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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一九九六年一月

1996年1月获中纪委、国家监察部、人事
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全国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一九九七年五月

1 997年5月获国务院纠风办“全国纠
正行业不正之风先正集体”称号。



2003年1月获湖北省委、省政府
“2001—2002年度文明单位”称号。

一几九人一‘九九L年度

THE BEST CIVILIZED UNIT

中共襄樊市委
襄樊市人民政府

1998年1月获襄樊市委、市政府
“1 996—1 997年度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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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建敏 张秀清
l

武爱焕 胡长安

注一：以上个人登记照共84幅(缺少退休人员毕德华、程

继权的照片)，为2009年9月底市纪委机关及培训中心所有在册

人员。

注二：照片按照机关办公室2009年7月编印的《电话联系手

册》上人名的顺序排列，其中王春生以上1 0人为市纪委、监察

局领导，张兴华以上57人为机关干部，毛明琴以上5人为培训中

心人员，胡长安以上12人为离退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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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论“修志”

毛泽东1958年号召：全国要修地方志。

胡耀邦1979年7月的一个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

胡乔木1986年12月的一次讲话(节选)：希望我们所有地方志

的编辑同志一定要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

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

江泽民1987年5月在上海的一次讲话(节选)：方志作为“一

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

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

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古人曾概括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

教化、存史”的作用。编修新方志，将为我们党政领导提供翔实可

靠的市情、区情、县情，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管理城市，为地

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推进改革开放．

振兴、建设上海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李鹏1996年5月的一次讲话(节选)：编写地方志的工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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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中国有“盛世修志”的说法，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国家

动荡不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就很难有条件来修志。中国有五

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人类历史的发展

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国有重视编写历史的传统．孔夫子的<春

秋》，司马迁的《史记>，都是有名的历史著作。

胡锦涛有关批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

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中华民族历来就

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

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李铁映1996年5月的一次讲话(节选)：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是我们的优点、特长。志书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志书是

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

相济．永不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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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代前言)

在中国最大河流的最大支流的流域，有个最大城市叫襄樊。襄

樊是有着两千八百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历朝历代州、郡、

府、路、道的治所所在地；解放后，襄樊作为省辖市，作为省域副

中心城市．一直是鄂西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国家建设

部批准的大城市．更是中国魅力城市。有史以来，襄樊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质资源，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英雄辈出，

人才荟萃。今天的襄樊，更有着一支秉公执纪、能征善战的纪检监

察队伍。

襄樊的纪检监察队伍分别自1950年和1951年组建以来．工作

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与时俱进精

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不渝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努力铲除滋

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促进襄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

发展，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长治久安。

襄樊纪检监察干部深知“打铁还需本身硬”的道理。在工作中

一贯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对照党规党纪、《廉政准则>、<办案人

员手册>和机关规章制度，规范自己的言行，工作中自觉做到廉洁

自律，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权

力与义务、纪律与自由、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工作热情高。责任心

强，办事效益好。这支队伍加强自身建设．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

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及业务素质。这支队伍得到了上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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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机关的多次表彰，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同时在

人们群众中有极好的评价，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襄樊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继往开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克难攻坚，敢办大案要案，能够严格执法，工作讲究战略战术，机

智敏锐，五十多年来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处治了数以万计

的贪腐之徒．为国家和集体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这支队伍善于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敢于纠风治乱，勇于开展执法监察．着

眼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注重于专项清理，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战果．赢得了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的交口赞誉。

襄江两岸论英豪，纪检监察最风光。这些年来，襄樊市纪委、

监察局连续两次荣获过全国、全省先进集体，连续四次被省委、省

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多次被市委授予“五好机关”、“群众满

意的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称号。

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一代襄樊纪检监察人士无愧于先贤，更无

负于后人。襄樊纪检监察工作在延续，襄樊纪检监察干部依然昂首

阔步朝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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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襄樊纪检监察志>(或称《襄樊市志·纪检监察卷>)既是

<襄樊市志>的组成部分。又是襄樊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志书。

2、本志书记载史料的时段，上起1950年3月襄阳地委纪委成立

之日，下至2007年1月襄樊市纪委选举出新一届领导班子之时．时间

跨度50多年。另有增补资料，记述20cr7年2月以后的重大事项。

3、本志书主要记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襄樊地方纪检监察

工作的史料，对“文革”前的工作，由于资料大量缺失，因此主要

收录三部分内容，即部分案件工作数据、领导人名录和大事记。

4、本志书以记载市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为主．同时兼顾各县

(市)区和市直各部门的纪检监察工作。由于“襄樊市”的名称系

沿用地辖襄樊市、省辖襄樊市的名称，因此记载1979年以前地辖襄

樊市委纪委的史料较多。

5、本志书排列人名的顺序，一按职务高低，二按任职或者从事

某项工作的先后时间，三按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在以上三项都不

能确定时，则按照姓氏的音序排列．这是同国际接轨的做法，而没

有采用传统的姓氏笔画排序法。

6、本志书主要编写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的各种动态、程序、方式

方法、成效及影响等情况．但为了多方面多角度地宣传纪检监察工

作的复杂性和纪检监察干部的多彩人生，为了增加可读性。也收录

了一些工作生活中的珍闻逸事。

7、本志书的编辑体例．主要按照纪检监察工作类别划分，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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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工作中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内容太少或者不好归类者，以其他工

作概称。极少部分类别有交叉重合现象。对内容重复过多者，在小

标题下注明“本处略，另见某章某节”字样。

8、本志书的编辑方法，以纪事以叙述为主，只是客观的描述。

尽量不加评论。不评说所记事物的质量的优劣及影响的好坏。

9、本志的编排结构为章、节、目、条，其中章、节、目条目文

字居中排列，章开单页。内容依次为图片、国家领导人论修志、前

言、凡例、目录、正文、附录和编后语。

10、本志书记载的时间一般准确到某年某月，对极个别重要事

件记载到某日，对极少数不能确定的时间则以年初、年底或者年度

称之。统计数字绝大多数以年度为计算单位。

ll、本志书所称的“市”、“襄樊市”，在1979年6月以前指的

地辖襄樊市。1979年6月至1983年8月问指的省辖襄樊市．1983年

8月以后指的地、市合并后的襄樊市；如果是泛指，则指的地、市合

并后的襄樊市。加括弧的“市”指的襄樊市管辖的县级市。

12、本志书所称的“市纪委”．若是泛指，则同时包含市监察

局；若是特指，其中1993年合署后之事也包含市监察局，合署之前

则不包括市监察局。

13、本志书对市域范围内受到处理、处分的人员．一律隐去姓

名．或者以“×××”代之。

14、本志书对缺失的内容，用注解加以说明。

15、本志书对极少部分不好归类的内容。对不能判断真伪的重

要史料．对同正文所记述的不一致的史料等，作为<备用资料>放

在《附录>中。

16、本志书所加注解，较简单的置于所注解的词语之后，用括

弧表示；节、目、条或者段落文字的注解置于文后，单独成段，字

体有别于正文．字号略小。

17、本志书对人物身份的说明．由于资料不全，致使有些人物

的兼职；女性或者少数民族身份未能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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