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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使用。1989年和 1990年，针对达赖集团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州内少数 

被推翻了的封建农奴主遥相呼应的情况，对党员进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倒退复旧的教 

育。1990年，庆祝建州40周年时，州委给农村牧区老党员、老干部、老积极分子颁发荣 

誉证书，起了扶正祛邪的作用。坚持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知 

识教育。

民主改革期间，在全州开展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 

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斗争时，教育党员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 

护寺庙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四反”斗争很 

快取得胜利。以后州里组织编写的党课教材，都加了“无神论”教育这一课。1984年，州 

委组织部与宣传部联合组织一个工作组，在道孚县麻孜乡支部对党员进行“无神论”教 

育的试点，总结经验和作法，并在全州进行推广。

全州对党员的教育，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方法：（1 ) 过组织生活。机关、学校、厂矿 

和农村牧区党的支部，都根椐各自的实际情况，安排过组织生活的时间。多数支部能坚 

持定期过组织生活，并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到对党员的教育作用。少数支部组织 

生活制度坚持得不够好，有的党员较长时间不过组织生活，或者在外做生意，党的观念 

淡薄。（2 ) 上党课。州级机关直属党委曾一度时期坚持上党课制度，专门聘请一些党课 

教员，定期集中上党课，事后还组织讨论，收集汇报。州级机关一些系统和单位，也根 

椐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上党课。有的县除坚持县级机关党课制度，还 

专门抽调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集中备课，分别下乡，巡回上党课。可惜这些好的作 

法，有的地方和单位后来未能坚持下去。（3 ) 办党训班，进党校学习。有的县根椐农村 

牧区党员居住分散，农牧活路忙闲等情况，采取就地分片办党训班的办法，训练党员。州 

委党校和县委党校分工培训基层党员干部。州委党校分批培训区一级党员干部；县委党 

校分批培训乡一级党员干部和支部书记、党小组长。

第四节干校、党校培训

一 、 民族干部学校

1951年 1 月，创办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后改为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简称民干校）。 

民干校从创办起，至 1990年，先后举办了 49期，150个政治、文化、翻译、农村财会、 

互助合作、财贸等培训班，培训民族干部13000多人次，被 誉 为 “培养民族干部的摇 

篮”。仅 1951〜1953年底，就办了 5 期，计 25个班次，头两期每期三个月，以后改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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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训练民族干部近3000人。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党政机关、财经单位和文化单位； 

一部分送往北京、重庆、成都、雅安等地深造，学习语文、公安、司法、卫生、种茶、水 

利、银行、贸易等专业。这期间，大多数县还办了短期民族训练班，就地培训一批民族 

干部。

民族干部学校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培训的内容。1951〜1955年，训练的 

内容主要是学习政治和文化（包括藏文、汉文和算术）。政治课着重学习党的民族政策 

(共同纲领第六章），同时学习中国革命和党的简史，学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 

工作任务、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方针政策等。经过民干校培训的一 

批批民族干部，分配到机关、单位后，在团结建政、团结治安、团结生产等项工作中，都 

发挥重要作用。从 1954年起，民干校开始承担轮训在职民族干部的任务。每期轮训500 

名，时间为半年。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共党史等政治常识。不少民族干部 

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和再学习，进一步确立革命人生观，奠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4〜 

1955年，共轮训在职民族干部1432人，为民主改革做了干部准备。1956〜1959年，结 

合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的方针政 

策，先后培训民族干部1374人。1960〜1966年，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轮 

训在职民族干部2096人，轮训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有关社教和“四清”的方针政策。

80年代以来，州民干校从以政治培训、轮训为主，转向正规化文化培训。1984年以 

后，在招生、考试、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逐步向民族干部中专教育过渡。从 1985年 

起，州民干校被纳入全省成人中专教育序列。先后开设政治思想工作、藏汉语文翻译、文 

秘、经济管理4 个专业，共招收在职干部389人。经过毕业考试及格，发给中专文凭。

二 、州 、县 党 校

州委党校于1955年 8 月建立。以后各县委党校亦陆续建立。州委党校和各县委党校， 

分工培训党的基层干部。州委党校从建立起，至 1990年，共培训基层干部9182人。仅 

1955〜1966年间，便培训基层干部2777人。主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 

知识。经过党校培训的这批基层干部，成了领导民主改革、合作化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州、县党校培训的内容，侧重于提高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至 1983年，短期培训基层党员干部1145人。之后，根据第二次 

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和全省干部教育会议精神，党校培训工作从短期培训转向正规化培训 

为主。州委党校举办培训党委的区、科、乡级领导干部中专班。参加中专班学习的学员， 

都经过全省党校系统统考，择优录取。截至1990年，中专班办了 5 期，招收学员236人。



中国共产党篇 •411

其中：藏族148人，汉族81人，其他少数民族7 人；女 54人。在开办中专班的同时，也 

未间断过短期培训。1987〜1989年间，州委党校和各县委党校，共培训区乡干部66S3 人 

次。.其中：政治理论培训4163人次，文化培训1228人次，业务培训1217人次，岗位培 

训 45人。经过培训的区乡干部，对促进农村牧区深化改革，加强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从 1980年开始，对民族干部进行学历培训和文化补习。据 1982〜199〇年底 

统计，经过培训获得大专学历的有1655人，其中少数民族649人；获得中专学历的1096 

人，其中少数民族652人。

第四章统一战线

第一节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以反帝、爱国为基础的民族、宗教上层统战工作，是解放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早 

在 1950年 3 月 1 0日，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在研究部队进驻康定后的各项工作和具体政策 

时，就指出：“要认真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凡属中、上层有影响的分子，必须大力争取， 

团结中间分子及愿靠近或者某些群众尚不知其为恶的较坏分子，以减少工作障碍。”康定 

地委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在做好团结上层工作 

的初期阶段，首先是做好上层人士中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3 月 2 7 日，康定军管会成立 

时，就争取夏克刀登、邦达多吉、格达活佛参加军管会的工作，其中夏克刀登和邦达多 

吉任军管会副主任，格达活佛任委员。他们在康区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同时他们都是 

1936年在红军帮助下建立的博巴政府成员，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基础。他们参加 

军管会工作后，积极主动搞好工作。7 月 1 8日，成立康定民族协商会议筹委会，协商筹 

备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筹委会5 个正副主任中，就有4 个是上层人士。主任阿旺 

嘉错，是一位反帝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曾任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堪布，在康区宗 

教界有较大影响。副主任降央伯姆（德格土司）、洛桑倾巴（理塘喇嘛寺堪布）、日库活 

佛 （康定），在北路、南路、东路有较大影响力。11月，康定军管会出面邀请各县上层人 

士到康定开会，就召开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协商期间，西 

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和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多次与上层人士座谈和个别谈话，宣传政 

策，解难答疑，亲自做团结人士的工作。在出席11月 1 7日召幵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 

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273名代表中，土司头人代表101人，活佛喇嘛代表3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