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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军事

一、县人武部

（一）机构

1956 年 3 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规定，成立理塘县兵役

局，隶属四川省康定军分区，负责理塘县兵役工作和武装工作。1957 年 1 月，县

兵役局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理塘县人民武装部。1986 年 5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四川省理塘县人民武装部改为理塘县人民武装部，移交地方，作为县人民

政府的军事部门，设军事科、政工科、办公室。1990 年 10 月，理塘县人民武装部，

收归军队建制，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理塘县人民武装部，隶属中国人民解

放军四川省军区甘孜军分区，设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2005 年，县人民武装

部下设办公室、军事科、政工科和后勤科。

（二）政治工作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始终坚持以毛泽东、邓小平的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

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为指导，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紧围绕分区

党委“抓基层、打基础、抓机关、做表率、抓安全、保稳定、抓拳头、建重点、

抓窗口、树形象”的工作思想，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

障作用，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一是认真组织理论学习，15 年来，

人武部长期坚持理论学习制度和军事知识学习制度，利用每周星期二的政治学习

机会，认真组织党委中心学习组学习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和毛泽东

《认持久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文选》、江泽

民《论军队建设纲要》、江泽民《论军队和国防建设》、《党章》、《政治工作条例》、

军分区党委《关于认真开展团以上党委机关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的通知》精神、

《军队干部丛书》、胡锦涛《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平均每次参加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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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达到 80%以上。通过学习使机关个人思想素质有明显的提高，15 年中县人武

部一共撰写心得体会和其他文章 943 篇，其中省级报刊发表 41 篇，州级报刊发表

85 篇。二是注重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提高党委班子

自身素质、爱岗敬业、清正廉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上，始终坚持学习团

结、求实创新；党委班子抓住民主集中制这个关键，深入学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

关于加强军队党委班子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个别

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凡涉及到部队机关、民兵预备役建设和重大经

费开支等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班子成员工作中互相信任、相互支持、

相互谅解、相互补充、相互克服缺点和错误，形成了讲学习、讲团结、讲正气的

良好氛围，党委在部队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按照培养高素质干

部队伍的要求，始终坚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关心干部成员，积极

鼓励干部参加函授学习和在岗自学，15 年间共有 12 人拿到了本科文凭和计算机操

作等级证书。三是积极搞好“传、帮、带”，以老带新、互相学习、给年轻干部压

担子，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机关工作的能力，坚持每年、每季度对干部的

德、才、能、绩进行全面考察，并及时向上级党委推荐优秀干部，激发了干部的

学习、工作热情。

（三）军事工作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坚持从严治军的方针，以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为统

揽，以贯彻落实新《大纲》和新《纲目》为途径，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

两大历史性主题，紧密结合高原特点，按照劳武结合的原则，着重加大对新训民

兵的基础科目及适应性训练和民兵应急分队作战任务能力、新“三打三防”等科

目训练。严格按照省武委会关于县级民兵工作“四个一”《达标细则》、成都军区

《高寒山区民兵军事训练考核纲目》、甘孜军分区《甘孜州民兵规范化训练暂行规

定》和《民兵军事训练大纲》的要求，实施规范化与正规化训练。15 年来，县人

武部一是抓了机关干部的条令条例，高科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具体抓了机关干

部的共同科目训练，微机操作训练，多媒体制作，开展了机关网上民兵应急动员

演练、防汛、防火以及反恐维稳演练的探讨，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了以“新六会”、

“五能”为重点的参谋业务训练，“三办”能力明显提高。二是针对国内外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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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的实际，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抢险救灾、民兵应急兵员动员、维稳反恐等战

备预案，成立了应急动员、军警、民联防领导小组，于 2000 年投入 277 万元加强

了作战室建设；成立了民兵信息网络领导小组，建立了由 123 人组成的县、乡、

村三级信息网站，保证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辖区的敌、社情动态，对重点地区和重

点目标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四）民兵预备役工作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坚持党管武装的原则,认真贯彻实施《兵役法》、《国

防教育法》、《民兵政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坚持县委书

记任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国防教育委员会主任和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武装委员

会主任、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的体制，以民兵工作“三落实”为标准，结合民兵

整组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实掌握实战时兵员的动员底数，通过整组，

提高民兵预备役人员军政素质和作战任务的能力，使民兵队伍的政治素质更加可

靠，组织更加健全，实现民兵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1991～1996 年，先后在

甲洼乡、雄坝乡、藏坝乡举行以片区集中施训和野外驻训的方式开展试点性训练。

1997 年，施行按纲分类、分片指导、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的新路子，

紧密结合理塘实际，达到训战一致、训用一致的目标。2000 年，在全县范围内进

行了民兵军事三项比武选拔赛，并在选拔的基础上组织了为期 25 天的集训，在州

选拔赛中，获得了个人第二名和团体第 4 名的好成绩。2001 年 9 月，对县民兵应

急分队进行了为期 1个月的军事训练，主要开设排进攻训练，射击实弹第二练习，

新“三打三防”演练，应急演练和平暴治暴演练等科目；10 月，把县的新训民兵

分为毛垭片区、甲洼片区、雄坝片区进行为期 25 天的战斗科目、集结点验、应急

动员等科目的训练。2002 年 6 月，对县民兵应急分队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班进攻战

术、实弹射击第二练习、新“三打三防”演练，应急动员、处治突发事件和紧急

出动等科目的训练； 6～9 月，县人武部对全县新任专武干部进行了轮训，历时

30 天；7月，县人武部派人指导各乡（镇）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新训民兵军事训练；

7～10 月，对人武部在职干部进行了共同科目、军事理论、手枪射击、高寒山地知

识参谋训练、计算机业务学习本级、战术指挥、室内战术作业等训练，历时 40 天。

2003 年 4 月，县人武部组织应急分队民兵 50 人在甲洼乡开展了 3次防汛演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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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原民族地区特点，努力探索搞好民兵训练的新路子，在加大训练难度，提高

野战生存能力上下功夫，收到明显效果；8～10 月，县人武部部长苏光华、政委刘

庭东率领民兵应急分队 300 人，在海拔 5200 米的理塘县帽盒山进行了为期 7天的

野营驻训，完成了三高一无（高原、高寒、高海拔、无人烟）生存适应性训练、

反恐维稳等战术科目的训练，增强了民兵应急分队处置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

（五）基层武装工作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认真贯彻《甘孜州人武部规范化建设实施规划》的

精神，主动与地方党委、政府协调，积极推行专武干部选培调动制度和考核制度，

乡（镇）专武干部配备率达 90%以上；为贯彻落实《乡（镇）人武部建设规划》下

发了“二卡、三表、四册、四薄、一图一案”，并落实了办公室和乡（镇）人武部

牌子。15 年间，全县各乡（镇）人武部积极组织民兵治安联防队协助地方公安参

与社会综合治理，确保一方平安。在维护稳定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各类建

设，共组织民兵 4518 人参加抗洪抢险、扑灭森林火灾 21 次，为理塘县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六）征兵工作

理塘县的征兵工作一年开展 1次。县人武部依据《宪法》、《国防教育法》、《兵

役法》、《征兵工作条例》、《征兵工作实施细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年度《征兵命

令》以及甘孜军分区的指示，每年都按照服从军队建设需要，坚持质量第一、军

地配合原则，切实做到为部队“送精兵、送强兵、送好兵”。注重春选、夏培、秋

送工作，每年春季在民兵整组和兵役、预备役统计时，对适龄青年摸底调查，掌

握青年的现实表现、历史背景、群众反映等情况，作为年度预征对象，每年预征

对象约占当年民兵总数的 18%。严格履行职责，认真落实征兵条例，为部队输送优

质兵员，1991～2005 年，全县共征集新兵 15 次、189 人，其中城镇应征入伍 89

人（含女兵 1 人），占 47%，农村兵 100 人，占 53%。同时，严格执行安置政策，

共接收复退军人 103 人，已安置 71 人（含女兵 1人）。

（七）拥政爱民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按照江泽民提出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军民共建方针，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参加地方“两个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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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把拥政爱民工作视为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军

民关系、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一是加强与驻军单位的联系，积极协调处理

好军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地方经常为驻军解决困难，驻军尽力为地方做好事、

办实事的良好传统。同时县人武部还自觉摆正位置，服从县委、政府的领导，积

极参加全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军民关系，增进军政、

军民的团结。1991～2005 年，县人武部积极为民办实事，与区乡专武干部上下配

合建立扶贫帮扶点 37 个（县人武部直接抓的有 8 人，231 户，1181 人）、学雷锋

小组 38 个，广泛开展了“一兵带一户、一排带一村、一连带一乡”的三带活动。

15 年间，县人武部共组织向贫困户、村戈乡文化室捐款 43518 元。二是县人武部

还从财力、物力上扶持了 4所村小，并组织 14813 人（次）的民兵参加抢险救灾，

整治水渠 1691 条、2504 公里，整治人畜饮水工程 81 处，新修改造区、乡公路 400

多公里；每年的夏收时季开展助民劳动，帮助军烈属、五保户、劳弱户抢收、抢

种累计达 3423 人（次）。三是针对不稳定因素，在拥政爱民中搞好军警民联防，

促进理塘县的人社会稳定；县人武部根据理塘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把搞好军、

警民联防、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拥政爱民的主要任务。为着眼于应付突

发事件，成立了理塘县联防指挥部，根据任务的需要，合理组建了以县城为主的

民兵应急分队，并多次实施战备演练，增强了治安联防实力。15 年内，共组织民

兵治安小分队 185 个，配合公安部门巡逻执勤 1849 人（次）。

（八）后勤工作

1991～2005 年，县人武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及军委新时期建军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军区、军分区后勤工作指导精神，以保障服务为中心，狠抓后勤改

革与管理，预算外收益的管理和使用。一是坚持党委当家、群众理财的原则，完

善管理措施，落实了“一支笔”审批制度，把好经费开支关，重大开支必须经党

委决定。二是后勤科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经常性向党委汇报经费执行情况，预算

外资金收支情况，给党委当好参谋、理好财、管好家。三是逐步建立、完善后勤

管理制度，根据《后勤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了《经费收支预算计划》，对

公杂费进行包干管理，使各项经费纳入标准化、制度化管理。四是加强后勤管理，

实行责任到人，登记造册，制定奖惩制度。五是争取资金加强基层建设，投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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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别修建了人武部综合办公大楼和民兵武器弹药仓库。六是发展副业生产，

弥补经费不足，后勤科采取房屋出租、种菜、养猪等办法，增强了自给能力。

二、理塘县中队

（一）机构

1952年 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八团二营六连改编为理塘县公安中队，

同年 5月 9日进驻理塘，负责治安工作；1955 年 8 月 1 日，改编为理塘县人民武

警中队；1966 年 7 月 26 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理塘县中队，归人武部建

制；1975 年 12 月，县中队改称人民武装警察中队，移交甘孜州公安处；1983 年 1

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理塘县中队，归建于甘孜州武警支队。

（二）主要工作

1991～200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理塘县中队认真贯彻执行上级

的指示和命令，牢记武装警察部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始终把政治工作和军队

训练放在第一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各种会议精神，认

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

一致。通过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担任执勤任务，官兵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同时，

还针对中队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民族宗教知识的学习，部队的规范化建设取得

成效，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融合。15 年来，武警理塘县中队始终坚持用江泽民

“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统缆中队

各项工作，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处置突发性事件，

抗灾、救灾、扶贫、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中，为促进理塘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

贡献。武警理塘县中队还针对高原所担负的特殊任务，进行实战、实训，努力提

高全队的军事素质与技能，做到一有情况“拉得出、打得胜”。2000 年，武警理塘

县中队被四川省武警总队评为“基层先进中队”、 “无事故先进单位”，荣获集体

三等功。2003 年，武警理塘县中队被四川省武警总队党委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武警理塘县中队党支部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中队三班荣获集体三等功。截止 2005 年，武警理塘县中队共配合县公安机

关抓捕犯罪嫌疑人 6人，挽回经济损失 30 万元；共出动兵力 300 人（次）参与扑

灭森林大火，抗洪抢险等重大抢险救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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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站

1950 年 5 月 30 日，县境内成立十八军理化兵站； 1961 年，该兵站定为营级

中站；1964 年 8 月 28 日，该站移交成昌兵站部；1965～1972 年，该站缩编为小

站（连级）；1972 年，根据成都军区命令，扩编为中站（营级），至 2005 年，隶属

川藏兵站部。

理塘县兵站组建以来发扬“条件差难不倒、困难多压不倒、艰险多吓不倒”的

川藏线精神，为西南边防的稳定和藏区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5 年间，

圆满完成各项接待任务，先后受到各级党委表彰 36 次；部队始终坚持视驻地为故

乡、视人民为父母的思想，积极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开展共建活动，与理塘县

毛垭小学的共建曾受到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为理塘县创双拥模范县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二、雷达站

1965 年 9 月，在县境内设立雷达连，隶属成都军区。

1990～2005 年，雷达站全面完成了对空警戒、侦察、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任

务，同时，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为理塘县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一、机构

1991～1997 年 6 月，理塘县消防工作由县公安局消防科负责管理。1997 年 6

月 25 日，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公安局消防科统一改为消防大队，正营级。行政隶

属县公安局，业务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消防大队，称理塘县公安消防大队，亦

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理塘县消防大队。2005 年，全队有警察 3人，其中副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