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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志》在建校45周年之际出版了，这不仅是党

校广大教职工，而且是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一件大喜

事。《校志》遵循总结经验、检阅成果、借鉴得失、改进工作的宗旨，对

45年来党校走过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这对于进一步加

强党校建设、做好党校工作，无疑将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党校是轮训和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

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是干部增

强党性锻炼的熔炉。45年来，在中共徐州市委的领导下，市委党校紧

密结合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培养教育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

下，市委党校为搞好新时期的干部培训、轮训，开展理论研究和理论

宣传工作，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我市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

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45年来，党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经历了曲折风雨·

《校志》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以翔实的资料、简明的文

字，从纵的方面记载了党校创建、发展45年来艰苦跋涉的足迹；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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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以教学工作为中轴，对党校的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学制学

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图书资料以

及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进行了详尽的记述。也就是说，《校

志》不只局限在展示党校建设的过程上。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党

校工作水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这是这部《校志》的一个特色。

“记陈事者借所鉴也，记新事者供所用也。”我希望《校志》的编辑

出版能够成为我市党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为推进教学改革、促

进党校教育更好地为党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服务，为党的理论

建设和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编辑出版《校

志》所要达到的目的。 ．

修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我觉

得，要编写一本好的党校志，尤其不容易。因此。尽管参加编写《校志》

的同志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其中仍难免有不足之

一一处，有待于在今后的修志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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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记述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

二、本志中出现的常用政治术语未作专门解释。

三、历任领导人名录均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列。

四、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仅简介一些有突出贡献的人

员的先进事迹。

五、本志收录了徐属各县(市)、区委党校以及矿务局党委党校、

徐州铁路分局党委党校和大屯煤电公司党委党校的概况。对于其他

系统建立的党校和培训工作情况，因其专志均已记载，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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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位于徐州市解放路南段，地处文化风景区，

西傍云龙山。东望故黄河，南眺淮海战役纪念塔，北邻徐州师范学院。

校园占地40．3亩，校舍建筑面积1 9300平方米。现有教职工11 6人，

其中专、兼职教师46人。现有教授1人，副教授15人，讲师26人。学

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内部机构设置为17个处、科、室。

学员训练规模600人，图书馆藏书8．5万册。1 990年经江苏省委批准

为大专体制。

市委党校是中共徐州市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和学校，是轮训和培

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是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始创于1949年，1955年更名为市委党训班。

1961年又改称党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1978年复校，1 980年

由国家机关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1 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与中

共徐州地委党校合并。

中共徐州地委党校，创建于1 954年，翌年易名为地委党训班。

1958年裁撤，1960年建立地委初级党校，1 962年改称地委党校。“文

化大革命”中停办，1979年正式复校，至1 983年与市委党校合并。

建校初期，徐州地、市委党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缺乏，校址不稳

定。地委党校创建时位于户部山顶，仅有干部、职工10余人，没有专

职教员。市委党校在徐州青年学校的原址建立，翌年即奉命搬迁．自

建校至“文化大革命"前lO余年闻，市委党校经历了12次迁徙。

徐州地、市委党校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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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教学方针，培养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学风。以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白勺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课，以增强党性为核

心．围绕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徐州地、市的各级领

导干部、理论宣传干部、部分军队干部进行短期轮训。党的方针、政策

和业务知识课多聘请地、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讲授，马列主义基

本理论、文化课多由党校各级领导和教员担任。采用学员自学为主，

教员讲授为辅，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提倡学员独立思考，勇于

质疑、敞开思想、深入讨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水平，改进工

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文化大革命’’前，地、市两校共举办短i)l J班124

期．培训干部20087人，为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党校的教学曾一度受到“左”的影响，党校的发展几经曲

折：50年代末，市委党校仅剩6人，地委党校撤销。“文化大革命”中，

地、市委党校都遭到严重破坏，市委党校停办，人员遣散，校址被占。

地委党校通过与“左’’的及其他错误思想的斗争保住了校址，但教学

工作严重脱轨．_度为“五·七”干校所取代。

1 977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徐州地、

市委先后恢复了地、市委党校。地、市委书记分别兼任两校校长。学校

配备干部，建立健全机构，充实教师队伍，党校教学重新走上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自复校至1 982年，党校教学以完整：隹确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教

育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发扬党内民主，实行

“四不主义”，学员备抒己见，畅所欲言，校内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在此期间，两校共举办短训班40期，轮训釜级干部6655人，基

本完成了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轮训任务。取得显著成绩。

1 983年，党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下发了中发

I-1 983一]1 4号文件。根据中央精神，同年6月，省委批；隹徐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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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二年制大专培训班。党校教育开始把培养后备干部的大专学历
． 培训班作为主要班次。1 983"--"1 988年，党校共举办大专班1 2期，毕业

学员576人．为徐州市培养了一大批各条战线上的领导人材。

1988年．根据中央精神和党校教育的特点，学校开始转变办学指

导思想，从以培养后备干部进行学历教育的长班为主，转向对现职干

部进行岗位培训的短班为主。1 990年，最后一期大专班毕业，岗位培

训全面展开。

1 990年以来，党校教育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主

题，逐步形成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针对新

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辅之以学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需要的各种新知识的教学格局。

随着教学、科研工作的逐步深入，1 988年创办了《徐州党校学

报》。教研人员共发表论文、专著、教材、辅导材料、调查报告442件，

取得辉煌的成果。

为了适应教学需要．1 990年新建电教厅综合楼，1 993年成立电

化教学教研室，投资30万元添置微机等电教设备。

1993年，党校兼办行政学院，扩大办学规模，形成党校、行政学

院、社会主义学校和函授学区四位一体的办学格局。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1 993年9月，党校提

出“四三二一改革思路"。即：努力实现四个转变：整体工作由封闭向

开放转变．党校办学由单纯“老五门"理论教育向多层次、多内容、多

样化转变，教师知识结构由单一专业向一专多能转变，后勤服务由消

费保障型向创收服务型转变。发挥三个优势：发挥市委重要部门的优

势，发挥党校教学的优势和党校学员的优势。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两个效益。争创一流党校。党校改革逐步深入，各项工作蓬勃开展，

成绩斐然。

建校45年来．党校共举办各类班次近300期．培养各级釜类干

． 部近5万人次，为徐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一



大 事 记

1 949年

8月 中共徐州市委决定建立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9月 党校正式成立，校址在徐州市新华街中段。工作人员45

人，校长由市委副书记张北华兼任，校务主任李树勋主持工作。

14日，首期训练班开学。学员200余人。分为三个学员大队，一、

二队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队学文化。

1 950年

2月 校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3月 校大部分学员、部分工作人员赴市郊区、铜山县参加生产

救灾运动。

6月 迁校至云龙山西北，集训市区编余干部300余人。

1 0月 面向社会招收土改工作队队员，经考核录取近百人，培训

3个月，录用为国家干部，赴市郊、铜山县搞土改。

1 951年

1月 迁校至统一街，校址分为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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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6月 先后举办以土改、整党、镇反为内容的短训班，培训干

部280人。

7～1 2月 校领导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整党文件，部分工作人员

参加市整党试点工作，训练班暂时停办。

1 952年

1月“迁校至东阁街、地藏里，校址分为三处。举办整党学习班。

至1 953年春共办4期，培训整党骨干706人。

2月 校机关开展“三反"运动。

校全体学员、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市“三反"、“五反"运动工作队。6

月，大部分人员返校。

6月 校全体党员参加整党运动，至1953年3月整党结束。

1 953年

1月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总支委员会成立，翟步坤任书记。

8～12月 分3期对全市333名新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每期1个月。 ·

1 954年 ‘

3月 举办干部轮训班，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至1 955年

1月共办11期，培训12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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