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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应楠　　党史资料是党的历史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真实反映，丰
富、准确的党史资料是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党史工作要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就必须重视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编纂工作，这是做好党史工
作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客观公正地反映党的历史，更不可能开展深入的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
云南自1926年11月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之始，各级地方党组织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各族
人民，为云南的解放和改革发展稳定不懈探索、艰苦奋斗，使我省这个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变，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留下和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党史资料，
形成了我党在云南边疆地区可歌可泣和光辉灿烂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党史工作者广泛征集党史资料，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
体系建设，并历时5年编写出版了《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
进入21世纪以来，我省党史工作的研究重点向社会主义时期转移，又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时期
党史专题资料的征编工作，为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省委党史研究室启动编写《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二卷）的工作，并把它作为我省党史工
作的一项骨干工程。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二卷）将全面反映从云南解放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历史，这是
我们党取得辉煌也是经历曲折的一段历史。
其中，一些历史问题还有争议，社会关注度较高，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还借我们党在这段历史上曾
经出现过的失误和曲折，妄图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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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资料专辑：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编
纂党的历史资料丛书的要求，通过大量官方文件资料，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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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回忆资料知青年代的读书生活知青生活是我的
人生基石南疆回忆录难忘的经历难忘那一段插队经历我的儿子是云南知青知青经历回忆知识青年生活
散记我的知青生活知青岁月回忆昆明知青l964年下乡安宁的几段故事回忆知青工作二三事岁月峥
嵘&mdash;&mdash;插队二三事工分情感知青生活轶事文献资料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做好中小学毕业
生分配工作的通知（1968年11月21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立即动员城镇知
识青年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指示（1969年1月12日）&hellip;&hellip;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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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昆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1969年至l979年，昆明市先
后组织了82660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还有32500人到国营农场。
　　昆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始阶段）是1955-1968年；
第二阶段（高潮阶段）是1969-1973年，昆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运动；第三阶段（过渡阶段）
是1974-1977年；第四阶段（回城收尾阶段）是1977-1980年。
　　一、昆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阶段（初始阶段）　　昆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时间很早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55年11月2513，昆明青年刘小三等10人，响应国家&ldquo;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rdquo;的号召，
发起组织&ldquo;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rdquo;的倡议，到11月30日止，昆明市报名参加志愿垦荒队
的青年达6420多人。
有400人成为首批下乡队员，经过学习后，于12月613赴保山龙陵县新城创办&ldquo;新城青年农
场&rdquo;，云南省副省长张冲、昆明市委副书记刘湘屏、保山地委书记郑刚参加了欢送会。
这就是昆明市最早的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1956年1月613，昆明市青年垦荒队第二批500名队员出发，到德宏的芒市、遮放、盈江、陇川、莲
山等地建立青年集体农庄，垦荒生产。
　　1964年9月，云南省红旗中学--连续3年统考第一的昆明市第八中学70多位学生毕业，坚决要求到
农村插队。
当年，全昆明市就有587名知识青年下乡到安宁县60多个村子插队落户，他们中大多数为&ldquo;六四
届&rdquo;。
　　1965年10月1613，昆明市委批准市劳动局党组、市农林局党组《关于动员城市劳动力上山下乡的
方案》。
昆明市委要求当年动员700名青年上山下乡，此前，已下乡401人。
昆明市委决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团市委、教育局、妇联和盘龙、五华两区负责宣传动员，市劳动局
、市农业局负责实施。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