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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党的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

全部工作中，宣传思想工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几十年的历

史表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这是我们

党的一条基本经验。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为了做

好青岛的接管工作，胶东区党委于4月转达山东分局的决定，

成立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对外称教育研究会。5月5日华

东局决定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内设市委宣传部。“文革”期间，

市委被“造反组织”夺权，宣传部被迫停止工作。1975年第四

届市委成立，又恢复了宣传部的设置。解放以来，历届青岛市

委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注意通过宣传部门的工作向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同时通过宣传工作，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

映给市委，以使市委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青岛市的各级宣传

组织始终紧紧围绕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为青岛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我们留下

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为了更好地总结青岛宣传工作的历史经

验，继承和发扬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的

指示精神，从1991年起组织专门人员征集有关资料，编写了

《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志》中宣传部分的志稿，并在此基础上对

征集的资料作了进一步的整理，编写了《青岛市宣传工作志》。



全书共分组织沿革、市委宣传部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理论教

育、舆论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对外宣传、文化艺术、精神文明

建设八章。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至1993年。本书集中反

映了青岛解放以来宣传工作的概况，为各级宣传部门和宣传

干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宝贵的经验。

本书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市委宣传部领导及有关

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列事件均以档案资料为准。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

错误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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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宣传组织历届负责

人及机构沿革

一、市委宣传部组织机构沿革

1949年5月5日，中共胶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决

定组成中共青岛市委员会，薛尚实任书记，马保三、宋子成、滕

景禄、李佐长、周鸿恩任委员。同时成立市委宣传部，李佐长任

部长。市委驻地莱阳县，隶属中共山东分局。6月2日青岛解

放后，市委进入市区工作。1949年11月26日华东局批准市

军管会与市委合并，向明任市委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李佐

长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56年2月市委成立文教部，1962

年并入市委宣传部。“文革”期间，1967年1月市委被造反组

织夺权，市委宣传部被迫停止工作。1975年8月第四届市委

成立，9月29日市委决定恢复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49--1956

年)。1949年5月市委宣传部成立，1950年设宣传科、教育科，

工作人员12人。1951年增设文艺科、秘书室(包括图书室)共

4个部门，工作人员18人。1956年1月市委宣传部工作机构

已增至8个部门，设宣传科、教育科、文艺科、秘书科、学校教

育科、工厂宣传科、干部科和学习室，工作人员增至42人。

1956年2月市委文教部成立后，市委宣传部机构减至6个部



门，工作人员30人。

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66年)。1957年4月，

市委宣传部机构设宣传科、教育科、支部教育科、科学科、学习

室、秘书科，工作人员28人。1962年经省委批准，市委文教部

并入市委宣传部后又恢复到8个部门，设宣传科、教育科、支

部教育科、基层组织科、文教科、干部科、学习室、秘书科，共

50人。

1975年9月，市委宣传部机构设秘书科、宣传科、教育

科、学习室，共40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宣传

部机构设宣传科、教育科、党员教育科、干部科、学习室、文艺

科、秘书科，共48人。1984年增设新闻出版科、对外宣传科、

学校教育科、资料室共11个部门，63人。1987年青岛被批准

为单列市后，市委机关科改处，宣传部共有9个处室。1988年

市委决定撤销市委企业政治工作部，将企业部调研处、宣传处

按建制划归市委宣传部，同时将企业政治工作部宣传处改为

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处。1990年市委宣传部机构设宣传处、对

外宣传处、党员教育处、学校教育处、理论教育处、新闻出版

处、文艺处、调研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处、干部处、办公室、国

防教育办公室共12个部门，63人。

二、市委宣传部分管单位沿革

1955年7月市委正式颁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

具体规定”，决定全市文教卫生系统干部由市委宣传部管理。

分管单位是：市委宣传部、青岛日报社、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青

岛新华书店、青岛新闻出版室、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青岛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岛市科学普及协会、青岛海洋生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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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青岛水产实验所、山东大学党委、青岛工学院党委、中学

党委、青岛市府教育局及所属中小学校、青岛市医院党委、青

岛市府卫生局及所属公立院(所)、青岛疗养院、山东省委青岛

疗养所、青岛市府文教办公室、青岛市文化局、青岛市宗教事

务处、青岛市府体委等单位。1959年10月市委发出“关于调

整市委各部分管干部的单位的通知”，市委宣传部分管单位

是：海洋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市科委、青岛市科技研

究院、大众日报驻青记者站、青岛日报社、青岛人民广播电台、

青岛市文艺总支、青岛市文化局、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青岛市科学普及协会、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等。1961年6

月市委决定将青岛市文化局、青岛市文联、青岛市文艺总支及

其所属单位归市委文教部管理。1962年市委文教部撤销。

1963年6月市委先后通知：青岛市教育党委、青岛市卫生党

委、青岛市文化党委、海洋学院党委和医学院党委的政治工作

由市委宣传部分管。化工学院党委、冶金学院党委划归市委直

接领导，由市委宣传部分管。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1

年，市委宣传部分管单位是：青岛市出版工作办公室、青岛市

文化局、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青岛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青岛日报社、青岛广播电视局、青岛

市展览工作办公室等单位。1990年，市委宣传部分管单位是：

青岛市文化局、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岛出版社、青岛

市教育局(1993年划出)、青岛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青岛日报

社、青岛广播电视局、青岛市精神文明建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青岛教育学院、青岛师范专科学校、青岛广播电视大学、青岛

市展览工作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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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属其他宣传机构和精神文明建设机构沿革

(一)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1987年3月，市委决定将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

会更名为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1988年4月，市

委决定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从市委宣传部划

出，成为市直局级单位，由市委宣传部分管领导，1992年更名

为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二)对台宣传办公窒

对台宣传办公室成立于1956年，“文革”开始后停止工

作。1970年恢复，隶属于市革委政治部宣传组。1977年6月

市委决定调整充实市委对台宣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1987年为加强对台宣传工作的领导，

市委确定对台工作小组宣传办公室为副局级单位，隶属关系

不变。1988年5月，市委决定将市委宣传部对台宣传办公室

与市委统战部对台工作办公室合并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对台

工作办公室”，为市直局级单位。

(三)市委外宣小组办公室

根据中央的部署，1980年11月市委决定成立“市委对外

宣传小组”。市委对外宣传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外宣科

(处)。市委对外宣传小组对外公开名称为“青岛市对外文化交

流协会”。

(四)青岛市新闻出版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9年8月，市委决定成立“青岛市新闻出版文化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

1991年转入青岛市新闻出版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市委讲师团

1953年6月市委决定建立讲师团，讲师团成员由12名

市级领导同志兼任。1955年市委决定建立联共(布)党史、政

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史3个讲师团，由35名市级领导兼

任。1956年9月市委同意建立专职讲师团，编制为8人。t956

年11月讲师团与市委学习室合并，“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

作。1975年12月恢复学习室。1985年1月根据中央、省委指

示精神，市委决定恢复讲师团，配备好理论教员，以适应干部

理论正规化教育的需要。我市讲师团事业编制25人，其中市

讲师团18人，县(区)各1人。1987年10月经市编委、市委组

织部同意，市委讲师团为副局级事业单位，仍隶属市委宣传

部。

(六)国防教育委员会

1989年4月，市委决定成立“青岛市国防教育协调领导

小组”。1990年8月改为“青岛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市

委宣传部增设国防教育办公室。

(七)青岛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1984年9月，市委决定成立“青岛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会”，挂靠市委企业政治工作部。1988年市委企业政治工

作部撤销后，青岛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挂靠市委宣传

部。

四、附表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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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历任部长、副部长

任期时间(年、月)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任 免

部长：

李佐长(市委委员) 1949．5 1950．7 市委未设常委

李芸生(市委常委) 1950．7 1954．6

矫枫(市委常委) 1954．6 1956．10

孙朴风(市委委员) 1956．10 1958．9

于光(市委常委) 1959．3 1961．5

丛鹤丹(市委委员) 1961．5 1964．1

李镇(市委委员) 1964．1 “文革”开始

武杰(市委常委) 1975．9 1978．10

董海山(市委候补委员) 1978．10 1984．8 1986．10副市级

王玉成(市委常委) 1984．8 1989．12

孔心田(市委常委) 1989．12

副部长：

王卓青 1951．3 1952．4

沙洪 1952．10 1954．5

燕遇明 1953．5 1956．6

刘星华 1954．11 1963．5

孙朴风 1955．2 1956．10

林明 1956．3 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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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时 旬(年、月)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任 免

陈波萍 1956．6 1960．5

孙启珊 1956．6 1959．3

丛鹤丹 1957．5 1961．5

董海山 1961．8 “文革”开始

林毅 1962．5 1964．2

黎辉 1963．2 “文革”开始

陈宜民 1963．2 “文革”开始

马玉堂 1965．1 “文革”开始

张云汉 1975．10 1984．6

董海山 1975．10 1978．10

贾岱玉 1976．7 1978．9

王玉成 1976．11 1984．8

孙涛 1979．4 1984．8

高纪明 1984．8 1992．12 1989．6正局级

黄克昌 1984．8 1993．3 1984．9正局级

周振业 1985．12 1993．7 1990．9正局级

温法尧 1988．5

李刚 1991．10 1993．6正局级

王永章 1993．4 1990．7正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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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历任科(处)长(包括副部级、正处级巡视员)

任职时间(年．月)
部门名称及科(处)长姓名 备 注

任 免

宣传科(处)长：

赵功德‘ 1949．5 1953．3

林明 1953．3 1954．11

陈波萍 1954．1l 1956．6

牟周 1955．11 1956．9

杨准 1960．3 1965．5

王玉成 1965。12 “文革”开始

曲锡杰 1975．12 1976．12

乔尚训 1981．6 1984．7

王德艳 1984．10 1986．5

张成道 1986．5 1990．9

曲寿山(正处级巡视员) 1989．6 】991．1

(处长) 1991．1

(副部级巡视员) 1993．8

对外宣传科(处)长：

王泽照 1984．10 1992．8

(副局级) 1987．8 】992．8

周毅 1993．6

教育(理论教育)科(处)长：



任职时间(年：月)
部门名称及科(处)长姓名 备 注

任 免

丁方明 1951．2 1953

刘星华 1953．3 1955．2

孙启珊 1954．11 1956．6

王文彬 1956．9

聂希文 1960．3 1964．5

刘明亮 1964．5 1965．12

刘涛 1965．12 “文革”开始

吕爱身 1975．12 1979．4

宿良箴 1979．4 1984．8

阎广智 1984．10 1986．6

毕可荣 1990．9 1992．8

刘永誉(正处级巡视员) 1992．8 1993．10

(处长) 1993．10

党员教育(支部教育)科(处)长：

余光前 1956．3 1956．9

吴克宾 1956。9， 1960．6

王基洪 1960．6 1965．6

滕玉兰 1981．10 1984．8

吕梅兰 1984．10 1990。11

(副局级巡视员) 1989．12 19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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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时间(年．月)
部门名称及科(处)长姓名 备 注

任 免

滕津基 1991．1

姜正轩(正处级巡视员) 1992．8

(处长)

学校教育科(处)长：

李泽民 1954．11 1956．3

陈学松 1984．10 1986．2

王凯 1989．6

文艺科(处)长：

于矛雷 1951．2 1956．3

卢兵健 1965．12 “文革”开始

肖义贤 1979．4 1983．12

王义宾 1984．10 1986．2

李国增 1987．12 1992．8

魏书训 1992．8

新闻出版科(处)长：
‘

徐思德 1981．10 1984．10

(正科级巡视员) 1984，10 1987．3

(正处级巡视员) 1987．3 1989．5

(副局级巡视员) 1989．5

刘茂奎 1984．10 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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