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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共产党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党校（以下简称为中共镇宁自治县委党校

或县委党校）坐落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犀牛路 3-13号（县委大

院内），其前身是中共镇宁县委党校，创建于 20世纪 50年代末期，1963年 9月 11日镇

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中共镇宁县委党校遂更名为中共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党

校。在“四清”和“文革”时期，县委党校曾一度停办，直至 70年代末期才恢复办学，

主要培训副区级以下区社干部；90年代初进行了“建并撤”以后，主要培训副乡（科）

级以下乡镇干部；1993年 1月，县委党校内成立了县电大工作站，开始进行成人学历教

育；1995年 8月，县委党校加挂了贵州省委党校镇宁函授站牌子，便开始进行干部学历

教育；1998年 5月，县农广校合并到了县委党校，遂增加了成人中专学历教育。1993年

至 2010 年，从省委党校镇宁函授站（后改名为省委党校函授学院镇宁站）、县电大工作

站和县农广校毕业的本科生、大专生、中专生共为 2899 名；同时，县委党校坚持办好

主体班，不间断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副区级以下区社干部和副乡（科）级以下基层干

部，自建校至 2010年，共培训干部 8567人（次）。 

从 1949 年 11 月 29 日镇宁县人民政府成立至 1956 年 8 月以前，镇宁县的干部培训

工作先是派遣干部到安顺革命大学学习，后转为派遣干部到中共安顺地委干校学习。1956

年 8 月至 1958 年 11 月，由于镇宁县隶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因此干部培训

工作主要是派遣干部到中共黔南自治州委党校三县分校学习。 

1958 年 12 月 6 日以后，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撤销关岭县，将镇宁、关岭两

县合并为镇宁县。为了适应大力培养地方干部的需要，县委立即筹建中共镇宁县委党校，

由县委书记房崑兼任县委党校校长，相继调县公安局副教导员王文韬和县农工部副部长

曹奉炎任县委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县政府拨原关岭县委办公楼作为县委

党校校舍。1959年 3月，县委党校成立。 

从 1959 年 3 月到 1961 年 6 月，虽然自然灾害严重、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但干部培

训工作仍很正常。县委规划在三年内将基层干部轮流培训一遍。县委党校培训党的基层

干部具体有两大任务：一是通过举办理论班让广大党的基层干部学习社会主义、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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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理，学习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知识，同时也学点哲学常识、党史基本知识和社会发展

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二是通过举办文化班学习普通

国民教育的高小教材，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 

1960年，党中央为了纠正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失调和其他问题，提出了“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便发展生产，改变困难局面。在这个转折时期，干部

培训工作显得格外重要。1961年 8月，镇宁、关岭又分别设县，镇宁县委重新筹建党校，

由县委书记房崑继续兼任县委党校校长，县委宣传部干事黄辉兼任县委党校教员并主持

县委党校的日常工作；此时的县委党校建在镇宁县城西街赵家楼。 

从 1961 年下半年至 1964 年上半年，县委党校培训基层干部主要有三种班次，即理

论班、训练班和学习班。理论班的学员为农村党支部书记，主要是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知识、哲学常识和党史；训练班的学员为机关党员干部，主

要是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选集》和哲学常识；学习班的学员为农村和机关的

入党积极分子，他们是党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学习《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从 1961年

下半年至 1964年上半年，县委党校共培训了 885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区社党委委员、机

关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在党校理论班和训练班接受过培训的机关和基层干部，大

多数成为了党的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 

1964年 8月至 1978年 11月（“四清”和“文革”时期），县委党校基本上处于停办

状态。 

1977 年 8 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因此，重新教育干部成为了党的工

作的当务之急，于是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镇宁县委根据中央的精神，

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和我县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调县文化馆馆长刘玉阶和县第一中

学（现为民族职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杨开痕任县委党校理论教员。此时的县委党

校校舍分散在三个地方：一是在犀牛路 3号的县委大院内人大办公楼的两间行政办公室；

二是在县城南门外赵壁山下的县委给党校借用的县气象局防雹站房屋；三是在县城南门

外八角岩的县委给党校借用的县农机局楼房。 

1979 年至 1982 年，县委党校培训干部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相应地为三类班次）。

一是在黄土坡的县政府大楼四楼会议室定期辅导县属机关股长（经理）级以上干部的

政治理论学习；二是在赵壁山下的防雹站举办区社干部短期培训班；三是在八角岩的

县农机局楼房举办干训班。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年代，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

个领域全面展开。党校系统也启动了改革。党校改革使干部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转折，

即从干部短期轮训转到正规化培训为主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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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校教育正规化的精神，为了加强县委党校的建设，镇宁县

也进行了积极的筹备。1984年 1月，县委调县文化局局长黄汉昆任县委党校副校长并主

持日常工作；1986年 8月 20日，建筑面积为 1468平方米、三楼一底的县委党校教学办

公楼在县委大院内动工兴建。 

1985 年 11 月，县委从县委宣传部提拔龚登文为县委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接着，县委党校又从大学毕业生分配渠道、从中学和机关调进了一批教学人员。1988年，

县编委第一次定编时给予县委党校 13人的编制。 

为了加强对我县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县委常委于 1986年 12月 23日会议研究决定，

成立中共镇宁自治县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马启忠任组长，由县委常

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夏明伦和副县长丁志芹担任副组长。县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龚登文兼任办公室主任，龙开益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5 年底至 1988 年中，县委党校培训干部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举办乡镇党政

干部短期培训班（区镇党委委员带队）；二是举办乡镇党员干部整党阶段的小集中学习班

（区镇党委委员带队）；三是配合县委宣传部对机关干部的集中学习进行辅导。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发展。由于 80年

代末期和 90年代初期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干部教育又一次成为了当务之急，全国

党校事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镇宁县委党校的干部培训工作也搞得更加红火。 

1990年 8月，在县委大院内修建的县委党校教学办公楼落成。1990年 11月 16日县

委书记卢盛福同志就党校建设问题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题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拨款 3

万元给县委党校购置教学办公设施，决定把县委食堂、餐厅和全部炊具转给县委党校使

用，明确了县委党校学员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 2 元，由县财政列入预算。至此，可

同时容纳 100名学员、功能初步齐全的县委党校校舍建成。 

教学办公楼启用后，县委党校连续多年不间断地培训轮训区社和乡（科）级副职以

下干部，从 1990 年秋冬至 1992 年底一共举办了五期区乡或乡镇党政领导干部轮训班，

轮训了 245名区乡和乡镇党政领导干部。 

1991 年 8 月至 10 月，我县开展了“建镇并乡撤区”工作。“建并撤”过后，县委

党校举办干部轮训班的名称由原来的“区乡党政领导干部轮训班”改为“乡镇党政领

导干部轮训班”。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推动下，县委党校的干部培训和干部教

育工作不断地向高层次发展着。1993 年和 1995 年，县委党校分别以建立县电大工作站

和省委党校函授站为依托，先后开办了中专、大专和本科三个层次的学历班。此后，县

委党校的教育事业呈现了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相结合、全

脱产学习和业余学习相结合的新面貌。 

1998年 5月，镇宁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简称为县农广校）合并到了县委党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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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校规模扩大的同时，形成了县委党校、县电大工作站和县农广校三块牌子一套人

马、干部培训和农业科技培训、本科和大专及中专学历教育全面推进的新格局。 

2000 年，党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

定》。根据中央在《决定》中提出的党校教学新布局的精神，中央党校提出了“打好

理论基础、树立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的教学要求，并统一编写

了“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当代世界

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律和中国的法制建设”“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的

国防建设”“当代世界思潮”等“三基本五当代”的全国党校统一教材。1998 年 5 月

到 2006 年 6 月，县委党校按照上述精神，根据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不断

增加一些新内容加强干部培训，如及时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

主要培训内容。班次有区乡或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增强经济建设才干培训班、

中青年干部及后备干部培训班、科局干部读书班、党外干部培训班等。  

2006年 7月，县委党校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同时对各科室人员进行了调整。根据

县委镇干任〔2006〕33号文件，罗霞担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县电大工作站站长、县

农广校校长；张兴艳、李金伟（仍）为副校长。2009年初，县委党校领导班子和科室负

责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即由于张兴艳调回了平坝，李光耀被提任为副校长。 

2006 年下半年至 2010 年，县委党校的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有成效地展开，

从此县委党校换发了崭新的面貌。 

一是在干部培训方面，除了举办乡（科）级干部和后备干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外，

2006年 6月以来又举办了多期村主任、村支书和返乡农民工代表培训班。 

二是在学历教育方面的工作继续有序地开展。县委党校学历教育按照宽进严出的原

则，对每位学员尽职尽责，发挥着在本地培养党校教育学历和国民教育学历的本科生和

大专生的重要作用。 

三是在县委安排的中心工作方面，继续开展机关作风整顿教育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

和宣讲，做好党建扶贫工作。 

四是在内部建设方面，重视教职工培养，增设了远教科，获得了项目援建。2007年，

在组织乡（科）级干部和后备干部外出考察学习的同时，县委党校也派出教职工 19人到

华东五市和中央党校考察学习、培训，让教师开阔眼界，拓展教师的业务能力，以保证

教师队伍素质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适应党校教育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为了适应党校

远程教学的需要，县委党校申请增设的远程教育科获得批准。2008年县委党校建立了“清

华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扶贫工作站”，获得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扶贫项目捐

赠的电脑一台，卫星接收设备一套。经过努力，县委党校获得了中央电大“西部地区百

所县级电大援助”项目，接收了价值达 18万元的现代远程教育设备，建立起多媒体综合

电教室和多功能网络教室，为干部教育事业和成人继续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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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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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7 年 

镇宁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干部培训方式主要是派遣干部到中共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委党校三县分校学习，“三县”即紫云县、望谟县、镇宁县，分校校址在紫云

县。镇宁县 40余名干部曾在三县分校接受过培训。 

1958 年 

12 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把镇宁县和关岭县合并为镇宁县，属安顺管辖。

为了适应大力培养干部的需要，县委筹建中共镇宁县委党校，下文由县委书记房崑兼任

校长。 

1959 年 

2 月，调原县公安局副教导员王文韬任县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县委党校日常工作；

配备潘建民为教员、杨德芬为会计，工作人员有胡安国等；用原关岭县委办公楼作为县

委党校校舍，校舍宽敞，窗明几净。 

3月 1日，中共镇宁县委党校成立。是日，120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参加县委党校第一

期理论班学习并举行开班典礼；县委书记兼县委党校校长房崑在开班典礼上讲话。第一

期理论班学期为 20 天，学习内容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共产主义”。学员佩

戴“中共镇宁县委党校”校徽上课。 

上半年，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文化班，对象主要是农村干部和少部分机关干部，共

60人。 

7 月，县委调县委委员、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曹凤炎担任县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县委

党校日常工作。王文韬调任县委监察室主任。 

夏季农闲和秋后，举办了两期理论班，对象是农村党支部书记，共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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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上半年，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文化班，对象是县机关干部，共 40人。 

夏季农闲、秋后和冬季，县委党校举办了三期理论班，共 210人。 

1961 年 

上半年，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理论班，对象是农村党支部书记，共 80人。 

8 月，镇宁、关岭分县，镇宁县委重新筹建党校。校舍在镇宁县城西街赵家楼的一

个四合院；县委书记房崑兼任县委党校校长，县委宣传部干事黄辉兼任县委党校教员并

主持县委党校日常工作；教职工有李士崇、杨德芬、罗绍熙、龙星海、王国豪等。 

是年，县委党校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明仁任支部书记，黄辉任

支部副书记。 

1962 年 

春季，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理论班，培训了 145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区社党委委员；

夏季农闲时间举办了一期学习班，培训了 85名入党积极分子；秋后举办了一期训练班，

培训了 50名机关干部。 

1963 年 

夏季农闲和秋后，县委党校举办了两期理论班，共培训了 300 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和

区社党委委员。 

9 月 11 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中共镇宁县委党校”遂更名为“中共镇

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党校”。 

1964 年 

春季，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理论班，培训了 150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区社党委委员。 

1969 年 

县委党校在白岩山农场举办了两期农村大队干部培训班，共培训了 320名大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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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5月，黄辉任县委党校校长。 

是年，县委党校在白岩山农场举办了两期农村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

培训了 350名农村党支部书记。 

1977 年 

10 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党校和干部教育工作得到重视。根据

县委安排，县委党校的临时办公和教学地点分别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县气象局防雹

站和县农机局（八角岩）楼房。 

1978 年 

1月，县委调县文化馆馆长刘玉阶到县委党校任理论教员（副科级干部）。 

1980 年 

5 月，县委调镇宁第一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杨开痕到县委党校任理论教员（副

科级干部）。  

7 月 25 日，县委党校举办了党课教员培训班，学员由各区社党课教员组成，共 55

人；学习内容为《党章（草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1981 年 

4 月 20 日，县委批转 1981 年轮训干部计划，规定学习内容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央文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建理论等。 

1982 年 

2 月，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招干培训班（简称为干训班），学期为 1 年，学员为 64

人；采用全脱产的方式学习，系统地学习了语文、数学、书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农业经济管理、畜牧兽医、种子遗传等

10余门课程；结业以后，学员被分配到各区乡工作，成为全县区乡领导工作的骨干力量。

这个班是县委党校举办干部培训班中学期最长的一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