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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目一角(二)



学员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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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室



职 工 合 影

(1994年11月)

干训班文艺演出队留影

(1992年5月)



党校恢复后第一期干训班学员合影

(1977年5月)

第一期党员千部进修班结业留影

(1984年7月)



校 刊

地委组掌I部．宣传郝简报



一九八三年被县委．县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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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志书是继承历史传统、对祖宗负责，为“四化"服务，替

子孙造福的大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校于1984年9月正式

组建校志编写小组，在翻阅档案，征集口碑，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

上着手编篡，先后几易其稿，写成这本《开江县党校志》。它的面

世，是全校职工共同努力的成果。

《开江县党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总结了党校的历史经验及教

训。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记述有据，行文忠实。较好地注意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较准确地反映了党校的历史和现

状，以期能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尊重历史，意在未来。我校二十四年的

历程已经记入史册，新的历史篇章正在谱写。我校全体教职工决心

在社会主义“四化”和干部队伍“四化”这两项伟大工程的建设

中，奋发努力，勇于开拓，为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开创党校新局

面记下光辉的一页。

t



编写《开江县党校志》承蒙有关单位和同志的热情支持、帮

助，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加之史料不全，部分史料无从稽考，仓促

成志，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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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经权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凡 傀

本志于1 984年9月中旬开始收集资料，1觥年1 2．月编篡定稿。1

本志记述开江县委党校建立以来的洛项史实，并简述党校建立

以前的干部训练情况：1 950年1月为上隈，1 984i年1 2屠为下限。

本志以“记"为主，辅以“图”、 “表"说魄。史料来源于县

档案局、党校自存档案以及原党校职王秘各个时期，的当事人；编志

内容以档案资料为主。

本志选入的照片是览棱恢复璐后至本志定德以前这段时船的，

文存仅将有代表性的文件资料收入。

《开江县党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开江县党校志》编写小组名单

组 长：梁经权
。

副组长：丁宣浩 刘长国

成 员：曾祥东 陈代松，李义生

执 笔：刘长国

校 对：陈代松李义生

封面题字：朱洪章

党校平面图绘制：省测绘局第二测量队

图 片 摄影：县委宣传部张庆赐

印 刷：国营开县印刷厂



日 ：” 录

序 言

凡例

编写小组名单

圈 片

概述⋯⋯⋯⋯⋯⋯·⋯⋯⋯⋯⋯⋯⋯⋯⋯⋯⋯⋯⋯⋯⋯⋯⋯⋯⋯⋯⋯⋯⋯⋯⋯··(1>

第一章 建置沿革⋯⋯⋯⋯⋯⋯⋯⋯⋯⋯⋯⋯⋯⋯⋯⋯⋯⋯⋯⋯⋯·⋯⋯⋯⋯··(3)

第一节党校建立前的干部训练班⋯⋯⋯⋯⋯⋯⋯⋯⋯⋯⋯⋯⋯⋯一··⋯⋯⋯“(3)

一， 知识青年训练班⋯⋯⋯⋯⋯⋯⋯⋯⋯⋯⋯·⋯⋯⋯⋯⋯⋯⋯⋯⋯⋯⋯··(3)

=、 农民训练班⋯⋯⋯⋯⋯⋯⋯⋯⋯⋯⋯⋯⋯⋯⋯-⋯⋯⋯⋯⋯⋯“．⋯⋯·-(3)

三、 农村干部训练班⋯⋯⋯⋯⋯⋯⋯⋯⋯⋯⋯⋯⋯⋯⋯⋯⋯⋯⋯⋯⋯⋯“·(3)

四． 土改干部训练班⋯⋯⋯⋯⋯⋯⋯⋯⋯⋯⋯⋯⋯⋯⋯⋯⋯⋯⋯⋯⋯⋯⋯(4)

五． 乡村干部训练班⋯⋯⋯⋯⋯⋯⋯⋯⋯⋯⋯⋯⋯⋯⋯⋯⋯⋯⋯⋯⋯⋯⋯(4)

六， 中共开江县委员会训练班⋯⋯⋯⋯⋯⋯⋯⋯⋯·⋯⋯⋯⋯⋯⋯⋯⋯⋯“(5)

第二节党校的建立和发展⋯⋯⋯⋯⋯⋯⋯⋯⋯⋯⋯⋯⋯⋯⋯⋯⋯⋯⋯⋯⋯⋯(6)

一． 党校的建立⋯⋯⋯”⋯⋯⋯⋯⋯⋯⋯⋯⋯⋯⋯⋯⋯··⋯⋯⋯⋯⋯⋯⋯“(6)

二、 党校停办⋯⋯⋯⋯·⋯⋯⋯⋯⋯⋯⋯⋯··⋯⋯⋯⋯⋯⋯⋯⋯⋯⋯⋯⋯⋯(7)

三、 党校同县委招待所合并⋯⋯⋯⋯⋯⋯⋯⋯⋯⋯⋯⋯⋯⋯⋯⋯⋯⋯⋯⋯(7)

四． 党校的恢复和搬迁⋯“⋯⋯⋯⋯··⋯⋯⋯⋯⋯⋯⋯⋯⋯⋯⋯⋯⋯⋯⋯“(8)

第三节党校的性质和任务⋯⋯⋯⋯⋯⋯⋯⋯⋯⋯⋯⋯⋯⋯⋯·⋯⋯⋯⋯⋯⋯．．(8)

一、 党校的性质⋯⋯⋯⋯⋯⋯⋯⋯⋯⋯⋯⋯⋯⋯⋯⋯⋯⋯⋯⋯⋯⋯”⋯⋯·(8)

二， 党校的任务⋯⋯⋯⋯⋯⋯⋯⋯⋯⋯⋯⋯⋯⋯⋯⋯⋯⋯⋯⋯⋯⋯，⋯⋯”(8)

第四节党校编制⋯⋯⋯⋯⋯⋯⋯⋯⋯⋯⋯⋯⋯⋯⋯⋯⋯⋯⋯⋯⋯⋯⋯⋯⋯⋯(9>

一、 机构设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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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员编配⋯⋯⋯⋯⋯⋯⋯⋯⋯⋯⋯⋯⋯⋯⋯⋯⋯⋯⋯⋯⋯⋯⋯⋯⋯⋯(9)

第五节隶属关系⋯⋯⋯⋯⋯⋯⋯⋯⋯⋯⋯⋯⋯⋯⋯⋯⋯⋯⋯⋯⋯⋯⋯⋯⋯⋯(11)

一， 党校建割和待遇⋯⋯⋯⋯⋯⋯⋯⋯⋯⋯⋯⋯⋯⋯⋯⋯⋯⋯⋯⋯⋯⋯⋯(II)

二， 县委党校与地委党校的关系⋯⋯⋯⋯⋯⋯⋯⋯⋯⋯⋯⋯⋯⋯⋯⋯⋯⋯(12)

三， 县委党校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关系⋯⋯⋯⋯⋯⋯⋯⋯⋯⋯⋯⋯⋯(12>

第六节党组织⋯⋯⋯⋯⋯⋯⋯⋯⋯⋯⋯⋯⋯⋯⋯⋯⋯⋯⋯⋯⋯⋯⋯⋯⋯⋯⋯(12)

一， 党支部⋯⋯⋯⋯⋯⋯⋯⋯⋯⋯⋯⋯⋯⋯⋯⋯⋯⋯⋯⋯⋯⋯⋯⋯⋯⋯⋯(12)

二， 党总支⋯⋯⋯⋯⋯⋯⋯⋯⋯⋯⋯⋯⋯⋯⋯⋯⋯⋯⋯⋯⋯⋯⋯⋯⋯⋯⋯(12>

譬=章 千郜训练⋯⋯⋯⋯⋯⋯⋯⋯⋯⋯⋯⋯⋯⋯⋯⋯⋯⋯⋯⋯⋯⋯⋯⋯⋯⋯(13>

第一节调练对象，形式及学制⋯⋯⋯⋯⋯⋯⋯⋯⋯⋯⋯⋯⋯⋯⋯⋯⋯⋯⋯⋯(13)

一、 训练对象⋯⋯⋯⋯⋯⋯⋯⋯⋯⋯⋯⋯⋯⋯⋯⋯⋯⋯⋯⋯一⋯⋯⋯⋯⋯·(13)

二、 训练形式及学制⋯⋯⋯⋯⋯⋯⋯⋯⋯⋯⋯⋯⋯⋯⋯．．．⋯⋯⋯⋯⋯⋯⋯(13)

三、 训练人数⋯⋯⋯⋯⋯⋯⋯⋯·⋯⋯⋯⋯⋯⋯⋯⋯⋯⋯⋯⋯⋯⋯⋯⋯⋯一(14)

第二节教学内容⋯⋯⋯⋯⋯⋯⋯⋯⋯⋯⋯⋯⋯⋯⋯⋯⋯⋯⋯⋯⋯⋯⋯⋯⋯⋯(16)

一、 “文化大革命一前的教学内客⋯⋯⋯⋯⋯⋯⋯·⋯⋯⋯⋯⋯⋯⋯⋯⋯··(16)

二、 “文化大革命栉后的教学内容⋯⋯⋯⋯⋯⋯⋯⋯⋯⋯⋯⋯⋯⋯⋯⋯⋯(16)

第三节教学效果⋯⋯⋯⋯⋯⋯⋯⋯⋯⋯⋯⋯⋯⋯⋯⋯⋯⋯⋯⋯⋯⋯⋯⋯⋯⋯(18>

一， 促进思想解放，振奋革命精神⋯⋯⋯⋯⋯⋯⋯⋯⋯⋯⋯⋯⋯⋯⋯⋯⋯(18)

二， 打下理论基础，提高工作能力··⋯⋯⋯⋯⋯⋯⋯·⋯⋯⋯⋯⋯⋯⋯⋯⋯(19)

三， 党性得到增强．党风逐步好转一⋯⋯⋯⋯⋯⋯⋯·⋯⋯·⋯⋯⋯⋯⋯⋯··(20>

四、 树立远大理想，牢记党的宗旨⋯⋯⋯⋯⋯⋯⋯⋯⋯⋯⋯⋯⋯⋯⋯⋯⋯(20)

簟三鼍 教学研究⋯⋯⋯⋯⋯⋯⋯⋯⋯⋯⋯⋯⋯⋯⋯⋯⋯⋯⋯⋯⋯⋯⋯⋯⋯⋯<22>

第一节教学教务⋯⋯⋯⋯⋯⋯⋯⋯⋯⋯⋯⋯⋯⋯⋯⋯⋯⋯⋯⋯⋯⋯⋯⋯⋯⋯(22)

一， 教学计戈5⋯⋯⋯⋯⋯⋯⋯⋯⋯⋯⋯⋯⋯⋯⋯⋯⋯⋯⋯⋯⋯⋯一⋯⋯⋯(22)

二， 教学环节⋯⋯⋯⋯⋯⋯⋯⋯⋯⋯⋯⋯⋯⋯⋯⋯⋯⋯⋯⋯⋯⋯⋯⋯⋯⋯(22)

三， 专题讲座⋯⋯⋯⋯⋯⋯⋯⋯⋯⋯⋯⋯⋯⋯⋯⋯⋯⋯⋯⋯⋯⋯⋯⋯⋯⋯(23)

四， 分科数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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