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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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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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学完哲学这门课程。在学习中，一般能联系实际，达到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澄 

清哲学理论是非。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上半年紧接着安排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并举办全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备课会。学习方法和哲学学习一样，仍采取两种方法，更 

多的是办读书班组织学习。这一段时间学习的特点是，州委中心学习组和部分县委中心 

学习组带头坚持学习制度，认真听辅导员辅导讲课，并结合学习中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议。1987年下半年以后，集中一段时间学习省委讲师团编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概论》，并结合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其间，州委举办两期县 

级以上党员干部读书班，学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和中央书记处、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两本书。学习中，联系政治思想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方向，改变软弱涣散状 

态。州委讲师团和州委党校有关同志，根椐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分专题进行辅导。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论”每学习完一门后，都进行考试。及 

格的发给及格证，不及格的安排补考。

80年代以来，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州委宣传部还组织发展商品经济、精神文 

明建设等理论讨论会，并组织成立宣传、哲学、政治经济学三个学会。

第 三 节 竞 员 教 育

全州党员教育工作，在 80年代前，由组织部门具体管理；80年代以后，由宣传部门 

组织部门共同管理。州委宣传部在80年代初设立党员教育科；各县委宣传部把党员教育 

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按照中央和省委各个时期对党员教育的部署，结合州里的实际，安排党员教育的内 

容。全州党员发展总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是解放以后入党的，农牧民党员占的比例逐步 

增大。各地根椐情况坚持抓了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党员明 

确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从思想上解决入党的问题；二是进行马 

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无神论”的教育。1953〜1954年，结合全区范围内进行民族政策执 

行情况的检査，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著述，多数汉 

族党员干部自觉地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检査和批判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从思想上划 

清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剥削阶级民族观的界限，对保证党的民族政策正确贯彻，起到很 

好的作用。粉 碎 “四人帮”后，对 “四人帮”在民族问题上散布的各种谬论，组织党员 

进行揭批，从思想上分清是非界限。80年代初，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党员进行民族政 

策的再教育，和 “两个离不开”的教育。州委宣传部编写一组民族政策再教育的材料，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