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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关各支部中开展“为振兴理塘经济献计策”活动和“面对西部大开发之机遇，

理塘怎么办、部门怎么办、个人怎么办”大讨论；举办党的基本知识竞赛和“颂

歌献祖国”、“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100 周年”大型歌咏比赛；组织“爱我中华、

建我家园”职工演讲比赛和“庆七一、迎回归”活动。四是狠抓支部班子建设，

特别注重选好党支部书记，坚持让那些党性好、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心

党务工作，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并对软弱涣散村党支部书

记进行了改组。1991～2005 年共调整县级机关党支部 44 个，村级机关支部 87 个。

五是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落实了“三会一课”、“三薄一册”、民主评议

党员制度。六是加强对入党积极参与分子的培训，1991～2005 年，共举办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 15 期，参训人员 1496 人，并对入党积极分子建立了比较详细的档

案，截止 2005 年，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有 518 人，基中建卡积极分子 505

人，比 1991 年的 289 人增加了 42%。七是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

慎重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和坚持“成就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狠抓发展新党

员的工作，1991～2004 年，共发展县级机关党员 438 人，其中知识分子占 19%，

产业工人占 31%。八是加强了对预备期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每年定期召开预备党

员思想交流会和组织人员对预备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1991～2005 年，共

办理预备党员转正 1362 人。九是对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实行公示制。由于中共理

塘县委高度重视机关党建工作，使理塘县的机关党建工作取得长足进步，15 年来，

先后有 37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96 名优秀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受到了省、州、县的不

同表彰和奖励。

一、机构

2005 年，县委宣传部挂县委外宣办、县政府新闻办、县精神文明办 3块牌子，

内设办公室、理论股、宣传教育股、新闻宣传股、文化艺术股 5 个职能股、室。

行政编制为 9名，其中宣传部长 1名、副部长 1名；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 1

名（由 1名副部长兼任）、文明办副主任 1名、正科级理论教员 1名；机关服务事

业编制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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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传教育

1991 年开展建党 7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县文化馆举办《光辉的历程》图片

展览，参观人数达 853 人（次）；组织大型文艺演出和歌咏比赛，编写《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宣传提纲，派出 29 个工作组分赴各区乡（镇）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1992～1994 年，为理塘县地震后收集、整理、剪辑各种受灾专题资料，

并在《甘孜报》上组织专版进行宣传，为争取资金重建家园，搞好县城柏油路工

程、自来水工程、城西河堤工程作出了积极贡献；1995 年，由宣传部牵头组织拍

摄反映理塘风情的专题片《中国理塘风光》、《山脊上闪耀的明珠》等专题片，同

时在全县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十一世班禅的认定程序，为稳定社会、

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1996 年，为扩大理塘县康南贸易中心在甘

孜州的影响力，提升其知名度，对在理塘县康南贸易市场作出贡献的个体工商户

周林忠进行表彰，拍摄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商人周林忠》；同年，为鼓励年轻教师

到边远牧区从事教学工作，制作电视专题片《牧区教师的新家》；为给理塘县的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对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调查，作出《中共理

塘县委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97 年，围绕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开展

系列宣传活动，组织 1300 余名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参加了香港回归知识竞赛；为展

示繁荣、富强的新理塘形象，组织拍摄《迎接新世纪的朝阳》、《八一盛典》等专

题片；1998 年 6 月，为庆祝建党 77 周年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20

周年，组织了“七一”演讲比赛，参加比赛人数达 93 人，听众达 1853 人（次）；

加大对典型事例的宣传教育，把学习先进事迹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加大对各条

战线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的宣传力度，木拉乡区委书记号旺泽登被四川省委、省人

民政府评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下木拉乡马岩村的村支部书记桑珠被评为全省

优秀共产党员；1999 年，为进一步搞好新闻报道工作，为全县 35 名通讯员办了证，

9月 5日举办全县通讯员培训班，并聘请甘孜报社的 1名副总编和 2名编辑到县授

课，参训人员达 88 人，其中报社通讯员 35 名，县级机关和区乡文秘人员 36 名，

业余写作爱好者 16 名；2000 年，县委、政府确立“大宣传促大开发，大开发促大

发展”的宣传思路，全年投入 61.5 万元拍摄制作《走进格聂》、《甲洼乡的好党委

书记》、《架起百姓心中的彩虹》、《高原一春》和《草原盛典》、《仙鹤眷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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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理塘人唱理塘歌》三盘反映理塘风土人情的歌碟、计 9000 张；2003

年，开办高城试点宣传栏目，宣传报道了多吉曲宁、高亚萍等人的先进事迹；在

州级电台上投稿 205 篇；同年 3 月，在濯桑片区工委举办乡村干部及僧侣学习宣

传中共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训班，受训人员达 595 人；组织征

订《干部群众关心的 25 个理论问题》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共计

186 套（册）；组织举办《党旗飘扬在高城》庆“七一”歌咏暨诗歌朗诵比赛，举

办“我为家乡添光彩”庆国庆演讲比赛；组织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为

“八一”传统赛马节组织编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2004～2005 年，进一步完

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等 6项制度，举办由县级机关各单位、各乡（镇）、省、州

属驻县各部门主要领导及法律骨干参加的《宪法》、《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撰写

《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两篇理论文章；邀请州委宣传部副部

长和理论科科长来理塘进行专题授课，两位领导分别作了题为《树立科学发展观

和正确的政绩观》和《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努力构建和谐甘孜》

的专题报告；8月，县委书记刘小康撰写的《用好思路铺就理塘脱贫路》、《工作激

情不能减，管理水平要提高》两篇文章分别被人民日报出版社、国家行政出版社

联合刊物《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和《甘孜报》社刊登发表；县委副

书记、县长刘江所著《正确处理七种关系，维持政府高效运作》被《甘孜报》社

刊登发表；县地税局争创省级文明单位、县气象局争创州级文明单位顺利通过省

州验收，甲洼乡卡娘村被评为“州级文明村”，地税局与武警中队、气象局与毛垭

小学、县中学与人武部结成共建“对子”；在中国甘孜首届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和

“八一”国际赛马节期间，组织文艺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创作编排了男子群舞《格

聂魂》，女子群舞《理塘姑娘》，在“两节” 舞蹈比赛中获二等奖。男女群舞《最

后的游牧部落》获三等奖；开展“格萨尔广场文化”活动，推广普及了理塘县舞、

弦子、锅庄等传统民族舞蹈。

1991～2005 年，县委宣传部先后在党校、区乡举办各种理论培训和研讨班 120

期、358 个班（次），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和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区乡村支部

书记、村主任合计 14320 人（次）；征订《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纲要》、《邓小平文选》

一、二、三卷、《毛泽东选集》、《学习十五大精神辅导材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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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三观四意识辅导材料》、《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西部大开发宣

传资料》等理论书籍 40000 余册；广泛开展群众思想教育活动，成功举办各种文

艺演出 48 场（次），观众达 80000 多人（次）；举办各类知识竞赛 18 次，参与者

达 2345 人（次）；举办各类演讲比赛 15 次，参赛人数达 293 人（次），观众达 5000

人（次）；组织送文化下乡活动 28 次，参与者达 678 人（次），农牧民观众达 61200

人（次）；采取听课、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进行指导；

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稿、撰稿、拍摄专题片、制作各种光碟宣传理塘，共拍摄专

题片 34 部，各种新闻报道被各级报刊、广播电台采用 1400 篇，其中被中央报刊

采用 8篇，被省级电台报刊采用 198 篇，被州级电台报刊采用 1194 篇。

一、机构

2005 年，中共理塘县委统战部内设工商联、藏胞办、反分裂办、爱教办、综

合办公室等 5个机构。

二、统一战线工作

（一）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91～2005 年，县委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发挥政协、工商联、宗教界人士

和非党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基本做到了重大问题提前协商和协商制度化、规范

化。县委多次召开协商会、座谈会，与各界人士共同讨论全县政治、经济等重大

问题，每年的人代会均邀请政协委员参加，听取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报告》的

意见，同时，组织州、县政协委员视察重点工程、扶贫开发、基础设施等工作，

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1997 年 6 月，县委与政协一起组织宗教界、科技界

的政协委员以“迎回归、庆七一”为主题进行座谈。1998～2005 年，县委就理塘

的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二）做好党外人士的安排

1991 年全县共安排党外人士 47 名，其中 1人安排为县政府副县长，4人安排

为州政协委员，42 人安排为县第六届政协委员，占 72 名政协委员的 56%； 1993

年全县共安排党外各界人士 38 名，其中安排为县人大副主任的 1名，安排为县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