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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乃是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几年来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但目前还有

大量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阻碍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使他们在国家新的建设任务面前感到有不能胜

任的困难。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并加强其领导。为了切实做好这一工作，有效地提高工农

干部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特作如下的指示： 

  （一）目前开展干部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初中毕业的水平，以

便有效地学习政治理论，钻研业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同时使一部分工农干部能够具备条件升学深造。各级党、政机关

和人民团体应尽可能地动员与组织文化程度不到初中毕业的干部学习文化，并将他们的学习成绩，作为干部鉴定、考绩标

准之一。 

  （二）在进行干部文化教育工作时，应着重吸收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工农干部参加学习，同时亦应适当注意组织警卫

员、通讯员、勤务员等入学。对警卫员和勤务人员迫切的学习要求，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给以文化学习的机会，是不

对的，应加纠正。 

  （三）干部文化教育必须采取速成的和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课程应精简集中，教学内容应适当联系学员的工作，教

学方法应适合工农干部的特点。那种不顾工农干部的特点和实际要求，在教学上机械搬用普通学校的一套或者求速不求成

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应加以防止和纠正。 

  （四）干部文化学习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在职业余学习或离职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由于大多数工农干部不可

能完全离职学习，因此，一般干部的学习应以业余学习为主。 

  （五）县以上各级机关，应根据具体条件，有步骤地开办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机关党、政领导上对

此应经常关心，并给以应有的支持，还须指定专人负责帮助解决其一定的问题，如指导学校订教学计划，保证学员文化学

习的时间，及时解决学校所必需的经费和上课地点等；并须加强对教师与学员的政治思想领导，使教师安心工作，学员尊

师好学，师生团结一致，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关于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的学制、课程，教学时间、教师和制度等，一般作如下的规定。各地可根据

实际情况参照施行。 

  （1）学制：高小班大约二年（扫盲阶段在外），初中班大约三年。个别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重点试办高中班和

夜大学。 

  （2）课程：高小班设语文、算术二科，暂时不能设置初中班次的地方，可增设自然常识。初中班一般可设语文、代

数、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五科；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学习其他课程（如几何、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等科）时，可

开办选修班。上述课程各地均得按不同对象与不同要求酌量增减。课程排列，以单课独进或两科并进为宜。 

  （3）教学时间：每年分两学期，每学期授课时间，应保证二十周；每周上课时间一般应不少于六小时。各科教学时

间，大体上可订为：高小语文算术各二四O小时（共四八0小时）；初中语文三00小时，代数一二0小时，历史一00小时，

地理八0小时，自然一二0小时（共七二0小时）。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4）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必须从机关、团体工作人员中聘请兼职教员任课，并适当配备一定数量

的专职教员作为教学中的骨干，并管理教学工作。对兼职教员，必要时可酌量减轻其原有的工作或酌予补助。那种认为只

有专职教员顶事，否认兼职教员作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为了提高数学效果，须适当组织教师进行业务学习。 

  （5）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补习班应根据学员现有文化程度，分科编班，以免同一学科的学员文化水平悬殊太

大。同时必须逐步建立请假、补课、升级、考试、毕业等项制度，以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六）农村区干部，除区委书记区长外，一般以业余学习为主。并得参照上述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各项办法，结合当

地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学习。 

  （七）由于区委书记区长以上主要干部工作任务繁重，流动性大，在业余时间坚持系统的文化学习困难较多，因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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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以上各级党委，应逐步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或在党校及其他干部学校内附设干部文化补习班，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抽

调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干部离职集中学习。对于那些将要转入工业部门去工作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尤应尽先抽调离职学

习。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务必加强对此类学校的领导，经常给以具体帮助，负责审查和批准学校的教学方针和计划，配备质

量较强的领导骨干和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与教员，同时应按照规定条件抽调干部入学。此类学校的学制、课程、教学时间

等问题，各地可酌情参照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各项办法自行规定。 

  （八）现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应一律改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或党

校附设的干部文化补习班，交由当地党委直接领导，并应切实加以整顿。如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克服混乱现象；修订教

学计划；对教员中不称职者，予以调整；对学员中不合条件及病弱不能坚持学习者另行妥善安置等。 

  （九）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工作的需要，应大力扫除工农干部中的文盲。此项工作除一般的应采取业余学习方式进行

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均应由县或专署主办速成识字班，有计划地抽调县区级文盲、半文盲干部入学，一般争取在三四个

月的时间以内（实际数学五百小时左右），达到能识常用字两千左右，阅读通俗书报，写二、三百字的短文的程度。同时

应注意在教学上边教边巩固，防止单纯赶时间、速而不成的偏向。 

  （十）有计划地提高工矿企业干部的文化水平，对推进国家工业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和主管业务部门对此

应十分重视，并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适当解决其学习时间、编制、经费等问题。 

  （十一）编辑一套适合工农干部文化学习的教材，是办好干部文化教育的关键之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应协同各

地文委组织一定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工作。目前应先搜集与审阅各地现有课本，选择其中较好的向各地推荐，

以应急需。 

  （十二）少数民族的干部文化学习，原则上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但在自愿原则下，亦可采取当地社会生活中普遍应

用的别种文字；其学制、课程及教学时间等，得根据具体情况，参照上述规定办理。（十三）关于干部文化教育事业的编

制和经费，暂行规定如下：第一、关于干部业余文化教育事业的编制和经费：1、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包括干部业余扫盲

班）的专职干部与教师的配备，大体上可平均每一百名学员配备专职教员一人，每三百名学员配备专职干部一人，各地可

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掌握。在能多聘兼任教员任课时，专职教员应尽量少设。2、凡党政机关（不包括企业单位）和群众

团体所办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专职教职员工，均可列入行政编制以内。专职教员的工资，可参照普通学校教员工资标

准按行政人员待遇发给。3、兼职教员津贴和学员课本费以及其他教学费用，由机关干部学习费或工会文教费项下开支。 

  企业部门干部如参加行政机关主办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时，该企业单位应分担一定名额的专职教职员的工薪

福利及其他教学费用。具体办法由当地党委召集有关方面商讨解决。 

  第二、关于离职学习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干部扫除文盲班以及工农速成初等学校的经费，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均

统一由干部训练费项下开支。其编制可由各地党委参照现行标准自行规定。 

  （十四）为了加强对干部文化教育的领导，省、市以上各级文委应设立干部教育局（处），配备一定数量的人员，掌

管干部文化教育事业；如条件不具备时，仍暂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专县以下，应由党委宣传部门主管，配备专职干部，

协同政府文教部门，进行这一工作。此项专管干部文化教育的机构，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政府教育、人事部门以及

其他有关方面，切实负责做好这一工作。至于离职学习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包括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和党校附设的干部

文化补习班以及干部扫盲班等，应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领导；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应由各级机关党委和行政负责

人指定专人负责领导。上述各项规定，在各地实施时得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 

  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后，应召开适当会议，认真进行讨论，订出具体执行的计划，加以贯彻。在

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各中央局、分局应就此项工作向中央作一专题报告。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