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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共产党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党校暨中共大兴安岭林业集团

公司委员会党校校志编纂成书，是我们大兴安岭地区开发建设历史

上一件大事，我感到特别欣慰。

地委党校创建于1965年，历时35个春秋，可谓饱经沧桑。35年

来经过了创建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校恢复与振兴、党校教育

正规化这四个历史时期。为把党校真正建成“三个阵地”、“一个熔

炉”，党校师生员工在历届学校领导班子带领下，始终坚持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

放这一历史新时期中，他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循江泽民

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积极认真地贯彻全国党校工作条例，在从事

教学活动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真

思考，有其新构想、新建树，特别是教育正规化以来，充分发挥了干部

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为大兴安岭的政治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

的繁荣和发展、人才的培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校志编委会和撰稿人的辛勤工作，许多校内外同志的支持，

编写时间虽短，但内容准确丰富，资料翔实，文章凝炼畅通，其围绕干

部教育这条主线幅射方方面面工作，颇俱专业特色，是一部确实能够

反映党校35年间各方情况的重要著述，此书之问世，为我们了解党

校的昨天、认识今天、研究明天而展望未来是一部开卷有益的珍贵史

料。

因我兼任大兴安岭地委党校校长，对学校一切的一切自然有着

深厚的感情，请我作序，在此仅支言片语表达我由衷地祝贺。

张进运

2000年9月



凡 例

一、《中共大兴安岭地委党校志》，全称为：
抽． 阪

《中国共产党大兴安岭蒙业集团公豸委员会党校志》，因使用方便，
书名采用简称。

二、本志上限自1965年10月中共大兴安岭安岭特委党校成立，下

限至2000年9月。

三、本志包括建校35年来的办校过程，即：1965年lO月至1966年

6月初建期；1966年7月至1978年3月的“文革"曲折期(含翠峰“五·

七”干校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合并期)；1978年3月至1984年7月为恢

复振兴时期：1984年7月至今为党校教育正规化时期。

四、本志采用方志体例，即志中有记事表人，并辅以叙史、图表与插

页。按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要求，全书以章、节、目三个层次分七章十

八节，因文制宜，不求一律。

五、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伟大理论为指导思想，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地方区域和党校教育特点，力求思想性、资

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相关档案、史志单位档案资料与各时期负责

组建和在校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口碑资料。

七、本志之撰写，坚持实事求是，材料夯实、去伪存真的原则；其文

字表述、各项称谓、插页、数字与图表、附录等用法均遵循方志之行文规

范，去异求同、同类旧属，详略剪裁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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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共产党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党校暨中共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委员会党

校成立于1965年10月。当时大兴安岭特区是开发会战初期，故特委党校只是个

筹备组织。校址在加格达奇的甘河南岸距大桥不到一公里处，现为晨光大街东侧。

我校业经机构、人员的几度变化，迄今已三十五周年。自建校起至今已为全区

培训、轮训了大量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全校职工忠诚地恪尽职守，认真地履行了

自己的义务的责任，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现已成为新时期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改革开放中

为实现四化建设而培训党政干部的教育阵地，一个增强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一个

再创辉煌的省级文明标兵单位。

1965年lO月至1966年6月为创建初期，这段时间筹备组先后由特委宣传部

一名副部长和特委政策研究室一名同志负责，因没有一个象样的校舍与教室，更没

有师资力量，只是办了几期学习班性质的读书班，党校尚不具规模，但也为培训特

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开了个好头。

1966年6月至1978年2月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可谓历尽曲折与

沧桑变化。开始是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区，致使党校停办。到1968年10

月大兴安岭特区革委会批准成立特区翠峰“五·七”干校，同年底我校在现校址也开

始办学习班，学校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建成平房三栋为学员宿舍和办公室、

食堂一座700平方米和职工家属住宅平房二栋。

1973年5月1日，经大兴安岭地委批准，学习班与翠峰“五·七”干校合并，校址

设在此处，两校合并称中共大兴安岭地区干校，校长由当时地委书记王钊同志兼

任，组建加强了校领导班子，也有了二层机构，并充实了教师队伍。但办学方针在

当时是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仍坚持走“五·七”干

校道路，“一面学习，一面劳动”、“自力更生，勤俭建校”，在西山开荒600余亩，建马

舍一座、3000余平米塑料大棚五栋、160平方米温室一个、48平方米车库一个，生猪

存栏62头，半自动大小园锯各一台，自己动手打成手压水井两眼，建成砖厂一座，

总计为国家节省投资197800．00元，职工蔬菜与劳动补助粮达到了自给。先后办

了六期干部轮训班与一期培训班、两期理论班、三期读书班。为党校的恢复与振兴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3月至1984年7月为党校恢复、振兴时期，地委书记王钊同志仍兼任

校党委书记、校长，地委副书记马恒玉兼任第一副书记，任命于良同志为副书记、第

一副校长。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经过拔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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