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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1991年～2005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一方平安责任书》考评情况统计表

年份 签订数（份） 优秀数（份） 达标数（个） 不达标数（个） 备注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8

43

42

44

48

48

48

52

52

60

67

72

77

77

77

—

13

12

20

33

24

20

33

29

40

26

31

23

33

17

—

30

29

20

13

22

21

15

21

18

39

39

50

42

57

—

—

1

4

2

2

7

4

2

2

2

2

4

2

3

责任书规定：90分

以上为优秀单位，

70分～89分为达标

单位，69分以下为

不达标单位。

第九节　县委党校

一、机构

中共乡城县委党校于1964年5月29日成立。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作陷入瘫痪，1978年恢复。1995

年，投资11万修建党校教学综合楼，学校拥有教室3间、阅览室1间、办公室4间、教职工宿舍4套。

县委党校校长一般由县委书记或副书记（有时是组织部长）兼任。党校内设办公室、教研室、总务

室。2005年，有教职工11人（本科1人、大专8人、高中2人），其中：高级讲师1人、讲师3人。设

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1名。乡城县委党校是乡城县干部教育基地，主要担负着正科级以下党员、

干部、农牧民、村级两委会成员的培（轮）训任务。同时承担县上部分科研任务。

1991年～2005年，历任校长为倪德林、李让民、侯安康、白苏英、谢映平、冉义、洛真；副校

长为陈道培、李光辉、欧阳东。

二、教学培训

（一）教学

县委党校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15年来，县委党校建立起了一支知识广、业务强、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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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职工作的教师队伍。每年按照培训计划，确定任课教师和教学内容，严格遵照党校工作条例要

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基本”、“四

教育”和“五个当代”为基础教材，结合乡城实际开展教学。在教学中杜绝走过场、搞形式，保障

讲课质量。认真做到从严治校，严格执教，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为提高乡城

县干部队伍素质，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层次，推动函授教育工作，1997年～2000年，与甘孜州

财经学校联办了财会人员中专班，共招学员70人（含临县学员10人），2000年9月，与西南民族学

院及甘孜州经贸学校联办函授大专班，共招收学员54人（含临县学员16人）。

（二）培训

培（轮）训工作是党校的中心工作。1991年～2005年，为保障干部培训质量，提高干部的政治

理论和业务素质，加强党性锻炼，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县委党校紧紧围绕培训工作5大

创新要求（在理论基础上突出“实”字，强调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在教学上突出“严”字，做到严

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考察；在教学形式上突出“活”字，采用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在知识更新上突出“新”字，加大培训内容间的穿插，开设必要的岗位知识培训；在培养目标

上突出“高”字，从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入手，切实办好实用性班和高品位班），在上好理论课

的同时，结合培（轮）训实际，聘请有关专家到党校上课。

1991年～2005年共举办培训班70期，培训学员11 016人次。

表5－11　1991年～2005年中共乡城县委党校培（轮）训情况统计表

年份 培训班名称 培训人数（人）

1991
农村支部书记、村委会成员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70

35

1992

文秘人员培训班

机关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村级八大组织培训班

38

25

60

39

470

1993

经济管理培训班

纪检干部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科技副乡长培训班

乡（镇）会计培训班

35

31

35

17

14

1994

农村治保人员培训班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新闻通讯、文秘人员培训班

78

21

2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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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培训班名称 培训人数（人）

1995

村级八大组织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兼职纪检员特约监察员培训班

副局级干部培训班

202

28

30

30

1996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副局级干部培训班

文秘人员培训班

362

21

29

23

23

1997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乡（镇）干部培训班

副局级干部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函授财会中专班

556

26

23

36

58

1998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科级干部理论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文秘人员培训班

科级干部邓小平理论培训班

函授财会中专班

283

34

41

42

39

70

1999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科级干部邓小平理论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函授财会中专班

186

24

30

70

2000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民政、司法、综治助理员培训班

机关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成人高考补习班

大专函授（文秘、行政管理）班

695

18

35

28

90

57

2001

乡（镇）及县级机关干部“三个代表”辅导学习班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函授大专班

978

330

34

51

57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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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培训班名称 培训人数（人）

2002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新闻外宣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1342

80

33

2003

县级机关科级干部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乡（镇）、区工委副科级以上干部及部分县级机关科级干部培训班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165

51

56

1313

2004

农村基层组织及实用技术培训班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乡镇干部理论及藏语言文字师资培训班

首期县级机关一般干部培训班

第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263

68

61

41

35

2005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村级干部培训班

文秘通讯员培训班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培训班

乡城口语培训班

第二期藏语言文字师资培训班

541

117

48

61

46

53

三、自身建设

县委党校在中共乡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逐步完善了教师队伍建设，

采取派教师到上级党校学习、到基层搞调研等方式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在全县各

部门聘请权威人士做党校兼职教师。1991年～2005年，共聘请兼职教师20余人次。加强硬件设施建

设，为党校配备电脑两台，建立“三网合一”的教育网，开通了宽带网络。利用“三网合一”的教

育网与全国党校相互交流，借鉴经验，为干部教育提供广泛的教学资料。

续　表



·  164 ·

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第一节　人大会议

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大常委会筹备召开了八届二次到十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年

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按照会议议程，听取、审议并通过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县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上年执行

情况和当年计划报告、县财政上年决算和当年预算报告（以下简称六报告）。并对上述报告作出相

应决议。

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除审议通过六报告并作出决议外，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有时尚有其他议程安排。

一、九届一次会议

在1993年2月23日～27日召开的九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共14人，主任洛绒曲批，副主任谢绕、赤称、嘎玛能珠，委员曲批、俄木、李米

扎西、贡日邓朱、扎外格绒、丁真拉姆、木沙翁堆、四郎曲扎、欧阳旭、李光辉；选出县人民政府

县长易凡，副县长易元兴、格绒多吉、丹巴降村、无数铁比；选出县人民法院院长曲扎，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江里阿麦。

二、九届二次会议

在1994年3月8日～11日召开的九届二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乡城县出席甘孜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仁真拉姆（女，州妇联）、付显江（州人大）、易凡、洛绒曲批、俄木、嘎玛能珠、曲根曲

扎、丁素娟（女）、曲拐扎波等9人。

三、九届三次会议

在1995年2月24日～26日召开的九届三次会议上，增选彭措为县九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四、九届四次会议

在1996年1月15日～18日召开的九届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乡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0远景目标和“九五”计划纲要》，批准了《乡城县1996年～2000年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等决

定，接受了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绕因工作关系和副主任赤称因退休提出的辞职请求。补选曲拐

铁比、刘欣、阿则嘎为九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二章　乡城县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