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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热柯区的噶举派（白教）喇嘛有此风俗。白教喇嘛老而修行，结舍于岩

穴之间，大而丰楹。据说有一位喇嘛在洞口跏跌而坐，口诵佛经，十余年不离洞，

不饮食，只呼吸空气。有俗人布施，喇嘛不予接受，布施者只好将饮食置于窗洞

间离去。喇嘛圆寂后尸体坐立不倒，呈跏趺姿势。现热柯的深山老林洞穴里，其

遗骸犹存。

第一章 人物选介

一、帕巴拉·格列朗杰

帕巴拉.格列朗杰，男，藏族，1940 年 1 月 5 日出生，四川省理塘县藏坝乡安

多村人，无党派，1950 年参加革命工作，大学学历，2005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名誉主席，世界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

之一，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西藏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1942 年被认定为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后在昌都强巴林寺

学习藏文和经书。1951～1956 年，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2 年至 1959

年，在西藏色拉寺学经。1956～1959 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西藏自治区

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9 年 4 月～1965 年 8 月，任西藏昌都专署代专员、专

员，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

副主席。1965 年 9 月～1967 年 1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副主任。1967 年 1 月～1977 年 12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于受“文化大革命”

冲击，下放到居委会劳动改造。1977 年 12 月～1979 年 8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79 年 8 月～1983 年 4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佛教

协会名誉会长。1983 年 4 月～1993 年 1 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佛教协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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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会长。1993 年 3 月～2003 年 3 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政

协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西藏佛教协会名誉会长。2003 年 3 月～

2005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名誉会长。

二、阿称

阿称，男，藏族，1945 年 5 月生，四川省理塘县拉波乡正呷村人，196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 年 4 月参加革命工作，初中学历。2005 年任四川省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

1959 年 4 月～1964 年 8 月,在理塘县拉波区任翻译；1964 年 8 月～1966 年 11

月，在理塘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任干事、翻译；1966 年 11 月～1971 年 10 月，

任理塘县城关区委委员、红旗公社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1971 年 10 月～1973

年 7 月，任理塘县毛垭区革委会副主任兼曲登乡革委会主任、州县驻曲登乡工作

队队长，毛垭区委书记；1973 年 7 月～1977 年 5 月，任五届共青团省委委员、甘

孜州团委书记，州群团党组副书记；1977 年 5 月～1991 年 4 月，任甘孜州委副书

记(其间：1979 年 4 月～1983 年 8 月，兼白玉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

部第一政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90 年 4 月～1991 年 2 月，在国家农业部挂职

锻炼，任农业司副司长)；1991 年 4 月～1998 年 1 月，任甘孜州委副书记、州长；

1998 年 1 月～1998 年 5 月，任八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州委副书记。阿称自

1959 年参加工作至 1998 年 5 月，一直在甘孜州工作，长期担任甘孜州党政重要领

导职务，在中共甘孜州委的领导和全州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为甘孜州的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任甘孜州州长 7 年间

（1991～1997 年），团结和依靠政府一班人，集中大家的智慧，明确提出了“两强

化”、“三开发”、“一搞活”、“一放手”的经济发展思路，进一步明晰了全州经济

发展战略，突出了工作重点，坚持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对全州经济结构实

施了战略性调整。“两强化”即强化农业基础，繁荣农村经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三开发”即以黄金资源开发为龙头，促进矿产业

的发展，以水能资源开发为龙头，促进民族工业和商品业的发展，以旅游资源开

发为龙头，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搞活”即依靠改革、加强管理，搞活国有企

http://baike.baidu.com/view/76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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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放手”即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坚持三个经济区的划分，实行分类指

导，实施优先发展康东地区的战略，从而带动和促进康南、康北的协调发展，取

得了进展。突出了农村以扶贫越温为中心，开展了农业综合开发和牧区“人、草、

畜”三配套建设，有力的改善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在基础设施上以二郎山隧

道和 318 线油路建设及通信建设为重点，同时积极开展了康定机场建设的前期工

作。在资源开发上确定了“两矿”、“两站”、“一厂”为全州重点骨干项目，“两矿”

即里伍铜矿、呷基卡锂辉矿；“两站”即龙洞沟电站、冷竹关电站；“一厂”即康

西铜冶炼厂。旅游业实施了以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为中心，以康定跑马山、木格

措、塔公草原为重点的开发建设，初步形成了康泸旅游环线。

阿称任州长期间，甘孜州经济和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交通、能源、

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重点项目的相继投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的

进步，为甘孜州迈向新世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实现富民裕县强州的目标作出

了不懈地努力。截止1997年，全州国内生产总值24.67亿元，比1990年增长52.23%，

年均增长 6.19%；全州工业总产值 7.705 亿元，较 1990 年增长 61.25%，年均增长

8.9%，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38.35%提高到 43.53%；

全州乡镇企业产值 59687 万元，较 1990 年增加 3.5 倍，年均增长 23.96%；全州地

方财政收入 1.39 亿元，加上上划中央两税收入，财政收入 17040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1.6 倍，年均增长 14.43%。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91 年至 1997

年，全州共新建公路 412 公里，通公路乡（镇）达 282 个，占全州总数的 88.4%，

318 线油路建设顺利实施，二郎山隧道工程于 1998 年底全线贯通，交通状况较 1990

年有了很大的改善；全州 18 个县以上城市实现了电话自动化，进州光缆传输工程

于 1996 年开始架设，康泸两县实施了通信传输光缆化，并逐步向州内各县延伸，

邮电业务总量达 2085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3.24 倍；地方电力装机容量达 112745

千瓦，新增 57782 千瓦，新增发电量 18144 千瓦小时，龙洞沟电站、康塔输变电

工程顺利建成，冷竹关电站被正式批准列项，各项临建工程稳步实施，里伍铜矿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抗灾救灾、恢复重建取得历史性成就，灾后的康定城建设得

更加美丽，石渠、德格等大雪灾后恢复迅速。“三配套”建设掀起高潮，取得经验，

全省经验交流会在石渠、德格召开，有力的推动了牧区全面建设。人民生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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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善，1997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898 元，较 1990 年增长 378 元，全州建卡

贫困面缩小到 9.3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93538 万

元，比 1990 年增 3.6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03070 万元，比 1990 年增 1.05

倍。阿称在任州长七年间，是甘孜州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七年。总

之，1991 年～1997 年是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城乡面貌变化较大，人民群众

受益较多，民族团结、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并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增

添了后劲。

1998 年 1 月，阿称当选为八届省政协副主席； 2003 年当选为九届省政协副

主席，党组成员，主要分管提案、农业、民族宗教和智力扶贫等工作。在工作中，

阿称认真履行政协职能，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分

管的各项工作，为进一步做好政协提案、农业和民族宗教以及智力扶贫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两届政协工作中，阿称始终紧紧抓住四川省发展和普遍存在的主要

问题，从全局的高度带领专委会深入基层，扎实调研，多次提出建设性建议，得

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重要批示，也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采纳。形

成的调研和视察报告中围绕“三农”的有：“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税

费改革后新情况新问题”、“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农机事业，积极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等；

民族宗教方面有：“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牧还草的调研”、“民族地区教育十

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民族地区扶贫整村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

“进一步改善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通讯事业建

设”、“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建议”、“积极稳妥地推进民族地

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边销茶生产质量问题”、“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宗

教教职人员的培养教育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活

动场所的自养问题”、“宗教事务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等。这些报告以常务会、政

协主席会、政协办公厅名义上报省委、省政府领导作决策参考，为发展和加快四

川省各方面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加强四川省政协工作起到了奠定

基础，开拓创新的作用。阿称经常深入民族地区，特别是藏区，大力宣传中央和

省委的大政方针，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坚持“三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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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思想，旗帜鲜明的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围绕加快发展，维护

稳定的主题，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宗

教政策，维护藏区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等问题

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充分发挥了省政协分管领导和少数民族干部应有的重要作

用。

三、香根·巴登多吉

香根.巴登多吉,男,藏族,1948 年 4 月生，四川省理塘县人，2005 年任甘孜州

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4 年，确认为理塘县长青春科尔寺第三世香根活佛；1956 年 1 月，在理塘

县政协参加工作；1962 年 2 月，任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63 年 3 月，任甘孜

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同年 9月，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80 年，任甘孜州政

协副主席；1981 年，任理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83 年 8 月，任甘孜州人民政府

副州长，同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93 年 10 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2003 年 3 月，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2003 年 11 月，确定为正

厅级干部。香根·巴登多吉为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

四、洛绒曲批

洛绒曲批，男，藏族，1961 年 11 月生，四川省理塘县人，1982 年 7 月参加

工作，大专学历，理塘县阿依寺活佛，2005 年任甘孜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县），

省、州政协常委，州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2年 9月～1983年 10月，任理塘县财政局总预算会计；1983年 10月～1989

年 7 月，任理塘县财政局副局长；1989 年 7 月～1989 年 11 月，任理塘县财政局

局长；1989 年 12 月～1999 年 5 月，任理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其间：1998 年 6

月，被认定为理塘县阿依寺活佛）；1999 年 5 月～2005 年 12 月，任甘孜州政府副

秘书长。其间于 2004 年 5 月，享受正县级待遇，并当选为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其

间：2001 年 9 月～2001 年 12 月，在省委党校党外人士中青班学习，2001 年 9 月～

2003 年 7 月，在四川省电大行管专业函授学习）。

注：凡未收录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待今后续修县志时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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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邱长勇

邱长勇，男，藏族，1960 年 5 月出生，四川理塘人，1978 年 4 月参加工作，

198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高级工。1985 年～2005 年 12 月，担任

甘孜长途通信传输局理塘分局局长。

1966 年 9 月～1971 年 7 月，在理塘县城关小学读书；1971 年 9 月～1974 年 7

月，在理塘县中学读书；1974 年 9 月～1976 年 7 月，在理塘县中学高中部补读高

中；1977 年 7 月～1978 年 3 月，在理塘县高城镇替然色巴村当知青；1978 年 4 月～

1985 年 11 月，在理塘线务段当线务员、驾驶员、修理员；1985 年 12 月～2003 年

8 月，任理塘县线务段段长、理塘县长线分局局长（其间：2000 年 7 月～2004 年

9 月，在西南民族大学法学专业脱产学习）。2003 年 9 月～2005 年，任理塘长途通

信传输分局局长、兼任理塘电信党支部书记。

被理塘县传输分局干部职工称作好班长，被广大农牧民及机关单位干部、员

工称为“老大哥”的邱长勇，在工作中大力推行“关爱员工、让每块金子发光”

的经营理念，充分调动了分局员工的积极性，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高原

电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素有“世界高城”之称的理塘，平均海拔 4200 米，最低气温在零下 30 多度，

半年雷雨霜雪、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含氧量低，因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

气候条件，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其生活和工作条件之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邱长勇参加工作 29 年，担任长传理塘分局分局长 22 年，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

上，带领分局员工，团结一致，努力拼搏，不断探索维护工作新方式，以大无畏

的精神，积极工作默默奉献，脏、累、苦、险的活儿争着做、抢着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