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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机关后勤服务

根据乡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乡机编发〔2003〕6号文件精神，2003年5月23日，机关后勤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正式独立开展工作。服务中心为乡城县政府直属的全民所有制正科级事业

单位，核定事业编制8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2名。服务中心工作职责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州文件精神，使接待服务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公务活动中的接待标准，为县

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做好接待综合服务工作及后勤管理，在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和大力支持

下，本着严谨、规范、节约的接待原则，认真完成省、州各级领导到县检查指导工作、周边邻县到

县交流学习、上级工作组检查工作、县内大型会议活动等各项后勤接待服务。2005年，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有6名，主任钟健康，副主任罗江巍。

1991年～2005年，政协乡城县委员会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坚持以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履行人民政协职能的工作实践中，高举社会主义、爱

国主义旗帜，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各项中心任务，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知情出力，为

乡城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政协全委会

一、政协乡城县第六届委员会 

政协乡城县第六届委员会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90年3月1日～8日在乡城召开。会议应到委员

56人，因故请假7人，实际到会49人。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共甘孜州委南路工作组组长洛绒达瓦代

表州委到会祝贺，并就县政协换届人事安排的原则作了说明。

政协乡城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为57人，鉴于上届委员中约有40%因各种原因而有较大变动，第

六届委员会除保留上届委员34人外，增补委员23人（政协会议期间暂缺1人）。

委员构成情况：少数民族委员47人，占委员总数的82.5%，汉族委员10人，占委员总数的

17.5%；中共党员18人，占委员总数的31.6%，党外人士39人，占委员总数的68.4%；妇女委员7人，

占委员总数的12.3%。

委员界别划分：党政领导及部门负责干部18人，占31.6%；科技知识界人士10人，占17.5%；

第四章　政协乡城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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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共青团、妇联3人，占5.3%；民族上层人士（子女）2人，占3.5%；宗教界人士14人，占

24.6%；工人、农民3人，占5.3%；台属、归国定居藏胞、在外藏胞亲属6人，占10.5%。

政协乡城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主　　席　妞　妞 （女，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副 主 席　廖正鑫 （1990年3月～1993年3月）

　　　　　宗吉泽仁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杨　登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洛绒降称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白玛翁青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秘 书 长　肖吉称 （藏族，1990年3月～1991年3月）

常务委员　麻里土登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热弄根秋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洛绒郎吉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赵一新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昂翁洛绒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布要益西 （藏族，1990年3月～1993年3月）

　　　　　吴康田 （女，1990年3月～1993年3月）

　　　　　胡朝龙 （1990年3月～1993年3月）

注：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为常务委员。

二、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 

 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93年2月22日～26日在县城召开。政协乡城

县第七届委员会委员67名，较之上一届委员增加10人，所占比例为14.9%；保留上届委员38人，所

占比例为56.7%；本届新提名委员29人，所占比例为43.3%。

委员构成情况：藏族委员51人，占委员总数的76.1%，汉族委员16人，占委员总数的23.9%；妇

女委员7人，占委员总数的10.4%；6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26人，占委员总数的38.8%，党外人士41

人，占委员总数的61.2%。

界别划分：党政领导21人，占31.3%；科技知识界人士18人，占26.9%；宗教界人士18人，占26.9%；

归国定居藏胞、在外藏胞亲属4人，占6.0%；农民4人，占6.0%；工人、其他劳动者2名，占3.0%。

文化结构：67名政协委员中，大专学历10人，高、中专学历34人，初中以下23人。

委员平均年龄较之上届委员有所下降，参政议政能力有所提高，委员当中，有在改革开放的

建设中作出一定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有学识较深的民族宗教爱国人士，有在推进“两个文

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中作出积极努力的代表人物。

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按人民政协章程规定，经酝酿讨论，民主选举产生了18名常务委员，

占政协委员总数的26.9%，其中：中共党员5名，占常务委员总数的29.4%，党外人士12名，占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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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总数的70.6%；少数民族14人，占常务委员总数的82.4%，汉族3人，占常务委员总数的17.6%；

常务委员的平均年龄为48.8岁。

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未设秘书长。

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主　　席　耿　曲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副 主 席　杨　登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陈大俊 （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央　京 （女，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洛绒降称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白玛翁青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彭汝华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常务委员　白玛绒木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布要益西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降称生根 （阿佐）（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吴全贵 （1993年3月～1997年12月）

 　　   　 洛绒郎吉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杨乃才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赵一新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麻里土登 （藏族，1993年3月～1993年11月）

　 　　    娘太土登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德波曲扎 （藏族，1993年3月～1997年12月）

 　　　    黄曰太 （1993年3月～1995年12月）

注：政协主席、副主席为常务委员。政协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增补丁盛华为政协乡城县第七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乡城县第七届委员会四次全体委员会议，鉴于本届政协委员中因自然减员或工作变动缺额较

大的情况，按程序增补委员13人，增选常务委员2人。

三、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 

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97年12月17日～23日在县城召开。

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共85人，其中：保留上届委员33人，占38.8%；新提名委员52

人，占61.2%。从文化结构和年龄状况看，大专以上学历24人，高、中专学历46人，初中以下学历

15人，委员的平均年龄为38.1岁，年龄结构更趋年轻化。在85名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委员68人，

占委员总数的80.0%，汉族委员17人，占委员总数的20.0%；妇女委员9人，占委员总数的10.6%。第

八届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33人，占委员总数的38.8%，党外人士52人，占委员总数的61.2%。

委员界别也更为广泛。政界人士15人，占17.6%；科技、教育、知识界人士17人，占20.0%；

宗教界人士15人，占17.6%；医药卫生界人士6人，占7.1%；经济界人士6人，占7.1%；政法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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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占4.7%；新闻界人士2人，占2.4%；工会、 共青团、妇联3人，占3.5%；归国定居藏胞、在外

藏胞亲属3人，占3.5%；工人2人，占2.4%；农民4人，占4.7%；个体户1人，占1.2%。

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18人，占政协委员总数的21.2%，其

中：上一届继任常务委员9人，新增9人。常务委员中，中共党员7人，占常务委员总数的36.8%，党

外人士12人，占常务委员总数的63.2%；少数民族16人，占常务委员总数的84.2%；常务委员的平均

年龄为46岁。

常务委员中的专职委员11人，兼职7人。

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主　　席　央　京 （女，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副 主 席　洛绒扎西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洛绒降称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白玛翁青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彭汝华 （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张天才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秘 书 长　龙　隆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常务委员　无苏宗德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娘太土登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赵一新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丁盛华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洛绒郎吉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降称生根 （阿佐）（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白玛绒木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阿　金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得　且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所底张追 （藏族，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黄　伟  （1997年12月～2002年12月）

注：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为常务委员。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三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协商选举，增补了

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6人，增补张天才为政协乡城县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四、政协乡城县第九届委员会

政协乡城县第九届委员会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2002年11月30日～12月5日在乡城县巴姆山宾馆

召开。会议应到委员95人（暂缺1人），实际到会72人，参会委员总数是历届政协最多的。95名委

员中，除保留上一届委员33人外，新增委员62人，占委员总数的65.3%。九届政协委员中的少数民

族委员68人，占委员总数的71.6%，汉族委员27人，占委员总数的28.4%；委员中的中共党员37人，

占委员总数的38.9%，党外人士58人，占委员总数的61.1%；委员中的妇女委员11人，占委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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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委员界别划分：军队2人，占2.1%；科学技术8人，占8.4%；经济部门12人，占12.6%；文教

体育7人，占7.4%；医药卫生6人，占6.3%；工会、共青团、妇联8人，占8.4%；文化、艺术2人，

占2.1%；新闻工作1人，占1.1%；农牧业5人，占5.3%；民族宗教23人，占24.2%；工商联3人，占

3.2%；特邀2人，占2.1%。

会议邀请往届县政协领导、在县境的甘孜州政协委员和全县12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列席了会

议。中共乡城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领导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12月1日，在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登宣读了大会主席团协商同意

提交大会的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书，作了关于组成情况的说明，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刘志辉作了候选人履历情况的介绍。经过认真酝酿协商，委员们以鼓掌的形式，并在大

会主席团和中共甘孜州委工作组的领导下，选举产生了政协乡城县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

务委员会委员共18人。

政协乡城县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主　席　杨建安  （藏族，2002年12月～）

副主席　江里阿麦  （藏族，2002年12月～）

　　　　白玛翁青  （藏族，2002年12月～）

　　　　尚　巴  （藏族，2002年12月～） 

　　　　降称生根  （藏族，2002年12月～2005年1月）

常务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玛绒木  （藏族，2002年12月～） 

　　　　白玛多登  （藏族，2002年12月～） 

　　　　方爱琳  （女，藏族，2002年12月～） 

　　　　杨　登  （藏族，2002年12月～） 

　　　　杨昌莉  （女，2002年12月～） 

　　　　阿　金  （藏族，2002年12月～） 

　　　　洛绒泽仁  （藏族，2002年12月～） 

　　　　所底张追  （藏族，2002年12月～） 

　　　　洛绒郎吉  （藏族，2002年12月～） 

　　　　洛绒青麦  （藏族，2002年12月～） 

　　　　强巴塔拉  （藏族，2002年12月～） 

　　　　谭　俊  （女，2002年12月～） 

　　　　魏　云  （2002年12月～） 

注：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均为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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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届提案办理

一、第六届委员会

收到委员提案73件，立案73件。其中：经济建设26件，文教卫生16件，农田水利15件，牧业2

件，劳动人事2件，宗教工作12件。立案的73件中，得到有关方面采纳并解决的有34件，占立案总

数的46.6%；纳入计划准备逐步解决的有22件，占立案总数的30.1%；因财力、物力等原因一时难以

解决的有17件，占立案总数的23.3%。

二、第七届委员会

收到委员提案73件，立案68件。其中：文教、卫生、体育9件，交通、水利16件，经济建设10

件，人畜饮水11件，人事工作1件，宗教工作21件。立案的68件中，被有关部门研究后采纳的有43

件，占立案总数的63.2%；另有25件限于财力、物力或其他因素未予采纳。

三、第八届委员会

收到委员提案131件，参加提案委员638人次，审查立案98件，占提案总数的74.8%。其中：经

济建设方面的31件，占立案总数的31.6%；教育事业方面的15件，占立案总数的15.3%；社会事业

方面的20件，占立案总数的20.4%；旅游事业方面的12件，占立案总数的12.2%；宗教事务方面的10

件，占立案总数的10.2%；其他方面的案件共10件，占立案总数的10.2%。审查立案的98件提案，截

至届满统计时，均收到办理回复。其中：被采纳解决49件，占办复提案总数的50.0%；需逐步解决

的有19件，占办复提案总数的19.4%；一时尚难以落实的有30件，占办复提案总数的30.6%。

四、第九届委员会

1～4次全体委员会议收到委员提案180件，参加提案委员595人次，经审查立案123件，占提案

总数的68.3%。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33件，占立案总数的26.8%；文教卫生方面23件，占立案总

数的18.7%；农业、林业、电力方面16件，占立案总数的13.0%；经营城市方面17件，占立案总数的

13.8%；文化旅游方面7件，占立案总数的5.7%；司法工作方面2件，占立案总数的1.6%；宗教事务

方面2件，占立案总数的1.6%；社会保障方面9件，占立案总数的7.3%；其他方面的案件共14件，占

立案总数的11.4%。

第三节　民主监督

一、委员视察

1991年～1994年，政协乡城县委员会先后组织委员对县人民医院、中学、文教局、农牧局、林业

局进行了视察，并将视察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将有关建议和意见向党委、政府反映，供决策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