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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在宝丰创建、1949年5月

东迁开封的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为国家培

养了大批急需人才，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豫西行

政干校），是随着豫陕鄂区的撤销和豫西

区的建立，为解决行政干部缺乏问题而建

立起来的。

1948 年 5 月，中原局、中原军区移驻

宝丰，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支野战军作

战。经过宛（南阳）西、宛东、开封、睢杞和

襄樊等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

力量，除少数重点城市为国民党占领外，

中原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在这种形势

下，开辟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任务迫在眉

睫，解决解放区急需干部的问题亦成为一

个突出问题。

豫西区原是豫陕鄂区的一部分。

1948年5月豫陕鄂区撤销，分别建立陕南

区和豫西区。豫西区作为解放战争时期

较早的根据地，负有支援战争、支援新区

的光荣使命。要建设好豫西区，需要大量

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于

是，中原局决定由豫西行署创办行政干

校。

1948 年 8 月，豫西行署抽调曲乃生、

戴汤文、高维英、张汉桢4人，到宝丰筹备

建校。在中共宝丰县委、县政府协助下，

他们将校址选定在宝丰城南5华里的杨老

庄。杨老庄临近宝（丰）鲁（山）公路，交通

便利，环境幽静。村中杨姓大地主逃跑后

留下100多间瓦房，经简单修补，就成了一

所规模可观的校舍。

随着筹建工作的进展，学校领导成员

和机构设置逐步确定下来。校长由豫西

行署主任李一清兼任（1949 年 2 月，李一

清奉调离职后，高芸生升任行署主任兼任

校长）。副校长先为曲乃生，不久曲乃生

调往中原局宣传部，由戴汤文接任。学校

设办公室、教务处和总务科。戴汤文兼办

公室主任，焦大铭任秘书。赵树才任教务

主任，张力任副主任。张汉桢和刘子亮分

别任总务科正副科长。到9月份，中原局

在宝丰统一分配中原支队干部时，又派朱

银生、牟平、许新生等到校工作。不久，为

了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又建立了学校党

组，张力任党组书记，赵树才任副书记，张

道彰任党组成员。

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学校即发

出招生广告，开始招生。《广告》明确指出：

“本校以培养豫西区行政、经济、教育及其

他民主建设所需之干部为宗旨”，“不分男

女凡年满十八岁体格健康而有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均可报名”

（1949 年 1 月 17 日《中原日报》第四版）。

由于学校干部不足，招生广告发出后，除

附近县由干校派员前往招生外，豫西大部

分地区主要靠各级中共组织和政府宣传

动员广大知识青年报名投考。考试科目

有国文、数学、政治、常识等，笔试之后再

进行口试和体格检查。后来，学校看（认

为）主要靠知识青年报名投考，仍不能完

成预定的招生人数，就组织力量到较远的

地区招生。如1949年1月，张道彰到宛西

各县招收学员百余人，在南阳靳岗编队

（第13队）后到宝丰；1949年春，董向远又

到舞阳一带招收了第14队学员。从1948

年 8 月开始，豫西行政干校前后共招生 4

期约1500人，编为14个队。

当时新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化程

度和年龄悬殊过大，有小学、初中毕业的，

也有大学专科毕业的，甚至还有少数工程

师之类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校报考，这样，

在年龄方面自然就有很大差距。根据这

种特点，学校采取了按文化程度高低分别

编队（班）的办法：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的学员编为研究班，由张道彰主持教学

和辅导工作；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学员

续编为普通队（班）。各队辖小队，小队以

下设组，每队配以队主任和辅导员。

学期规定为3个月。学习内容有：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基

本理论，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

民主主义论》；现行政策；时事政治；革命

修养等。学校没有专职教员，校队干部既

是领导，又是教员。各门课程均无课本，

各队队主任根据教学内容和学员程度自

编自讲，学员边听边记，听后进行讨论。

学习有关党的重要政策时，由教务处集中

全校学员作报告，上大课。

根据党中央“争取、团结、改造”知识

分子的政策，学校结合教学，重视抓好对

学员的思想教育。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改造学员的世界观。鉴于豫西解放

的时间不长，学员原来受国民党反动宣传

和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影响较深，对

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中国

革命的历史和前途。学校首先给学员讲

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其确立无

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又组织他

们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章和共

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使其对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了解和正确看法；

认识到要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就必须争

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

独裁统治，建立光明的新中国。第二，加

强学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员们来自

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大都没有受过革命

纪律的教育和约束。在学习期间对他们

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十分必要。为此，学校

除抓紧对学员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

育外，还制订了学习、生活等制度，要求他

们自觉遵守，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增强组

织纪律观念。这为毕业之后能够胜任各

种环境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校的生活比较艰苦。按行署规定

实行供给制，干部和学员，每人每天一斤4

两小米、3钱油、5钱盐，不供应白面，每天

3顿都吃小米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缺

少运输工具，调运粮食时，学校就动员学

员到距县城20华里的商酒务去背。还组

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地里挖野菜，以解

决粮食标准不足的问题。学员用的食具

非常简单，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每组一

个瓦盆。开饭时一组人就地围在菜盆周

围共吃一盆菜。饭菜虽不好，但大家都觉

得吃得十分香甜。河南日报社的王伟，至

今还未忘记 40 多年前吃小米饭的生活。

他说：“我吃第一顿小米饭时，端起饭碗掉

下了眼泪，因为这是吃的革命的饭，是我

参加革命的开始，心情相当激动，不以为

苦，而以为荣”。

学员住宿条件亦十分简陋，十几个人

打地铺住在一间房里。老式民房门大、窗

小，热天潮湿、闷气，冬天透风、寒冷。学员

的行李都是自带的，被褥都比较单薄。入

冬时，学校给学员发一身棉衣，其他衣物全

靠自备。简朴的生活反而使学员更加刻苦

勤奋。他们除了白天听课、讨论之外，晚上

还要围在一盏小煤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学

校里呈现出一派奋发向上的气氛。

学员们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活跃了

学校的气氛。每星期六晚上，学校一般要

开文艺晚会，各队会拉会唱的学员都参加

演出。而平时各队课余饭后的文娱活动，

更是不拘形式，灵活多样。歌声笑语时时

回荡在校园上空。1949年1月10日淮海

战役胜利后，学校全体学员走向宝丰县

城，大搞宣传庆祝活动。漫画组、演讲队、

街头剧、秧歌队活跃在大街小巷。

学校干部与学员之间，老学员与新学

员之间充满着革命情谊。干部不仅关心

学员生活，而且关心学员的进步，经常找

学员问寒问暖，谈思想，谈感受。干部尤

其关心年龄小的学员，晚上经常查看这些

学员的被子是否盖好。老学员也像老大

哥、老大姐一样关心新学员。每逢新学员

到校时，老学员都要到校外迎接，又是接

行李，又是端洗脸水，使新学员一到校就

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学员毕业时，研究班的学员大部分留

校工作，担任各队的辅导员，其他各队学

员由豫西行署分配到各个地区参加工

作。豫西行政干校创建之后，在宝丰毕业

的学员约有 500 多名。1949 年春解放军

渡过长江之前，干校有一批学员约300人，

响应号召随军南下。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和中原解

放区形势的变化，1949年2月豫西行署迁

驻开封，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豫

皖苏、鄂豫、桐柏区所属河南部分和豫西

区划归河南省，并筹备成立河南省人民政

府。1949 年 5 月初，根据豫西行署的指

示，豫西行政干校向河南省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的开封搬迁。

为使学员旅途安全，迁校时，把学生

组织临时改为军事编制，暂称游击支队，

由赵树才任司令，张立人任行军大队长；

还编有宣传队、先遣队等，5月初，全校师

生徒步登程，沿宝丰、郏县、襄城、许昌一

线向开封前进。途中天气骤变，风雨大

作，但同志们情绪高昂，唱着歌曲，呼着口

号，冒雨行进。到许昌，稍作停息，与南下

解放军部队举行了联欢晚会之后，又继续

行军，5月中旬，学员到达开封，暂住在河

南大学附近和东大街一带。

1949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以开封日

报社为基础筹建河南日报社。5月下旬，

调豫西行政干校学员18人、中原大学学生

20人参加筹建工作。经过紧张筹备，中共

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于6月1

日创刊发行。与此同时，豫西行政干校改

名为河南行政学院，由开封市市长王晓舟

兼任院长。这时有250名学员毕业，其中

一部分到省直机关工作，大部分南下。南

下途中又有一些人留在信阳地区，其余到

江南新区工作。

此前，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人民政

府已于4月南迁武汉。原驻在河南大学校

址的中原大学从 5 月起亦陆续南迁。同

时，河南大学开始重建。6月，河南省人民

政府接收河南行政学院为河南大学的行

政学院，学员住进河大校园上课。从此，

豫西行政干校胜利完成了党和政府所赋

予的光荣使命。

豫西行政干校的建立，是当年入校学

员的革命起点；豫西行政干校的光辉历

史，是豫西区党委和行署史册上闪光的一

页。在郑州工作的原豫西行政干校的干

部和学员赵树才、张道彰、张汉桢、张立

人、王伟等，曾回忆座谈豫西行政干校在

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的贡献，并为记

载这段历史奉献史料。1987 年 4 月，“原

河南大学行政学院前身-豫西行政干校在

汴、郑的50多位校友在母校河南大学欢聚

一堂”（见1987年4月18日《开封日报》），

叙谈他们在行政干校受到的培养和锻炼，

深情地回忆那段难忘的学习生活。

豫西行政干校在（宝丰）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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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宝丰杨家大院）修复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