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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在解放前后混入干部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但同时 

也存在个别掌握政策不准，处理不当的情况。1976年 10月粉碎“四人帮”后，对 在 “文 

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査的干部进行复査。

老干部工作，也是党管干部的日常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州内一大批老干部陆续 

离休和退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些老干部长期献身高原，为州内的解放和建设事 

业作出很大贡献。州委在1983年 11月成立老干部局，专门做离休干部的工作。本着对 

老干部“政治上充分尊重，生活上略为从优”的原则，对离休老干部的政治、生活、安 

置、管理等方面都作出妥善安排，先后在邛崃、泸定、雅安、成都修建离休老干部休养 

所 （成都干休所安排副州级以上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离退休干部）。至 1990年底，全州建 

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771名老干部，除在岗的34人外，其余离休后都作了妥善安排。

第二章党的代表大会

1950年 3 月至1963年 9 月，州 （地）委的组成人员均由上级党委任命。从 1963年 

9 月州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始，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至 1990年，共召开五次党代表大 

会。每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委员会，由委员会选出常委、正副书记。

一 、 中共甘孜州第一届代表大会

这届代表大会共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 9 月 5〜1 4日在康定召开。这次 

会议是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胜利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 

步成就，建立健全区、乡基层党组织，各县均已开了党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召开的。应到 

正式代表150名 （因事请假10名，实到140名）。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州委工 

作报告，选举中共甘孜州第一届委员会和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州委书记李春芳代表州 

委向大会作《关于十三年来主要工作概况和今后主要工作任务》的报告。与会代表认真 

展开讨论，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总结经验教训，具体研究全州今后两年内的主要工作 

任务。大会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认真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 

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全州共产党员，为实现党 

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

大会于1963年 9 月 1 4日，选举产生中共甘孜州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5人，候补委 

员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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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常委12人，第一书记1 人，书记处书记3 人。第一书 

记桑吉悦希，书记李春芳、沙纳、柳溪；常委除第一书记和书记外，还有王寿才、王润 

富、王立三、扎西泽仁、张寿山、吴毅民、孔诚、惠占荣。

此次会议后，上级党委于1964年 2 月批准任命扎西泽仁、钦绕为州委书记处书记。

第二次会议于1966年 5 月 10〜1 2 日在康定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李春芳代表州委 

作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为我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 

大的胜利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两年多来狠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深 

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贯彻民 

主集中制原则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大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坚持贯彻党 

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开展“四清”运动，不断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阵地;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尽快改变甘孜州落 

后面貌。会议增选州委委员9 人，候补委员7 人。增选州委书记2 人:霍九锡、罗通达;常 

委 4 人:霍九锡、罗通达、罗曦辄、刘泽。会议还增选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这次会议增选 

后，州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4 2人，比原来增加13人。增选后的州委领导班子为:第一书 

记桑吉悦希，书记李春芳、沙纳、柳溪、扎西泽仁、钦绕、霍九锡、罗通达;常委除第一书记和 

书记外，还有王寿才、王润富、王立三、张寿山、吴毅民■、孔诚、惠占荣、罗曦辄、刘泽。“文化 

大革命”初期，这些领导成员继续任职，到 1967年 1 月被“造反派”夺权止。

“文化大革命”中从州委到各级党组织均瘫痪。直至 1969年 1 0月，经中共四川省革 

委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甘孜州革委核心小组，由 7 人组成，其中军队干部4 人，地 

方干部 3 人。组长先后由分区政委赵慧毅、冯忠庆担任。

二、中共甘孜州第二届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70年进行“开门整党”以来，全州已有19个县恢复 

县委，6 8 % 以上的基层单位建立党支部的情况下，于 1971年 1 2月 21〜2 5 日在康定召开 

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514名（工农兵党员代表占70. 1 6 % ，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占 

5 0 % ，妇女党员代表占1 9 % )，列席代表4 4名。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指 

示，开展“革命大批判”;选举中共甘孜州第二届委员会。中共甘孜州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组长冯忠庆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 

前进》的报告。组织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传达、讨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 

发的中央有关文件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认真总结加强 

党的领导的经验》的社论，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刘结挺、



中国共产党篇 •  401 •

张西挺的反革命罪行，一致拥护中央撤销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省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 

定。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州共产党员，“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发 

扬党的三大作风，作风要扎实，办事要老实。把读书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总结经验结合 

起来。一定要在党的‘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 

的团结，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纪律。进一步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加强党对‘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领导，掀起工农牧业生产 

新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大会于1971年 1 2月 2 5 日选举出中 

共甘孜州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4 6名，候补委员13名。

二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州委常委14名，第一书记1 名，书记、副书记各3 名。第 

一书记冯忠庆（军），书记于德和（军）、霍九锡、汪 鑫 远 （军），副书记赵德清、耿继洲 

(军）、裴效贤。常委除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外，还有：扎西、王润富、杨廷俊 

(军）、杨慧敏、姜 林 （军）、赵学刚、谢玉芳。

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以后，到 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州委 

领导成员有：第一书记罗通达，书记柳溪、钦绕、赵德清、耿继洲、赵学刚、刘子寿、扎 

西泽仁，常委罗绒达瓦、周更新、余淑珍、刘殿忠、赵纯。1976年 1 0月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这届领导班子继续任职。1977年 5 月 3 日，省委批准增补姚洪德、阿称为书记。

三、中共甘孜州第三届代表大会

1978年 9 月 6〜1 0 日在康定召开。这次大会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举国上下全力贯彻党的十一大的形势下召开的。大会的 

任务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总 结 同 “四人帮”及其帮 

派体系作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全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选举中共甘孜州第三届委员 

会，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动员组织全州各族人民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出 

席大会正式代表601人，列席代表3 1人。州委书记罗通达代表州委向大会作了题为《高 

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的报告。大 

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各级干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少说空话，多做 

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党中央 

和省委的领导下，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狠抓“一批两整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牧 

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加强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 

完成党的十一大和全国五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省委提出的把四川建成祖国巩固的后方战略基地，为 在 1985 

年把甘孜州建成全省的牧业和林业基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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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0 日，大会选举出中共甘孜州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5 0名，候补委员 1 6名。同 

时还选举出席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5 1名。

三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 1 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中第一书记 1 名，书记 5 名，常委 

9 名 （暂 缺 1 名）。第一书记罗通达；书记：赵学刚、赵德清、刘子寿、姚洪德、阿称；常 

委 ：余淑珍、赵纯、刘殿忠、周更新、谢玉芳、景凤鸣、罗绒达瓦、李静萍。

这次党代会后，经省委批准增补钦绕为州委书记；冯忠庆、旺杰、洛桑拼错、宋金 

生为常委。

1983年 8 月进行机构改革，经省委批准，州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州委常委人数由 

第三届的 1 5人调整为 1 0人。取消第一书记称谓。书记刘子寿；副书记：洛桑拼错、姚 

洪德、阿称、陈开华；常委：旺杰、柏承印、李静萍、仁真拉姆、张相虎；顾问钦绕。

四、 中共甘孜州第四届代表大会

198 4年 4 月 21〜2 6 日在康定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十二大决议，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政治局面更加安定，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应到代表 3 9 7名，实到 3 7 0名，列席 

代 表 1 7名。州委书记刘子寿向大会作了题为《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夺取我州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的报告。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团结全州各族人民，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全州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勇于进取，敢于创新，把全州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全 

面完成“六五”后两年和“七五”前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个离不开”的精神，加强民族团结;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整党的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全面进行整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4 月 2 6 日，选举产生中共甘孜州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3 1人，候补委员 4 人。四届一 

次全委会议选出常委 1 0人，书 记 1 人，副书记 4 人。书记刘子寿；副书记：洛桑拼错、 

姚洪德、阿称、陈开华；常委：旺杰、柏承印、李静萍、仁真拉姆、张相虎；顾问钦绕。

四届党代会后，省委任命李永寿为副书记，罗绒达瓦为常委。

五、 中共甘孜州第五届代表大会

1989年 5 月 24〜2 9 日在康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 9 5名，列席代表 2 4名。这 

次大会的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总揽全局，逐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 

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州委书记刘子寿向大会作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加 

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振兴甘孜州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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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手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工作的方针，全面实施经济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为把甘孜州建设成 

为团结、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甘孜奠定坚实的基础。大会于5 月 2 9 日选举产生中共 

甘孜州第五届委员会。选出委员31名，候补委员3 名。

五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常委8 人，书记1 人，副书记3 人。书记刘子寿；副书记: 

洛桑拼错、阿称、陈开华；常委：旺杰、罗绒达瓦、杨云达、仁真拉姆。

州 （地）委历任书记、副书记一览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族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中 共 康 定 地  
萎 （1 9 5 0 〜 

1956)

书 记 苗逢澍 汉族 1950. 3〜1954. 8 1 9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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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逢 澍 调 中 共  

西 康 省 委 ，由樊执  
中代理书记。

19 5 4年 1 1 月
1 1 日，经 中共西康  
省委批准设第一书 
记和第二书记。

第一副书记 樊执中 汉族 1951.1 〜1954. 8

第二副书记 桑吉悦希 藏族 1951.1 〜 1954.10

副 书 记 李春芳 汉族 1953. 2〜1954.10

代理书记 樊执中 汉族 1954. 8〜 1954. 10

第一书记 樊执中 汉族 1954. 11 〜 1956. 12

第二书记 桑吉悦希 藏族 1954.11 〜 1955. 12

副 书 记 李春芳 汉族 1954. 11 〜 1956. 12

中 共 甘 孜 州  
委 （1957.1 〜 

1963. 9)

第一书记 桑吉悦希 藏族 1956.12〜 1963. 9
1 9 5 6年 1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四川省康定地 
委 建 立 书 记 处 ；同 
时中共四川省委决 
定 从 195 7年 1 月 1 
日 起 地 委 改 称 州  
委 。

书 记 樊执中 汉族 1956.12 〜 1959. 12

书 记 柳 云 汉族 1956.12〜 1963. 3

书 记 李春芳 汉族 1956.12〜 1963. 9

书 记 沙 纳 藏族 1956. 12〜 1963. 9

书 记 柳 溪 汉族 1960. 4〜 1963. 9

中 共 甘 孜 州  
第 一 届 委 员  
会 （1963. 9 〜 

1967. 1)

第一书记 桑吉悦希 藏族 1963. 9〜 1967. 1

1 9 6 7年 1 月 
被造反派夺权。

书 记 李春芳 汉族 1963. 9〜 1967.1

书 记 沙 纳 藏族 1963. 9〜 1967. 1

书 记 柳 溪 汉族 1963. 9〜 1967. 1

书 记 扎西泽仁 藏族 1964. 2〜 1967.1

书 记 钦 绕 藏族 1964. 2〜1967.1

书 记 霍九锡 汉族 1966. 5〜 1967.1

书 记 罗通达 藏族 1966. 5〜 1967. 1

中 共 甘 孜 州 组 长 赵慧毅 汉族 1969.10〜 1971. 9 分区政委

革 命 委 员 会
政 ]、、/I、扭

组 长 }马忠庆 汉族 1971.9〜 1971. 12 分区政委

(1969. 10 〜 副 组 长 霍九锡 汉族 1969. 10 〜 1971. 12

1971.12) 副 组 长 郭全政 汉族 1969. 10〜 1971. 4 分区司令员

第-一书记 }马忠庆 汉族 1971.12〜1974. 8 分区政委

书 记 于德和 汉族 1971. 12 〜1976.10 分区闵令员

中 共 甘 孜 州
i t t c —* 〇 sscl c n

书 记 霍九锡 汉族 1971. 12 〜 1976. 10
第 — 届 委 员  

( 1971 尔
书 记 汪鑫远 汉族 1971.12 〜 1976. 10 分区政委

1 2 月起） 副 书 记 赵德清 藏族 1971.12 〜 1976. 1

副 书 记 耿继洲 汉族 1971.12 〜 1976. 1 分区副荀令员

副 书 记 裴效贤 汉族 1971. 12 〜 197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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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族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第一书记 罗通达 藏族 1974. 8〜1978. 9

书 记 柳 溪 汉族 1974. 9〜 1976. 2

书 记 钦 绕 藏族 1976. 1 〜 1978. 9

第 二 次 党 代
书 记 赵德清 藏族 1976. 1 〜 1978. 9

会 以 后 ，到 
“文 化 大 革

书 记 耿继洲 汉族 1976. 1 〜 1976. 10 分区副司令员

命7 结 彔 ：由 书 记 赵学刚 汉族 1976. 1 〜1978. 9
上 软 兒 安 仕  
命 的 正 副 书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76.1 〜 1978. 9

记 ，除有的调 
动 外 ，其余任

书 记 扎西泽仁 藏族 1976.1 〜 1976. 2

职 到 19 7 8年 
9 月 止 。其中 
1 9 7 7年 5 月

副 书 记 赵学刚 汉族 1973. 8〜 1976.1

副 . 书 记 罗通达 藏族 1973. 8〜1974. 8
3 日 杳 变 批  
准 增 补 两 位 副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73. 8〜 1976.1

书 记 。
副 书 记 扎西泽仁 藏族 1973. 10〜 1976. 1

副 书 记 钦 绕 藏族 1975. 2〜 1976.1

书 记 姚洪德 汉族 1977. 5〜 1978, 9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77. 5〜 1978. 9

第一书记 罗通达 藏族 1978. 9〜1983. 8

书 记 赵学刚 汉族 1978. 9〜 1980. 10

中 共 甘 孜 州  
第 三 届 委 员  
会 （1978. 9 〜

书 记 赵德清 藏族 1978. 9〜1983. 8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78. 9〜1983. 8

1984.4) 书 记 姚洪德 汉族 1^78. 9〜1983. 8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78. 9〜 1983. 8

书 记 钦 绕 藏族 1980.1 〜1983. 8 经省委批准增补

1 9 8 3年 8 月 
进 行 机 构 改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83. 8〜1984. 3

副 书 记 洛桑拼错 藏族 1983. 8〜 1984. 3
从 这 次 机 构 改 革  
起 ，取 消 第 一 书 记  
称 谓 。

革 ，每 #萎 拖  

准 ，州委正副
副 书 记 姚洪德 汉族 1983. 8〜1984. 3

书 记 作 了 调  
整 。

副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83. 8〜 1984. 3

副 书 记 陈开华 汉族 1983. 8〜 1984. 3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84. 4〜1989. 5

中 共 甘 孜 州  
第 四 届 委 员

副 书 记 洛桑拼错 藏族 1984. 4〜 1989. 5

副 书 记 姚洪德 汉族 1984. 4〜 1985. 2

会 （1984. 4 〜 

1989. 5)
副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84. 4〜 1989. 5

副 书 记 陈开华 汉族 1984. 4〜1989. 5

副 书 记 李永寿 汉族 1984. 9〜1987.12 省委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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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孜  

州第五届

S 员会 
(1989. 5〜 ）

书 记 刘子寿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洛桑拼错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阿 称 藏族 1989. 5〜

副 书 记 陈开华 汉族 1989. 5〜

第三章宣传教育

第一节群众宣传

1950年 3 月，康定地委成立时，即建立宣传部，配备宣传干部。以后各县（工）委 

成立，相继建立宣传部。5 0年代，地委指示要在农村牧区建立宣传网，加强基层宣传队 

伍建设。经过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 ， 一 般乡一级建立7〜9 人组成的宣传委员会，村 

或社队建立宣传站，开展读报、文娱、办黑板报等活动。党、政在进行每一项重要工作 

时，都划出一定时间，首先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讲解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并 

且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机构瘫痪，宣传队伍冲散，宣传工具 

成了搞派性、武斗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做群众宣传工作这一优良传 

统，加强和充实宣传部门的干部，县以下的区乡配备专（兼）职宣传干事，基层党支部 

设有宣传委员，分工抓群众宣传工作。

宣传内容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1950〜1955年，按照地委的统一部署，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几次大的群众宣传活动。一是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除利用各 

种会议，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青年代表会、妇女代表会等进行宣传，更多的是组织 

干部下农村牧区，走村串户，送政策上门。刚解放时，有的土司头人，受国民党特务散 

布的谣言欺骗，认为共产党来了，“土司头人活不出来”，因而抱“坐观动静，，的态度。针 

对这种情况，康定军管会领导和派到各县的军事代表、军事联络员，多次召开座谈会和 

个别访问谈心，反复讲解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谣言和欺骗宣传，加上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他们中多数的疑惧心理逐渐消除，从而靠拢人民政府，和人民政 

府合作共事。二是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仅 1951年，全区各族人民受到抗 

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的在15万人以上，占全区总人口 3 0 % 。参加订立爱国公约的各族人 

民近8 万人，超额完成了捐献高射炮一门的计划。同时推动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