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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走

过百年历程。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百年的奋斗历程

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

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 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在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以档案为

基础，围绕“档案话百年”主题，通过党的

历次会议，简述党的百年历程；通过贵

大党团组织、党代会及烈士事迹等，讲

述贵大故事。以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庆

祝党的生日。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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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名称 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 出席人数 全国党员人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
日至8月3日

上海
浙江嘉兴南湖

12人 50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
至23日

上海 12人 19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
至20日

广州 40人 420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

1925年1月11
日至22日

上海 20人 994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
至5月9日

武汉 82人 57967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
至7月11日

莫斯科 142人 4万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
至6月11日

延安 755人 121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
至27日

北京 1021人 1073万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至
24日

北京 1512人 22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
至28日

北京 1249人 28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
至18日

北京 1502人 3500多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至
11日

北京 1690人 3900多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
日至11月1日

北京 1953人 4600多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
至19日

北京 2035人 52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12
至18日

北京 2108人 58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2年11月8
至14日

北京 2134人 6694.1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0月15
至21日

北京 2237人 7415.3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11月8
至14日

北京 2309人 8512.7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7年10月18
至24日

北京 2338人 8956.4万



解放前贵大党团组织及师生运动情况

相对于全国大部分地方来说，贵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较晚。
1935年1月红军长征来到遵义，批准成立了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
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1949年以前，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国立贵州大学没有建立党的基层
组织，但有一些中共党员，他们由外地转移到贵大，以教书或读书作
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随着党组织在贵州的发展，贵大不少师生
陆续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
盟（简称新联），个别人还加入了党组织；部分学生在学校组织成立
了进步组织，如1944年的“群社”，1946年的“（中国）民主社会革命
社”，1948年的“高原文艺社”（后改称高原社）等。引燃了反对国民党
倒行逆施，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烈火。

朱穆伯（1895-1945年）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乐恭彦（1920-1949），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立贵州大学工学院讲师

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团
工委在贵大发展青年团员

1949年2月11日，新一届中共
贵州省工委成立后，决定在全省建
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团
工委。随后，团工委在贵大发展了
彭祖年、高言善等多名团员，但由
于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团组织。 高言善(1928-1949)

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学生，
新青团员

中共贵阳特支在贵大建立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组织

1949年2月，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简
称特支）建立，“特支”在进步青年中建立
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并分成4条线进行活动。其中第二条线主
要是在贵大活动，发展新联盟员，并组成
了贵大新联分部，支持、参加贵大的反饥
饿运动，引导反饥饿运动的正确走向。

杜蓉(1923-1949年）
国立贵州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生，

新联成员
贵大师生民主运动

在中共地下党的长期教育、引导下，自1942年到贵州
解放的八年间，贵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
无组织的单独活动到有组织的联合行动，由少数人发展到
成百上千人，由校内发展到校外的过程。其斗争的性质从
在校内争取生活待遇，反迫害，揭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弊
端，发展到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反饥饿运动。

1949年3月26日反击饥饿游行，国立贵州大学学生从花溪
步行至贵阳、在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大门一侧静坐。

烈士的鲜血 黎明前的火炬

黎明前夕，国民党贵州当局
开始疯狂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进行大肆逮捕。国立贵州大学
也刀光剑影，陷入阴森的白色恐
怖之中，特务闯入学校，大肆逮
捕进步师生。随着解放军兵临黔
境，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被捕的革
命志士开始了血腥的屠杀。1949
年9-11月，国立贵州大学教师乐
恭彦、金春祺，学生杨光文、史
健、杜蓉、彭祖年、高言善、刘
端模、毛克城、戴绍民、陈默等
11位师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
杀害。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史健(1918-1948年）
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学生，

“高原社”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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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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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902年的贵州大学，历经贵州大学堂、省
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等时
期，1950年10月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11月，毛泽
东主席亲笔题写了“贵州大学”校名。

1952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贵州大学支
部委员会，隶属贵州省教育厅党总支领导。11月18日，学校召开了
党支部成立大会

1952年，在省委选派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下，贵州大学共有党
员9人。贵大第一届支部委员会由省委10月派到学校工作的赵凤歧、
王效坤、俞景明三人组成，赵凤歧任支部书记。党员有（按入党先
后为序）：胡素康、范金城、冯泽、康忠林、郑琏玉、陈明敏。

党支部成立大会会议记录

党支部 1953 年夏天组织活动
（其中赵凤歧 、陈明敏两位同志因事请假）

1958年，贵州大学复建，11月省委批准成立了
“中共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联合委员会”（简称“联
合党委”）。1959年7月，联合党委撤销，成立了贵州
大学党委会。中共贵州大学委员会由9人组成，陈希文
任第一书记、方士新任第二书记。同年11月16日，校
党委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

1997年8月，贵州大学与贵州农学院等院校合并。2004年8月，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2004年12月，成为教育部与贵州省人
民政府共建高校。2005年9月，成为国家“211工程”大学。2012年9月，成为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2016
年4月，成为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高校。2017年9月，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7年11月，获首届“全国文
明校园”。2018年2月，成为 “部省合建”高校。2018年12月入选“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2021年1月成为首批“全
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验收通过单位。2019年1月，入选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定名贵州大学

百年贵大 风华正茂

贵大党支部成立

贵大党委成立

成为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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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大历次党代会

第一次党代会

1972年4月，中共贵州大学核心小组向省教育局党的核
心小组及省委请示，准备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党
委会。5月3日，党员大会召开。全校有党员173人，实到145
人。会上，段志高代表核心小组作工作报告。按照党章的规
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 1972年5月31日，经省委
批准，贵州大学党委会由7人组成，黄辅忠任书记，段志高、
吴塘任副书记。

第二次党代会

1988年6月30日，中共贵州大学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
开。全校有正式党员520人，12个系处党总支、17个直属党
支部。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人，列席代表14人。会上，
陈如新作《总结经验，深化改革，为办好贵州大学而努力奋
斗》的工作报告，龚林文作《中共贵州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
生了中共贵州大学第二届委员会和中共贵州大学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第二届委员会由8人组成，陈如新任书记，吴汉良、
龚林文任副书记；中共贵州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由7人组成，
吴汉良兼任书记，何发培任副书记。

第三次党代会

2014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贵州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成
功召开。全校有36个基层党委（党工委）、50个党总支、455个党支部，
党员8730名。大会应到代表191人，实到代表190人。会上，姚小泉代表
校党委作题为《以固本强基为保障 以兴学育人为根本 为建设具有区域
特色的领军型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校纪委向大会提交
了书面工作报告。会议采取等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
国共产党贵州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贵州大学第三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姚小泉等27人当选为新一届党委委员，汪海波等7人当选为新
一届纪委委员。

第四次党代会

2020年9月8日，中国共产党贵州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
幕。全校有41 个基层党委、509 个基层党组织。大会应到代表
147人，实到代表147人。会上，李建军代表校党委作题为《坚持
立德树人 聚焦内涵发展 奋力谱写新时代贵州大学“双一流”建设新
篇章》的工作报告。校纪委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工作报告。大会选
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贵州大学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贵州大
学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李建军等29人当选为新一届校党委委
员，唐本文等7人当选为新一届校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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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国际档案日，也是我省最早打入敌人“心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后为
革命献身的烈士、贵州大学杰出校友冷少农的牺牲纪念日。

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弘扬烈士的为国牺牲精神，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
为冷少农颁发了毛主席签发的革命烈士证书，随后贵州省民政厅将其编入革命烈士
英名录。1985年冷少农烈士的故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16年，贵州大学将冷少农烈士故居设为“贵州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冷少
农烈士的事迹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贵州省博物馆、黔南州档案馆、贵大校史
馆等均有展出。

冷少农可谓是与档案有缘，让我们每年档案日都比任何时候更加怀念他，同时
也提醒着、激励着我们档案人要不忘初心与使命，努力为档案事业贡献力量。

1.冷少农，原名冷肇
隆，1899年12月15日（农
历）生，贵州瓮安人。
1917年8月冷少农以优异
成绩考入贵州公立法政专
门学校，1923年从法政专
门学校毕业（1927年底，
该校停办并入省立贵州大
学）。

烈士小故事
2.冷少农毕业后，

先后就职于贵阳《民
意日报》、省筹饷局。
1924年弃职回家。翌
年7月，毅然告别父
母妻儿，离开家乡只
身前往广州投身革命。
在黄埔军校政治部期
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

5. 1932年3月，由于叛
徒出卖，冷少农被捕，虽
然敌人用高官厚禄引诱、
严刑拷打威吓，但他始终
初心不改，坚贞不屈，于
同年6月9日在南京雨花台
英勇就义。

3.东征胜
利后，冷少农
被组织安排到
中共两广区委
会工作，担任
周恩来的技术
书记（军事秘
书）。

4.大革命失败后，
冷少农根据党的指示，
利用与何应钦黔籍同
乡的关系打入南京国
民政府高层，在何应
钦身边任秘书，秘密
担任地下党派驻南京
的负责人之一，为党
传送了大量机密情报，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
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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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英烈—冷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