出积极的贡献1

2005年12月于丽江



序二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l,J校长 陈述芳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志》付梓出版了，它是我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

成果，同时也是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身为常务副校长，我感到无比

的高兴与欣慰。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创建于1 951年7月，风风雨雨．不觉已走过了半个多

世纪的光辉历程。55年来，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党校的精心

指导下，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历届校党委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忠诚党的干部教育

事业，学习、宣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圆满完成

市委、市人民政府交给的培训任务，把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建设成走向现代化的

培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为丽江市的干部教育事业和构建和

谐丽江，做出了巨大贡献。

5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市党员领导干部方面．在

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世纪、新阶段、以现代知识武装全市党员

干部方面，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多次为

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新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展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一重要指示，为新世纪新阶段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共丽江市委党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市委政府的工作大局．全面推进党校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优化培训队伍方面，通过评聘公开、竞争上岗、进修深造、调研考察、挂职

锻炼等多途径不断提高党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能力，逐步建立起了一支规模适

当、专业优化、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创新能力强、能够适应大规模培训干部

和理论创新、满足党校事业发展需要的教职工队伍。在深化教学改革方面，坚

持和完善学校教学新布局，不断丰富和充实干部教育培训的新内容，创造性地

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路子、新方法。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既深入抓好

干部的理论武装．又着重抓好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继而高度关注培训内容的



系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及时充实完善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干部教育培训的

正确方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干部教育内容同全市工作实际密切结合，

注重解决丽江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干部教育

培训内容的战略研讨课，组织课题研究，真正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

有所成、研有所得。在改善培训条件方面，多年来市委政府不断加大建设资金

的投入．扩建教学楼、办公楼，改善道路设施，绿化美化校园，增设微机设备，

改善学员住宿．使丽江市委党校成为一个环境优美、各项设施齐全的多功能、

综合性、花园式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中共丽江市委党校志》一书．真实地记录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它的问世

必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回顾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面对新世纪的机遇，面对知

识经济的挑战，党校人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市委、市入民政

府的领导下，以满腔的工作热忱，以拼搏的开拓精神，继续谱写党校21世纪

的崭新篇章。

2005年1 2月 于丽江



序三

枨卫东

中国共产党丽江市委党校志编纂成书，是丽江党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

之感到高兴。

丽江市委党校创建于1 951年，55年的沦桑历史，经历了开创、曲折、发

三个历史时期。尽管世事坌集、风云变幻，但党校作为“三个阵地、一个熔

炉”，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发扬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荣传统，为丽江政治安定、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才培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前，党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共中央颁布了《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的历史经

验和新鲜经验，对于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

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培

训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值此修志盛世，全面系统、准确地

记述党校55年的发展历程，总结过去，指导现实，探索未来，鉴往治今，确有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校志编委和撰稿人的努力．以及许多关心校志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编纂工作时间虽短，但此书内容详尽，资料翔实，专业特色浓厚，是一部反映

党校教育55年各方面情况的重要著述。它的问世，必将为我们了解党校的昨

天，认识它的今天．研究它的明天，提供珍贵的史料。实乃开卷有益，值得一

．
读。

毋庸讳言，校志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代替未来。回顾过

去，我们问心无愧，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党校是党的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以集中培训、轮训方式提高领导

干部素质和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校的教育事业，总是同党的

建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随着我们党的兴旺发

达，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荣昌盛，丽江市委党校的建设必将得到

更加蓬勃迅速的发展。让我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开拓创新的精神，从严治校，

励精图治、拼搏进取，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使党校更好地发挥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

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阵地的作用．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用更新的经

验、更辉煌的成绩．谱写丽江市委党校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系2006年2月新任丽江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

i_二√√■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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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拥有一支富有实践经验、勇于进取的高素质的干部及教学科研队伍。

，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是党校办学的根本宗旨，

也是推动党校发展的力量源泉。丽江地委党校创建之初，一无校舍、二无资金、三无教材，

真可谓白手起家。就在这种情况下，校党组紧紧依靠全体教职员工，利用破旧的庙宇和少

数公房，因陋就简，开始为巩固和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培养教育干部。当时丽江专员公署

下辖13个县，辖区大、干部多，培训任务十分艰巨。地委党校全体员工克服重重困难，每

年短期培训数百名干部，为建国初期进行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培训了大批干部。从1951年7月至1965年4月的15年间，

中共丽江地委党校共举办各级各类干部短期培训班37期，培训各级各类干部4 510人次，

较好地完成了地委赋予的干部短期培训任务。

丽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干部文化偏低，文盲居多，不同程度地

阻碍着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逐步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从1953年起，中共丽江地委党

校承担起干部文化教育的重任。先后举办了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等干部文化

速成班。从1953年至1965年，举办各类班次的干部文化学习班17期，区内共有2 229名

各级干部参加党校文化学习班学习，其中绝大多数拿到了高小毕业文凭，部分拿到了初中

毕业文凭。

在培训教育过程中，由于受大“气候”的影响，也曾出现过“左”的倾向，错处了部

分党员干部，虽在后来的各个时期作了纠正，但其教训是深刻的。尽管如此，中共丽江市

委党校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向是正确的。参加短期培训和文化学习的干部，比较系统

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性、党纪、党风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党在

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各种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

马列主义水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成为区内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行各业中的骨干，

为巩固和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共丽江市委党校被撤销，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资料

散失，校舍被占，遭受了一场浩劫。

1977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后，中共丽江市委党校于1978年

底正式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的有关指示，逐步恢

复党校正规化教育，并从1979年4月起，开始举办干部轮训班。1980年2月，中共云南省

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联合召开全省党校工作座谈会。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关于

办好党校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办好丽江地区各级党校，总结交流地、县委党校恢复以来的

经验，研究如何完成新时期干部培训任务，是年8月，召开全区党校工作座谈会。地委组

织部、宣传部、地委党校，所属4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

议就新时期如何建设党校形成共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坚定了办好区内各级党校的信

心。这是一次拨乱反正中的党校工作会议，对市委党校的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

一时期，丽江市委党校共举办轮训班、短训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12期，轮训培训各级

干部1 097人。轮训内容主要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有重点地选学马列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以及党在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要文

献。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为中心，以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路线，着重解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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