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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省委宣传部机构沿革

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

省委员会。是月，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成立。1955年12月1日，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的决议精神，经中央批准，省委

增设文化教育部(简称文教部)。1957年12月30日，省委文教部

并入省委宣传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甘肃省委工作机构

受到冲击，正常的工作秩序被破坏，日常工作基本停止。1967年2

月5日，省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省委工作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政治

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简称“三部一室”)，其中政治部的宣传

组负责全省宣传工作。1969年2月25日，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规

定，宣传组负责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新闻、报道、出版，文艺改革、

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

1971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恢复，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一套

机构、两块牌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

部、保卫部承办省委交办的日常业务。

1973年10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三部一室”撤销，省委

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此后，省委宣传部称谓再未发生

变化。

第二节 内设处室及人员编制

1949年9月，省委宣传部编制9人，其中正、副部长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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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宣传、教育两科。1949年12月至1950年，省委宣传部编制10

人，部内增设秘书1人。

1951年4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确定省委宣传部编制29人，

其中部长、副部长各1人，内设4科1室：教育科、宣传科、文化

艺术科、新闻出版科、办公室o

1952年，省委宣传部编制32人，其中正、副部长各1人，内

设3处1室：报刊处、宣传处、理论教育处、办公室。

1953年至1954年，省委宣传部编制为53人。1954年9月，

增设干部管理处；11月，成立学习室，专门负责理论学习的研究

指导工作。

1955年，省委宣传部有部长1人、副部长4人。内设6处2

室：办公室、学习室、干部管理处、宣传处、理论教育处、文学

艺术处、报刊处、文化教育处。1955年12月1日，省委文教部成

立后，省委宣传部的组织机构相应调整为5处2室：理论教育处、

宣传处、工矿宣传处、报刊处、党员教育处、学习室、办公室。

1956年7月，省委对宣传部和文教部的工作职能进行调整：

原由文教部管理的广播、出版、知识分子等工作移交宣传部，宣

传部的内设机构调整为：理论教育处、党员教育处、宣传处、报

刊处、办公室(增设秘书、行政两科)，增设知识分子办公室，学

习室合并于讲师团，工矿宣传处撤销。是年，省委宣传部编制40

人o

1958年1月，文教部(原有40名编制)与宣传部合并。根据

省委精简人员机构的指示，宣传部编制精简为50人。

1960年11月1日，根据甘肃省供于省级党群系统人员编制
控制指标的通知》精神，省委确定宣传部编制为45人o

1961年4月22目，省劳动工资编制委员会给宣传部增加5名

编制，是年宣传部行政编制为50人o 1962年，宣传部编制又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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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至40人，此编制人数一直保持到1963年底。

1973年11月10日，恢复后的省委宣传部干部编制62人，其

中部长1人、副部长3人；内设5处1组：秘书处、宣传处、理论

教育处、新闻出版处、学校教育处、写作组。是日，省委决定成

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文卫办公室，编制10人o

1975年1月26日，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文卫办公室，将原

文卫办公室的工作和编制一并移交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编制人数

为72名。3月7日，省委决定，省革委会工宣队办公室设在省委

宣传部，宣传部增设文教卫生处，原学校教育处改为科教处。

197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宣传部的精神，省

委宣传部按照工作需要，对部内人员和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撤销

写作组，增设干部、文艺两处，“文教卫生处”改名为“卫生体育

处”，保留秘书、宣传、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科教5个处，共8

个处，干部编制72人。是年4月12日，省委决定对省委、省革委

会管理宣传、文教、科技工作的机构进行调整：成立省革委会文

教卫生办公室(简称文办)，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具体管理教育、

卫生、体育部门行政业务方面的工作，承办国务院和省革委会交

办的有关事项；成立省革委会科教政治部，在省委领导下，具体

管理科学、教育、卫生、体育部门党的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文

办与科教政治部合署办公，编制30人，内设秘书处、教育处、卫

生体育处、干部处。同时，撤销省委宣传部的科教处和卫生体育

处。5月8日，省编委决定划拨省委宣传部10名编制给省文办和

省委科教政治部o

1980年5月29日，省委决定撤销科教政治部，由省委宣传部

管理省级科学、文教单位有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省

委宣传部成立科技教育处o 6月9日，省委决定恢复“省委对台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编制2名。是年，省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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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部(包括对台办)共有行政编制61名，内设宣传处、理论教育

处、新闻出版处、文学艺术处、科技教育处、干部管理处、秘书

处。

1981年9月10日，省编委同意从省文办划转5名行政编制给

省委宣传部，宣传部行政编制增加到66名o 1982年6月2日，省

委决定恢复省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省委宣传部内设8个处：宣传

处、理论教育处、新闻出版处、科技教育处、文学艺术处、干部

管理处、秘书处、党员教育处。

1983年9月17日，省委同意省委宣传部增设对外宣传处，宣

传部内设9个处：宣传处、理论教育处、新闻出版处、科技教育

处、文学艺术处、干部管理处、秘书处、党员教育处、对外宣传

处。

第三节省委宣传部历任主要领导

部长赵守攻

吴文遴

阮迪民

韦明

秦彦章

吴坚

陈煦

聂大江

副部长徐宗望

·—一4·——-

(1949年7月至1952年10月)

(1952年10月至1956年6月)

(1956年6月至1962年6月)

(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1966年5月

至⋯⋯，1977年8月至10月)

(兼，1973年10月至1977年8月)

(1977年10月至1978年6月代理，1979

年4月至1983年4月)

(1978年6月至1979年3月)

(1983年4月至1984年12月)

(1949年9月至1952年10月，1964年2

月至1966年3月)



阮迪民

李和春

吴坚

王彪

贺进民

邓品珊

雪凡

刘海声

何英

薛程

陈舜瑶

李希灵

吴天任

于忠正

韩志德

裴江陵

流萤

王殿华

赵养廷

(1952年11月至1955年3月，1955年3

月至1956年6月任第一副部长)

(1955年3月至1956年12月任第二副部

长，1957年1月至12月)

(1955年4月至1955年12月任第三副部

长，1957年11月至1966年5月，1966年

5月至⋯⋯，1977年8月至10月)

(1955年4月至1956年12月任第四副部

长，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1961年

3月至10月)

(1956年12月至1958年2月，1960年1

月至1963年1月)

(1957年11月至1966年2月)

(1959年1月至1963年1月)

(1960年8月至1962年12月)

(1961年10月至1966年5月，1966年5

月至⋯⋯)

(1966年4月至⋯⋯)

(女，1973年10月至1981年5月)

(1973年10月至1980年5月)

(1973年10月至1979年5月)

(1975年10月至1983年7月)

(1981年6月至1987年10月)

(1982年6月至1983年5月)

(1983年5月至1984年12月)

(1983年5月至1987年10月)

(1983年5月至1987年10月)

一5一



第二章理论宣传教育

第一节理论宣传教育机构

一、讲师团 ·

1956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拨给干部理论教育专

职教员和业余政治学校专职干部编制的通知》，从全国行政编制内

拨给甘肃省230名专职教员编制和46名专职干部编制。根据中央

通知精神，甘肃省在地方编制内又增拨100名专职教员。3月，根

据省委“关于设置训练专职理论教员和业余政治学校专职干部”

的指示，理论队伍的建立采取讲师团的形式，由省委统一掌握。

省委设讲师总团，编制46人；在讲师总团下分设省级机关党委分

团及兰州市、天水专区等12个分团，总团部设在省委宣传部，由

省委宣传部具体领导。同时，省委将376名编制分拨给各地(市)、

州委。8月，各地讲师分团正式成立。1957年4月27日，省委讲

师总团与省级机关党委分团合署办公o 1958年7月3日，省委作

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的决定》，要求省级机关、省辖市、专区机

关、厂矿系统设讲师团，县设讲师组，学校设教研室(组)。省委

讲师总团在省委宣传部管理下，主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工

作，并和理论教育处合署办公。1961年，省委对讲师团进行整顿，

仍保持省委讲师总团，省级机关党委、兰州市、白银市、天水专

区、武都专区、平凉专区、庆阳专区、定西专区、临洮专区、张

掖专区、武威专区、酒泉专区、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

州设讲师分团。其编制在全省376名的基础上精简86名，保留理

论教员260名，专职干部30名。是年，省委讲师总团和各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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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团均被撤销。1963年4月15日，省委讲师团和各地讲师分团恢

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讲师团相继撤销，人员下放。

1978年4月，中共甘肃省委1978[39]号文件规定“省级机

关和地区设立讲师团，县设讲师组，具体进行理论学习的组织和

辅导工作”。6月14日，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从8月中旬起，用5

个月时间，在省委党校开设讲师团(组)理论干部训练班，具体

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全省共抽调240名干部到党校学习。到是

年12月，省委讲师团和各地、县讲师团(组)全部建立。

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1963年12月21日成立，是省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综合性的

理论学术研究事业单位(相当于厅局一级机构)，编制13人，所长

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内设研究室、资料室、行政办公室，

单独建立党组，由省委宣传部管理。研究所的任务是：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研究我国革命、建设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世界人民革命的经验和

问题，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历史，研究我省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经验和问题，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到整个研

究工作的首要地位。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

第二节理论队伍

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这一时期由于当时全省各地是

以政策学习为主，理论队伍的建立未引起重视，只是由各机关的

领导作一些辅导性的报告。从1952年9月以后，根据干部学习的

发展需要，全省各地开始建立固定的兼职教员和辅导员。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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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有理论教员43人，辅导员653人。

1954年2月和11月，省委抽调全省80多名初级组兼职理论

教员和80多名专职理论教员，各以两个多月时间，分别进行《经

济建设常识读本》的训练，另外又抽调专员级和科处长级干部，

去西北局党校学习，回来后都担任兼职教员。是年，全省有中级

组兼职理论教员79人，辅导员436人；初级组专职理论教员87

人，辅导员3718人。(理论教员、辅导员人数统计缺河东专区)

1955年1月，全省有理论教员923人(缺河东专区)，其中中

级组教员79人(均为兼职)，初级组教员844人(专职87人，兼

职757人)o到1956年11月，全省已配备起700多名专职理论教

员和专职理论干部，连同兼职教员共有1500多名理论工作者，创

办业余政治学校91所o

1960年8月，全省共有专职理论工作者1039人(不包括文科

教员576人)，其中在职干部理论教员359人，高等院校马列主义

课程教员119人，中等学校政治教员345人，党校干校理论课教员

244人，报刊图书出版方面的理论编辑30人。同时，还有一些兼

职理论教员。

1962年11月至1963年4月、1963年5月至7月，省委宣传

部在省委党校开办两期理论干部训练班，共训练干部204人。训练

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现代修正

主义的理论，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1974年8月12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队伍的通知》o是年，全省建立工农理论小组4．4万多个，其

中工矿企业近1万个，农村3．4万多个。农村许多社、队还新办或

整顿恢复政治学校，有8．6万多名产业工人、26万多名贫下中农

和大批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参加理论辅导员队伍，基本做到车间、

班组和生产队都有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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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20日至12月20日，为落实华国锋关于“加强理

论教育”的指示，省委宣传部在省委党校举办了两期宣传理论干

部学习班，每期240人，主要是地、县级单位(部门)的宣传理论

干部和地、县委党校、干校的理论教员。是年，全省不脱产的工

农理论队伍达30多万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各地陆续健全县以上宣传部

门机构，配备干部，加强培训工作。到1982年10月，省委宣传部

共举办地、县宣传部长、报道组长、理论辅导员等各类学习班6

期，培训干部600多人。省委党校也连续举办理论干部学习班，学

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

关论述，以及宣传、新闻、文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业务知

识，培养训练了一大批理论宣传干部。

第三节政治理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甘肃省委根据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精神和全党面临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强调：加强在职干

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不断提高干部的政

治思想水平，是保证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

要条件。1949年到1956年7年间，一方面组织广大干部在参加反

帝斗争、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中，联系个人的工

作和思想实际，学习和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

方面按照中央指示，不断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逐步走

向系统和正规。这个时期先后围绕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社会主

义建设等主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

的有关著作，逐步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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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965年，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强调配合重大政治思想斗争和

中心任务进行，先后配合整风、反右、大跃进、反修防修等政治

思想斗争，组织干部、高中等学校师生和群众学习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理论教育

(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1949年8月下旬兰州解放至9月中旬，中共甘肃省委开始组

织省、市级干部学习当时急需的有关接收政策、消灭麻痹倾向、

扑灭特务匪徒、保护祖国财产等文件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

政》，开始建立一些学习制度o 1950年1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发

出《关于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2月12日，中共甘肃省

委作出<一九五。年甘肃省在职干部学习计划》，规定在1950年年

内，全省高级干部读完西北局指定的《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

学》、供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本书；
中、初级干部读完《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其中，省

级干部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分区级、县级干部以《社会发展

简史》为主。同时配合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

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献。

1951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干部理论学习进行整顿，

督促65个高级干部组制订出自修学习计划，要求自修与业务有关

的马列主义理论及列宁主义基础。一般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实

践论》及有关文件。是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全省各级组织即以《毛泽东选集》和有关的马列著作为主要教材，

以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生产、劳动、群众等基本观点为主要内容，

对干部群众进行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

1952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干部理

论教育的指示》，指出，西北局宣传部的指导重心是以《毛泽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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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学习为主。是年7月，全省各地以文化程度和理论基础为标

准，进行高、中、初级组编级学习(注：当时按文化程度高低，

将参加学习的干部分为高、中、初级组进行学习)o 9月，全省高、

中、初级学习组分别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高级组还

增学《列宁主义问题》和《矛盾论》，中级组增学《中共党史》和

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初级组增学《政治常识读

本》(上册)。同时，高、中、初三级组还插学了苏共十九次代表大

会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民族政策等时事文件。《甘肃日报》发表

社论《把理论学习巩固起来、坚持下去》，推动了在职干部理论学

习深入持久地开展。是年，全省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人数达16600

多人(次)。

1953年7月1日始，遵照中央指示，甘肃省高级组和中级组

的干部开始系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

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以加强干

部对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初级组干部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和《政治常识读本》下册。到1955年6月，全省高、中、初级组

先后学完《联共(布)党史》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o

1955年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发出佚于初级组学
习内容规定通知》，要求理论学习初级组于1955年底学完《经济建

设常识读本》后，专区级以上和各直属机关干部学习胡乔木编写

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余各县学习《政治常识读本》。10

月，按照中央关于在干部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

教育的指示精神，全省高级组开始学习《哲学》，中级组学习《政

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初级组学习《中共党史》和

《政治常识读本》。同时，在省级试办的业余政治学校逐渐走向正

规，代替了学习小组的形式。11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关于

一九五五年度在职干部高级组理论学习计划》中规定，从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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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起至1956年7月，高级组干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学习为主，学习内容主要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康士坦丁

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o要求，凡能阅读列宁《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者，要把此书作为学习文件。到1956年6月，全

省参加理论学习的在职干部共10．4791万人，其中，高级组324

人，中级组42．986人，初级组62381人。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发表o 4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作出供于高级干部学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计划》，要求全党干部，首

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对人民内部矛盾从思想认识上提高一步，

深刻理解我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意义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下

发展的必然性，为1958年的整风运动打下思想基础。5月1日，

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通知》。随之全省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教育活动逐步展开。

高级组干部学习从4月20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学习内容主要

是：毛泽东供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讲话和《矛
盾论》，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省、市级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4月23日发表的关于《全

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等。中、初级

组干部学习从5月中旬开始，到6月底结束。学习内容除口头传达

毛泽东供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外，主要是
从民日报》发表的《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
盾》、《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篇社论和《甘肃日报》《巩固民主办社爱社如家讨论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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