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苏北党校的历史及红色资源活化利用路径 

于江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中共苏北区委党校被誉为华东地区的红色摇篮。据《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史志》记载：1949年 4月，中共苏北区

委党校在泰州东郊苏陈庄（今苏陈镇）成立；同年 7月，中共苏南区委党委决定在华中工委党校基础上组建苏南革

命干部学校（在今无锡市），10月改名为中共苏南区委党校。从 1949年 6月 12日苏北党校举办第一期培训班开始，

至 1950 年 5 月苏北党校迁往扬州，共举办 13 期培训班，培训学员 5650 名，为苏北地区培养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

的党员干部。 

一、苏北党校的历史 

早在渡江战役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主要领导就已考虑江苏解放之后的工作，鉴于江苏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

苏南和南京是新解放区，南京又是国民党的首都，三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工作任务不尽相同。1949 年 4 月初，苏北全境解

放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江苏实行小省制，在江苏相继建立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区和南京市。1949年 4月 15日，经中

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抽调一批干部，在江苏泰州西郊塘头（今属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成立中共

苏北区委员会。1949年 4月 21日，苏北行政公署亦在泰州西郊张家坝（今属海陵区九龙镇）成立，作为苏北行政区的最高政权

机关，其下辖扬州、泰州、盐城、淮阴、南通 5 个行政分区，41 个县市。刚刚解放的苏北地区，党和政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和复杂。当时，苏北大部分老干部被抽调出去支援和开辟新区，而一大批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干部又缺乏工作经验，不熟悉党的

政策。为有计划地迅速培养大批本地干部，1949 年 4 月中共苏北区委党校成立。经过前期紧张筹备，第一期培训班在同年 6 月

12日顺利开班。自此，党校教学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苏北党校正式开办后，主要举办了“党的基本政策学习班”“整风学习班”“整党建党骨干学习班”“文化学习培训班”

等班次，开设了“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毛泽东的著作”等课程。解放初期，苏北行政

区党员总计有 294804人，其中 1949年 4月到 1950年 4月新发展党员 118523人，占党员总人数的 40.2%。在文化程度上，文盲

半文盲党员人数占党员总数的 75%。针对一些学员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苏北党校有针对性地开设了文化学习培训班，主要开展

基础文化知识的教育；同时，针对一大批从基层新提拔上来的党员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不甚熟悉党的政策这一情况，开设党的

政策、任务培训班，大力培养本地党员干部。 

总体来看，尽管苏北党校在苏陈镇从创办到开班教学不到一年时间，但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参训学员在思想觉悟、理论

知识和政策水平、文化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其在新中国成立后苏北区党委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全面医治战争创伤，接管城市、剿匪肃特、平稳物价、生产救灾、支援前线、镇压反革命、整党整风、土地改革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苏北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经济建设部门及时输送了一大批领导骨干，极大地促进了苏北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稳定了苏北的政治局势。 

1950 年 1 月，泰州、扬州两地委合并，称泰州地委。这样，区党委机关则由泰州迁驻扬州，当年 5 月苏北党校也同时迁往

扬州。1952 年下半年，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江苏省建制，将苏北、

苏南两个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为江苏省。同年 11月 1日，撤销了苏北、苏南两个区党委，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员会。195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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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区委党校、苏南区委党校，在原南京市干部学校校址上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委党校的成立，标志着苏北区

委党校完成了历史使命，也标志着江苏省党的干部培养和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苏北党校红色资源的传承与利用 

通过对苏北党校历史渊源的梳理发现，苏北党校旧址不仅是泰州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苏省委党校的前身

之一。因此，要围绕“全面修缮保护、加强活化利用、做强教育功能、弘扬革命精神”的建设思路，加强对苏北党校红色资源

的传承和利用，将苏北党校建成培训干部教育的“新基地”，学习党史的“新课堂”。 

1.重新修缮苏北党校是活化利用的前提 

2021 年 3 月，泰州市海陵区全面启动苏北党校修建工程。一方面，在苏北党校旧址上建设江苏省委党校“红色校史馆”，

陈列省委党校历史、苏北党校开设历史和苏北地区解放历史等，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苏北党校旧址周

边巷道，进行整体性开发，在建设苏北党校党性教育馆和陈列展示馆的同时，谋划主题文旅项目，培育党史教育与文化旅游相

结合的项目，打造党校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2.统筹规划是活化利用苏北党校的关键 

红色资源的保护，须坚持“一盘棋”思维，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完善责任体系和各项工作制度。因此，要将苏北党校的

保护、利用工作纳入全市红色资源体系，做好“串点成线”，进一步整合区域内各类资源，实现有机融合。泰州红色资源非常

丰富，有黄桥战役指挥部旧址、杨根思烈士陵园、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旧址纪念馆、新四军东进泰州谈判处旧址、华东野

战军渡江战役指挥部旧址、蒋垛苏维埃纪念馆等红色现场教学基地。但这些点分布在泰兴市、高港区、姜堰区内，较为分散。

随着苏北党校旧址修缮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今后需更多注重点线的结合，优化设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精品线路，以不同的教

学主题连接分散教学点。如苏北党校的现场教学主题可定为“传承红色基因、发扬艰苦奋斗、做到学以致用”，还原当时苏北

党校办学条件差，宿舍不足，学员们分散住在周围农民家里；教室狭小，集中在外面的大广场上讲课；生活条件艰苦，学员们

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党校教职工由各地各部门抽调而来，缺少办学经验，不熟悉党校工作，边学边干，

在探索中前进的真实图景。 

3.深挖内涵是活化利用苏北党校的重点 

苏北党校旧址修缮工作完成后，将成立“苏北党校发展历史展览馆”，但现有苏北党校的相关资料和实物较少。2021 年 1

月，苏陈镇政府向全社会发布了“征集苏北党校有关历史资料、人物信息的公告”，广泛征集 1949 年 4 月至 1953 年 1 月间在

苏北党校参加培训学习的学员及工作人员信息；有关苏北党校的文献、学习笔记、会议记录及相关图片、影像等实物资料；为

苏北党校提供支持的相关人员及其后人信息。从目前征集的情况看，仅有《苏北党校第一期整风学习初步总结提纲》《党的历史

学习提纲》等一些资料。下一步，需以市委市政府、省委党校联名进行苏北党校相关资料和实物的再征集，利用好新兴媒体，

提升影响力，扩大覆盖面，广泛开展征集工作，为还原苏北党校历史打好“地基”。同时，联合江苏省委党校、泰州市委党校

对校史资料、展陈大纲、展馆解说词等进行校对审核，确保资料完整、实物真实、史实准确、文字精准，探索挖掘苏北党校历

史在当代的新内涵、新底蕴，展现苏北党校旧址的历史意义。 

4.发挥党性教育功能是活化利用苏北党校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苏北党校旧址的价值定位是党

员干部培训的重要阵地和熔炉，使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培养优良作风，不断强化对党的忠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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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既如此，在苏北党校旧址的修缮过程中，需高标准定位、高水平要求、高质量打造谋划苏北党

校的软硬件设施，瞄准党史教育的实景课堂、党校鲜明特征的红色讲堂、泰州特色的党性教育基地三大主体功能，让党员干部

走进党史、身临其境，切身感受当时共产党人刻苦学习、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将红色历史资源转化为教育培训资源，

从而提高党性教育的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