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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廿一世纪的历史时刻，《中共海

阳市委党校校志》正式付梓出版。这是海阳市委党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海阳

市党建工作中颇具意义的事情。

《党校校志》展示了海阳党校创建五十余载以来的光辉历程。半个世纪以来，她历

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以坚定不移的理

想信念，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留下鲜明的足迹，创建了卓著的

业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海阳市(县)委党校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宣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积极进取，不断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先后培训党员

干部和理论骨干十余万人次，为海阳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o

<党校校志》全面记载了海阳党校五十余年事功，以翔实的资料，简洁的文字，展现

了党校建设的宝贵经验。一卷在手，披览前踪，可以获得深刻的启迪。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党校积五十余年之经验，证明了自身不容忽视的价值：她是

党在息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阵地，在党的各项事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

种特殊的作用，在廿世纪后半叶得到充分发挥，在新的世纪，必将更加显示其威力。当

前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

面临着一些从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更要注重学习。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同

出席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时就曾指出：“学习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干部自身

的进步，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我们全党

全民族都必须有这个共识”o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努力造就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

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和其它战线干部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党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党校要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一定要高举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及中央、省、市关于加

强党校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以教学为中心，以创一流党校为目标，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深化改革，提高办学质量，真正把党校办成培训党员干部，培

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加强党

性锻炼的熔炉。

党校是全党的党校，需要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共图发展。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都要不断深化对党校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理解，深刻认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

成熟的基础，增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关心支持党校建

设的主动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市委党校和基层党校建设成一流党校。

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关心支持党校工作，党校系统的同志们更要进一步认清形

I弋



势，明确任务，努力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发扬“团结、勤奋、务实、进取”的优良作风，勤奋工作。敬业奉献，为把党档 教育事业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培养高素质的跨世纪党员干部队伍，推动全市经济和柑 会各项事

业健康快速发展做出新的贡献o

’ ；慧；淼霎己】姗 -

订门’ 7

中共海阳市委党校校长 钙’9划厂y
一九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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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中共海阳市委党校诞生、发展、现状的资料性著作，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员!J，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式，以志为主。卷首设序、概述和大事记，卷
。末设附录，主体部分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分7章29节。‘

三、本志断限，上起1945年8月，下止1998年12月，唯“换届选举党员大会”下延
至1999年1月。

．

四、文字、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汉字表>、《第一批异

体字整理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五、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章的开头，有的有序，有的没有，依需要而定。

七、机构、部门、社会团体、重大会议名称及地域称谓，采用历史称谓，首次出现时

用全称，后则用简称。

八、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档案资料、当事人、知情人口碑、《海阳县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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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共海阳市(县)委党校位于海阳市城区海政路西首o 1945年8月创建，至今已

历53载，校名几经变更，驻地屡屡迁徙，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学校

管理日臻科学完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培训党员干部10余万人次，为海阳的革命和

建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o

1945年8月，中共海阳县委县学(党校前身)建立，1948年春停办。同年10月，成

立县委党员学习班o 1949年6月，党员学习班复称县委县学o 1956年3月，县学改称

县委党训班，1％1年1月，易名中共海阳县委党校。1967年至1969年，因“文化大革

命”，党校机构瘫痪o 1971年2月，成立海阳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1974年10

月1日，中共海阳县委党校恢复o 1994年4月1日组建海阳县行政学校，与县委党校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o 1996年5月撤县设市，中共海阳县委党校更名为中共海阳市委

党校，海阳县行政学校更名为海阳市行政学校。

海阳县委县学诞生于西哲阳村(现属东村镇)倪家家庙。随后，校址不断变动，先

后迁至中村(现属外向型工业加工区)西家庙、东村“磨街”(现位于东村镇和平村)，

1956年3月，移驻县委大院o 1961年1月，海阳县委党校确定现址。校园面积原为94

亩，后经几次调整，现有37．12亩(24759．38平方米)o

海阳市(县)委党校拥有固定地址以后，近40年间，不断进行校舍改造，以适应办

学的需要o 1961年接收原县化工厂，进行改建，将旧厂房改造成办公室、教室、学员宿

舍、食堂等，并于1962年，新建了部分平房，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70年代，校舍进

行两次扩建改造，先后建成了新伙房和教学礼堂，始有了较正规的食堂和教室o 80年

代，教学、住宿、餐饮条件进一步改善，到1986年，党校新建、扩建、改建后的教学楼、平

房，总建筑面积5920平方米o 1989年至1992年，继续对校舍进行维修改造。1994年

至1995年，先后建造、购置职工家属宿舍14套，基本解决了职工住房问题。1993年

至1995年，校舍改造力度显著加大，大规模维修改造了教学楼、平房教室、学员宿舍，

但仍不能适应党员干部培训的需要o 1995年，校党委紧紧抓住贯彻中央、省、市关于

加强党校工作的会议及文件精神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这一机遇，决
心从根本上改善办学条件，积极主动地为县委、县政府当好参谋，提出党校校改方案，

得到县委、县政府批准。所需资金，由县财政拨款，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无私捐

助，争取上级有关部门支援，筹资406万元，校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o 1995年8月动

工，1996年12月建成建筑面积2771平方米的办公电教楼；1997年5月破土兴建，

1998年10月建筑面积2875平方米学员宿舍楼完工，同时装配了现代设施，绿化美化

了校园o 1998年，党校校舍(楼房、平房)总建筑面积达10972．91平方米，其中教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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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容纳900人上课，学员宿舍可供250人住宿，餐厅能供250人就

党校机构设置，1984年以前，只有校级机构。1985年，正式设立

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5个中层机构。

1994年12月中层机构确定为6个：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教研室、

院海阳函授站、基层党校工作处，均为副科级规格o 1992年8月，海阳党校列为中专

学校体制，按副县级配备领导班子。校长(主任)一职，除1945年8月初建时和1985

年至1992年外，均由市(县)委书记、副书记或宣传部长兼任o 1984年以前，党校工作

由副校长或副主任主持o 1984年成立党委后，党校领导体制实行党委制，由党委书记

或副书记兼校长或副校长主持工作。现在，机构设置比较合理，各级领导配备齐全，形

成比较完善的领导体系。

党校历来重视党的建设。1960年以前，党校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隶属于

县委组织部或宣传部党支部。1961年，党校党支部成立。为适应新形势下党校工作

的需要，1984年8月i建立了党校党委，下设机关党支部和学员党支部，党的组织机构

日益健全。之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开始。党校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通过学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j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性教育，解决政治方

向和思想认识问题。党校把建设一个团结协调、有战斗力的领导集体，作为一项重要

目标，一班人顾大局、讲团结、廉洁奉公，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增强不怕困难怕无为，

不守摊子求发展的进取意识，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校建设事业上。党务管理工作逐步

加强，1984年以后，走上规范化的轨道。1989年党委制定了《中共海阳县委党校党委

各项工作制度》。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有关制度不断修订，1995年制定了

《中共海阳县委党校党务工作制度》，党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建设在制度化、规
范化的轨道上不断得到加强深化，成效显著，1994年以来，连续5年，党校党委在市直

机关党建工作检查评比中，名列前茅。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海阳市(县)委党校形成了自己的校风。党校创建初期，处

于战争年代，党校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团结战斗，圆满完成了培

训党员干部的重任。优良的革命作风，在战争年代产生，在和平建设时期发扬光大o

60年代，党校在废弃的工厂中兴起，边改造建设，边举办培训班，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取

得的显著成绩，曾受到上级的重视。80年代，党校的传统精神在经过十年浩劫后，开

始恢复加强o 90年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指示精神，要把党校办

成“三个阵地”、“一个熔炉”o新的使命，使校党委强烈认识到自身承担的重任，1993

年1月8日，在第四次换届党员大会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首次提出八字校风：团结、

勤奋、务实、进取。她象一面旗子，对党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教学是党校各项工作的中心。战争年代，因斗争需要不定期举办短期培训

班。建国后，一般每年冬春农闲季节，都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普遍轮训，其余时间，重

点安排培训脱产干部。五六十年代，党校就成为县委政治思想工作的得力助手o“文

化大革命”后期，虽办过培训班，却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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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党校通过培训班、进修班、轮训班，为海阳县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的束

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进入90年代，主体班次适应形势需

要，增加了班次种类，扩大了办学规模，1993年之后，年培训量达3000人次左右o

1991年起，为了实现海阳中长期发展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各种基本理论培训班

和专门业务培训班o 1993年以来，在教学内容上，紧跟形势，围绕党在新时期的中心

工作进行安排，针对性、实用性强。逐渐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基本教材，坚持理论教学同发展海阳经济相结合，同

学员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掌握现代化建设必备知识相结合，同改造主观世界、

增强党性相结合，即“一个中心，四个结合”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愈加科学合理。1984

年，党校教育走上正规化轨道以后，为了全面系统地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开

始举办学历班次，连续6年招收6级中专班学员o 1990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首次在

海阳党校设点办大专班，1993年，增设了省委党校干部业余教育学院大专班，并于

1994年始设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o 1996年，海阳党校学历班发展到5个专

业27个教学班，人数达1821人，居烟台市县级党校第二名，其中，45岁以下不具有大

专学历的科级干部全部参加了学历教育，也是烟台市唯一的县(市、区)o 80年代以

来，党校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阵地辐射作用，积极与各部门联合办班，扩大培训

面。党校知名度不断提高，社会有关单位纷纷聘请党校教师前往授课，深受好评。

教研活动始于70年代末，初期主要探索适合党校特色的教学方法o 1990年以

后，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设置课程，把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及时调整教学内容，课程

设置日趋科学合理。通过教学研究、集体备课、集体通课、跟踪听课、观摩教学、最佳一

堂课竞赛、教学经验交流会、教案和作业展评等活动，孜孜探索，逐步深化了对县级党

校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几年来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读书、讲解、研讨、交流、总结”

的十字教学法，突出干部教育的特色，进而采取以“专题带动原理、原著”的学习方法，

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针对不同班次和对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式，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校外兼职教师到校授课，组织学员外出考察，增长见识，开阔眼

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综合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增强了教学效果，提高

了教学水平。
●

科研始自80年代初，其地位逐步得到加强o 1993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

水平，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党校提出“科研工作要搞突破”，“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为

社会实践服务。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新思路，制定并不断完善《科研规划》和《科研

成果奖励办法》，激发了教职工的科研热情，促进了党校科研的迅速发展o 1993年至

1998年，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和理论研讨会上发表及获奖论文129篇，参与编写教材、

论著14部。同时，为了“调查海阳，研究海阳”，1993年以后，每年都组织骨干教师成

立专题调研小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18篇，为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为海阳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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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海阳党校教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四五十年代，职工人数一般三五人。

．．1961年以后，教职工保持七八人，且始设理论辅导员。70年代，教职工人数有较大增

加。1984年为举办中专班，调进16名教职工，教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此后，职工人数

时有增减，至1998年，教职工总数为35人。海阳党校一直重视教职工队伍建设。通 一

过思想教育、政治理论学习、开展评先创优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激发了全体教

职工爱党、爱国、爱校、爱本职工作的热情，培养了锲而不舍、奋发进取、争创·流的精

神，能够“身在党校，热爱党校，建设党校，为党校添光彩”。在业务上，采取多种方式，

．不断改善教职工的知识结构，坚持抓好在职业务学习，选派专职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

到上级党校和有关部门学习，积极支持学历进修，进行职称评聘。1998年，教职工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7人，其中大本学历的18人；取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并被

聘用的21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人(已退休和调离的7人)，中级职称14人。

1980年至1998年，获得海阳市(县)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共100人次，其中获烟台市级

以上荣誉称号者6人次。海阳党校锤炼出一支政治强、作风硬、纪律严、业务精的教职

工队伍，为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做出了贡献。

。海阳市(县)委党校在培训党员干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管理机制。从校级机 i

构到中层机构，都有各自相应的职能；从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到教职工群众，都有各自

的岗位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年终进行考核评比；而各种校级领导小组，在整个管

理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校坚持在严格管理上下功夫，狠抓了制度建设，管理逐

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先后制定了行政管理、党务管理、教务管理、后勤管理、学员管

理共5类76项管理制度。现在，各项管理制度已成为海阳党校的行为准则，充分调动

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保障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50余年的艰苦创业，海阳市(县)委党校取得卓著成绩。1990年以来，受市(县)

委、市(县)政府表彰奖励10次。1988年，获山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授予的山

东省党校系统“先进县级党校”称号。1993年以来，海阳党校瞄准一流党校目标，以教

学工作为中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为重点，以校舍改造为突破口，加大科研工作和队伍建

设的力度，内强素质，外争支持，负重奋进，苦干实于，在教学、科研、队伍建设、班子建

设，特别是校舍改造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好成绩，1995年被烟台市委组织部、宣传部
和党校授予“创一流”党校先进单位，1997年荣获山东省委党校授予的“山东省党校系
统先进党校”称号。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海阳党校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务必继续发扬“团结、勤 、

奋、务实、进取”的按风，誓将“阵地”进一步巩固开拓，将“熔炉”炉温升得更高，育英炼
才，不辱使命。’海阳党校将迎来新的春天!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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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先后举办3期区委干部、农村

干部培训班，共培训220人o

9月赵廷桂离职o

1952年

3月 先后举办两期农村干部训练

班，培训250人o

4月 刘允保离职。张振满任副主

任，主持工作o

6月 县委书记连民兼任县学主任。

7月6日 举办第一期新选干部训

练班，时间25天，培训37人，结业分配

工作的36人o

8月13日 举办第二期新选干部训

练班，时间15天，培训35人，全部分配

工作o

，9月16日 举办第三期新选干部训

练班，时间13天，培训36人，分配工作

33人。

秋举办整党骨干训练班o

10月27日 举办第四期新选干部

训练班，时间10天，培训64人，分配工

作59人。

12月3日 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

时间5天。培训173人o

1953年

1月14日 举办第五期新选干部训

练班，时间10天。

． 1月 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时间

12天，培训327人o·

2月2日 举办第六期新选干部训

练班，时间9天，培训105人o

4月 先后举办两期县、区、村三级

干部培训班，共培训280人。

1954年

3月 举办县、区机关干部培训班，

培训150人o
’

5月 连民离职。县委书记矫宁治

兼任县学主任。

1955年

4月 举办4期农业合作化积极分

子培训班，共培训850人。

1956年
。’

2月22日 举办整党骨干培训班，

时间5天，培训565人o

3月 县学改称县委党训班，迁址县

委大院o

3月。矫宁治离职。县委副书记王

超兼任党训班主任。张振满离职。崔世

禄任党训班副主任，主持工作o

3月 先后举办3期农村干部培训

班。共培训1560人o

7月一9月中旬 先后举办4期乡

党总支副书记、委员和农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副书记训练班，每期15天，共培

训1020人。

是年11月至1957年3月 举办农

村新党员训练班，先后7期，每期10天，

共培训1400人o

1957年

春 举办两期全县乡党委委员、村

党支部正、副书记训练班，每期14天，共

培训1200人。

6月 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培训600人o

11月 王超离职。县委书记刘光荣

兼任党训班主任。



大事记 7

冬举办区委委员、乡党委书记、妇 人。

女干部培训班，培训200余人。

，．

’

1958年

8月 崔世禄离职o

10月 举办农村干部培训班，培训

660人。

1959年

9月 张振满任党训班副主任，主持

工作o

8月至次年春举办公社干部、党总

支书记、委员、支部书记、支部工农理论

教员轮训班，共6期，每期10"-"15天，培

训2925人o

11月 先后举办4期县直机关、农

村干部反右倾学习班，培训1350人o

1961年

1月 县委党训班改称中共海阳县

委党校，并启用印章。张振满离职。

3月 党校迁址县城西原县化工厂o

3月 倪守聚任党校负责人，兼理论

辅导员o

9月一12月 先后举办8期农村党

支部书记、及其它干部培训班，每期15

天，共培训3200余人o

11月 县委书记刘光荣兼任党校第

一任校长，倪守聚任党校第一任副校长，

主持工作。

是年成立中共海阳县委党校支部

委员会。

1962年

2月一3月 先后举办4期农村干

部轮训班，每期13天，共培训1600余

5月 举办两期县、社干部培训班．

每期15天，培训226人o

8月5日 举办县、社干部学习班，

时间20天，培训400余人o‘ ，

10月一12月 举办县、社干部轮训

班，共培训860余人。同期，举办农村党

员干部轮训班，共培训3125人o
／

1963年

2月一3月中旬 举办两期党员生

产队长训练班，培训2100人，每期20

天o

3月中、下旬举办非党员生产队长

训练班，培训1100人。

春建平房两排，建筑面积641．29

平方米(现学员宿舍楼址处)o

5．月 先后举办4期县、社18级以

下脱产干部训练班，共培训600余人。

冬 举办两期农村党支部书记、党

员大队长、党支部理论教员训练班，每期

20天左右，共培训2200余人o

1964年

2月一3月 举办4期农村干部《毛

泽东选集》培训班，每期20天，培训1600

余人。

5月 举办县、社干部《毛泽东选集》

培训班，共培训1000余人o

1965年

3月 刘光荣离职。县委书记李欣

吾兼任校长o

5月 举办县、社干部学习毛主席著

作轮训班，共培训1280人。

10月一11月上旬 举办5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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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成员、生产队长、妇女主任、团支

部书记培训班，共培训4000余人o

11月12日起 先后举办4期农村

毛主席著作理论辅导员轮训班，每期17

天，共培训2200人o

． ”月一次年2月 举办服役干部培

训班，培训100人o

，1966年

1月26日 举办农村生产大队长、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先后3期，每期18

天，共培训2400人o

4月27日 举办农村生产大队贫协

主席培训班，时问20天，培训567人o

5月26日 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和

生产队政治队长培训班，时间20天，培

训500人o

5月 李欣吾离职。县委书记陈永

义兼任校长o，

1967年至1969年

因“文化大革命”党校机构瘫痪o

1970年

春拆除伙房一排(现礼堂北)，建

新伙房14间(现伙房)，1971年春交付使

用o

12月10日 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20天，培训274

人。

1971年

2月 海阳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

校成立，孙香圃任校长。12月17日，启

用“海阳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印
=6‘

早o

2月 倪守聚离职。

5月3 El 举办农村党支部正、副书

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20天，培训

399人。

6月1日 举办大队学习毛主席著

作辅导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20

天，培训517人o

11月26日 举办县、社干部学习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两个半月，培训
106人。

1972年

3月16日 孙香圃离职。县委副书

记张言诗兼任“五·七”干校校长。王日

銮任副校长，主持工作o

4月 举办两期县、社干部读书班，

每期15天，培训400多人o

5月19日 举办大队党支部正、副

书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16天，培

训694人o

5月 购置一台185带斗拖拉机。

1976年12月出售o

1 1月10日 举办农村团支部书记

学习班，时间15天，培训677人。

1973年

3月 举办5期农村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培-UII 660人。

11月1日 曲绍忠任“五·七”干校

副校长。

1974年

2月 王日銮离职。曲绍忠主持工

作o

4月 举办两期县、社干部、中学领

导、中学政治教师及毛泽东思想辅导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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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班，每期15天，共培训640人o

9月 大礼堂破土动工，翌年秋建

成，建筑面积713．70平方米o

10月1日 中共海阳县委党校恢

复，并启用印章。县委副书记张言诗兼

任校长o

1975年

2月24日 张志顺任副校长(未到

职)o谭政广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4月 举办两期县、社干部、中学领

导、中学政治教师及毛泽东思想辅导员

读书班，每期15天，共培训400余人o

8月23日，举办第一期县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新选干部培训班，时间3个

月，培训33人o

9月 举办第二期新选干部培训班，

时间3个月，培训30人o

12月26日 举办第一期理论辅导

员学习班o

1976年

1月3 El 举办第二期理论辅导员

学习班，时间10天，共培训920人o

3月14 El 谭政广离职。

3月 在校园西(现农业局养鸡场

处)建养猪场o 1980年秋停办o

5月17日 举办脱产干部学习班。

先后3期，每期8天，共培训1057人。

8月 张言诗离职。县委书记臧海

强兼任校长。

南，1998年8月拆除)，其中餐厅6间o

5月5日 举办第三期新选干部培

训班，时间3个月，培训29人。

6月3日 举办第二期脱产干部读

书班，时间15天，培训96人。

6月20日 举办第三期脱产干部读

书班，时间15天，培训100人o

8月10日 举办第四期新选干部培

训班，时间3个月，培训58人o

9月9日 张志顺离职。谭政广任

副校长。

10月 在校园西(现农业局养鸡厂

处)建粉条厂，厂房6间，1978年5月停

力、o

11月9日一次年1月 举办第四、

五、六期脱产干部学习班，时间依次为20

天、15天、22天，共培训425人o

12月14日 于岳东任副校长，主持

工作。

1978年

．3月27日 举办县、社脱产干部学

习班，先后两期，每期20天，共培训158

人o

5月24日 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学

习班，时间10天，农村党支部书记、公社

副书记及带队干部参加，共培训787人o

6月12日 曲绍忠离职o

11月4日 举办全县卫生系统党支

部成员读书班，时间20天，培训126人o

． 1979年

1977年 1月10日 举办全县卫生系统社会

1月3日 举办第一期脱产干部读 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班，时间10天，培训

书班，时间6天，培训157人o 100人o ，

春建平房16间(现办公电教楼址 3月3日 举办全县工业系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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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习班，时间25天，培训120人o

3月 臧海强离职。县委副书记张

言诗兼任校长o

3月21日 谭政广离职。盖光亮任

副校长o ．

4月23日 举办财贸系统党员干部

读书班，时间20天，培训150人o

4月 设立资料室o

7月15日 举办县直机关党员干部

读书班，时间15天，培训100人o

8月15日 于岳东离职o

10月7日 举办工交、财贸系统法

制学习班，时间7天，培训103人o

12月1 1日 举办农村大队党支部

书记培训班，先后2期，每期20天，培训

452人o

12月30 El 于潭水任副校长，主持

工作。
’

1980年

1月20日 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读

书班，时间20天，培训226人o

3月11日 举办县直机关党课辅导

员学习班。时间12天，培训210人o

4月9日 举办县直机关党员干部

读书班，时间14天，培-iJ Wl 124人o

8月10日 举办财贸系统党员干部

读书班，时间1个月，培训104人o

1981年

3月5日 举办第一期县直机关、公

社党员干部读书班，时间28天，培训1 13

人。

春 翻建7户职工家属宿舍(现教

学楼东)，秋季建成。同期，拆除危房两

排，翻建成两排学员宿舍(现学员宿舍楼

址占一排，楼北一排)o

4月14日举办第二期工、基、交和

财贸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读书班，时问1

个月，培训248人。

8月5日 举办第三期党员干部读

书班，时间15天，培训185人o

9月14日 举办第四期党员干部读

书班，时间14天，培训72人o

1982年

2月13日 举办县直机关党员干部

轮训班，先后4期，每期21天或15天，

培训552人。

5月 购置1辆北京130汽车，1989

年3月出售o

7月 刘从经参加烟台计划生育讨

论会，交流论文《对晚婚晚育问题的几点

粗浅看法》。论文收入论文集。 。

9月22日 举办县直机关、事业及

企业党员干部学习十二大文献学习班，

时间8天，培训105人。

10月25日 举办第一期十二大文

件学习班，时间16天，培训400人o

11月18日 举办第二期十二大文

件学习班，时间12天，培训169人。

．是年 校园西10．6亩地划归县农

』匕局。

1983年

1月8 El 举办青年干部进修班，学

制1年，学员48人o

1月 张言诗离职。县委副书记邹

梅清兼任校长o

3月1 El 举办第三期十二大文件

学习班，时间12天，共培训221人o

3月19日 举办第四期十二大文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