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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校既是县委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又是县委的一个重要工作部I J。编

写《中共江北县委党校志》，述县委党校发展之概貌，展我县干部教育之经纬，

观我县党的建设之侧面，显我县理论工作之进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共江北县委党校志》记录了县委党校自1959年创办以

来的历史与现状，是我们今天深化党校改革和加强党校建设的珍贵史料和不可多

得的教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县委党校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时代向我们提出了党校姓“党”与参与币场经斫夭糸的崭新课题，党校应

该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发展自己，坚持党校永远姓“党”，同时积极参与市场

经济，，使党校工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编写《中共江北县委党校志》是一项艰巨的探索性工作。1990年底组建修志

班子以来，编辑组人员在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重负下，挤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撰

写和修改志稿，县党校各科室其他人员与之密切配合，县志办公室、县档案馆给

予了大力支持，于1993年2月完成志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无专职编辑人

员，人力和精力颇显不足，因而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知情的同志批评
指正。

罩粪鑫磊嚣秦蠢曩霉j、裂薹蓑罗书读中共江北县委党校志编辑领导小组组长 7”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



凡 例

一 中国共产党江北县委员会党校志简称为《中共江北县委党校志》。志中

中共江北县委党校简称为县党校。

二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党校的历史与现状。

三突出党校志的特点，立足当前，详近略远，远近连然，证史统一。
四 入志史料主要以档案资料．、报表材料为依据，辅之以口碑资料佐证。
五 断限：上限一般起自1959年县党校成立时，必要时追本溯源；下限断至

1990年，个别综述始末之事不受此限。如第四章第四节“乡镇党校管理”以搁f二

时间为止。

六本志志首设概述、大事记，专志设组织机构、干部培训、教学研究、管

理、教职员工队伍、校资校产、名录·传略。

七体例：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述、记录、传略、图表诸体皆

用。记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头尾连贯，前后呼应。

八 地名一般使用县地名办公室核定的标准名称，如用当时名称则在括号内

加注今名。

九人物称谓，直呼其姓名，必要时加上职务，以保持历史原貌。组织机构

一般用习惯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在可能发生歧义时用全称。

十遵守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有功者，采取以时系事、以事系人的方法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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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共江北县委党校(以下简称县党校)的发展，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一、创办成型时期(1 959年11月一一1 966年)。

1949年11月，江北县解放后，县委即对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清理登记和培训。

1950年8月至1959年，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

的政治斗争和合作化运动，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党员以及农村积

极分子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县委多次在静观塔坪寺、悦来乡的朱家寨举办党

员干部训练班，每期7至10天，它是县党校的雏型。根据1959年1 1月25日中共江

津地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加强干部政治学习的通知》的意见，经

中共江北县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江北县委党校。校址设在原江北县干部文化补

习学校，即今龙溪镇工农村藕塘湾。

建校之始，规模初具，其生活、学习设施，已能同时供300学员食宿和学习。

随着县党校的建立便开始对干部的培训。建校初期，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公

社干部和管理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主任。通过分期分批集中到党校学习

或分片集中办流动党校进行培训。1959年底到1960年初，除举办一个干部文化补

习班外，还相继举办了两期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学习“三面红旗”(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2期分为4个班，开学不久，时值县内处于严重

困难时期，县委决定由彭仲犹、万代馨、王竞雄带领3个班百余学员前往沙坪公

社、李效蓉带领一个班40多人到两路公社去“整顿落后”，历时半年，选留曹晏清、

陈清云、费夕群等7人脱产，充实沙坪等公社的领导班子。

1961年以后，训练班断断续续，有时集中办，有时分片办， 县委组织部的

部份干部也担任讲课，学习内容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编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

共产党员》以及时事政策等。全校工作人员12人，其中领导和教学人员8人。办

训练班时就搞教学，不办班时就由县委安排去搞中心工作，参加社会实践。

1963年11月，县党校迁往水土镇江家沱。是年，万代馨和多数教职员抽去搞

“四清”运动。

1965年，江北县“四清”运动结束。以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教育干部，

稳定干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为重点的学习班在全县分片举办4期，有农村公社

和大队的党员、干部2053人参加学习。到1966年，共培训农村基层干部4209人次。

由于县委的重视，县党校的办学经验逐渐丰富，教员的教学水平有明显提高，

基本上以专职教员为主开展教学工作。县党校已经成为县委教育干部的重要基地，

地位日渐重要。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1 966年一一1 976年1 0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党校的正常训练工作受到冲击而被迫停止。

工作人员除留下会计和炊事员共2人看管学校外，都回到县委机关。县党校一些

人也成立了一个名叫“云水怒”的组织，参与“文化大革命”，但无人去搞武斗

和打砸抢。

1969年2月，江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党校工作人员少数进入革委会机构工

作，其余的陆续安排到其他单位。县革委停止对县党校拨款，取消在银行的帐户。

1973年11月，中共江津地委任命王俊兼任县党校副校长，县委未安排县党校

工作人员，办训练班时便临时抽人去讲课和管理生活，借用两路街道中学(现两

路镇第二中学)和县文化馆的场地，举办过3期基本路线教育学习班，每期5天，

对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包括企业支部书记)1400人进行培训。

1975年5月，县委决定成立江北县五·七干校，与县党校两块牌子．一套班

子，校址迁到三圣乡东林寺已停办的江北钢铁厂旧址．以附近所属的120亩土地作

为学员劳动基地。

“文化大革命”十年，县党校干部培训基本中断，校具散失殆尽。教职工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沉浮。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人们期待着新局

面的出现。

三、恢复发展时期(1 976年1 0月一一1 984．年)

1976年秋，东林寺校舍修缮结束，校具添置一新，恢复县党校的物质条件基

本具备。县委组织部从原党校教职工中调回一部份和从其他部门调进共11人，其

中教学人员3人。同年10月，举办县党校恢复后的第1期短训班。

1977年4月5日，江北县五七干校第1期开学，到1978年，相继举办3期，

每期6个月，学员共198人。其中文卫57人，工交51人，财贸65人，农林17人，党

政8人。学习和生产劳动时间各占一半。1978年底，第3期结束，五·七干校撤

消。

县党校恢复后，其职责是轮训县委管理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1976年

10月起，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恢复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这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至1979年发展成为宣

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

路线进行教学，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

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从1977年到1981年，每年分期分批培训农村大队(包括乡镇企业)和场镇街

道党支部书记共5550人次，每期7天至15天。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的发展，

县党校训练对象由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转为县管在职领导干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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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鉴于县党校离县委太远，地处偏远山区，学员往返不便，县委

决定党校迁至两路镇义学路62号，除新修职工宿舍1幢和饭堂厨房外，借用县农

机校部分校舍，原东林寺校舍调拨给县收容所接管使用。1984年县党校教职工已

达21人，其中教学人员8人。

从县党校恢复到1983年，举办读书班、短期培训班17期，训练全县各区、社

和县级机关局行、工交、财贸、文教、卫生各单位以及工、青、妇、团干部共

2385人次。1980年至1983年举办每期2月以土的党员干部轮训班6期(其中中青

干部一期4个月)，轮训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763人次。通过培训，对党员干部

端正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四、正规化办学时期(1 984年一1 990年)

1983年，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以后，省、市委相继召开了干部

教育工作会议。中央 “关于实现各级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 ，是在新的历

史时期对党校教育实行全面改革，开创党校教育工作新局面的重要决策。县委对

此很重视，1984年，作出19钳一一1990年干部理论教育培训规划。是年，县委组

织部在工作计划中强调围绕提高干部训练质量的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对各级领导

干部和后备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业务和文化培训，以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科

学文化水平。从此，县党校进入以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并举的新时期。

党校工作的目标，在于培养造就一批既懂马列主义又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党的

干部队伍。从1984年开始至1990年，根据县委干部理论教育培训规划，先后举办

各种短训班39期，培训各级各类干部3059人次。从1987年开始，采取对干部实行

分类培训，使同工作性质的干部同时集中学习，除突出马列主义理论课外，每期

约占一半的时间安排相关的业务课。理论课由县党校根据上级要求和参训人员特

点确定教学内容和重点；业务课由业务主管部门安排和讲授，既增强了教学的针

对性、实用性，又调动了业务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便于了解和考察干部。此外，

还利用培训的空档，临时安排计划外短训班，或派出教师到外单位讲课，充分利

用县党校师资、校舍等优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985年8月，因兴建重庆江北机场，县委决定县党校搬迁，罗书读负责搬迁

工作。在原有校舍拆除，新校舍尚未完全建成的过程中，有3个班分别在三个地

方上课：搭建临时工棚培训军队转业干部，时间长达95天；借用县干果公司榨菜

厂会议室和县蚕茧公司两路蚕茧站库房作为电视中专班和1986级干部中专班考前复

习教室。1986年4月，两路镇汉渝路新校舍建成，县党校进行第4次校址搬迁。

搬迁之初，百事待兴。依靠全体教职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艰苦的环境中

创业，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校园占地15亩，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其中学员楼一

幢，能容纳200人；教室5间，其他生活甩房、生活设施较齐全，有图书17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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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教设备和活动场地基本能适应教学需要。。

这期间，在办好短期培训班的同时举办了学历班。1985年8月县委组织部委

托县党校招收四川省广播电视中专班，录取学员69人，其中行政管理专业37人，

经济管理专业32人，学制3年，不脱产学习。1986年，经四川省干部教育领导小

组批准，举办干部中专班，1986年和1987年分别招收了党政管理专业和经济管理

专业各1个班，共83人，全脱产学习2年。

1987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江北县委党校为中等专业学校体制。

1988年8月招收中央党校函授大专班党政管理专业一个班学员41人，1989、1990

年秋季招收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大专班经济管理专业两个班，入学学员98人，学制

3年，不脱产学习，每月定期面授、辅导。1989年9月，经重庆市教委批准，举

办干部职业高中班两个班，学员90人，设党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半脱产

学习一年半，每月上课10天。1990年7月，受县工商局委托，经重庆市委组织部

和市教委批准，开办经济管理中专专业证书班，学员39人，每月集中上课7天。

学历班学员，均经本人申请，单位推荐，严格的统考和政治审查后，择优录

取入学，每学期考试皆由主办单位命题、阅卷。学习期满，各科成绩及格发给毕

业证书，承认相应学历。函大学员要撰写论文及答辩合格，才准予毕业。学历班

的举办，教学内容更加广泛，开设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

知识、管理、法律、领导科学、文化基础课20门课程。县党校教学，始终坚持以

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课，以知识、能力、党性修养为

核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通过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收到明显的效果，集中表现在提高了干部政治思

想、文化和业务素质。现在活跃在全县各条战线特别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

作骨干，绝大多数都进县党校学习过，他们普遍认为学与不学大不一样。短期班

学员把进县党校喻为“及时雨”，学历班学员认为是人生的新起点。很多学员初

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丰富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拓宽了知识面，感

到更加充实，方向更加明确，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根据对1986、1987级两个中专

班81名毕业学员的追踪调查，普遍表现是好的，其中36人被提升了职务，占毕业

学员的44％。

县党校31年的历史，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是历届领导和全体教职工

艰苦创业的历程。辛勤的汗珠浇灌着一代又一代干部的成长，也提高了县党校的

声誉，1990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省党校授予江北县委党校党员干部教育先进

单位称号，县党校正向新型的党员干部学校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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