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篇 • 405 •

续 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族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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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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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过这次宣传教育，各族各界人民，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三是大力宣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和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团结爱国公约》。着重宣传“过 

去所有县、区、村及个人的不团结事件，均应在团结爱国基础上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诚 

恳协商，本既往不究和互让互谅精神调处解决。”“严禁再有挑拨、械斗、仇杀、抢劫、种 

烟、贩毒等非法行为，违者一律依法严惩。”通过对两个文件的宣传和协商调解，仅 1951 

年和 1952年两年时间，就调处大小纠纷3000多件。四是宣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十项工作任务，和第三次会议通过的《1953年 

农牧业生产计划要点》。着重宣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加强对畜牧业的领导，普遍开 

展爱国丰产增畜运动，改善各族人民生活”的总方针，以及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各项具体 

政策。通过宣传教育和各项措施的落实，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仅 1953年无地缺地 

农民开荒生产，便扩大耕地面积29000余亩，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

1956〜1959年，着重宣传民主改革和平叛斗争的方针政策，宣 传 《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关于废除高利 

贷调整债务关系实施办法》等几个文件。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接着进行党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和农牧业合作化方针政策的宣传。1958年以后，在 “大跃进”的 

影响下，宣传工作也出现了失误。如宣传“一大二公”、“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高产”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一平二 

调”的 “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这在后来虽作了纠正，却留下不好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群众宣传活动 

陷于混乱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宣传工作 

走上了正轨。1979〜1990年，在全州范围内宣传三中全会公报精神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及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指示。 

在城乡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 

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宣传，普法宣传，包 

括全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甘孜州自治条例的宣传。8〇年代以来，宣传工具现代化有较快 

发展，不少地方包括一些区乡，可以看到电视，直接听到国际国内重大时事和党的方针 

政策。

几十年来，州的群众宣传工作有几点好的作法：（1)领导干部带头做群众宣传工作。 

1950年 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前夕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从中 

央访问团团长刘格平、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到康定地委、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在 

各种场合，针对各阶层人们的思想，通俗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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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以后，有不少领导干部，无论走到哪里，能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给干部和群 

众作形势、政策和任务的报告，起了很好的作用。（2 ) 干部下乡、下牛场和农牧民群众 

实 行 “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50年代初，在干部极少的情况下，地委和各县 

(工）委，每年都抽人下去，组成工作队、组，由领导干部带队，走村串户，帮助群众做 

好事，了解群众的思想，宣传讲解党的政策。民改期间，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干群关 

系融洽，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在以后，凡是坚持了这一条，群众宣传工作都 

能做得有声有色。（3)汉族干部与民族干部互相学习，突破语言障碍。有的汉族干部，学 

会藏、彝语言，直接用藏、彝话和群众交谈。有的民族干部努力学习汉语文，可以直接 

宣传讲解党的政策，不需要汉族干部讲一遍再去翻译一遍。

第二节理论学习

5 0年代，地委对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比较紧。规定在职干部，有计划地学习 

中央宣传部统一制发的中、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目录和书籍。 

1952年 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作出《关于 

加强在职干部学习的几项规定》后，州、县机关建立学习委员会，下设学习小组（根椐 

工作情况，文化水平和语言，按自愿原则分别编组）。地委宣传部分阶段布置学习内容。 

每一阶段学完后，收集汇报，由领导干部作小结报告。除组织学习政治理论，还要学习 

时事政策、业务知识和藏语文。50年代中、后期，州委宣传部建立理论教育科，配备理 

论教员7 人；各 县 （工）委宣传部陆续配备理论教员1〜2 人，担任理论学习辅导工作。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展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有关民族 

问题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 《矛盾论》。后来由于忙于搞政治运动，这种系统 

的理论学习一度被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教育工作瘫痪，理论是非混淆。粉碎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逐步恢复理论学习，有计划地安排学习马克思主义三 

个组成部分。1983年 6 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州委建立干部理论学习讲师团，承 

担辅导、讲课任务。1984年至 1986年上半年，安排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开 

展这一学习前，州委宣传部与讲师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举办全州学习哲学备课会，培 

训一批学习辅导员，然后在州、县机关铺开。学习方法有两种：一是办读书班，集中脱 

产学习；二是每周安排半天学习。州级机关直属党委采取办读书班的办法，一共办了七 

期，分批组织应参加学哲学的干部，学完哲学这门课程。有的县级机关亦采取办学习班 

的办法，办两期或三期，就学完哲学这门课程；有的县级机关则安排一周学习半天。坚 

持得好的，一年半学完哲学这门课程；坚持不好的，时学时停的，一直拉到1986年上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