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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党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年份
党员

总数

性别 民族 年龄 文化程度
当年新发

展党员数男 女 汉族
少数

民族

35岁

以下
36至45 46至55

56岁

以上

大专

以上

高中及

中专

初中

以下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948

1150

1174

1189

1234

1298

1355

1404

1432

1440

1527

1592

1708

1787

1723

731

943

912

916

900

1017

1062

1098

1112

1110

1179

1220

1304

1359

1307

217

207

262

273

334

281

293

306

320

330

348

372

404

428

416

147

159

148

149

131

159

156

158

165

178

196

213

223

238

238

801

991

1026

1040

1103

1139

1199

1246

1267

1262

1331

1379

1485

1549

1485

194

277

293

329

316

362

372

460

499

384

388

408

439

430

454

306

354

361

354

325

336

354

377

379

392

408

439

473

519

521

330

377

369

361

368

343

365

313

309

336

341

347

361

383

321

118

142

151

145

225

257

264

254

245

328

390

398

435

455

427

47

58

57

60

68

85

89

110

114

131

150

162

196

319

399

146

169

182

202

223

240

249

297

317

301

362

384

421

351

336

755

923

935

927

943

973

1017

997

1001

1008

1015

1046

1091

1117

988

26

213

45

52

66

85

70

66

47

42

80

63

116

102

82

第五节　宣　传

一、机构

1991年～2000年，乡城县委宣传部内设办公室、理论教育股、新闻股、文明办4个部门。行政

编制8名，其中：部长1名，副部长2名，文明办主任1名，4个股（室）各1名。2001年，根据中共甘

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批准的《乡城县机构改革方案》（甘委发〔2001〕94号）和《中共乡城县

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乡城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乡委发〔2001〕58号）文件

要求，县委宣传部挂“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县对外宣传办公室（县政府新闻办公室）”牌

子。县委宣传部内设办公室、理论宣传股、新闻外宣股。精神文明办公室单设。行政编制7名（含

单列行政编制1名）。其中：部长1名，副部长2名，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1名、县对外宣传

办公室（县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1名，分别由副部长兼任，机关服务人员事业编制1名。2005年，

有在职职工8名。1991年～2005年，历任部长为杨克芳、格绒追美、邓一山、鄢琴章；副部长为谢

平、多吉、洛绒泽仁、赵启明、刘中平、蒋继东。 

二、理论学习

1991年～2005年，县委宣传部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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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

大对内对外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地提高乡城知名度。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的作用。

1991年，乡城县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带头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县委宣传部及

时组织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民族团结、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1992年，利用橱窗、标语、

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工具，学习宣传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中央二号文件精神以及全省第四次民

族地区工作会议精神；在县级机关举办了题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形势报

告会；在全县开展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映乡城解放以来各方面变化为主题的“今日

乡城”征文活动；与县委组织部、县文化馆联办“党在我心中”展览。在乡城举办“5·15”纪念

活动。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乡城县开展了由500余人参

加的吉祥舞活动。1993年，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举行“关

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论述”和“关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专题研讨会。1994年，在

乡城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后，认真宣传贯彻中央、省、州、县扶贫工作会议精神。1995年，进一

步在干部职工中开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活动。大力宣传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先进事迹。

1996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党的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的宣传。在县委中心学习组成员中集中学习

和讨论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7年，开展了以缅怀邓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继承邓小平同

志遗志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1998年，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和农牧民群众学习十五大和县党代会、

人代会、政协会及全县经济工作、扶贫工作会议精神。199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从县委中心学习组到机关各单位和各乡（镇）都认真组织学习。县委宣

传部配合组织部、党校、科委在农牧区举办农村基层组织、市场经济知识和“三基”教育巡回讲

座。并以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为契机，及时对农牧民开展了普法教育，帮助农牧民树立法律意识和

市场经济意识。2000年，以“三讲”（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教育活动为契机，狠抓理论学习

和宣传。2001年，县委宣传部配合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县级机关各支部搞好“党的知识”竞赛活动；

在广播电视自办节目中开辟专栏，为庆祝建党80周年，集中宣传乡城县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指导并配合县广播电视局制作了反映乡城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题片《巴姆山下党旗红》和《白坝村

支部》，配合县委组织部举办“七一”建党80周年大型歌咏比赛。2002年，宣传思想工作以中宣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意见》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和完善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制度，加大

各级干部理论学习的督促检查力度，提高理论学习效果；严格对照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

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进行自我剖析。2003年6月，县委宣传部组织各乡（镇）、县级机关各

单位参与十六大知识竞赛。同年11月，会同县委组织部、党校组成宣讲团深入全县12个乡（镇）宣

讲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2004年，县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全

县干部职工重点学习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及四中全会、《宪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州第八次党代会，组织相关单位组成宣讲团深入农牧

区进行宣传。首次对县级机关部分副科级（实职）以上的32名领导干部进行理论考试。2005年，以全

县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切实抓好理论武装工作。组织4个工作组深入全县12个

乡（镇）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共召开形势教育会12场次，接受教育的群众达2 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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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报道

1991年～2005年，新闻外宣工作始终坚持“服务经济、促进开放、宣传乡城、树立形象”的方

针和指导思想，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从多侧面、全方位报道乡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良好态

势，报道乡城县“三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先进典型。

1993年5月，成立县级机关25个新闻报道小组。1991年～1995年，县委宣传部以及通讯员采写

的稿件多次被《四川日报》、《甘孜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采用，仅1993年，报刊电

台采用稿件就达125篇，19名通讯员被《甘孜报》聘为特约通讯员。1996年，广大通讯员在省、州

各级报刊电台发稿112篇，提高了乡城的知名度，为县广播电视台发送新闻143件，举办各类橱窗展

览17期，展出图片288张。1997年，各类报刊电台共用稿件168篇，其中：国家级报刊用稿件1篇，

省级报刊电台用稿件41篇。宣传部同志发表近60篇新闻。拍摄电视风光片《走近神山》，介绍然乌

温泉浴、绒绕神山等旅游资源。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配齐12个乡（镇）的宣传员。1999年，县委

宣传部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新闻宣传工作力度：一是于扶贫工作验收期间，在《甘孜报》上开辟专

版，全面介绍乡城扶贫之路，宣传乡城县扶贫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二是在《四川日报》、四川电

视台、《甘孜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新闻媒体上宣传报道乡城县首届“巴姆山节”。县上主要

领导带头撰写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民族卫生事业发展步伐》、《努力推动民族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立足县情抓扶贫，全力以赴争“越温”》等文章见报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同年，

制作了外宣品《康巴江南——乡城》画页、《巴姆神山》挂历，录音制品《乡城旅游指南》、《巴

姆颂》。2000年被确定为甘孜州旅游发展年，乡城县委宣传部先后接待四川青年摄影创作团、日本

广播协会NHK摄制组等知名媒体，为他们做好景点资源、民风民俗的介绍和后勤服务工作。2001

年，积极为云南迪庆报社《旅游文化周刊》组稿60余篇，部领导带头撰写《乡城旅游渐入佳境》、

《书记的假日》等文章被报刊电台采用，调动了通讯员的写作积极性。全年共有220余篇各类稿件

被上级报刊、电视台、电台采用，其中：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的有26篇。2003年～2005年，重点报道

了玛依河水利工程建设工作、预防“非典”（非典型肺炎）工作、实施“三个转变”工作、“普

九”工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以及旅游和经营城市工作。年平

均有200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州级报刊发表，有效地扩大了乡城的宣传面，提高了知名度。配合

县文化旅游局制作了导游书籍《游在甘孜》乡城卷、《香巴拉·乡城之旅》风光台历，配合邮政局

制作了《香巴拉·乡城》邮资明信片等外宣品。

四、精神文明建设

1991年～1995年，在农牧区开展以“三带”、“三户”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涌现

了一批“三带”、“三户”先进典型。1996年，根据乡委发〔1991〕14号文件和川委办〔1995〕15

号文件精神，对已命名的各级文明单位，从命名的第二年起，都要在自查的基础上，由所在地的精

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复查验收，对全县17个文明单位进行了全面复查、验收工作。1997年，在县

级机关中开展评选遵纪守法之家、卫生之家和五好家庭“三家”活动，共评出32户。1998年，根据

《文明单位建设与管理办法》，县精神文明办组成复查验收组，于11月15日～19日，对全县30个各级

文明单位及创建文明单位进行复查验收，27个文明单位合格，3个文明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在农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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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明乡、文明村和“三户”评选活动，评出文明乡1个，文明村5个，文明户32户、五好家庭户56

户、遵纪守法户141户。1999年，全县有省级文明单位2个、州级文明单位11个、县级文明单位36个、

创建文明单位3个。2001年，乡城县文明办深入正斗乡白坝村对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开

展农户“三户”创评试点工作，全年共增加新创“三户”30户，文明行业1个，文明单位3个。

表5－9　1992年～2005年乡城县省、州、县级文明单位统计表　　　　　　单位：个

年份 州级文明单位 州级最佳文明单位 州级文明行业先进窗口 县级文明单位 县级文明行业 县级文明村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3

1

—

—

—

—

1

—

—

—

—

1

1

—

—

—

—

—

—

—

1

2

—

—

—

—

1

—

—

—

—

—

—

—

—

—

1

—

—

—

—

—

1

1

1

—

1

—

1

4

—

—

2

2

—

1

—

—

—

—

—

—

2

1

—

—

1

—

—

—

—

—

—

—

—

—

—

2

—

—

—

—

—

—

五、公民道德建设

2002年，按照甘宣发〔2002〕4号《关于切实抓好第一个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通

知》精神，认真做好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各项工作。组织开展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的“五

好家庭”竞赛活动。举行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利用宣传车进行街头宣传，开展

法律咨询，发放“爱护环境、美化家园”市民守则200余份。在每年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

活动中，联合司法、电信、工商等单位开展宣传及服务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3 000余份。组织

发动全县各单位集中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300余次，使全县干部职工受教育面达90%。

同年9月20日，在“公民道德宣传日”宣传活动中，组织相关单位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通过张贴标

语、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的相关内容，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六、群众文化活动

1991年～2005年，举办各种类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如每年春节的文艺活动、“三下乡”活动、

全县职工篮球赛等活动。199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和乡城县“5·15”纪念活动6周年活

动中，县委宣传部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请老干部为中小学生讲革命先辈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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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故事，进行传统教育，参加学生达2 600余人次；1996年12月20日，在县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群众

性纪念活动，对200余名农村“三老”进行公开表彰；从县级机关单位中抽调31人组成宣传队开展

“送文化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行程438千米，观众达7 000余人次。

1997年，围绕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举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在“5·15”纪念活动中，成

功举办以“迎回归”为主题的首届普通话大奖赛。与县委组织部一道举办了“庆‘七一’迎回归”

歌咏比赛和知识大赛活动。2002年，组织老年弦子锅庄演出队和乡城巴姆山文化艺术团，到云南省

香格里拉地区和四川省绵阳、德阳等地参加民族文化艺术节活动。

第六节　统　战

一、机构

中共乡城县委统战部是县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县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

谋和助手。1957年3月，乡城县委统战部成立，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统战部陷于瘫痪。1981年11月

恢复县委统战部。1993年～1997年，县委统战部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民宗局，下同）合署办

公。1998年，县委统战部分设。2001年12月，机构改革后，县委统战部与县民宗局实行合署办公，

县藏胞办并入县民宗局。行政编制7名，事业编制1名，设综合办公室1个。2004年，将藏胞办划入

县委统战部。2005年，县委统战部有干部职工6人，其中：部长1名，副部长2名（其中1名兼任藏胞

办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2名，驾驶员1名。历任部长为无所杨登、张天才、杨登；副部长为娘太

土登、战斗、泽扎西、公色阿麦、胡明、洛绒泽仁。

二、民族宗教工作

民族宗教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2005

年，全县共有寺庙或宗教活动场所（点）27座（个），共有僧侣980人（常住僧侣232人，活佛14

人）。

1991年～2005年，县委统战部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重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区（乡）

干部群众及寺庙僧侣中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就管好寺庙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县委统战部

配合县宗教局开展活佛转世摸底调查及各寺庙僧侣定编定员工作，组织民族宗教界人士学习党的方

针政策。加强对出入境人员、活佛转世以及寺庙的管理。在24座开放寺庙中，对其中的21座寺庙进

行了调查、登记和编号工作。协助寺庙对寺管会成员进行调整、整顿，对寺庙财务进行清理，选举

产生了一批爱国爱教的僧侣，并让他们参与寺庙的管理。举办民族宗教界人士及僧侣培训班。与各

乡（镇）、寺庙签订寺庙管理责任书，要求广大僧侣旗帜鲜明地反对“藏独”等分裂活动。研究制

定了《关于统战、宗教、对藏办工作联系制度》。完善统战归口管理负责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1993年，县委统战部与寺管会协商，拟定出关于桑披寺迁址的建议议案，报县委、县政府及

州委、州政府。1996年，对白依丁真寺、定波崩土寺两名活佛转世灵童进行了寻访、调查、审核、

上报等工作。2000年，深入各乡（镇）、寺庙检查落实建章立制情况。加强寺庙教育，使教育面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