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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8年(1939)2月～民国30年(1941年)1月，曹建培、郝冰清、蒋连穆、薛汉鼎4名

中共党员以政府公务人员的身份被派到焉耆专区开展工作，当时焉耆专区未建立党的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兼任中共焉

耆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始筹建党的组织。1950年3月25日，中共焉耆地方委员会正式

成立，并从二军六师和五师抽调204名党员干部组成工作队，到焉耆县、库尔勒县、轮台县、

尉犁县、和静县、和硕县、若羌县、且末县开展建党工作，到1950年底，先后建立8个县党的

工作委员会和党委、18个党的区委会、5个党的基层委员会、13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326

名，党员干部258名。当时各级党组织的任务是领导建设人民政权、开展减租反霸、给农民分

配土地、动员全州各族人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6月，中共焉

耆地委撤销，分别成立中共巴音郭楞地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库尔勒地方工作委员会，并逐步

建立党委内部的组织、宣传、统战和经济工作机构。50年代，巴州和库尔勒专区党的中心任

务是领导民主建政、剿匪、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反右派、反

右倾等政治运动，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化，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人

民公社，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各级党组织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过程中，虽受一些

“左”的错误倾向和急躁冒进思想影响，但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民族

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造运动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为巴

州的现代化工业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1960年，全

州有12 416名中共党员(含农二师，下同)、927个党支部、58个党总支部、90个基层党委。各

级党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经济工作和政法工作。

1961～1965年，巴州各级党委领导以“四清”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过5年经济调整，巴州的工业和农业关系、工业内部关系、

积累和消费关系比较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有所增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所提

高，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65年，全州实现工农业总产值ll 709万元，

财政收入1 36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 070万元)，粮食总产128 445吨，棉花总产2 175．5

吨，牲畜存栏237．23万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巴州各级党组织瘫痪，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党的领导

干部大部分被揪斗、关押或下放劳动。1970年开始整党，陆续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

组织生活。至1972年底，全州建立88个基层党委、644个党支部、20个党总支部，有21 703

名党员恢复组织生活，5 688名党员干部恢复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后，巴州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全会精神，开始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开

发建设巴州；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胆提拔和重用知识分子干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逐步推行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鼓励农民开展各种

经营，创办各类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促使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从1985年起，

在城镇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从实际出发，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

的交通、能源设施和轻纺、食品加工企业，并不断调整和完善工农业产品生产结构，扩大产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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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销和出口。同时抓住南疆铁路库尔勒段通车和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机遇，实行内引外联，

在为南北疆物资铁路集散和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巴州经济，推动巴州经

济走上新台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巴州经济腾飞的形势已经展现。1990

年，巴州社会总产值314 665．53万元(现价，下同>，国民收入144 549．43万元，农业总产值

102 806．12万元，工业总产值137 384．2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3 972．7万元。在经济建设中，

巴州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

队伍不断壮大。1990年，全州有9个县市党委、44个州直属单位党组和3个机关党委、172

个基层党委、75个党总支部、2 653个党支部、41 021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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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人

在焉耆区的活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1938

年，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安排两批干部到新疆工作，第二批到新疆工作的23

名干部中的曹建培、郝冰清、薛汉鼎、蒋连穆4名中共党员，以政府公职人员的身份，先后于

1939年2月～1942年4月，在焉耆行政区教育局、税务局、财政局等部门任职。1942年4～

5月，盛世才为迫害中共党人，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在焉耆区的曹建培、郝冰

清、薛汉鼎、蒋连穆等被盛世才以“另有任用”的名义调回迪化软禁，并投入监狱。在狱中，曹

建培、郝冰清、薛汉鼎、蒋连穆与其他难友一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5月下旬，薛

汉鼎与狱中党组织派出的另3位代表一起，同张治中的代表就出狱和返回延安问题进行会

谈。经中共中央的全力营救，1946年6月10 El，曹、郝、薛、蒋与狱中难友共131人获释出

狱，于1946年7月i0日抵达延安，受到朱德、林伯渠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三次看

望了新疆集体返回延安的同志们。

第一节·宣传动员民众支援抗日

1939年3月25日，曹建培、郝冰清2人来到焉耆行政区，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到焉耆反

帝第九分会报到，并负责组训工作。曹建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带领焉耆简易师范的学生歌

咏队、妇女联合会的反帝会员歌咏队、女子学校的歌咏队到开都河沿岸的树林里教唱抗日救

国歌曲。每月组织一次歌咏比赛，每星期六下午以简师学生为主上街演活报剧。郝冰清利用

反帝第九分会委员的身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文章，并经常

到焉耆县各寺坊向宗教人士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或召集各学习小组的人员向他们作时事

报告。10月13日，中共党人黄火青在反帝总会新疆民众联合总会联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

倡议在新疆开展一次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运动。曹建培、郝冰清参与并领导焉耆区反帝第九

分会三次为抗日前线将士募捐寒衣活动。第一次在焉耆简易师范组织一个抗日救国宣传团，

前往焉耆区所辖8个县进行演出、募捐，历时1个半月，所募款项可以购买约1万套棉衣，交

由迪化反帝总会购衣运往抗日前线。第二次在罗家店(今焉耆县五金公司院内)进行募捐，各

族各界人士踊跃捐衣捐物捐钱。第三次在反帝九分会院内(龙王庙，即今焉耆秦腔剧团所在

地)会演募捐。是年秋天，曹建培、郝冰清等人以焉耆区反帝第九分会为阵地，在哈娃孜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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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内(焉耆老银行)组织“支援抗日”献金活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献金总额可购一架战斗

机。这些献金由共产党员郝冰清亲自送到迪化反帝总会。这期间，他们还在师范学校和妇女

联合会中分别组织了话剧团，利用义演进行抗日募捐活动。当时几个话剧团经常排演的剧目

有曹建培编写的《八路军子弟兵与群众是一家人》、《父母送儿女去当兵》等。每周在反帝九分

会院内演出1次，所得收入交反帝总会汇往抗日前线。为培养反帝会的骨干力量，曹建培等

曾举办过1期有5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以反帝总会的刊物《反帝战线》为学习材料，每天下

午上课2小时，讲授抗日救国道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曹建培、郝冰清在反帝九分会院内召开群众大会，揭露

国民党破坏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面目，并在群众识字班、反帝抗日夜校、职工业余夜校讲授

救亡图存、团结抗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革命道理。曹建培利用给简师学生上时事课的

机会，向学生们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他们还利用各文化促进会，特别是回文会深入到回民的各寺坊，利用“主麻日”向民众宣传民

族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把焉耆36个寺坊的阿訇组成学习小组，每周一、三、五在第一街的

高寺内集中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将各寺坊的大毛拉组织起来，每周二、四、六在尕寺内

学习。在他们的鼓动下，焉耆区第九反帝分会的会员由1938年成立时的40人发展到2 000

多人。

第二节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

郝冰清等中共党员在任职期间，认真执行当时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中共党员)

制定的税制改革措施，取缔大斗小秤，统一计量单位；取缔焉耆区各县的当铺；会同警察局搜

查大烟贩、走私犯；奖励检举偷税漏税商贩的群众；严格检查沿途关卡勒索财物和受贿行为；

并组织税收人员学习税章、税法，教育纳税人员照章纳税；把原来的25种税收减少为营业牌

照税、屠宰税、烟酒特种消费税、印花税等十几项。

薛汉鼎在轮台县任税务局局长期间，整顿税务所，重新审定本县所有税务征管人员。郝

冰清在给各县的行文中重申“理财之道，首在开源，而开源之道又以整理水利、开拓耕地及增

加生产、改良民生为要”，为及时了解各县垦荒情况及水利情况，给各县发去水利调查表。郝

冰清在1939----1941年，共组织三期会计训练班，训练会计人员107人。为了增加收入，开辟

新的财源，当时兼任焉耆金矿办事处主任的中共党人郝冰清，亲自进山勘察金矿。

第三节兴办教育传播文化知识

1939年2月27日，新疆省政府委任曹建培为焉耆区教育科科长。曹到任后，首先对区

立各小学进行整顿，将原区立小学改名为焉耆区立第一小学，原抚回庄小学改为焉耆区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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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新成立区立第三小学，原女子小学改为区立女子小学，并调整、充实了各小学的校长

和教师，调任3名小学校长，并将原3名不合格的教师调离工作，还向省教育厅申请支援师

资，特别是女教师。省教育厅从女子师范学校分来了一批女教师。

为改变男女不同班、女孩子不上学的状况，曹建培召开学生家长会议，发动教师对学龄

儿童挨家挨户进行劝学登记。第一小学校学生由原来200余人增加到400余人，第二小学校

学生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160余人，第三小学校学生由原来的80余人增加到150余人。到

1942年，焉耆区第一小学扩建为12个班，有学生820余人；焉耆区第二小学扩建为12个

班，有学生600余人；焉耆区第三小学扩建成完全小学，有学生500余人；焉耆区女子学校扩

建班次后有学生500余人。曹建培还利用维吾尔文化会、回族文化会的名义走访各寺坊，商

洽成立经文学校，对在寺坊念经文的7～12岁以下的男孩子，每天上一节语文课，12～20岁

以下的“满拉”加一门语文和时事课。曹建培除了开展区教育科的日常工作外，还自编讲义，

在简师教授陶行知的《教学法》。郝冰清代授数学和历史课。1941年3月，简师第一批学生毕

业，曹建培根据焉耆区及各县的实际需要，把这批学生充实到学校任教。是年夏天，曹建培创

办一个教师培训班，把各县教师集中起来培训，并在焉耆县招收一批有培养前途的高小毕业

男女学生102人，分两个班培训，学制两年。1942年，新疆开展4年冬学运动和扫盲工作，在

焉耆区的中共党人以政府职员和反帝会组织者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和领导本地的这一工

作。由汉、回、维吾尔三个文化促进会创办初级、高级文化补习班共9个，约400余人参加了

扫盲民校学习，冬季夜校每期200人以上。曹建培、郝冰清在民校、夜校代授数学、音乐、时

事、历史课程。此外，每个机关还有1～2个反帝会员学习小组，每组10余人。维文会有20余

个小组、蒙文会有10个小组(每组6～7人)、妇女协会有8～9个小组、工商会有1～2个小

组，总计有反帝会员2 000余人。焉耆区的扫盲工作名列全疆第二位。



第三十人卷，共产党 ·1447·

第二章 中共巴州地方组织

第一节．中共焉耆地委

新疆和平起义后，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兼任中共焉耆地方工

作委员会书记(一说直接成立中共焉耆地委)，并负责筹建焉耆地委。1950年3月25日，以

中共二军六师党委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焉耆地方委员会成立，隶属迪化区党委

领导，地委机关驻焉耆县，熊晃任地委书记，下辖中共焉耆县、和静县、和硕县、库尔勒县、轮

台县、尉犁县、且末县和若羌县委员会。地委工作部门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政策研究

室、统战部。9月15日，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1951年5月，为健全地方党委，部队党委与地

方党委分设，焉耆地委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领导。当时地委有干部43人。1954年6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撤销焉耆专员公署，分别成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和库

尔勒专员公署，中共焉耆地委随此变动而撤销。

第二节 中共巴音郭楞州(地)委

1954年6月，分别成立中共巴音郭楞地方委员会和中共库尔勒地方委员会。巴音郭楞

地委下辖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和硕县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地委机

关驻焉耆县。地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农牧工作部，机关

工作人员46名。8月25日，中共新疆分局任命王振文为中共巴音郭楞地委书记，任仰山为

副书记。1955年1月4日，中共新疆分局决定成立由王振文等5人组成的中共巴音郭楞地

委常委会。是年10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撤销后，巴州地委隶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

会领导。同年12月8日，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撤销地委纪律检查

委员会。12月17日，地委增设财经工作部。

【中共巴音郭楞州第一届委员会】1956年6月12～21日，中共巴音郭楞地区第一次

党的代表大会在焉耆县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巴音郭楞地区第一届委员会。是年8月10

日，自治区党委批准王振文等18人组成中共巴音郭楞地方第一届委员会，王振文等8人组

成地委常委会。同年11月上旬，中共巴音郭楞地委改为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

州)委员会。是年12月5日，王振文任巴州党委第一书记，阳焕生(欧阳焕生)兼任第二书记，

任仰山任第一副书记，艾山·克力木任第二副书记。同年12月7日，根据新党章规定和巴州

已有党员的实际情况，州委决定成立州级机关基层党委会，设专职干部5名。年底，州委机关

干部总人数为102人。为加强对整风工作的领导，1957年成立以州委第一书记王振文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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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州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3月，州委决定撤销州机关基层党委。1958年6月2日，州委

机关编制调整为60名，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财贸部、统战部、监委、农工部、讲师团，

新成立工业交通部、肃反办公室、审干办公室。1959年1月17日，州委决定减少脱产人员，

党政合署办公，但暂不合并。调整后的州级党政机构有组织部(与民政科合并)、宣传部、统战

部、政法办公室、工交办公室、农林水牧办公室、文教卫生办公室、计划委员会、办公室。是年

9月4日，州委编制数减为58名，年底实有干部61名。1960年3月30日，州委各部委合并

组成州委办公室，原秘书处撤销。是年4月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党委书记处，王振文任第一书记，阳焕生、巴音克希克、任仰山、艾山·克力木任书

记处书记。1960年，州委编制增至71名，实有68名。1960年lo月5日，库尔勒专署撤销，‘

所辖5个县并入巴州，州机关移驻库尔勒县。12月，自治区党委决定，王元、阳焕生、巴音克

希克、艾山·克力木、王礼荃、许奇谭任州委书记处书记。是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任命郭进

亭为州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振文为第二书记。1961年1月，任命任仰山为书记。1961年6

月，州委恢复调查研究室，编制7人。．1962年7月5日，撤销州委工交部、财贸部。是年7月

6日，自治区给巴州党委下达编制64人，实有67人，其中书记6人，办公室26人，组织部7

人，宣传部8人，统战部5人，农工部6人，监委6人，州级机关党委3人。是年9月，建立州

级机关党委。1963年，撤销巴州党委书记处，书记处书记改为巴州党委副书记。1963年8月

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阳焕生为州委书记。

【中共巴州第二届委员会】1964年1月26日～2月8日召开的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第二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巴州第二届委员会。同年5月，州委建立财经政治部。1965

年7月7日，自治州保密委员会改为州委保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5月～

1968年，巴州各级党组织遭到冲击，共产党员停止组织生活。1970年5月25日，自治区革命

委员会党的核-5-d,组和新疆军区党委批准成立由8人组成的中共巴州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

小组，马秉需任组长。1970年6月，巴州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始在全州开展整党建党

工作，恢复党的各级组织。

【中共巴州第三届委员会】1971年9月8～11日，在库尔勒召开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由4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三

届委员会和由1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马秉需任书记，谢影、孟树林、巴岱、孙宝三任副书

记。此时，全州已有9个县委、64个基层党委和523个党支部。党代会后，随着地方领导干部

陆续“解放”和恢复工作，军队干部陆续调回部队。1972年12月8日，任仰山、王礼荃任州委

副书记。1973年2月12日，孟树林任巴州党委书记。1974年1月29日，成立巴州党委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1975年7月2日，张国栋、赵明高任州委副书记。1975年10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农二师各级党委并入巴州党委管辖。1978年10月，巴州党委纪

律检查委员会恢复。1978年，州委机关共有干部224人，其中办公室104名、组织部23名、、

宣传部17名、统战部4名、机关党委4名、党校33名、五·七干校34名、其他部门5名。＼

1979年4月，自治区党委任命党金、王文秀、张福月、阿比孜·热合买提为州委副书记。同年

7月，孟树林离职，任仰山任自治州党委书记。州委下辖9个县委、1个市委。11月，自治区党

委任命李斗垣为州委副书记。1981年1月，自治区党委任命张震、艾力·纳斯尔为州委副书

记。1981年，州委机关实有人数118名，其中办公室62人、组织部15人、宣传部17人、统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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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5人、纪检委9人、机关党委2人、政研室6人、地方病防治办公室2人。1982年6月，农二

师恢复建制。1983年3月，钟彬任州委书记。1983年，州委办公室有86人、组织部15人、宣

传部19人、统战部6人、纪检委6人、政法委4人、机关党委3人。1983年12月，中共巴州纪

律检查委员会升为副州级建制。1984年3月，巴州党委党史办成立，定编10人。自治区核定

巴州党委机关编制159人，其中书记和常委6人、办公室60人、组织部15人、老干处8人、

宣传部14人、统战部9人、农工部13人、政法委办公室5人、纪检委15人、州级机关党委4

人，实有人数149人。1984年4月，库尔勒县委并入库尔勒市委。

【中共巴州第四届委员会】1985年9月23-～26日召开中共巴州第四次党代会，选举

产生中共巴州第四届委员会。州委书记钟彬，副书记党金、崔光华、艾力·纳斯尔。州委常委

11名，州委委员33名，候补委员3名。彭作庆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年，州委成立经济

工作部，撤销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7年5月21日，州委制定《州委书记、副书记(专职常

委)、常委岗位责任制(试行)》。1988年5月7日，撤销州委经济工作部，经济工作部担负的

州委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由州委办公室承担。是年11月7日，任命范生祥为巴州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免去彭作庆州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职务。1990年1月18日，州委正式印发《州委

书记、副书记(专职常委)、常委岗位责任制》。是年3月14日，钟彬调任自治区机关党委书

记，崔光华代理巴州党委书记。同年5月30日，州委政策研究室成立。是年，州委机关人员

编制187名，实有175名，其中办公室编制71人，实有62人；组织部编制32人，实有3l入；

宣传部编制7人，实有13人；统战部11人；政法委7人；农工部编制13人，实有lo人；保密

委2人；政研室编制8人，实有3人；机关党委4人；党史办10人；纪检委22人。 一-

【中共巴州第五届委员会】1990年12月24---,28日召开中共巴州第五次党代会，选举

产生中共巴州第五届委员会。州委书记崔光华，副书记党金、艾力j纳斯尔、王建臻。州委常

委11名，州委委员35名，候补委员4名，州纪委书记李厥平。1993年4月和7月，自治区党

委任命赛尔杰、张舟为巴州党委副书记；10月，免去王建臻巴州党委副书记职务，调任农二

师政委。

第三节中共库尔勒地委

1954年6月，设中共库尔勒地方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中共库尔勒地委

机关驻库尔勒县，内部机构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辖库尔勒县

委、轮台县委、尉犁县委、且末县委、若羌县委。是年9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由郭进亭等

8人组成中共库尔勒地方委员会，任命郭进亭为库尔勒地委书记，王元为副书记兼宣传部

长。地委机关有干部52人。1955年3月，设立农村工作部。1956年3月22日，地委成立财

政贸易工作部。同年5月31日～6月14日，中共库尔勒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

库尔勒地方第一届委员会。地委委员16名，常委9名，郭进亭任库尔勒地委第一书记，王元、

吐尔逊·伊斯热衣里任书记。1957年4月，地委秘书处26人，组织部6人，宣传部(包括讲

师团)13人，农工部8人，财贸部5人，统战部4人，监委4人。1958年3月1日，地委成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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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办公室。7月29日，地委成立工业交通工作部。9月16日，成立地委干部学校，后改为地

委党校。10月11日，许奇谭任库尔勒地委书记。1959年4月16日，地委秘书处改为地委办

公室。4月29日，地委成立档案馆，编制4名。1960年12月，撤销中共库尔勒地委，并入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库尔勒地委撤销时有工作人员90名，其中书记4人，办公室20人，

组织部6人，统战部3人，农工部7人，财贸部5人，工交部5人，监委4人，讲师团4人，报

社26人。

第四节县市党委

1950年2月15～17日，中共焉耆工委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和五师抽调204人

组成工作队，到焉耆县、库尔勒县、轮台县、尉犁县、和静县、和硕县、若羌县、且末县开展建党

工作，帮助8个县建立中共地方工作委员会，县工委书记均由六师各团政委或工作队政委兼

任。1950年5月，中共焉耆县委员会成立。到10月，和静县、库尔勒县，和硕县、尉犁县、若羌

县、且末县、轮台县先后成立县委，隶属中共焉耆地委领导。各县县委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

部。焉耆县委还设立了社会工作部(同年10月撤销)。以后随工作需要，县委机构增减变动

比较频繁。和硕县委、轮台县委、尉犁县委于1952年增设统战部。和静县委、和硕县委于

1952年，焉耆县委、轮台县委、若羌县委于1953年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焉耆县委、且末县

委增设统战部。1954年3月，焉耆县委改称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员会。1954年6月，中共

焉耆地委撤销，焉耆回族自治县县委、和静县委、和硕县委隶属中共巴音郭楞地委领导，库尔

勒县委、尉犁县委、轮台县委、若羌县委、且末县委隶属中共库尔勒地委领导。是年，和静县委

设立统战部，焉耆县委、和静县委成立农村工作部，库尔勒县委增设统战部、农工部、财政贸

易工作部，轮台县委设农工部，尉犁县委增设农工部和财政贸易工作部。1955年，和硕县委

设立农村工作部，焉耆县委、和静县委纪检委改称监察委员会。1956年，焉耆、和静、和硕、轮

台县委成立财贸部，焉耆县委增设工业交通部，若羌县委设立农村工作部、财贸政治部，库尔

勒、尉犁、且末县委设立监察委员会，和硕、轮台县委纪检委改称监察委员会，库尔勒县委秘

书室改为办公室。是年5月初，8个县相继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县第一届

党的委员会。1957年，且末县委增设农工部、财贸部。1958年6月，轮台、库尔勒、尉犁、且末

县委成立工业交通部，轮台县委成立党校。1959年，焉耆县委和轮台县委秘书室改为办公

室，和静县委没立政法部、工交部，和硕县委和且末县委成立党校，且末县委撤销工交部。

1960年，若羌县委和且末县委秘书室改为办公室，焉耆县委成立党校。

1960年12月，库尔勒地委撤销，所辖党组织并入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至

此，巴州地区8个县党委均隶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领导。1961年4月2日，巴州党委通

知焉耆县、和硕县、和静县、库尔勒县、轮台县、尉犁县、且末县县委成立书记处，若羌县委成

立县委常委会。9月，州委通知和静、轮台、和硕3县县委成立调查研究组。是年，和静县委成

立党校，和硕县委成立县级机关党委，尉犁县委工交部与财贸部合并为工交财贸部，若羌县

委纪检委改为监察委员会。1961年，巴州各县相继召开第二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各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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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委员会。1962年9月6日，巴州党委通知各县撤销县委书记处，并决定将各县县委第一

书记改任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改任县委副书记。同年，和静县委撤销农工部、调研组，和硕

县委撤销农工部、财贸部、调研组，库尔勒县委撤销工交部、财贸部，尉犁县委撤销工交财贸

部、将秘书室改为办公室，若羌县委财贸政治部改称财经政治部。1963年，和硕县委农工部

恢复，且末县委撤销农工部。1964年1月，库尔勒县、轮台县、焉耆县、和静县、尉犁县、和硕‘

县分别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第三届县委会和常委会。同年，和静县委和且

末县委恢复农工部。1965年，和静县、和硕县、库尔勒县和尉犁县县委设立财贸政治部。是

年，全州8个县委有机关工作人员268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5月～1968年，各

县县委停止工作。1969年，各县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1970年1月，

和静县、库尔勒县、轮台县、焉耆县、若羌县、且末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替代原县委

的领导职能。

1971年2～4月，轮台县、焉耆县、和静县、库尔勒县召开中共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若

羌县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县新一届党的委员会。8月，博湖县革委会党的

核心小组成立。同年，库尔勒县委恢复办公室。1972年12月，和硕县第四次党代会，且末县

第三次党代会，分别选出两县新一届党委会。是年，和硕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统战部，库

尔勒县委恢复机关党委，且末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1973年1月，博湖县第一次党代会

选举产生中共博湖县首届委员会，焉耆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是年4月，

尉犁县第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尉犁县第四届委员会。同年，和静县和轮台县县委恢复党

校，尉犁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校。’1974年，和静县委恢复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硕县委恢复宣传部、机关党委、党校，博湖县委成立办公室、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库尔勒县委和轮台县委恢复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若羌县委恢复办公室、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且末县委恢复宣传部、机关党委。1975年，焉耆县委恢复党校，成立

机关党委。1977年12月，中共和静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并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

年，且末县委恢复纪检委。到1978年底，全州8县党委机关有226人。1979年，焉耆县、轮台

县和若羌县县委恢复纪检委，博湖县成立纪检委和党校，库尔勒县委恢复党校。同年10月，

中共库尔勒市委成立。至此，巴州党委下辖9县1市党委，各县市党委机关有253人。1980

年，博湖县委成立机关党委。1981年，焉耆、轮台、若羌县委成立农村工作委员会，且末县委

恢复农工部。1983年，且末县委恢复统战部。1983年底，各县市委机关有257人。1984年，

焉耆县委农委改为农工部，成立党史办；和硕县委恢复农工部，成立政法委员会、史志办；和

静县委恢复党校；博湖县委成立保密委员会；轮台县委农委改为农工部；若羌县委成立政法

委员会、史志办，农委改为农工部；且末县委恢复农工部，成立史志办。是年，撤销库尔勒县建

制，县党委各工作部门对口并入库尔勒市委。库尔勒市委成立政法委员会。这一年，全州下

辖8县1市，各县市党委机关有334人。1985年2～4月，博湖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轮台

县、尉犁县、焉耆县、和硕县召开第五次党代会，且末县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和静县召开第六

次党代会，库尔勒市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中共县市委员会。是年，和静县

委恢复农工部，成立政法委员会；博湖县委成立政法委员会、史志办；库尔勒市委恢复农工

部，成立史志办、经济工作部。年底，各县市党委机关有416人。1986年，和静县委成立史志

办，博湖县委成立农工部，轮台县委成立政法委员会。1987年8月，若羌县第四次党代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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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新的党委会。1989年1～6月，库尔勒市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尉犁县、焉耆县、和硕县、

轮台县召开第六次党代会，和静县召开第七次党代会、且末县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博湖县召

开第三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市党委会和县市委正副书iiii(28)人。1990年，8县1市

党委机关有464名工作人员。 、

第五节州级机关党委党组

1952年，焉耆地委决定成立中共焉耆区专员公署党组，由副专员高树人任书记，党组主

要职责是通过政府行政会议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1954年6月，焉耆区专员公署党组撤销，

成立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党组，梅合买提·司马益任党组书记。同年7月

15日，库尔勒地委批准成立中共库尔勒专员公署党组，高树人任党组书记。是年10月，由政

府党组领导的政法、交通运输经济企业党组小组成立。1955年8月，各党组小组改建为党组

分组。同年8月23日，库尔勒地委决定卫青山担任库尔勒专员公署党组书记。同月，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政法党组分组成立。1956年7月16日，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委决定，在州级财经企业单位成立党组分组(财贸党组分组)。同年9月和12月，库尔勒地

委决定撤销原政法党组，同时成立法院、检察院党组，成立州级饥关党委，并设专职干部5

名。同年，巴州公安和司法单位成立党组。1957年9月15日，吐尔逊·斯拉依里担任库尔勒

专员公署党组书记。1958年3月，州委决定撤销州级机关党委，所辖基层党组织由州委各部

对口管理。．1959年2月5日，库尔勒地委党校党委成立。3月6日，库尔勒专区财贸基层党

委成立。4月18日，巴州党委决定成立文教卫生、农林水牧、工交党组分组。同年5月6日，

中共库尔勒专区区级工交机关委员会成立。lo月30日，中共巴州商业局机关委员会成立。

1960年1月23日，库尔勒地委撤销专区商业局党总支，成立专区商业局基层党委。

1960年，库尔勒专署建制撤销，所属党组织并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同年12月29

日，州委批准撤销原巴音郭楞州人委党组和库尔勒专署党组，重薪成立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人民委员会党组，王礼荃任党组书记；撤销州商业局党委和库尔勒专区商业局党委，重

新成立州商业局党委。1962年1月，州邮电局党委撤销，改为总支。9月，成立州级机关临时

党委，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做好州委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指导机关群众团体开展各项工

作。1964年2月28日，州委决定组成州公安处党组分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5月

～1969年，巴州各级党组织基本停止工作。1970年，州直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党的核

心小组。1973年2月1日，成立州级机关党的临时委员会。同年7月12日，州党校党委成

立。1975年4月19日，州委决定成立州邮电局基层党委。1976年2月21日，州公安局党委

成立。是年，州直各单位共有17个党的核心小组，一般由5--．．7人组成。1978年11月2日，

州委决定撤销州工交局、粮食局、农林局、畜牧局、文教局、商业局、供销社等7个单位党的核

心小组，成立党组。1979年3月20日，根据中共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撤销州公

安局党委，成立党组；撤销州水电局、农机局、建委、人民银行4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

立党组；同时成立州外贸局党组；6月12日，州委决定成立州革命委员会党组，党金任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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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8月，州物资局和州民政人事局党组相继成立；12月29日，州委决定州中级人民法院

和州人民检察院设立党组。1980年4月15日，州财政局、州人民银行、州农业银行分别成立

党组；6月24日，州气象局和州水利管理处分别成立党组；州卫生局党的核心小组撤销，成

立党组。1981年8月8日，州民政局、人事局党组分设；9月12日，州计划委员会、州劳动局

党组成立；12月18日，州建设银行成立党组。1983年4月，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立，才

文任党组书记；5月，巴州第七届人民政府和巴州第五届政协党组成立，党金和王文秀分别

任州人民政府和州政协党组书记。

1984年，州委重新调整州直各单位的党组、党委。1月10日和27日，州计划委员会和物

价局成立联合党组。是年，州公安局、畜牧局、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粮食局、劳动

人事局、农业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检察院、经委、商业局、农业银行、人民银行、林业局、

供销合作联社、建设银行、财政局、文教局、中级人民法院、水利局重新组建党组；1月28日，

州委决定撤销州外贸公司和州物资公司党组，分别设立党委；10月5日，州水利管理处党委

成立。1985年3月，州民政局党组成立；6月，州劳动局、州人事局党组分设；8月26日，州交

通局党组成立；10月j州级机关党委成立，机关临时党委撤销。1985年底，州直单位有党组

28个。1986年1月4日，州报社党委会成立；9．月29日，州委组织部印发《关于自治州国家

机关党组的职责及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新形势下党组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方法。1987年4

月24日，州教育局、州广播电视局、州工商局、州标准计量局、州统计局、州文化局、州审计

局、州农机局、州司法局、州乡镇企业局等9个局设立党组。1988年7月8日，州文化局党组

成立；9月25日，州外事侨务办公室成立党组。1989年1月18日，州审计局党组成立；4月3

日，州计委、州物价局党组分设；8月7日，州保险公司党组成立；12月6日，州体委党组成

立。1990年底，州级单位有44个党组，3个州级机关党委。

第六节基层党委

焉耆专区各县工委建立后，开始建立各级基层组织。到1950年底，共建立18个党的区

委会、5个党的基层委员会。1953年底，焉耆专区有基层党委25个，其中农村区党委18个。

1954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有10个农村区委、2个牧区党委、1个企业党委；库尔勒专区

有16个农村区委。1956年，巴州有基层党委11个，其中农村区委8个，牧区党委2个；库尔

勒专区有基层党委11个。1958年5月，库尔勒公路运输总站成立基层党委。9月，巴州建立

11个人民公社党委，除牧区之外，原来的区乡党委撤销。10月，巴州莫托沙拉矿山党委成立。

12月，库尔勒地委确定党员在lo名以下的人民公社只建党支部，党员在10名以上的人民

公社建立党委，党委会不设组织部和宣传部，工作由党委委员分工负责，设立党委办公室，办

公室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是年，库尔勒专区有人民公社党委27个。1959年，巴州党委批准

成立开都河水电勘测队党委、巴州钢铁厂党委、巴州人民医院党委和巴州建筑公司党委。11

月，巴州党委撤销中共和静县四区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设立中共巴仑台矿区委员会；同时

库尔勒地委批准成立哈拉洪农场党委。这一年，各人民公社普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成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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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1959年底，库尔勒专区有基层党委34个，其中人民公社党委25个；巴州有基层党委19

个，其中人民公社党委11个。1960年2月，巴州包尔图牧场成立党委，州奶粉厂与州奶牛场

合并后成立党委；5月，巴州种畜场党委成立；7月，巴州钢铁焦炭联合厂成立党委。是年8

月，库尔勒地委要求各公社党委建立党校，轮训党员干部。10月，成立巴州中学党委。

1960年12月，库尔勒专区并入巴州后，全州有基层党委64个，其中农业系统51个，工

业系统5个，交通运输业1个，商业1个，机关4个，其他2个。1961年2月，州委调整和健全

州党校、建筑公司、煤矿、巴仑台钢铁厂、州第三中学、医院等企事业单位的党委。3月，艾维

尔沟矿区、牙尔马斯林场、库尔楚园艺场相继成立党委；4月和．6月，州劳教农场、第二农业

机械厂先后成立党委。是年12月，巴音沟钢铁厂并入州筑路大队，成立大队党委。1962年1

月，州委决定撤销党员较少的哈拉洪农场、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中学党委。是年，全州

有基层党委68个，其中农业系统61个，工业系统2个，机关3个，其他2个。1965年，全州有

基层党委69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5月～1969年，全州基层党委停止工作。1970

年6月，巴州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完成整党试点工作后，在全卅『开展整党工作。9月，

中共和硕县乌什塔拉公社委员会建立；10月，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成立党委。10～12月，轮

台县的7个公社，库尔勒县的包头湖农场、普惠农场和8个公社，和静县的4个公社，若羌县

的2个公社，焉耆县的1个公社建立党委。1971年2月，新疆第二工程队党委建立；3月，州

“五·七”干校成立党委；8月，中共库尔勒县级机关党委成立。是年，库尔勒县2个公社、尉

犁县第一牧场和5个公社、且末县8个公社、焉耆县5个公社建立党委。1972年3月，博湖

县光明公社成立党委；6月博湖县种畜场党委成立。11月，和硕县清水河农场成立党委。是

年，全州共有基层党委57个。1974年10月，州煤矿基层委员会成立；11月，巴州运输公司基

层党委成立。1975年，农二师所属团场党委并入巴州，全州有108个基层党委，其中农业系

统78个(原农二师团场党委16个)，工业系统15个，交通运输业2个，文教卫生3个，机关

10个。1976年2月，州公安局、博湖县青年农场、州沙依东园艺场成立党委；11月，州化肥

厂、州库尔楚园艺场成立党委。1978年底，全州有基层党委113个，其中区党委2个，镇党委

2个，公社党委52个，国营农场党委8个，农垦团场党委21个。1979年6月，州委决定撤销

州贸易公司、食品公司和石油公司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州贸易公司、食品公司和石油公司党

委。1980年2月，州卫生学校成立党委；4月，州农机厂成立党委。1981年底，全州有基层党

委112个。198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恢复，农二师党组织单列，年底全州有基层党委

85个，其中公社党委53个，镇区党委4个。1984年10月，州水泥厂、铁门关水电厂、第一造

纸厂、手扶拖拉机厂成立党委。是年，农村实行政社分开，全州撤销53个人民公社党委，成立

3个区、11个镇、66个乡党委。是年，全州有基层党委117个，其中农、林、牧、水75个，工业9

个，交通、邮电4个，商业、物资、供销6个，宣传、文教、体育、卫生4个，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9个，其他7个。1985年11月，州建筑公司和果酒厂分别成立党委。1986年1月，州报社成

立党委。1987年4月，州师范、一中、二中、蒙中、财校、技工学校成立党委。1989年4月，州

水电勘测设计院和焉耆糖厂分别成立党委；9月，州职工中专成立党委。1990年5月，州委决

定新疆库尔勒纺织品批发供应站(州纺织品公司)、新疆库尔勒百货批发供应站(州百货公

司)、新疆巴州糖业烟酒公司、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商业服务公司分别成立党委。年底，全州

有基层党委128个，其中农、林、牧、渔、水16个，工业21个，建筑业2个，交通、邮电3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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