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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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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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政协委员的有 32 人，占 63 名委员的 50%；1995 年，安排 1 名党外人士为政协

副主席；1997 年 12 月，全县共安排党外人士 46 人，其中安排为县人大副主任的

1 名，安排为县政协八届政协委员的有 40 名，占 76 名政协委员的 52%；2003 年

12 月，全县安排党外人士 58 名，其中安排为县人大副主任的 1名、县政协副主席

的 2名（其中妇女 1名），安排为县九届政协委员的有 46 名，占 89 名政协委员的

51%。截止 2005 年，全县区科级党外人士实职干部有 26 名，其中副县级以上党外

人士干部有 5名，取得中级职称的有 35 名。

（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抓好对外藏胞工作

1991～2005 年，县委按照积极、慎重、稳妥的原则，开展具有特点的民族宗

教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省州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全

县各寺庙对僧侣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遵守教义、教规等方面的教育，僧侣

受教育面达 96%；认真按照《中共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宗教

工作的意见》以及甘孜州委统战部、甘孜州宗教局《关于切实做好藏传佛教工作

的意见》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依法对 30 座开放寺庙的僧侣进行登记。

1991 年 5～12 月，县委统战部、宗教局组成工作组深入到拉波、濯桑、木拉、

君坝、高城镇所辖的寺庙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僧侣受教育面达 96%；同年

3～5月，在长青春科尔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僧侣受教育面达 98%；1992 年，做好在外藏胞回国探亲的接待工作，对

回国定居在理塘的 8户、11 人的思想、生活情况建立了相关材料；同年 12 月，统

战部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向县委推荐县政协委员 75 名，政协常委 20 名，获得县

委同意；1994 年，统战部针对因调动、调整等因素出现政协委员空缺的问题，积

极同县政协党组一道考察推荐了 8名空缺的政协委员名单，9月 5日，县委审批后

交第八届政协常委会通过；1995 年，完成全县 30 座开放寺庙的摸底调查和对活动

场所的登记发证工作，经请示州政府、州宗教局同意，第五世加须寺高绒活佛的

转世灵童为曲麦泽登；9月 3日，在理塘县长青春科尔寺召开理塘县宗教界人士培

训会，传达全州统战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讲话精神，来自

全县 24 座寺庙的 27 个活佛和 24 名寺管会主任、120 名僧侣参加了培训会；1996

年，上报州人民政府、州宗教局批准，下坝麻通寺第一序位第三世昂汪罗桑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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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灵童为下坝·降央克珠；根据县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的缺额情况，同政协党组、

组织部一道向县委提交了考察增补的 11 名委员名单；12 月 9 日，组织宗教局、公

安局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下木拉乡门久寺对宗教界教职人员进行了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活动试点工作，受教育面达 95%以上；1997 年 10 月 5 日，向县委上报政协第九

届理塘县委员会常务委员换届名单，11 月 4 日，完成 30 座开放寺庙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教职人员的登记工作；1998 年，县委统战部同政协党组考察推荐并上报了政

协甘孜州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10 名；传达全省藏区工作会议精神，对 1999 年以后

理塘县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安排部署。2000 年 4 月～6月，对全县 30 座寺庙

的僧侣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受教育面达 98%；2001 年 4 月 28 日，根据下坝奔波

寺内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导致寺庙内部不团结的情况，依法对寺庙进行了关

闭、整顿；根据省委文件精神，县委于 2001 年 5 月 16 日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吴忠

鹏为组长，县委副书记冲真、副县长小公布、政协主席曲扎、统战部长扎麦为副

组长，相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理塘县清退未成年僧尼工作领导小组，于 5月 19日～

7月 26 日深入 30 座寺庙开展清退工作，共清退僧尼 28 人，并对清退人员进行了

妥善安置；2003 年，根据《中共理塘县委关于 2003 年度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

《中共理塘县委组织部关于 2003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安排》，举办宗教界人士培

训班，对学员进行“三观四意识”（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宗旨意识、法制意

识、发展意识、阵地意识）的教育，同时组织学习了《中共甘孜州委关于进一步

反分裂斗争的意见》、省委统战部编写的《四川藏区反分裂斗争宣传提纲》、胡锦

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维护”（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藏区稳定、维护有利于国际环

境）和中央提出的“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内容，30 座寺庙 3305 名僧侣参加了

培训；县委统战部结合理塘县反分裂斗争实际，坚持从“深化教育和强化管理”

入手，做到教育与引导并重，管理与规范并举，完成了摸底排查工作。排查工作

历时 44 天，行程 2806 公里，出动车辆 120 台（次），抽调工作人员 1320 人（次），

排查寺庙 30 座，接待活佛和僧侣计 3500 人（次），清退 8岁以下儿童 820 人；2004

年，县委统战部按照《四川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通过听、查、看、访等形式，

充分征求乡干部和村干部意见，改选寺管会组成人员 23 名，并成立寺庙监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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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定寺庙教学、寺庙财务、后勤管理等基本措施 14 条；2004 年 5 月～10 月，

统战部在全县宗教教职人员中集中开展“向第五世格达活佛学习，争做新世纪爱

国爱教僧侣”活动，受教育面达 100%；2004 年 7 月，依法对下木拉门久寺进行开

寺；2005 年，统战部推荐 10 名代表参加甘孜州第六届佛教协会，推荐 1名活佛参

加中国高级佛学院活佛班考试，完成县佛教协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完成《理塘县

藏传佛教寺庙调研报告》、《境外利用宗教对理塘县进行主要渗透的途径、危害程

度及对策措施》、《僧人外出管理及对策建议》、《理塘县佛学教育场所管理》、《宗

教与旅游业的发展关系》等调研文章。先后接待 3 名回乡探亲藏胞，先后选派统

战部长、副部长和藏胞办副主任、工商联副主席到北京清华大学、州委党校、县

委党校参加学习培训；4～6月，对 10 个乡 13 座寺庙的 1573 名宗教教职人员进行

了爱国主义教育；为 30 座寺庙征订了《甘孜报》（藏文版）70 份，为长青春科尔

寺、下木拉门久寺配备了视听设备，给 3305 名僧侣、2230 名干部职工、579 名退

休干部发放《条例》6247 册；对 90 名区乡干部学习《条例》的情况进行了考试，

共发放试卷 2670 份，及格率 100%；认真贯彻州委有关文件精神，建立回流人员报

到制度、回流人员登记建卡制度，回流人员定期报告制度、回流人员跟踪管理制

度、统战宗教专人负责制，加强对僧尼出国出境的审核工作，全年共受理国外藏

胞回国探访 31 人，同意回国 10 人。

（四）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

1991～2005 年，全县统战工作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共有 1934 人，其中副高级以

上职称和中级职称的有 467 人，非领导干部 41 人；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出发，

围绕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县委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加强了宏观领导，并适

时召开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座谈会，鼓励其为理塘的振兴献计献策。

一、机构

1953 年 1 月成立中共理塘县工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 年成立监察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中机构瘫痪，1978 年 11 月恢复并更名为中共理塘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1993 年 4 月，中共理塘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理塘县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