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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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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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合计占代表总数的51%。11月 2 4 日选举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夏 

克刀登、阿旺嘉错、洛桑倾巴3 名上层人士被选为副主席；降央伯姆、甲日尼马、哲央 

丹增、所隆旺吉、纳瓜、达瓦等18名上层人士被选为委员，占委员数的6 4 % ，还有7 名 

上层人士分别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民政处正副处长、财政处正副处长、文教 

处副处长、人民法院院长。1951年和1952年先后成立的县、区人民政府，均安排有代表 

性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担任要职。其中：担任正副县长的占正副县长总数的9 3 % ，担 

任正副区长的占正副区长总数的9 5 %。1953年 8 月 2 0 日，在理塘和甘孜分别设立的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南路办事处和北路办事处，均安排上层人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以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还成立参事室，安排一些上层人士。1955年 12月统 

计，全区共有731名上层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并担任要职，占全部上层人士的 

三分之一以上。

地委和各县（工）委，除安排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参加工作，真诚地和他们合作共 

事，尊重其有职有权，同时还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提高思想觉悟。多次组织他们到雅安、成都、重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访问，体会祖 

国的伟大可爱。组织他们到农村牧区宣传政策，访问群众，检査工作。党委和人民政府 

开展的每一项重要工作，都和他们反复讨论协商，尽可能求得一致意见。有时对一件事 

协商不通时，就耐心解释、等待，必要的教育批评，待协商通后再去办。地委在总结这 

一时期的工作经验中，肯 定 “坚持以团结上层为主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开展民族工作的方 

针，是从实际出发而完全正确的，任何不按照这个实际规律办事而急躁地搬用汉族地区 

的一套作法，必将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也肯定要“在团结第一原则下进行适当的教育 

斗争，‘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能有任何偏差”。全面贯彻这个方针，在解放 

初的几年里，全区社会稳定，生产发展。除个别上层如康定鱼通土司甲安仁，与反革命 

分子勾结，率众暴乱，经人民政府多方争取与多次劝说，仍执迷不悟，不得不坚决彻底 

消灭外，绝大多数上层人士是拥护党的政策的。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协助人民政府清匪肃 

特、抗美援朝、支援进藏部队、安定社会秩序、调解冤家械斗、宣传农牧业生产方针政 

策等工作上，做出有益的贡献。1950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大进军，夏克刀登、洛 

桑倾巴等，亲自负责组织北、南两路的支前工作。同年9 月至次年初，为解放邻区的懋 

功、靖 化 （今阿坝州的小金、大金县），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平息反革命暴乱，丹巴县 

民族上层人士王寿昌（巴底土司）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积极动员群众支前剿匪，为剿匪 

部队送柴草、筹粮食、撑皮船、抬担架、慰问部队和伤病员。仅巴底、巴旺两乡，就为 

部队筹集粮食7 万余斤，木柴5 万余斤，马草6000多斤。在部队剿匪进军中，组织人力、 

畜力运送弹药、粮食，做到部队到哪里，支前就到那里。有的上层人士在剿匪斗争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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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功，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和奖励。1950年，党中央号召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地委决定 

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抗美援朝委员会，由阿旺嘉错担任主任委员。阿旺嘉错按照地委 

的部署，把抗美援朝与支援部队进军西藏、清匪肃特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他利用各种集会机会作报告，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动员各寺庙的上层喇 

嘛，带头参加慰问捐献活动。全区各族人民捐献“藏族号”高射炮一门和慰问袋、生活 

用品等，表示对前线的支援和慰问。1951年，志愿军派代表团到康区汇报，阿旺嘉错亲 

自陪同下县，把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推向深入。九龙县彝族头人阿扎尼拉，解放后表 

现较好，积极参加筹备召开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任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和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尽力协助人民政府清匪肃特和团结、治安、生产工作。同 

年 4 月上旬，他带领本家子弟阿扎一布及泸定县派来的两名民兵，经过三岩龙、麦地龙， 

渡过雅砻江，到达邻县木里，经过工作，抓回隐藏在木里的20多名逃亡人员。随后，他 

又带领尼勒打达、阿扎拉萨和两个民警战士到八窝龙，抓回国民党特务骨干分子冉懋奎、 

梅家声，受到西康省人民政府的奖励。

第二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56〜1959年，全州开展民主改革运动。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民族、宗教上层统战 

工作，是民主改革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在这一时期，不仅要求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反 

帝、爱国，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拥护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在 1956年前一两年，就有一些 

开明进步的上层人士向人民政府申请在他们所在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如丹巴县王寿昌、王 

尚文、雍载阳、杨正英、杨绍宇等，于 1955年 2 月，向丹巴县人民政府递交了书面报告， 

申请废除封建剥削，愿将自己的土地、牲畜、枪支弹药等，交人民政府处理。民主改革 

前夕，州人民政府先后收到57件有289名上层签名拥护和赞成民主改革的书信。1955年 

12月，在成都举行的四川省首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降央伯姆等主动向大会提出“请在甘 

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案”，得到大会的重视和赞同，经过协商讨论， 

通过在甘孜州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党和人民政府按照宪法的规定，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在支持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废 

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前提下，积极做好民族、宗教上层统战工作。发动和组织 

群众的同时，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反复协商改革。许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代表参加 

州、县建立的民主改革委员会，负责处理和指导民主改革的各项事宜。州第二届第二次 

人代会议选出州民主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有夏克刀登、阿旺嘉错、所仁克尊，委员有王 

尚文、王寿昌、孔萨益多、降央伯姆、哲央丹增、根桑、纳瓜、喜绕俄热、罗洪则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