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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年1月，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组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
治工作》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

工程奖。

2008年3月，中宣部理论工

作座谈会和舆情信息工作会议在

遂宁召开。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出席会

议，全国各省市宣传思想战线近

200名代表参会。

2011年9月．中宣部刊发了我市建设学习型

党组织工作经验，并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等6家新闻媒体联合对遂宁市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经验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图为市委中心

学习组学习会场。

2008年1 2N．遂宁市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N

年理论研讨会。



2011年6月，遂宁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伟大历程红色记

忆”大型图片展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009年9N，遂宁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大型
歌咏比赛在犀牛文化广场举行。

2010年12月，中国报纸副刊

“绿色发展看遂宁”采访活动期间

召开绿色发展与和谐文化论坛，中

央主流媒体和各省市、全国特大城

市党报副刊以及港澳台知名媒体

加家、60余人出席了会议。

2010年12N，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何大海与中国报纸副刊

研究会会长丁振海、副会长乔林

生等为记者林揭幕。

2007年11月，遂宁市与三

亚市友好城市签约仪式在海南省
=耵市洋}；



文仳中心

2008芷

1月，遂宁市

被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
授予“中国

观音文化之

乡”。

2 01 1

年9月，遂
宁市“涪江

之秋”文艺

汇演在船山

体育馆举

行。

2007年以来，市川剧团先后
赴泰国、罗马尼亚、多巴哥、圭亚

那、牙买加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演

出，并在韩国常年定点商业演出。
图为多次荣获国际大奖的遂宁市杂

技团节目《顶碗》。

2010年2月，由文化部组织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

舞团、中央歌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著名艺术家．历经

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歌舞杂技《姊妹观音)剧目在成都
首演成功后，又先后在绵阳、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巡
演，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镌瞧i黔

遂宁市规划建设中的文化、体育、传媒、会展“四大中心”。



2011年5F]，遂宁市被中

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命

名为“文明城市”。

遂宁市刨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大会I●：：．二二．=．_
2011年

12月，遂宁

市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

市推进大

2011年12月19B，“大爱遂宁”遂宁市第二届道德模范颁奖晚会在遂宁市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第

二届遂宁市道德模范经过公众投票、纸质选票和专家评选，共评出了12名道德模范及12名道德模范提名奖。

2009年以来，遂宁市积极组织开展未成年

人感恩奋进活动。图为组织参加全省灾区行夏

令营活动。

2010年5月，遂宁市“宋瓷杯”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广场舞大赛颁奖晚会在犀牛堤广场隆

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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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1985年遂宁建市至

2009年这二十四年的修志时段里，遂宁人民在中共遂宁市委、市

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沐浴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春风，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市政府

工作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

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推进全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舆论

支持。有机会据此编纂出版一部全面记载遂宁市党的宣传工作的

志书，成了全市宣传思想战线同志们的共同愿望。在中共遂宁市

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共遂

宁市委宣传部志》正式出版了，这既是遂宁市党的宣传史上第一

次修志的尝试，又是全市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既详实地记述了遂

宁宣传思想工作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又较系统地总



结了全市宣传战线在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进程中取得的

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既全面地反映了二十四年来宣传思想工作

的概貌，又较好地把握了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脉搏。相信

此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推动遂宁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益

的历史借鉴。

编修这样一部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较强的党的宣传思想

工作专志，是项繁重的学术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在市地方志办

公室的倾心指导下，在遂宁宣传战线历届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

参与部门志编写工作的同志们任劳任怨、勤笔耕耘、无私奉献，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在此，谨向《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

志》编写的组织者、参与者、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志以存史，知史而鉴今。希望全市宣传思想战线干部职工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悉心体味前人甘苦，秉承革命优良传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创全市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创造

宣传思想工作新辉煌。

何大海

201 1年4月

(作者系中共遂宁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力求做

到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反映全市宣传思想

工作的史貌，充分体现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编纂原则：存真求实，突出修志特色，体现宣传思想工

作时代特点。

三、时间断限：上限自1985年，下限至2009年。

四、记述范围：原则上以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实施中共遂宁

市委宣传思想工作的史事为主，按当时情况记述。

五、内容编排：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概

述》综述了全市宣传思想工作历史概况，总揽全书。《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记述1985至2009年宣传思想工作之大事、要事。专

志以章、节、一、(一)、1、(1)、①、1)⋯⋯的排列顺序，分别

叙述市委宣传部的主要工作。专志之后设附录和编后记。力求全

志结构完整、归类有序、体例得当。

六、表述形式：文体用规范的语体文，采用记、述、志、

传、表、录等形式。



七、纪年数字方法：以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数字用法：本志书一律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

门联合制定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统计口径均按国家统计规范处理，计量单位按国家标准使用。

九、称谓：地名、机构、团体、职务、职称一律以当时名称

为准。有的名称较长，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遂宁市委员

会，简称为中共遂宁市委或市委，遂宁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简称为市文明办等。

十、资料：本志书资料来源于《遂宁市志》、《遂宁年鉴》、

《遂宁统计年鉴》、遂宁市档案馆、《中共遂宁市委办公室志》、中

共遂宁市委宣传部档案室、遂宁地方党史、市文明办、市委讲师

团、市社科联、市文联和市委宣传部内各科室提供，有少数史料

系宣传思想战线老领导、老同志回忆，均经核实。由于资料来源

广泛，在志书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十一、附录：因体例不合，文献资料均收入附录，以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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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198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遂宁市。建市20多年来，

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在中共遂宁市委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狠抓发展第一要务，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

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强力推进宣传思想

工作，为探索丘区经济发展、人民致富的路子，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一、理论武装

理论学习 加强和改进理论工作，突出干部理论学习。】986

年，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团级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习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全体干部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

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987年，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理论的学习和教育，树立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消

除“探路”的思想障碍。1993年，深入学习《邓选》，全市举办



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志

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三期、327人受训，市、区县直各部门、各

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学习《邓选》人数达1万余

名，学校中专、高中以上学生3万余人学习邓小平理论。全市培

训学《邓选》辅导骨干450名。2000年后，推进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加强理论武装，全

市558名县级领导干部和200余名科级干部集中培训学习，举办

科学发展观理论培训46期，培训党员干部5000余人，发放理论

辅导材料3万余份。全市开展理论讲座15场次，13000余名干部

职工受到理论教育。市委讲师团到基层宣讲理论70余场，培训党

员干部12000余人。

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 市委第一、二中心组学哲学，

1985至1990年，学员撰写学哲学心得、体会等理论研讨文章达

2600余篇。1993年，全市中心组邓小平理论学习向纵深拓展，撰

写理论学习文章200多篇，500余名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撰写理论文章100余篇，12

篇文章在会上交流，从理论上阐明邓小平揭示的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000年后，党委中心组进一步推进理论

学习，紧紧围绕“三个提速”目标，从“解放思想促跨越，全民

创业奔富裕，改善民生促和谐，提高效能抓落实”，强化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并用以指导实践，

促进遂宁经济社会新跨越。



概 述

理论研究和宣传 1986年，全市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开展生产力标准理

论研究，发表研讨文章48篇。1989年，全市理论工作者写出“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文章120多篇。

1992至1999年，我市报刊刊登理论研究、宣传等文章150余篇，

将1000多册《理论实践解答》发至基层学习。建立区县、乡镇50

个邓小平理论学习联系点，组织小分队，宣讲邓小平理论100多

场次。2000年，市委组织16支由市委领导带队的“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宣讲团，到基层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48场，听众达

18万余人。新闻媒体开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栏目，开展理论

宣传。全市理论工作者撰写“实施西部大开发"、“解放思想建小

康”等理论研究文章222篇。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

年”之际，撰写理论文章105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究

文章188篇。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写出理论

研讨文章500余篇。2004至2009年，全市举办《科学发展观学习

园地》1500多处，3万多名干部撰写学习心得。

二、舆论导向

宣传活动 1985年，全市开展稳定农业联产承包、推动城市

改革、“改革才有出路”的宣传，引导人们树立改革意识、创新观

念。1986至1991年，开展中共四川省委赋于遂宁“探索丘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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