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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共秦安县组织

第一章 中共秦安县组织

第一节地下党组织活动

第十三编

·中国共产党·

民国24年(1935)8月，红军25军长征到秦安，占领县城，宣传党的政策，使秦

安人民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民国26年6月，在甘肃师范学院附中读书的秦安

学生邵子实(原名邵殿华)，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介绍去延安陕

北公学学习，在校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28

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邵子实去第五期干训班学习，任小组长，并参加列宁室的各

项活动。民国29年3月，在秦安县国民兵团常备队任班长的负志毅由张智成介绍参加

党的地下工作。他广交朋友，秘密串联，准备暴动。10月，邵子实从抗大毕业后，来

甘肃工作。民国30年8月，张智成、负志毅动员负寿山参加党的地下活动。他们以帮

会为掩护。以卖馍为职业，开展地下工作。民国31年，负志毅、负寿山通过在乡邻、

亲戚、朋友中秘密活动，先后串联了杨澄清、逯自荣、逯鸿义、辛发海、郭尧义等参加

党的地下工作。民国33年6月，甘工委特派地下党沈遐熙来秦安发展党员，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沈遐熙在龙山镇和连五乡(现均属张川县)等地区开展地下工作，首先在兰

家村介绍兰春明、安清明入党。民国34年6月，负志毅在秦安自卫队任中队长，带领

民工去甘谷修铁路时，搞罢工斗争未成。后由杜汉三介绍并通过马锡武去国民党保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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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队副官。民国35年2月，沈遐熙在连五乡的北庄村介绍马文清、兰春秀入党。建

立连五乡兰家村党支部，兰春明任书记，共发展党员27名。又组建了金盆湾党支部．

安清明任书记，共发展党员29名。同时，甘工委、陇右工委先后派葛曼、谢俊山等到

秦安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民国36年春，甘工委特派员葛曼、陈超群(陈希炯)介绍贪

寿山等人人党。在葛曼、陈超群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郭嘉、魏店等地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发展党员11名，成立了郭嘉党小组，由负寿山负责。同时在兰州和平路邓

家公馆经王新潮介绍葛曼同意接收负志毅入党。同年7月，负志毅陪同葛曼由华家岭到

秦安郭嘉镇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负志毅、负寿山，逯自荣、逯鸿义、郭尧义等。民国

37年，甘工委指示大力发展党员，秦安县的连五、龙山、城关等地下党组织，先后吸

收105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在兰州志果中学读书的秦安学生康熙德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秦安中学等地发展了康熙俊、胡池庭、杨维新、安振泰、胡继生、马永泉、

高国修、李健民等13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龙山镇西街小学教师李源和连五小

学教师汪新义加人中国共产党，在家乡汪堡一带发展了王彦清、汪瀛江、汪廷祥、汪伟

洋等21人人党，建立了汪堡党支部，汪新义任书记。11月，葛曼、贾耀儒受甘工委秘

密指派，去平凉孟坝镇做国民党团长马少甫的策反工作。同月，沈遐熙指派马宝珊负责

在韩川、马河、高庙一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马宝珊先后发展马维林、马鸣鹤等13人

入党，同时在县城回民中吸收马德林、马成琪、马骖舞等人入党。12月，马宝珊按照

沈遐熙的指令，在韩川、马河组建了韩川党支部，马宝珊任书记。民国38年1月，马

少甫同意负志毅代理保七团骑兵连连长，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2月，李源根据马文清

的指令在榆树、高庄等地发展了刘生茂、刘福生等6人人党，成立了高庄党支部，李源

任书记。3月，乔熙恒(化名马启民)受甘工委秘密派遣赴保七团，做正副团长的工

作，争取早日起义。4月，陇东军分区参谋李振川受甘工委书记孙作宾和陇东军分区司

令员徐国珍的指派，去保七团从事地下活动并秘密获取《电报密码》和《甘肃军事

图》。5月，保七团起义工作遭敌破坏，柴茂生、负志毅带警卫和两名排长及长短枪9

支撤离盂坝镇，回到边区参加甘工委干校学习。6月，甘谷地下党总支书记谢俊山在秦

安郭集的负家岔村发展刘金山、刘振国等10人入党，成立了负家岔党支部，刘金山任
书记。

到1949年8月3日秦安解放，全县先后共建立了兰家、金盆湾、汪堡、高庄、韩

川、负家岔6个地下党支部和郭嘉党小组，共有地下党员141人。党支部和党小组建立

后，发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开展农运、妇运、学运、参军、支前和统战等工作，

团结了一批教师、农民和妇女骨干，在进步师生和青年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

党的地下组织，为配合秦安的解放积极工作。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为阻止人民解放军

西进，策划要炸掉华双公路上的叶堡葫芦河桥和郭嘉镇华阳桥。地下党员逯自荣、逯鸿

义、辛发海等携带武器，立即行动，阻击敌人，保住了大桥，并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县长

及县自卫队，收缴了枪支和县政府的档案，为秦安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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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共秦安县委

1949年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组建中共秦安县委员会(简称。秦安

县委”，下同)，任命窦述为县委书记，隶属中共天水地委。8月9日，窦述、杨培发

(任县长)一行27名由老区来的干部与部队办理接交手续后，宣布县委正式成立，驻地

城关镇(今兴国镇)。1953年1月，中共天水地委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县委设执行

委员。1955年，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县委领导成员。1959年10月，县委设立书记

处。1965年1月，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县委不设书记处，第一书记改称书记，书记

处书记改称副书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受到了冲击，许多机构

处于停顿、瘫痪状态。1967年12月经兰州军区批准，于1968年1月宣布成立秦安县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1968年10月，县革委会常委研究决定成立秦安县革命

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1969年12月召开了中共秦安县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新县

委成立后，原秦安县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从1970年1月1日起撤销。1978年12

月接地委通知，县委研究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县委、县革委会分设办公。

1949年8月至1985年6月，中共秦安县委属中共天水地委领导，1985年7月经国

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后，中共秦安县委属中共天水市委领导。

中共秦安县委书记、10书记更迭表

表13_1
’

正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副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书记 窦述 1949．7_-1952．10

张守德 1953．争一1954．9·

，

副 字文荣 1955．2—1956．5

书记 高思恭 1952．1l一1956．5 书

记 常怀礼 1955．2—1956．3

胡继生 1955．2—1956．5

胡继生 1956．孓一1959．10

副

书记 宇文荣 1956．争一1959．10 书 王大成 1956．5—1959．10

记

杨占林 1958．3—1959．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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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正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副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王大成 1959．1—1959．10

书 李春明 1960．争一1961．5

记
第一书记 张效杰 1959．1舻一1961．5 处 孟轮昂 1960．3-一1961．6

书

记 王全定 1960．3_一1961．5

阮迪民 1961年4月通知，未到职。

刘喜谦 1961．12-一1965．9

刘书银 1961．12-一1965．6

副 王应志 1963．11—1966．5

书记 书 王炳兀 1963．11—1966．5

记 彭亚奎 1963．12．一1966．1
刘喜谦 1965．1伊一1966．5

李光中 1965．1伊一1966．5

组长※ 刘喜谦 1968．11—1969．12 副组长 屈宏 1968．1l一1969．12

刘喜谦 1969．12一一1973．6 副 王英群 1969．12．一1972．7

书记 郭福盛 1973．6-一1975．12 书 王启乾 1973．9_一19r76．10

蒋士杰 1975．12-一1976．10
记 马万有 1974．争一1976．10

蒋士杰 1976．1m一1977．7 王启乾 1976．10—1979．1

翟焕三 1977．8—1977．11 副
马万有 19r74．争一1978．2

书记 书

记
郭致顺 1974．争一1976．10

程化龙 1977．11一1979．1
薛铎 1975．2．一1978．10

王启乾 1979．1—1981．5

程化龙 1979．1一1982．2 赵德明 1980．12_一1984．5

王志仁 1980．12—-1984．10

副
郭致顺 1981．昏一1983．5

赵建基 1982．争一1983．10 王启中 1979．1—1984．2

书记 书 赵建基 1979．7-一1982．2

张长生 1982．3-一1983．9

记
谢宗安 1982．争一1983．11

张长生 1983．1伊一1984．10 王庆元 1983．1m一1984．10

张国强 1983．10-一1984．10

李玉贵 1983．10-一19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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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正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副职名称 姓名 任职时间

王志仁 1984．1m一1986．11

王庆元 1984．1伊一1987．10

副
张国强 1984．1伊一1985．10

书记 张长生 1984．1伊一1987．10 书 李玉贵 1984．1伊一1986．4

仕兄垂 1984．12—一1987．10

记
王玉昌 1985．1m一1987．10

杨泽彬 1986．11—1987．10

王庆元 1987．11—1989．11

副 仕兄墨 1987．11—1991．4

书记 张长生 1987．11—1991．4 书 杨泽彬 1987．11—1991．3

记 王玉昌 1987．11—1991．4

卢贤德 1990．6_一1991．4

徐彬 1991．4_1994．5

仕兄{曼 1991．4．一1993．2

副
卢贤德 1991．4—19912．11

书记 田兴齐 1991．4-一1994．6 书

记
康启瑞 1991．4-一1994．6

廖耀基 1992．11—1994．6

苟兆麒 1992．11—1994．6

杨泽彬 19914．昏一1996．1

自朝德 1994．5．一1997．10

副 廖耀基 1994．6．一1997．10

书记 徐彬 1994．争一19917．10 书 牛小玲 1996．1一1997．10

记 雷鸣 1996．1—19917．10

冯进福 19514．，一1996．1

刘天明 1996．孓一1997．10

副 白朝德 1996．，一

书记 刘天明 1997．1伊一 书 牛小玲 19916．5一

记 雷鸣 1996．，一

※：1968年11月至1969年12月。系秦安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故名组长、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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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共秦安县代表大会

一、中共秦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5年2月16日至19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

表115名，列席代表6名，代表全县441名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央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

精神；审议通过县委书记高思恭代表县委所作的《关于县委两年来工作概况和五五年工

作任务的报告》，县委副书记宇文荣所作的《关于商业工作的报告》。大会确定今后要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方面来，并要加强对国营商业的领

导，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好手工业生产，搞好物资供应与收购，巩固

工农联盟。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6名。在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

选举产生书记1名，副书记3名。

二、中共秦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

代表246名，列席代表6名，代表全县2234名党员。大会主席团由13人组成。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共秦安县委的工作报告》；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决

定表彰奖励优秀党员和党组织。选举出县委委员17名，候补委员4名。在二届一次会

议上(本届共召开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常委8名，书记1名，副书记2名。

三、中共秦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58年3月13日至25日在县城召开。应出席代表

394名，列席代表31名，与会代表359名，列席代表2名，代表全县5239名党员。大

会主席团由23人组成。大会审议通过了县委书记宇文荣代表县委所作的《学习红安，

超过武山，苦战一年，实现二十条，确保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全县

农、林、牧、水利和其他各项工作；讨论总结有关党的领导、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

题；选举出席甘肃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增补县委副书记1名。会议提出“三年越岭

(秦岭)，五年跨江(长江)，八年实现千斤县”的口号，并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工农业生

产高指标，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使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或处

分。

四、中共秦安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

中共秦安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lO月13日至19日在县城召开。应出席代表

320名，列席代表22名，与会代表278名，列席代表21名，代表全县5547名党员。

大会主席团由11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3人组成。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八

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之后和“反右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传达甘肃省六级干

部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一定要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进行到底》和《关于巩固和整

顿人民公社》的报告。会议要求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中心内容，反右倾，鼓

干劲，开展节约运动，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指标而奋斗，深入地批判右倾思

想，掀起生产高潮。大会还听取和审查了县委第三届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等，制定



第一章中共秦安县组织 ·605·

了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选举出县委委员17名，候补委员4名，选举出席甘肃省

党代表大会代表8名，设县委书记处。在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本届共召开一次会议)

选举出县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4名，第一书记1名。

五、中共秦安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5月17日至22日在县城召开。应出席代表

297名，列席代表40名，与会代表271名，列席代表31名，代表全县6307名党员。

大会主席团由24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5人组成。大会审议通过县委书记处

书记李春明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关于县委一年零五个月的工作报告》和《关于秦安县

整风整社的总结报告》；通过了《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纲，紧紧围绕进一步巩固

人民公社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深入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报告》。大

会选出五届委员会委员20名。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县委常委7名，副书记2名。

会议总结了上次党代会以来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彻底平反了所谓“宇文荣反革命集团”

这起冤案。指出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

六、中共秦安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11月16日至20日在县城召开。应出席代表

307名，列席代0表38名，与会代表284名，代表全县7064名党员。县直有关部门的

38名负责入列席了会议。大会主席团由24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5人组成。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上届党代会以来县委的工作报告；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今后要

继续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从1963年开始，继续调整三

年，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好转，并提出在农村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

开展增产节约和p五反”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22名，候

补委员1名。在六届一次会议上选举县委常委9名，书记1名，副书记3名。这次大会

还选举中共秦安县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7名。 ．

七、中共秦安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12月21日至28日在县城召开。出席大会的

代表共417名，代表全县7568名党员。大会主席团由42人组成。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

组行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职能，并向大会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学习毛主席在

“九大”期间的两次讲话；讨论了《县委工作报告》并提出今后的任务；要求，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深刻理解“权”、“钱”、“观”的本质含义；强调“深入开展

批修整风运动”，“要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力争在尽快时间内把秦安

建成大寨式的县”。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7名。 ：
‘

+八、中共秦安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

中共秦安县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1月6日至10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431

名，代表全县11076名党员。大会主席团由37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5人组

成。大会主要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讨论通过上届县委的《工作报

告》；部署了今后工作。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会选

出第八届委员会委员29名，并选举了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席甘肃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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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的代表3名。在第一次全委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9名，书记1名，副书记2

名。

九、中共秦安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84年10月16日至20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

300名，代表全县12359名党员。大会主席团由37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6

人组成。这次大会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上届县委所作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实行改革，依靠科学技术，进一步

振兴秦安经济的工作报告》。大会选出第九届委员会委员25名，中共秦安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11名。在九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9名，书记1名，副书记4名。在

纪检委全委会议上。选出纪检委常委7名，书记1名，副书记2名。这次代表大会指出

今后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

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十、中共秦安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中共秦安县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88年1月15日至18日在县城召开。应出席大会

代表280名，与会代表260名，特邀代表3名，代表全县13312名党员。大会主席团由

28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6人组成。大会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针，充分发

扬民主，审议通过了上届县委所作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改善加强党的领导，努力争

取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胜利》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由27名委员组成的

中共秦安县第十届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的中共秦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十届一

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9名，书记1名，副书记4名。在县纪检委全委会议上，选出

纪检委常委6名，书记1名，副书记2名。

第四节县委工作部门

1949年8月，设秘书室。1950年8月，设组织部、青工委。1952年11月，设宣传

部。1953年4月，撤销青工委，11月，设统战部。1955年6月，成立县报社，7月，

成立纪律监察委员会，10月，设生产合作部、财贸部。1956年6月，县委二届一次会

议决定增设文教部、工交部。到1956年底，县委共有工作部门10个。

1958年8月，撤销县报社和文教部，设县档案馆。1959年8月，成立县委党校，

同年9月，建立机关党委(1961年2月撤销；1963年8月恢复)，生产合作部改称农村

工作部。1962年10月，撤销工交部。1964年1月，财贸部改称财贸办公室。到1966

年5月，县委工作部门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监委、农工部、财贸

办、档案馆、机关党委、党校10个。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县委工作部门陷于半瘫痪状态。1968年1月县革委

会成立后，工作部门只设办公室、政工组。1969年12月县委恢复后，工作部门只保留

办公室和政治组。1970年9月，政治组改称政治部。1972年4月，恢复机关党委。

1973年5月，成立信访室。1975年3月，撤销政治部，恢复组织部、宣传部、财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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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工交办，设农林办。同年11月，恢复县委党校。到1976年县委工作部门有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档案馆、机关党委、党校、信访室、财贸办、工交办、农林办

10个。

1979年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县委工作部门进行过多次调整。同年1月，

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办公室分设。3月，恢复纪监委、财贸部(与财贸办并存)、工

交部(与工交办并存)、农林部(与农林办并存)。1980年3月，恢复统战部，撤销财

贸部、工交部、农林部。6月，恢复档案局，9月，增设政法办。1981年1月，设保密

办，3月，设党史办。1984年8月，成立老干部科，10月，撤销纪监委，设中共秦安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5年10月，改老干部科为老干部局。1987年，恢复农工部。

1989年4月，撤销农工部，设政策研究室。到年底，县委工作部门有办公室、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党史办、保密办(委)、档案局(馆)、机关党委、县委党校、信访

室、老干部局、政法办(委)、政策研究室等13个单位，并设中共秦安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

第五节中共秦安县基层组织

解放后，随着农村区、乡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区、乡为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49年12月至1950年7月，先后建立陇城、莲花、郭嘉、千户、金城、城关、王尹、

龙山8个区党委。1952年初，随着党员的逐步发展，乡一级先后建立党支部或临时党

支部。2月，县人民政府成立临时党组。4月，建立魏店、兴陇、下柳、兴民、古城、

王铺、冯沟、杨崖、千户、罐岭、赤石、周湾、曹湾、姜堡、张雒、张新、金宝、连五

18个乡党支部。8月，建立叶堡、中山、王铺3个区党委，同时建立北大、贤门、东

山、王新、叶堡(含三棵树)、新民(含新化、白鹤)、郑川、吊湾(含贾沟)、康坡

(含涧滩)、渠子(含李磨、张底)、云山(含马河)、杨新、景阳、民厚、莲花、冯沟、

范墩、好地、中山、香山、邵嘴、温麻、郭嘉、胥堡、寺咀、槐川、耀紫、陈沟、安

伏、河滩、郭集、榆木、扁坡、谢坪、雨伯、高庙、北河37个乡党支部。至此共建55

个乡党支部。1953年5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党组，6月，建立县直机关总支，8月，将

龙山区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到1953年底共组建乡党支部39个。1954年初，将天

水县远门区的5个乡划归秦安后，全县改建为108个乡，其中有105个乡建立了党支

部。1955年儿月，全县进行区乡调整，小乡并大乡，共调整为60个乡，每乡建立一

个党支部。1956年8月，各乡党支部改建为乡党总支。到年底全县基层党组织支部由

1949年10月的18个发展到283个。1957年，成立企业支部12个，联合支部1个，党

小组13个。同年，增建政法党组。到年底全县共有人委、政法2个党组。1958年8

月，各乡成立党委(1959年3月撤销)，建立人民公社，乡党总支改为人民公社党委。

到年底全县党的各类基层组织发展到320个。1959年3月至1961年6月，全县成立12

个大公社，下辖76个管理区，各管理区建立党总支。1959年底，全县有475个党组

织。1960年，撤销政法党组，全县建立51个公社党委。1961年，农村体制调整，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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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人民公社的领导，又恢复区委，同时恢复建立政法党组。1962年2月，增设安

击、六图公社党委，全县共53个公社党委，下辖859个大队党支部。1963年，增设公

安局党组。1965年后的“文革”期间，党的各级组织受到冲击，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至1969年底恢复党组织354个，其中党委21个，党支部333个。1973年3月，召开

县直机关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秦安县直属机关委员会。’1978年，恢复公安局党组。

1980年，增建县人民政府党组。1981年，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和县检察院分别建

立党组。机关党委更名为中国共产党秦安县直机关委员会。到1983年底，党的基层组

织有707个，其中党委24个，总支6个，支部671个，党组6个。到1989年底，全县

党的基层组织有825个，其中党委25个，总支9个，支部785个，党组6个。有党员

13471人。全县有315个村党支部，被县委评为先进支部的有44个，占支部总数的
14％。

表13--2

党的基层组织及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逑 党 党 党 党员
性 别 民 族

总 支
委 支 部 数字

男 女 汉 回

1949 1 18 156 156 153 3

1950 l 18 162 158 4 129 33

1955 12 130 2234 2124 110 2227 7

1956 1 24 283 5086 4561 525 5060 26

1958 10 50 260 6124 5255 869

1959 14 81 380 5547 4858 689 5530 17

1965 23 2 393 7027 6351 676 7005 22

1975 24 3 525 9713 8823 890 9683 30

1976 24 3 553 10956 9787 1169 10925 31

1980 24 5 ’643 11591 10460 1131 11560 31

1985 25 9 731 12645 11554 1091 12610 35

1986 25 9 739 12781 1168 1093 12742 39

1987 25 10 762 13256 12157 1099 13211 45

1988 25 9 772 13312 12222 1090 13263 49

1989 25 9 785 13471 12380 1091 1341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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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全委会议

1955年7月，县委召开全委会议，出席代表91人，会议主要是学习省委文

件，听取县委关于克服一般化和党内骄傲自满的报告；选举监察委员会，补选县委委

员。1956年6月，县委召开全委会议，讨论贯彻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书

记、副书记。1958年8月14日至9月17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在传达贯

彻中共甘肃省委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和临夏会议精神的同时，对全县1956年至

1958年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等方面出现的跃进、缓进、大跃进，_．个两头高中间低的，

马鞍形教训进行了总结。1959年5月19日省六干会议后，县委贯彻郑州会议精神，解

决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先后召开两次县委全委(扩大)会和五千会，集中解

决了大集体和小集体、小集体与社员个人之间的矛盾，通过领导带头“层层下楼”，县

社两级给生产队退款62．2万元。1959年10月2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历

时12天，参加的有县委委员、县社党员干部178人。这次全委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八

届八中全会精神和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及省委五届

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召开的。会议揭发了以县委书记处书记杨占林为首的所谓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其他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共37人，

并作出了错误的处分决定。1960年12月15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

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决定“揭盖子，救人命”。这次会议揭发出县委在领导工作上

的严重错误是：执行政策，各取所需；主观片面，脱离实际，虚报浮夸，弄虚作假；违

法乱纪，欺上瞒下；群众观点薄弱，阶级感情淡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家长式作风

严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侵袭，给全县人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度困难。为迅速扭转局

面，挽救人命，县委抽调干部137人，同省、地工作队60人组成12个工作组和14个

医疗队，分赴12个公社安排群众生活，抢救人命。1963年10月，县委召开五届二次

会议，补选县委委员1名，常委3名，县委书记1名。同年12月10日，县委召开全体

委员会议和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并贯彻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

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指

示。1964年5月，县委召开六届二次会议，补选县委委员1名，并选举了出席甘肃省

党代会的代表。1969年12月，县委召开七届一次全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

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印发姚文元给毛主席的报告批示通知》和《关于认真执

行毛主席3月15日重要批示的通知》3个文件，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

1970年1月29日至2月2日，县委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四次全委会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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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突击战备，统筹安排各项工作。1979年11月20日，县委召开八届四次全委(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生产发展若干问

题的决定》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县委书记程化龙和

副书记王启乾先后讲话，强调要用中央的决定和叶副主席的讲话精神统一全县人民的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农业搞上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1982年

10月15日至24日，县委召开八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

党的十二大文件，讨论并安排了全县的各项工作。1988年1月，县委召开十届一次全

委会议，会议总结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经

验教训，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深化各项改革，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奋战三年，

使全县农业、工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有较快发展，全县基本

解决温饱问题。并选举产生了县委常委、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二节常委会议

1957年10月25日，县委常委决定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时间10月29日

至11月5日，参加干部963人，会议由县委书记作动员报告，讨论1957年的农业生产

并安排全县各项工作。1958年5月2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脱产干部参加劳

动，改变作风。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劳动在60天以上，单位负责人每两人必须联系

一个农业社，帮助解决具体问题。1959年1月1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八届六

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省、地委关于开展整社工作的指示精神，决

定成立整社分团，分期分批开展整社工作。1961年5月1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

定成立案件复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分期分批对1957年后在历次运动中受害的干部

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作出甄别平反结论。同年12月

7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审干委员会。1962年7月23日，县委常委会议研

究决定，成立回乡职工安置委员会。1964年8月26日至9月30日，县委召开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5月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汪锋在省四届一次党代会上所

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大谈当前阶级斗争形

势，以两个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工作。1965年9月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了省

三干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指示。9月14日至23日，又召开了

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工作会议纪要”、“省三干会议纪要”，西北局第一

书记刘澜涛的指示及甘肃省副省长郭坦的讲话，并学习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民兵

工作会议纪要”、兰州军区副政委胡正平的发言等。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5·’16

通知》发表后，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通知精神，结合实际检查揭露问

题，发动县级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学习“通知”，赶写所谓对“三家村”、“四家店”的批

判文章和大字报。同年12月23日，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办公室。1970年11月3日，县委常委讨论为了全面贯彻北农会议精神，加强对“农业

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县农田基建指挥部。1972年4月16日，县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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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决定成立县级机关党委。1973年3月26日，县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落实政策小

组。1976年12月9日，县委常委决定成立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领导小组。

1978年1月26日，根据中共甘肃省委批转省清理小组的精神，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

定：所谓“杜甫功为首的反革命二套班子”纯属假案，对原受批判的副县长杜甫功等以

及因“二套班子”问题被批判的干部职工一律平反，原有材料由组织部门销毁。1978

年6月14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县保密委员会。1978年8月26日，根据中

共甘肃省委、省革委会通知精神，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恢复县检察院，原财政税务

局分设为财政局、税务局，成立气象局、种子公司。1979年3月1日，县委召开常委

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县委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农林政治部。1980年1月31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决

定并报上级同意，对居住分散不便生产的286个生产队调整为511个生产队，新增305

个队。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从1979年冬开始试办，1980年春全面展开。1980年4

月25日至29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

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及省委书记宋平的讲话，讨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班子建

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员教育，健全组织生活，努力搞好经济工作等问题。

1981年6月3日，根据天水地委指示，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采用时间、人员、精

力三集中的办法，分期分批举办党员培训班。学习《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的准则》和

新党章，开展以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为主，加强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

和组织纪律性的思想教育。1981年9月4日至7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

达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1981年9月8日至12日，县委

召开了两委扩大会议和行政23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会，就全县如何贯彻六中全会决议，

如何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提出了实施意见。会后抽调机关干部分赴农村开展

工作。1981年10月12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981]2l号

文件精神，讨论安排了狠抓社会治安整顿，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

工作。1982年12月13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国农业书记、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农村党员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j围

绕如何开创农村工作的新局面进行了讨论，研究了贯彻几个会议精神的意见，讨论制定

了全县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番规划”，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的措施。1983年1月20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1983)1

号文件，讨论提出1983年要突出抓好的四项工作：(一)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农业生产

责任制。(二)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三)加快政社分设

及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四)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5年3月23日，县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1985]1号文件和省委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了1984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的要点。1985年11月中旬，县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整党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从严治

党、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1989年3月18日，县委召开常

委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等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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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听取了县政法委员会关于中央、省、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结合全县实

际，就治安形势，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法队伍建设以及如何

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1989年4月30日，县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针对实际认真讨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以贯彻执

行治理、整顿、改革的方针为指导思想，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商品

生产为中心，依靠科技，注重效益，加快发展。抓好一个基础(农业，主要是粮食生

产)，促进两翼齐飞(乡镇企业、城镇集体经济)，走好三条路子(以商促农，以工补

农；农村劳动力转移；立体种植，集约经营)，驱动四轮齐转(国营、集体、联户、个

体四位一体发展)。从抓基地建设起步，向系列经营发展，优化经营组合，形成协调格

局。在逐步实现温饱和粮食区域自给的基础上，促进商品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1989年6月28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十

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县委常委及时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一致拥护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对全县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问题及时地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第三节工作会议

1949年11月7日，县委根据地委县书记联席会议精神，研究决定召开全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确定代表150名，主要内容：一是学习讨论征粮政策问题；二是废除保甲

制度问题。1950年5月25日，县委决定召开全县首届农民代表会议，会期4天，参加

代表172人。1951年2月12日，县委决定召开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减租

减息计划，并决定成立土改委员会。1952年5月25日，县委决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参加县、区、乡干部573人，传达“三反”会议精神，布置开展“三反”工作。1953

年7月24日至31日，为了做好粮食统购工作，县委决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参加

县、区、乡干部458人，会议由县委书记高思恭作动员报告，传达地委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学习讨论夏粮统购中的政策和具体方法，安排夏粮征购工作。1954年12月7日至

17日，县委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和农业社长、组长五千会议，着重解决领导中

心转移，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等问题。

1958年5月5日，县委决定撤销陇城、莲花、郭嘉、魏店区委，设巡视组，并将原41

个乡合并为35个乡。同月18日，县委贯彻地委“关于短期内实现沼气化的指示”，大

搞沼气运动，完成沼气池1619个。1960年10月20日至25日，根据地委干部会议精

神，县委召开了三干会，着重讨论研究了生活安排、低标准、瓜莱代问题。1962年9

月3日，县委召开了有区、社、机关单位党支部书记及专干108人参加的甄别会议，学

习了中央、省、地有关案件甄别工作文件，汇报交流了全县甄别工作情况。对1957年

以来历次运动中批判斗争处理错了的小队长以上干部全部进行了甄别平反。1964年2

月19日至3月7日，县委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强互

助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学习解放军“四个第一”、“三八作风”；

学习大寨、大庆的经验。1965年11月27日，县委召开全县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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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堡公社石窑党支部等5个红旗支部，评选出县木器杜支部书记杨清德等为模范个人。

五营麻沟等18个党支部为先进支部，受到县委表彰和奖励。1967年2月16日至22

日，县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仗，夺取当年农业丰收”的会议，

参加的有各公社(镇)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共计91人。1971年10月12日至20

日，县委召开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参加的有3471人。会议传达了省

委工作会议和地委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回顾总结了“北农”会议后、“农业学大寨”的

情况，并讨论提出今后大干快上措施。1973年7月27日，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

议，传达“十大”文件和陈永贵讲话精神，会议中心是揭矛盾，找差距，反右倾，鼓干

劲，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1977年6月19日至26日，县委召开贯彻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县工交、财贸各局、行、社、站、队、公司负责人与工人代

表、各公社(镇)工业专干、工业企业负责人，县计委、工办、财办、工会负责人参

加，会议传达了有关文件，确定了29个企业中1980年以前40％的企业建成大庆式的

企业，全县工业总产值在1976年532万元的基础上，年递增25％。1978年3月17日

至21日，县委召开全县公安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传达贯彻全国和全省

第十七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县治安形势，检查了存在的问题，部署了关于迅

速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1979

年7月12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和省、地工作会议精神。县委书记程化龙在会上讲话，动员全县干部群众

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打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后的第一仗，力争把全县的国民经济纳入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同年8月下旬，

县委、县革委会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对甘肃工作的指示，结合对中央“八字”方

针的再学习，讨论研究了全县调整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措施。12月20日至21日，县委

召开了全县档案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全省档案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工作

经验，表彰奖励了城关、陇城、县公安局档案组，研究部署了今后的档案工作。1980

年3月14日至15日，县委召开了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传达了地区文教会议精神，汇报

交流工作经验，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3月26日至30日，县委、县革委会召开了全

县计划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7日，县委召开全县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

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1981年2月16日至22日，县委召开工作会

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提出的“在经济上进一步调整，在

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端正与会同志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无

条件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好经济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月16

日至17日，县委召开全县纪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

和地委的有关会议精神，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抓党风党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查处经济

方面的违法乱纪和调整改革中出现的不正之风上来。11月3日至6日，县委召开了工

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镇)及县直机关单位负责人，传达了天水地委召开的县

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冯纪新的讲话精神。1982年2月24日至26日，县委

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和全国公安、检察、人民调解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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