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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实现“三个代表"
中共永宁县委书记 贺满明

永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玉英

《永宁县组织史》全面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各级组织的发展变化

状况，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激励各级领导认真坚持“三讲”教育、深入开展“三个代
表”活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o

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努力提高全县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当前，要抓住“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契机，在全县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中，

掀起一个理论学习的新高潮，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和教育群众，切实把理论学习不

断引向深入。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和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发挥各级党校作

用，加强监督检查和理论学习辅导，搞好领导干部集中培训，努力使全体党员干部深刻

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

的学风，积极引导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应用于工作实践，不断提高观察、认识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宣传和教育，进一步使全县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永宁的各项事业中去。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o”党的81年光辉

历史也反复证明，要取得各项事业的胜利，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必

须孽右一古能曝泓臂彻轴符I略绻青针砬笛的寓壶甩千部队佰．I天I I№．转们一帝兽从蜜，，、，；，、，J√，、l灿，，、J’、．／_，∥'●o⋯7’，_‘rI，’，m●I’v o’、‘，、● r’●‘⋯V r⋯⋯⋯ ，一·一，。_
关永宁发展，事关“十五”计划目标实现，事关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水

平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推行竞争上岗、聘任制、任期制、试用制，实行领导干

部任前公示制度等措施，建立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更

多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激发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干部队伍。

各级干部要紧密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
·力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加大督查落实力度，使督查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使抓落

实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和自觉行动。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坚持和完善党

政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提倡和鼓励领导干部多深入基层、深人群众、深入实际，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搞好调研，使工作务实有效。积极为群众办
实事，全力抓好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的落实工作，认真做好信访接待和各种为民解忧
服务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江泽民总书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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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实现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创新，是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各

项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传统和原则的同
时，大力发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新方式、新办法、新手

段，使我们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断得到改进、创新和完善。
领导干部要带头搞好廉洁自律，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廉洁从政，勤政爱民。继续抓

好执法监督检查和纠风工作，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广泛深入地开展

廉政教育，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和财政制度改革，加快推行

“收支两条线”、政务公开、政府采购等制度，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努力遏

制腐败的滋生，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狠

抓责任追究，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负起责任，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发现问题一查

到底。

西部大开发为我县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要以“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信心，真抓实干，切实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把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好，努力开创全县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宽裕型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1

2002年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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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

妻萎黑娄冯开玉县委组织部部长
一川’

《永宁县组织史》的出版发行是我县各级组织的一件大喜事。这本书将成为每位

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了解全县各级组织历史与现状的工具书，在资政、存史、教化等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我县新时期党建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的要求，紧紧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着眼于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会议的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突出重点，进

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改进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不断加强组织部门的自身建设，坚持开展“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为顺利实施“十五”计划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我县新时期党建的任务是总结“三讲”和“三个代表”教育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推动

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经常化、制度化，落实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和区、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行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和任用前

公示制度，进一步加强制度改革步伐，加大乡村干部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力度，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为主线，以深化“三级联创”活动为载体，推动我县农

村、机关、事业、街道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上水平。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是我县在新时期做好组织工作强有力的

思想武器。努力提高我县各级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去年以

来，我县各级干部在“三讲”教育集中学习和日常学习中，政策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作为一

件头等大事，扎扎实实地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我县各级组织在党的建设中担负着重大职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点多、面

广、线长，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任务繁重。能否全面完成，能否经得起历

史的考验、群众的拥护，取决于各级组织的自身建设。因此，我们要努力工作、奋力拼

搏、敬业奉献、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不断进取，把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进一步

转变工作作风，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自觉维护各级组织的良好形象，坚持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真正做到不为利益所惑，不为金钱所动，不为人情所扰，充分调动各级干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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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不断创造条件，努力营造一种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更好地发

挥党员干部的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各级组织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团结拼搏，扎实工作，为我县

各项事业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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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县委组织

第一章 中共永宁县委

第一节县委成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宁夏，大军过处，所向披靡，国民党宁夏军阀马

鸿逵父子闻风丧胆，早已逃之天天，宁夏解放指日可待。前进到甘肃省靖远县的六十

三军--Jk七师，奉十九兵团命令，委派干部战士7人，李沛然任书记，刘俊谦任县长，随

先头部队于23日晚进驻永宁县城杨和堡，开始对旧政权的接管。不久李沛然调回部

队。同年10月21日，中共永宁县委正式成立，当时县委领导班子经宁夏省委批准由

何广宽、刘俊谦、郭怀仁、王应时、贺满堂5人为县委常委。何广宽任县委书记。县委

委员有何广宽、刘俊谦、郭怀仁、王应时、贺满堂、王复舟、尚文奎等7人。

县委成立了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3个工作机构，全县组织了7个区的委员会，

有党员56人o ．
．．

永宁县委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清理和没收

官僚资本；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统一财政、稳定物

价；安定社会秩序o

1953年以前，中共永宁县委成员由宁夏省委委派任命；1954年以后，县委成员由

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54年3月10日，中共永宁县委召开了第一届党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县委委员9人组成中共永宁县第一届委员会o 1959年1月，成立永宁县

人民公社联合社(为了适应全国人民公社化的形势，学习外地经验，成立永宁县人民公

社联合社，县委改称联社党委，县人民委员会改称联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县联社)、

县联社党委，成立书记处。设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共6人。1委员和县委候补委员

23人。其中常委8人，副书记2人o



·2· 永宁县组织史·县委组织 中共永宁县委

中共永宁县委隶属关系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9．9,x．4949．10

中共宁夏省委员会

1949．10～1954．8

中共甘肃省银川地区委员会

1954．9,xd957．1l

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

1957．11～1958．11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

工作委员会

1958．10～1968．4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1968．4",,1970。3

中共永宁县委员会

1949．9'、．,1959．1

永宁县人民公社联合社党委

1959．1,x4961．1l

中共永宁县委员会

1961．11～l 9|68．2

第二节 书记处 党组

一、书记处

1959年1月，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永宁县成立了人民公社联合社(为了适

应全国人民公社化的形势，学习外地经验，成立永宁县人民公社联合社，县委改称联社

党委，县人民委员会改称联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县联社)、县联社党委，成立书记

处，设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6人。郭怀仁任第一书记。同时公社党委也设第一书
记。1961年11月，撤销县联社党委，恢复县委，同年1月至8月，增设第二书记1人o

1963年1月31日撤销永宁县委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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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组

1949年9月28日永宁县人民政府成立，10月设立了永宁县人民政府党组o 1954

年3月，永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成立了第一届人民政府党组o 1955年4

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党组也更名为永宁县人民委员会党组o“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人民委员会党组受到冲击，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2月，永宁县人民委员

会被群众组织夺了权，随之县人民委员会党组也被迫停止活动o 1968年2月至1978

年9月间，革命委员会内没有设立党组，1978年9月成立了永宁县革命委员会党组。

1981年2月县革命委员会易名为永宁县人民政府，其党组亦易名为县人民政府党组o
1956年6月，为加强对法院审判工作的领导，经县委批准，县人民法院成立了党

组，1957年6月5日撤销o 1958年2月25日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又

联合成立了政法党组o 1962年4月撤销o 1984年1月成立了永宁县人民检察院党

组o 1985年1月成立了永宁县人民法院党组。

1981年1月，永宁县召开了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永宁县人大第九届

常务委员会，同年2月，成立了永宁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党组。

1981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宁县第一届委员会成立，3月2日成立了

永宁县政协党组o

1995年1月8日，成立永宁县工商联党组。同年12月20日成立永宁县司法局党

组。

1999年8月13日，经县委常委会同意成立永宁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同年9月7

日，又成立了永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

到20(10年底，永宁县委所属党组有9个，即：永宁县人民政府党组、永宁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永宁县政协党组、永宁县人民法院党组、永宁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永宁县司法局党组、

永宁县工商联党组、永宁县国家税务局党组、永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

第三节历次代表大会

会议 列席
选举结果(名)

届次 召开时间 代表 工作报告 委 候补 常
(名) (名)

员 委员 委

1954年3月10日 《中共永宁县委首届党代表大会工作报
第一次 65 214 9 5

至3月16日 告》

1956年5月10日 佚于两年来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
第二次 60 27 13 3 7

至5月14日 务》

1958年8月26日 《高举红旗、乘胜前进、苦干一年，为改变
第三次 80 24 19 5 7

至9月1日 永宁面貌而奋斗》

1963年12月13日 (关于1958年以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
第四次 128 13 19 4 9

至12月21日 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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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列席
选举结果(名)

届次 召开时间 代表 工作报告 委 候补 常
(名) (名)

员 委员 委

1970年3月2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团结、
第五次 2Q5 21 2 5

至3月4日 乘胜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1978年2月1日 《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一
第六次 249 20 3 9

至2月3日 大路线乘胜前进》

1984年12月4日 《清“左”去旧，改革前进，为实现我县经
第七次 275 42 21 3 9

至12月7日 济提前翻番而奋斗》

1988年6月10日 《全面落实十三大精神，进一步深化改
第八次 170 57 23 4 9

至6月12日 革，为振兴永宁团结奋斗》

1991年11月23日 《雠经验、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再展宏
第九次 183 32 25 4 9

至11月27日 图》

1996年11月27日 《发展优势、加快发展，为建设繁荣、富
第十次 201 60 25 4 ll

至11月30日 裕、文明的新永宁而奋斗》

2001年12月7日 《把握未来抢抓机遇创新实干、努力

第十一次 209 150 实现我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25 4 11
至12月9日 新跨越》

第四节县委领导

中共永宁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

届次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任职时间

书 李沛然 男 汉 河北平山 1949．9～1949．10

俩广宽 男 汉 陕西子长 1949．10～1950．9

记 路思温 男 汉 陕西子长+ 1950．9～1953．3

成 副书记 郭怀仁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2．5～1954．3

亚
刘俊谦 男 汉 河北武强 1949．10～1951．3

初 常
期 王应时 男 汉 陕西定边 1949．10～1951．10

贺满堂 男 汉 陕西靖边 1949．10～1951．1

王瑾 男 汉 陕西志丹 1950．10～1952．8
委

史俊英 男 汉 陕西延安 1953．3～1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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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任职时间

书 史俊英 男 汉 陕西延安 1954．4～1955．3

第。 记 郭怀仁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5．3～1956．5

副 郭怀仁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4．3～1955．3

届 书 刘振江 男 汉 陕 西 1955．3～1956．3’

委 记 王秉乾 男 汉 陕西定边 1955．3～1956．3

员 常 阎振民 男 汉 陕西定边 1954．3～1956．5

会 朱满潮 男 汉 陕 西 1954．3～1954．10

委 赵贵书 男 汉 陕西子长 1954．3～1956．5

书记 郭怀仁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6．5～1958．8

副 王秉乾 男 汉 陕西定边 1956．5～1958．8

书 赵金良 男 汉 河北定兴 1956．5～1958．8

第 记 呼占明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6．11～1958．8

届
夏雨初 男 汉 河北交河 1956．5～1958．4

委 常 赵贵书 男 汉 陕西子长 1956．5～1957．7

员
韩效琦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8．4～1958．8

马步滕 男 汉 陕西延川 1956．5～1958．8
会

白秀皋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6．5～1958．8

委 齐应才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6．5～1956．9

呼占明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7．2～1958．8

书 郭怀仁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8．8～1962．8

记 史玉林 男 汉 河北建屏 1962．8～1963．12

王秉乾 男 汉 陕西定边 1958．8～1959．3

呼占明
∞
另 汉 陕西吴旗 1958．8～1959．10

赵金良 男 汉 河北定兴 1958．8～1962．12

第 韩效琦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9．1～1959．11

副

届
书 叶芳 男 汉 永宁增岗 1958．9～1960．6

记 蔡秀 男 汉 宁夏银川 1959．11～1963．1
委

员
书 高占山 男 汉 永宁胜利 1959．11～1962．12
记

会 处 王文玉 男 汉 陕西清涧 1959．11～1962．12

书 金树珉 男 汉 山东桓台 1960．10～1963．1
记

胡永连 男 汉 四 川 1961．1～1963．1

侯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1．11～1963．12

许飞寿 男 汉 河 北 1962．12～1963．12

李和春 男 汉 河北磁县 1961．1～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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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任职时间

赵金良 男 汉 河北定兴 1958．6～1963．1

韩效琦 男 汉 陕西吴旗 1958．8～1959．11

张玉梁 男 汉 宁夏银川 1959．1—1963．12

常 蔡秀 男 汉 宁夏银川 1958．8～1963．12第

叶芳 男 汉 永宁增岗 1959．1～1960．6

届 高占山 男 汉 永宁胜利 1959．1l～1963．12

委 王文玉 男 汉 陕西清涧 1959．11～1963．8

员 熊焕章 男 汉 宁夏贺兰 1959．11～1960．6

会 金树珉 男 汉 山东桓台 1960．6～1963．8委
李和春 男 汉 河北磁县 1961．1～1961．8

胡永连 男 汉 四 川 1961．1～1963．1

侯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1．11～1963．12

书记 史玉林 男 汉 河北建屏 1963．12～1968．2

副
许飞青 男 汉 河 北 1963．12～1965．9

书
侯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3．12～1966．5

记
陈光武 男 汉 陕西榆林 1965．7～1968．2

第 李跃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6．5～1967。10

四 侯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3．12～1968．2

届 金树珉 男 汉 山东桓台 1963．12～1968．2

委 李跃泰 男 汉 山西昔阳 1963．12～1967．10

员 常
蔡秀 男 汉 宁夏银川 1963．12～1968．2

会 刘福恒 男 汉 宁夏青铜峡 1963．12～1968．2

杨福亭 男 汉 宁夏青铜峡 1963．12～1968．2
委

李华庆 男 汉 河北平山 1963．12～1968．2

石生宾 男 汉 宁夏盐池 1964．12～1968．2

陈光武 男 汉 陕西榆林 1965．7～1968．2

第 书 胡明 男 汉 陕西陇县 1970．3～1972．12

五 冯茂 男 汉 宁夏盐池 1972．12～1977．8

届 记 陈光武 男 汉 陕西榆林 1977．8～1978．2

委 副 张建武 男 汉 陕西绥德 1970．3～1970．12

员 书 陈光武 男 汉 陕西榆林 1972．5～1977．8

会 记 赵峰森 男 汉 山西保德 1972．5～1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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