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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篇

第 一 章 组 织

第-：节组织机构

一、解放前党的组织

红军在一些县建立的党组织 W35年 5 月至1936年 9 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 

征经过康区。其中红四方面军在有的县停留时间较长，先后在丹巴、金汤、道孚、泰宁（乾 

宁）、炉霍、甘孜、瞻化(新龙）、雅江等地建立党的县委。丹巴县委于.1935年 10月下旬建 

立，先后担任书记的有韩文炳、曾旭清，下辖7 个区委。金汤县委于1935年 11月上旬 

在金汤设治局驻地汤坝建立，红军干部李X X (名字不详)任书记，1936年 4 月随红军撤 

离金汤。道孚中心县委于1936年 3 月初组建，钟荣清任书记，辖泰宁（乾宁）、玉科(今道 

孚县玉科区)两个分县委。泰宁分县委于1936年 3 月初建立，书记姓名不详。玉科分县 

委于1936年 3 月建立，宋理太任书记。炉霍县委于1936年 3 月中旬建立，李维海任书 

记，毛廷芳任副书记。甘孜县委于1936年 4 月上旬组建，夏宪章任书记。瞻化县委于1936 

年 4 月上旬组建，罗华明任书记。雅江县委于1936年 4 月下旬组建，书记不详。这些县 

委建立以后，开展一些活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或博 

巴政府，组织供应红军粮草等。1936年 6 月下旬，红军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甘孜县城与 

红四方面军会合；7 月上旬即挥师北上抗日。红军离开以后，这些县委亦随之撤离。

巴塘地下党组织 1949年 8 月，平措旺阶在云南剑川会见中共滇西工委副书记欧根 

及组织部长王以中，欧、王代表滇西工委接收平措旺阶为中共党员，并决定派遣他回巴



•  392 • 甘孜州志•政治志

塘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平措旺阶回巴塘后，在巴塘建立中共组织，名 称 为 “中共 

康藏边地工委”（用电报向滇西工委作了汇报，滇西工委未作答复。此后，康藏边地工委 

与滇西工委的联系中断）。1950年 4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撤销康藏边地工委，建立中 

共 巴 安 （巴塘）县工委，归属中共康定地委领导。

二、中共康定地委

1950年 3 月 1 8 日，在解放军进军康定前夕，中共康定地委在雅安宣布成立。3 月 24 

曰，康定解放，地委机关随之进入康定。地委组成人员：书记苗逢澍，委员樊执中、李春 

芳、李占林、乔志敏、沙纳、白雪峰(在雅安定的还有李成春、袁玉田二人,未到职）。1951年 

1 月，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地委设立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樊执中任第一副书记， 

桑吉悦希（天宝）任第二副书记；增加刘长健、毛赞绪、杨春於为委员。1953年 2 月，李 

春芳任副书记，增加柳溪、卫璜为委员。1954年 8 月，苗逢澍调任中共西康省委副书记， 

由樊执中任代理书记。1954年 1 0月，增加罗铭、王实之、孟光远、刘泽、冀怀义、王润 

富、王 寿 才 （仁钦多吉）、王立三为委员。1954年 11月 1 1 日，经西康省委批准，地委设 

立常务委员会，由樊执中、桑吉悦希、李春芳、柳溪、王月生五人组成，并设第一书记 

和第二书记，樊执中任第一书记，桑吉悦希任第二书记，李春芳任副书记。1955年 1 2月， 

柳云任第二书记，增补沙纳、罗铭、胡国钧为常委。1956年 12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四川省康定地委建立书记处，由桑吉悦希任第一书记，樊执中、柳云、李春芳、沙纳任书 

记。1956年 1 2月 1 0 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从1957年 1 月 1 日起，中共康孝地委改称中 

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中共甘孜州委），书记处成员不变，常委有柳溪、罗铭、胡 

国钧、王寿才、王润富、惠占荣、扎西泽仁、吴毅民、张寿山、王立三、孔诚。1960年 ，柳溪任 

书记。直 至 1963年州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州委的组成人员由上级党委任命。

三、州 （地）委工作部门

派 出 机 构 1952年 5 月，报经西康区党委批准，在理塘、甘孜分别设立南、北路工 

作委员会，作为地委的派出机构。南路工委辖得荣、乡城、稻城、巴塘、义敦、理塘 6 县; 

北路工委辖邓柯、德格、白玉、石渠、甘孜、新龙、炉霍 7 县 （1952年 1 2月色达开展工 

作后，增为 8 县）。先后担任南路工委书记有柳溪、刘泽，副书记有罗铭、赵纯；先后担 

任北路工委书记有卫璜、冀怀义，副书记有苏克、李森。两路工委均于1958年 3 月撤销。

工 作 部 门 1950年 3 月，地委成立后，相继建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委员会和妇女 

工作委员会。1951年建立地委纪委（后改为监委）和统战部。1952年建立政策研究室。 

1953年 1 1月，建立办公室。1954年建立农村工作部、直属机关党总支（后改为直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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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党委）和康定报社（后改为甘孜报社）。1955年，建立财贸部。1的 6年，建立党校。1即7 

年，建立工业交通部。I 9 6 0年，建立畜牧部。1961年，建立调査研究室。1962年 ，撤销 

财贸部和工交部，于 1964年建立财贸政治部和工交政治部。1965年，农工部和畜牧部合 

并为农牧部，同年又改建为农牧政治部。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州委共设有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监委、妇委、农牧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工交政治部等9 个工 

作部门和直属机关党委、党校、甘孜报社。1967年 1 月，州委被造反派“夺权”后 ，工作部门 

亦随之瘫痪。1971年 1 2月恢复州委后，1973年 1 0月开始恢复工作部门。至“文化大革 

命”结束时，共有工作部门10个。之后，陆续增设州委纪委、政策研究室、政法委员会、保密 

办公室、老干部局、党史办公室、讲师团。1981年 9 月，撤销工交部。198 3年 9 月，进行体 

制改革时，撤销财贸部、农牧部;州委纪委升格为州纪委。到 1990年，州委共有 9 个工作部 

门。曾先后担任州委(地委)秘书长有:李春芳、王月生、刘长健、吴毅民、罗曦辄、秦命玉;担 

任州委(地委)组织部部长有:李占林、张文波、卫璜、柳溪、霍九锡、罗绒达瓦;担任州委(地 

委)宣传部部长有：白雪峰、刘长健、王月生、罗曦辄、扎西泽仁、李志良、谢椿人、祝国富、卢 

凤鸣;担任州委(地委)统战部部长有•.罗铭、王夫、姜士允、冲洛布、李鸿鸣、祝国富;担任州 

委 （地委)农村工作部和农牧部部长有：王实之、吴毅民、刘泽、陈铉、刘凌阳、公秋拿多 

(1960年 1 0月，州委单设畜牧部，部长刘泽，以后又合并为农牧部）;担任州委(地委)财贸 

部部长有:张寿山、张耀南、晋廷杰、冯明;担任州委工业交通部部长有:康辑熙、姜士允;担 

任州委(地委)纪委(监委)书记有:李占林、李春芳、柳云、柳溪、赵德清、旺杰;担任州委政 

法委员会书记有:赵纯、景凤鸣、李静萍、陈开华。

四、州直单位党组织

州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1955年 4 月，经地委批准成立中共康定地委直属机关总支委员 

会，成立时未任命负责干部，由地委组织部代管。1奶 5年 5 月，配备专职书记。1956年 

6 月下旬，召开州直属机关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康定地委直属机关委员会（简 

称直属党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直属党委瘫痪；至 1971年 1 0月 1 6 日，中共甘孜州 

革委核心小组决定，成立中共甘孜州革委直属机关临时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改为直属机关临时党委。1984 年 4 月，召开州级机关第七次党代会，正式选举产生直属 

机关党委。至 1990年 ，直属机关党代会共召开了 9 次。

政 权 等 系 统 党 组 1950年 1 1月 2 4 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建立自 

治区人民政府党组。l % 4 年 12月 2 2 日，地委决定，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之下，设财 

经、政法、文教三个党组小组。1956年 1 1月 1 2 日，地委批准州人民委员会设立总党组， 

下设政府、政法、财经、文卫 4 个分党组。1957年 8 月 2 2 日，经州委批准，撤销州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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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党组，原下设的 4 个分党组改建为州人委办公室、政法、财经、文 卫 4 个党组，新成 

立农牧党组。并在党组之下，按工作部门建立分党组。之后，又陆续建立工交党组、计 

委党组和养路总段党委、新都桥农场党委。至 1966年 5 月 ，州级各大口、各部门，共设 

有 党 组 7 个 ，党 委 6 个 （统战、群团系统未建立党组）。“文化大革命”中 ，州委、州人 

委 被 造 反 派 “夺权”后 ，政权系统的党组、党委随之瘫痪。1974年 1 月 1 4 日，州委常委 

会议决定，建立政法、州革委办公室、群团、工交、财贸、.农牧、计委、文 卫 等 8 个口 

党 组 ；另外，还恢复和新成立11个部门的党委。1976年 1 0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 

党组、党委原领导人继续任职。1983年 9 月进行体制改革时，大口党组即行撤销。至 1990 

年 ，州人民政府所属各局和群团设党组，直接对州委负责。

五、州辖县党组织

1950年 3 月 2 4 日康定解放后，地委即在先解放的泸定、康定两县，建立党的县委员 

会 （简称县委）。至 1952年底，先后在丹巴、九龙、雅江、乾宁、理塘、义敦、巴塘、乡城、稻 

城 、得荣、道孚、炉霍、甘孜、新龙、邓柯、德格、白玉、石渠、色 达 等 1 9个县建立党的县工作 

委 员 会 （简称县工委。色 达 1952年 1 2月称为色达工委；1955年 1 1月建县后，始称县工 

委）。1 9个县工委均在 1963年下半年陆续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九龙县为全县党员大会）， 

选举产生县委员会，方将县工作委员会改称为县委员会。其中：雅江、乾宁、乡城、得 

荣 、炉霍、甘孜、新龙、色达、邓柯、白玉、石 渠 11个县是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即将县 

工作委员会改为县委员会，并选举产生县委员会组成人员；丹巴、九龙、理塘、义敦、巴 

塘 、稻城、道孚、德 格 8 县在党员代表大会上，仍选举产生县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而 

在之后才将县工作委员会改为县委员会。到 1966年 5 月 ，州委下辖 2 1个县委。

“文化大革命”时期，从 1967年 1 月起，2 1个县委均被造反派冲击瘫痪、“夺权”。1968 

年 1 0月以后，各县革委先后成立；1969年 1 0月以后，各县革委陆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971〜1972年 ，各县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县委，并陆续恢复县委工作部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 1 2月底，乾宁、义敦、邓柯三县县制撤销，分别并入道 

孚、雅江、理塘、巴塘、石渠、德格诸县。至 1990年州委下辖泸定、康定、丹巴、九龙、雅江、理 

塘 、巴塘、乡城、稻城、得荣、道孚、炉霍、甘孜、新龙、色达、德格、白玉、石 渠 1 8个县委。

第二节组织建设

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950年解放以后，随着党员人数的逐步增加，各项工作开展，开始并加强党的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