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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领导和市科协二大当选的主席、副主席合影

左起：任泽世、卢锦梭、常德隆、王伯文、肖文华、李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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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科协志》，是新乡市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发展历史的记

述。编写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科协的历史，既要

秉笔直书，又非无所不载。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力图编出一部具

有一定的思想性、资料性，既反映出历史，又服务于现实，且有益

于后世的“部门志”。

编纂过程中，尽我们力所能及，查阅档案文献，多方走访调

查。曾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在此，对为我们提供材料

和给予工作方便的单位和同志，深表谢意!

本志从一九八三年冬开始搜集资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中

断，到一九八六年七月重新组织专人编纂。历时五个月，撰成初

稿。由于时间短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各方指教，以资修订。

科协志编辑者： 张庭太

杨希珍

张金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按新方志的体例要求，．分门别类，横排竖

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横分章、节，按年序记述。

有记、述、图、表、录等体。

二、本志记述，上从建国初期开始(部分内容上朔

本世纪初)，下限到一九八五年底为止。

三、本志对人物传志未作记述。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O·O Q O O O e·O o e O e e O e a se o o e e oel⋯⋯O O O O Oe⋯(1)

第一节 发展概况⋯⋯⋯⋯⋯⋯·o e oe?⋯⋯⋯⋯．·：⋯·(1)

第二节 组织沿革⋯⋯⋯⋯⋯⋯⋯⋯⋯⋯⋯⋯⋯⋯(13)

第二章 大事记⋯⋯⋯o el o o e e o o o e o o o o o o o⋯o 0 o e m e o e o o o e o e e O e o oIo(15)

第三章 学术交流⋯⋯⋯⋯⋯⋯⋯⋯⋯⋯⋯⋯⋯⋯⋯⋯(19)

第一节 市属学会及基层科协组织O o o ot e o o e e o o⋯··：⋯(19)

第二节 学术活动ol o ol e o，o⋯⋯⋯⋯⋯⋯·⋯⋯⋯⋯⋯(25)

第四章 科学技术普及⋯⋯··一⋯⋯⋯·41
8 0．、⋯·⋯⋯⋯⋯·(39)

第一节 科普宣传⋯⋯o o o o o o o o o⋯⋯⋯⋯⋯．．⋯⋯⋯·(39)

第二节 青少年活动⋯⋯⋯⋯．．·。⋯⋯⋯⋯⋯⋯⋯⋯(47)

第五章 科技咨询⋯·：．-．．⋯⋯⋯⋯⋯⋯⋯⋯⋯⋯⋯·!⋯··(53)

第一节 机构演变⋯⋯⋯⋯⋯··O D 4e：···：．··：⋯⋯⋯⋯··(53)

第二节 咨询服务o o e

o，07．．．o
e e o e o o o e e

o．e

o e e e o

o-”o
e e o o o o o o o oe(54)

第六章 科技培训⋯⋯⋯⋯⋯·?⋯⋯⋯⋯⋯⋯．．⋯．．⋯⋯(63)

第一节 机构演变⋯⋯⋯⋯⋯⋯o。o o·l o ss 8·o o

eo·．6
J e?⋯··(‘63)

第二节 专业培训o o o o o o o o&o o e o o o“-⋯⋯⋯⋯⋯”⋯⋯·(63)

第三节 ‘其他培训”⋯⋯⋯·⋯⋯··：⋯⋯⋯⋯⋯⋯⋯(68)

附录一：

一九七八年以来市科协系统各项活

动中受表彰名单6 B O O O

O：·?e
e 6 o e e o e o o,o_．．．·(70)

附录二：

市科协历届组织成员及其他名单．．¨e e o e eo e e o o e e
o．·0

0 0 0

90⋯‘(10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发 展 概 况

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近代科学技术

群众团体而论，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出现的。

我国的科学技术团体也是敌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在我国，真正的科

学团体，应当是从清末时候开始建立的。从目前已有的资料看，最早出现的学术团体是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一年)谭嗣圊组织的“算学会”。同年，康有为在北京建立了

“强学会”。就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学术组织来看，辛亥革命以前建立的科技群众组织

有。中国化学会欧州支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一九一O年(宣

统二年)，由丁福宝创办的“中西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一九一一年詹天佑发起成立

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著
名的美国科学家、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曾是这个学社的名誉社员。一九四O年在革命

根据地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随后又建立了医药、农学、地质矿冶、

机械电机、生物、化学等各专门学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创办的较有影响的科

技群众团体，还有中华自然科学社。一九四九年六Jj，解放区利蒋管区的科学工作者会

师北乎，中国共产党派吴玉章同志来抓成立科学社团这项工作，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

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出面，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

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

勰放前新乡没有一个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年八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由吴玉章担任两个组织的名誉

主席，由李四光任“全国科联”主席，梁希任“全国科普”主席。当时我国科技群众团

体初步明确了三条原则，即：科技群众团体是“科学家自己的团体，同时是在党和政府

领导下的群众组织”j它在自己的活动中“要反映科学工作者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

愿望”，还要“反映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一一一科学与生产的结合。”这些原则把社会
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团体区别开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政协共同纲领“努力

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规定，在中央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

局，局机关有四处一室，局下有四个直属事业单位。在大区文化部设科普处，在省、

市、自治区文教厅设科普科，主管科普工作。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文

化部科学普及局在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宣传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科普



协会成立后，为便于领导，一九五一年十月文化部撤消了科普局，把科普工作移交给科

普协会。 ‘

平原省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建立了“平原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简称

“科普筹委会”)，会址在平原籀文教厅，由文教厅长王振华任主任委员。因新乡市是省

会所在地，因此，末建立市一级协会。科普筹委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宣传团体，其主要任

务是在工农业生产上，提倡施用瓤的科学技术，向劳动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学说，破除迷

信，普及医药卫生知识。

一九五二年十月平原省建制撤消。～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新乡市建立了科学技术普及

协会筹备委员会，副市长张廷斋任主任，有会员63人，基层科普会员小组2个。一九五

四年副市长韩泽民任主任。市科普筹委会成立时在市图书馆大院内办公，当时工作人员

有2人，办公房2间，资料室1间。市科普筹委会在业务上仍归口在文化系统，和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同属于一个党支部，冯克里任党支部书记。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市科普筹委会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吓，紧密配合

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科普工

作，充分发挥会员的积极性，与市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密切合作，通过演

讲、展览、广播、板报、幻灯、电影、图片、模型等各种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

要内容有：扫除文胄、破除迷信、传播生理卫生和天文等方面的知识，有计划地开展新

中国建设成就宣传，对人民群众进行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宣传农业

科技知识，在城市配合工厂的技术革新、技术培训，试验推广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推广

新工艺+、新设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贡献了力量。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召开了新乡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了“新乡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议代表74人，代表着会员350人，会议选出了委员

21人，韩泽民任主任。十一月全国科普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职

工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乡市何觉迟、杨克仁、程锡年3人出席了大会，光荣地受

到毛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

一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底，科技群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关

怀和重视，可以说是春光明媚的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党的爱护，心情舒畅。一九

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 “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

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分

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

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

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总

结了国内外发展科学文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

中央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为科技群团的工作开创了广阔的前景，创造了优越的

条件，科技工作者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家——“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普协会当时在组织发展上，要求会员必须具备大专学历，一九五六年后放宽到中

专。截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市科普会员发展到132人。五十年代中期，新乡市部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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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建立科技团体，一九五四年卫生行业建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一九五五年建筑行业

建立了土木建筑学会。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把知识分子多数划为资产阶级或小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予，贬低知识分子作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突

出强调改造，使知识界受到压抑，科技群团的活动，出现了极大的波动。

一九五八年四月建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新乡分会”(简称“新

乡市科联”)，并同时成立了7个专门学会，加上原有的土木建筑学会，科联下属8个

学会。在发展会员上，开始大量吸收工农技术能手和土专家入会，会员增加到2500人。

市科联的任务是：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针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加强科学研究，推动

生产的发展。

同年九月中国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新乡市冯克里、杨清

堂、管守智、尚清定4人参加了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根据

中国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十一月十六日市科普、市科联联合召开了科学工作者代

表大会，暨新乡市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参加会议的

包括全市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郊区代表共220余人，会议传达了国务院聂荣臻副总

理在中国科协第一次会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新乡市科普协会五年多来的会务工

作，并由市委文教部长冯靖作了今后新乡市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报告。会议期间，还讨

论了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并选出了新乡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46名，

新乡师范学院院长李俊甫任市科协主席。会议结束时，市委副书记罗毅作了总结报告。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新乡市科学工作委员会(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已经成立，市

科协在业务上脱离文化局，和市科委合署办公，对外两个牌子，在内部为市科委的科普

科，有6名工作人员。一九六一年由于机构精简，从事科协工作的专职干部只剩下一个

人，办公地点搬到人民路市委南院。

五十年代末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市科协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紧密配合经济建设的需要，围绕国家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规划，大力发展

基层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深入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在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

动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

一九六O年秋，召开了全市科协积极分子会议，奖励了245名科协积极分子，50个

科协先进集体，4个科研红旗单位。

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受“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过分强调了大

搞群众运动，忽视了按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的精神，开展过一些形式上轰轰烈

烈，实际上并不扎实，一哄而起，有名无实的活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除了开展

一些为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的代食品研究之类的工作以外，学会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
态。

一九六一年，副市长郭文煊任市科协主席。这一年，党中央制订了《自然科学研究

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陈毅同志在广州科技工作

会议上，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强调在生产建设中要发挥科

； § 扎



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审阅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

专门加了一段话，要求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党中央的一系列英明论断，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新

乡市科协的工作也开始逐渐好转，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结合生产开展技术

攻关和科学实验，通过编印科普资料，举办展览、专题讲座和堵训班等形式，向广大群

众宣传科学技术新成就，对促进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广大科技人员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一

九六八年秋，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科协也随着解散。

一九七七年初市科委下边成立了“新乡市科技交流站”，这实际上就是用行政手段

取代了科技群团组织。

一九七八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

号召。邓副主席在大会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反映了党对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作者在新时期中的社会地位的高度肯定。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迅速批准科协

和学会恢复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协会和各种学会要积极开展工作"的精神，一九七八

年九月经市委批准，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恢复，冯克里、李景春任副主任，工作人员6

人。和市科委一个党组领导，同在人民路市委北院办公。

为了及时报导市科协及所属学会活动情况，同年十月创办了单页的《科协活动》

报。

一九七八年底，市科协和市科委联合在市交际处，召开了科技人员春节座谈会，全

市百余名科技人员的代表欢聚一堂，畅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科技战线的大好形

势，为发展新乡市科技事业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十二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九七九年春，市科协搬到人民路市政府办公大楼四搂，有办公房4间。十月底，

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科协联合召开了“新乡市职工业余教育表彰大会”，对在我市

职工业余教育中涌现的146各先进教师、优秀学员和模范干部进行了表彰。市委书记常

德隆、市革委副主任李秉昭在会上讲了话，并亲自发奖。

一九八。年三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胡耀邦同志

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 “科协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组织，是

同工会、洪青团、妇联、文联一样重要的群众团体。在同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科

协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周培源同志任主席。

市科协副主任李景春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四月九日市科

协在军分区礼堂召开了各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并作了传达。参加会议的除各学会理事外，

还有市属厂技术员以上科技人员、医药卫生人员、中小学教师以及各局、委、大厂负责

科技工作的领导同志，共1000人左右。

截止_九八O年六月底，单页《科协活动》报共出版9期，对推动新乡市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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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七月市委宣传部批准正式出版《科协活动》报，由单

页两版扩大为四开四版，作为内部刊物发往全市各单位，并与全国各兄弟单位广泛进

行交流。八月市编制委员会(简称“市编委’’)批准市科协行政编制9人。

为了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四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促进新乡市科技活动

的进一步开展，一九八_年四月一日上午在市平原影剧院隆重召开了“一九八O年度优

秀学术论文和科协活动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市委书记刘健、副书记陈光、刘焕立，市革

委副主任李秉昭亲自参加了大会，并分别为193篇优秀学术论文的作者颁发了论文证书

和奖品，为14个先进学组发了奖状，为93名从事学会工作和科普活动的积极分子发了奖

品。刘焕立代表市委、市革委讲了话。他指出： “这次大会是我市科协恢复活动两年来

第一次召开的表彰大会，这标志着在我市科技战线上已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欣欣向荣

的良好开端和可喜局面"，并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科技

工作的首要任务，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点，要求科协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地团

结在自己的周围，切实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使科协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

八月二十九日市编委批准市科协内设机构为办公室、学会工作科、科学普及

科。

十月，省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新乡市派出以李秉昭为首的代表团一行

2人参加了大会。会上省委书记刘杰提出把一九八二年定为省科学技术年建议。十一月

十二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市科协关于贯彻省科协二大会议精神的汇报，并作出决

定。(一)市科协由市委直接领导，由分工党群日的副书记分管这一工作；(二)同意

市科协设专职编制，成立党组。计划、财务分立户头；(三)同意各学会配备专职干

部，成立市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四)同意修建培训班教室，筹建科技会堂，在科技会

堂未建前，开放市委礼堂，免费为科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服务；(五)科协活动经费从

明年起，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并同意在一九j＼--年春召开新乡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

十一月十八日市委在平原影院召开大会，向全市一千多名科技人员进行了传达，极大地

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积极性。

十一月市委转发了市科协《关于建立基层科协的意见》和《关于配备各学会专职干

部的意见的请示报告》。

截止一九A-"年四4月底，市科协有专职工作人员“人。

从一九七八年九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科协的恢复时

期。在市委、市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恢复和新建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

协会、研究会和基层科协23个，发展会员2300多名；积极发动科技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撰

写学术论文，三年多来，科协系统共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380多场次，参加人数达4万多

人次，征集学术论文970多篇，对各级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进行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教

育，举办科普讲座10余次，听讲人数达5000余人次，组织专题讲座，邀请外籍华人及外

地有关专家、教授、学者作学术报告37场次，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青少年科技活动；适

应形势的要求，大力开展科技培训，面向经济建设积极筹备和开展科技咨询活动。此外，

科协还主办了“科普知识”和“情况反映”，分别介绍了瓤兴学科和现代科学知识，并

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建议，为推动我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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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Jk-：年四月二日，新乡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礼堂召开。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亲自出席了大会。大会共有代表501人，其中包括特邀代表

18人。市科协副主任李景春作了“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把我市建成新型工业城市而

奋斗”的工作报告，在会上市委副书记赵世荣代表市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把科学

技术工作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亲自动手，采取有效措施，把全市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动员起来，为河南的科学

技术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会要求各级领导要大力支持科技群团的工作，认真落实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科协和各学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省科协副主席司峻参加了大

会并讲了话。会议期间，收到代表们的建议277条，并有109名代表提出了148项科研和

技术革新项目，向大会献礼。

大会通过了《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章程》、《新乡市科协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通

则》。章程明确指出：新乡市科协是在中共新乡市委领导下的各种科学技术工作者群众

团体的联合组织。在业务上受河南省科协的指导。其宗旨是团结并组织全市广大科学技

术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促进我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为提高我

市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乡市科协

第二届委员会，委员51名，常务委员18名，副市长王伯文兼任主席，卢锦梭、李景春、

任泽世、肖文华任副主席。

大会还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关于“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科学技术年”的倡议

书。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市编委批准市科协调整内设机构为：学会工作部、科学普及

部、咨询服务部，成立新乡市科技咨询室，事业编制3—5人(咨询服务部与科技咨询

室合署办公)，同时撤消科协原学会科，科普科。六月由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

市体委联合成立了“新乡市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陈光任组长。

组织省科学技术年活动，是发展科技事业、振兴河南经济的重大措施。在市委、市

政府领导下，市科协为在新乡组织科学技术年活动，作了大量宣传工作。首先在市科协

二大期间，专门作为一项重要议程，向全体代表传达了省委豫发(1982)39号文件，新

乡师院副院长卢锦梭传达了省科技工作座谈会精神。副市长王伯文代表市政府，就如何

组织好市科技年活动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安排意见和措施。

一九八二年五月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就如何开展科技年活动的问题，市科协与

市科委联合召开了市科技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市政府各部、委， 以及各

区、局大厂的负责人，市科协所属各有关学会、协会、研究会的理事长和部分科技工作

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再一次深入学习省委文件，经过认真讨论，与会同志提出了

在新乡市组织科技年活动中，应该抓好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座谈会期间，市委书记、市长

刘焕立就新乡市科学技术工作，工、农业生产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与会同志受到了很

大鼓舞和启发。会后，五月二十七日中共新乡市委转发了市科技工作座谈会《关于组织

“科学技术年”的意见》。

八月中旬，科协抽出60％的力量和市科委一起，深入全市40多个单位和企业，检查

科技年的贯彻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学会、协会、研究会对组织科技年活动，都采取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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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措施，做了不少工作，收到较好效果。

九月，张顺龙任市科委党组成员，市科协副主席。

十二月市科协转发中国科协，河南省科协“关于开展向蒋筑英、罗健夫两同志学习

活动的通知”，号召全市广大科技人员向这两位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学习。

一九八三年初，市科协进行了评选优秀学术论文和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的活

动，共评选出一九八二年度优秀学术论文279篇(其中一等5篇、二等66篇、三等208篇)、

学会工作先进集体6个、先进学组20个、学会活动积极分子390人。

同年三月底，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工交和科技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九八二年新

乡市科技年活动的成绩。副市长王伯文根据市委、市政府研究的意见，就科学技术如何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作了《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为开创我市国民经济

建设新局面做出新贡献》的报告，总结了新乡市开展科技年活动以来，科技工作发展的

新形势，提出了一九八三年科技工作的任务是以工业为重点，发挥纺织、轻工、机械、

电子的优势。要求各单位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振兴经济中的

重要作用。会上市委、市政府发出了“依靠科技、振兴经济”的致全市科技工作者的公

开信。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团结起来，为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加速四化建设而

努力奋斗l

四月，市政府颁发了《新乡市聘请兼职科技人员的实施细则》、《新乡市工业技术

有偿转让试行办法》、《新乡市工业技术承包试行办法》、《新乡市科技咨询服务暂行

管理办法》等4个文件。

十二月十二日市科协单独成立党组，张顺龙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郭逢高任科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侯本伟任科协党组成员。

是年底，新乡县、汲县划归新乡市管辖。

一九八四年一月市委办公室决定：由市科委、市科协、总工会、市民政局四家共同

解决“张海迪式的科技人员刀郝素青生活困难的问题，每个单位每年补助120元．

三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新乡市科技界表彰先进暨成：果奖励大会。大会表彰

了先进集体31个(其中科协系统7个)、先进工作者229人(其中科协系统43人)、奖

励科技成果51项，奖励优秀学术论文72篇，其中：一等奖4篇，二等奖26篇，三等奖42

篇。根据科技工作发展的需要，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科技干部培训中心，主要负责科

技干部的技术培训，知识更新。建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组织科技人员为党政领导部门

提供决策性咨询和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便加快新乡市科技事业的

发展。

四月五日市编委批准成立新乡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为科协所属事业单位，编制10

名。五月二十九日市编委批准成立新乡市科技培训中心，为科协所属事业单位，编制10

人。

七月三日中共新乡市委组织部、市编委、市人事局、市科协联合下达“关于进一步

加强科协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县、区、乡以及厂矿科协的组

织建设，并对各基层科协和学会配备必要的专职干部。

七月十日市科协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发出“关于开展国庆三十五周年有奖科技建议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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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活动的通知”，通过广泛征集，共收到各种建议90余篇，由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基层科协初评，科协邀请有关科技人员和专家组织总评，本着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

合的原则，评出获奖科技建议：集体奖1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8个，荣誉奖1个。

九月十四‘日，市科协召开科协常委、各县区科协领导、各学会、协会、研究会负责人

及有关人员会议，传达省陪协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中国科协关于当前科协工作改革的

文件，针对新乡市科协工作的改革，提出6条意见，指出：科协工作的改革必须紧密围绕党

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改革行

动，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为适应经济振兴和科技繁荣的需要，科技团体要向多层次、

多类型的方向发展，积极兴办各种事业和经济实体J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改变政、

群不分的状况，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开拓咨询事业的新领域。

十月十三日市政府批转市科协《关于科协系统及所属群众团体兴办各种事业和经济

实体有关问题的报告》指出：科协及所属科技群团组织兴办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开发、人才培训等事业和经济实体，包括集体和个体办的技术服务公司及民办研究

所，是国家兴办的科研机构的必要补充，是四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

技力量。同意“凡申请成立民办的各种形式的科技服务组织由市科协负责审批。’’有关

部门要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科技群团兴办事业和经济实体，开拓了新乡市科技咨询

工作的新途径，给科协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市直机关党委会批准建立市科协党支部，支部委员会由3人组

成，侯本伟任党支部书记。

十一月市科协组织贯彻了中国科协和省科协关于科协工作改革的精神，指出机关改

革重点是建立岗位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健全“责，权、利矽

挂钩的岗位责任制。制订了《新乡市科协机关工作岗位责任制》、《市科协的任务和各

部(室、中心)职责范围》、《市科协的规章制度》。

十一‘月新乡市科技咨询中心委员会成立、副市长王伯文任主任。十-',11二十二日新

乡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成立。

十一月十日，市科协成立了整党办公室，开始整党。参加整党的中共正式党员11名

(其中1人在整党后期转正)。

一九八五年=月省科协下发的关于《河南省科协一九八五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

求各级科协进一步开发农村智力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群众自办的各种科技专业协会，抓

一批发展商品生产的典型村。一年中，新乡市各级科协为适应农民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对科

学技术日益增长的需要，采用多种服务方式，开展科普宣传，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向商

品经济的转化。

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为了创办一个适合形势需要的科技群团

组织，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市科协分别组织了学会和基层科协专兼职干部，分南、北两

路到兄弟省市进行考察学习。

五月九日冯显德任市科协党组书记，科协副主席。

六月十一日市科协举行第二届六次常委会，就一九八五年如何抓好科协工作进行了

研究和讨论，根据改革和形势的要求，对新乡市科协应该抓好的几项工作提出了原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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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六月下旬，以新乡市科协为东道主，组织河南省九市科协协作网第六次会议的代表

一行八人，组成“河南省七市科协考察学习团”，赴陕西、四川，湖北的六市一县，进

行考察学习，历时一个月，扩大了视野，开拓了思路，推动了河南省科协工作的开展。

六月，根据科协体制改革的精神，市科协提出了“一九八五年科协工作意见”。八

月，市科协党组根据这一工作意见，又制订了各部门具体工作的安排意见和要求，把岗

位责任制落到实处，在机关内部开始了目标管理的尝试，开创了科协工作的新局面。

从五月到十月，市科协组织了42名科技工作者分14批前往北戴河疗养。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市酒精厂召开了新乡市科协系统一九八五年度工作总结

及表彰大会，市委副书记苏淑坦、政协主席常德隆、副市长鲁茂升出席了大会。会上向

10个先进集体和114名先进个人颁发了锦旗和奖状，并向热心支持学会活动的有关委、

局，赠送了锦旗。

截止到一九八五年底，科协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7人(包括年底离休1人)。内设机

构一室二部，即：办公室、学会工作部、科学普及部。下属两个事业单位：市科技咨询

服务中心、、市科技培训中心。

在组织建设方面，科协系统下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共41亿会员8450人， 下设

111个分会、专业学组，基层科协5个，会员826人，县区科协4个，乡科协16个。各

种专业性研究会28个，会员4659人，咨询中心下属机构12个『o

一九八二年以来，市科协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贯彻国民经济，科技体制改革

的方针，组织和发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围绕新乡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广泛开展学

术交流、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兴办发展了各种事业和经济实体，初步建立了_个科技咨

询系统，面向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科技咨询、技术服务活动，围绕科技人员的知识

更新，进一步培养科技人才，开展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积极开展青少年科

技教育和城乡科学知识的普及，逐步形成了一个科普宣传和青少年科技活动网络。围绕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力开展科技扶贫，发展商品生产专业村。使科协工作进入了一

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为新乡市两个文明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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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底市科协机关人员分布情况表

部 门 人 数

科协领导 4

办 公 室 6

学 会 部 4

科 普 部 4

咨询中心 5

· 培训中心 4

一九八三年以来市科协经费情况表

年 份 经 费数

一九八三年 2．5万元

一九八四年 7．95万元

一九八五年 6．64万元



f月，市科协

卧协活动》报

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市科协编印

了《科普知识》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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