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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国顺 赵应达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地方志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编纂地方志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

纪检监察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央一再指出：坚决反

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不坚决惩治

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

走向自我毁灭。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合。多年

来，大理州纪检监察机关在州委、州政府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

责，着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为全州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做了许多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不断推进，查办案件不断取得突

破，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不断有新的成效，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不断得到深化。这些工

作成效的取得无不与全州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勤奋工作息息相关。因此，记叙这一

阶段的纪检监察工作，编纂大理州纪检监察志，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大理州纪检监察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客观系统

地记叙大理州52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概况，记叙纪检监察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为今后的纪检监察工作提供借鉴。

编纂人员接受任务以来，在编纂过程中，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原则，定位于厚今薄古，

详今略古，文不饰非，反映客观的要求，查阅数百卷宗，翻阅上百万文字搜集资料，广征博引，

殚精竭虑，伏案奋笔，辛勤耕耘，数易其稿，终成其志。但是，编志并非易事，囿于理论、政策、

思想和文字水平限制，加之建国以来纪检监察机构几经变迁，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分分合合，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被迫停止，资料几近空白，难以全

面、系统地反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纪检工作情况，存在遗漏和失误在所难免。然暇不掩瑜。读

完此书，其资政、存史的作用跃然纸上，从中使我们了解了纪检监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任务的由来和发展，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有较好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它对各级领导，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了解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历史以及加深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深

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oo三年七月



大理州纪检监察志

凡 例

一、本志为中共大理州纪律检查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监察局部门志，也是大理州纪检监

察专志。编写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详今略古、详州略县，如实客观地记述大理州纪检监察机关的机构演变和

大理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概况。

二、本志上限从1951年起，下限到2002年止。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专志部分共十一章，以章、节、目为记

述层次。

四、编写工作以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

五、本志为叙述方便，在编写中一般采用简称。如“中共大理州委员会”简称为“中共大理

州委”、“州委”；“中共大理州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为“中共大理州纪委”、“州纪委”；“大理白

族自治州监察局”简称为“大理州监察局”、“州监察局”等。书中不再标注。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大理州档案局，大理州纪委、大理州监察局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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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横跨东经98。51 7～101。03 7，北纬24。407—26。42 7之

间，东连楚雄彝族自治州，南与思茅、临沧地区毗邻，西接保山市和怒江傈傈族自治州，北与丽

江市山水相依。辖大理市、祥云、宾川、弥渡、巍山、南涧、永平、云龙、漾濞、剑川、洱源、

鹤庆12个县(市)。总面积29465平方公里，耕地298万亩。2002年末，人口330．99万人。州

内有白、汉、彝、壮、傣、苗、傈僳、回、纳西、藏、阿昌等民族杂居，少数民族人口占49．22％，

其中：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3％。

大理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20世纪初叶，一批仁人志

士和进步青年，矢志外出求学，探索革命真理，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投身革命活动。剑川人张伯

简，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建立共产党组织活动。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祥云人王德

三，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祥云人王复生，在北平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人中

国共产党，是云南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理人赵琴仙，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白族第一个女

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还

有洱源施混和施介、宾川赵醒吾和赵熔、大理周保中、祥云王孝达、巍山徐克家和徐克峻、鹤庆

黄洛峰、弥渡尹沛霖等人。在他们影响下，大理地区开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启蒙，1928年，中

共云南特委迤西区委员会成立。随后，在蒙化(巍山)、鹤庆分别成立特别支部，这是大理地区

最早建立的中共地下组织。1929年，云南省特委派干部到祥云、蒙化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宣

传发动和组织发展。

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途经祥云、宾川、鹤庆3县，播下革命火种，大

理有1000余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多次派人到大理，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大理、剑川、鹤庆等地秘密组织学习进步书刊，深人

进行统战工作和对敌斗争。

解放战争初期，大理各地进步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活动。

1947年冬至1950年初，中共云南省委不断派干部到滇西开展革命工作，以剑川、祥云为中心，

建立滇西工委，祥云分委以及后来的滇西北地委和滇西地委。党组织以各族进步知识分子为骨

干，贫雇农、工人等为基础，在大理地区发展党员7000多人，建立18个县(区)工委、县委。

同时，发展了一大批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成功地组织发动剑川“四、二”暴

动和其他武装暴动，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组建起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第八支队，组织起2000

余人的人民自卫队和大量民兵武装。经历200余次主要战斗，粉碎国民党军队、土匪武装、地方

团队的多次围剿和进攻。大理地区600余人牺牲、400多人致伤致残，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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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地下革命和武装斗争。党组织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和政策，发展壮大群众组织，争取宗教

界上层人士，围绕各族各阶层人民共创解放事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卢汉宣布云南起

义的形势下，大理地区于1949年12月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中共大理地方委员会、大理专区专员公署建立后，中共大理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于1951年

1月13日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大理区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处于1953年10月8日成立。纪检监察

机构成立后，50年代初，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民主改

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整党建党，培养干部，巩固政权，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

定基础。1953年起，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工作出现严重偏差，使一些党员、干部受到

错误处理和伤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国际环境影响，农业减产，经济困难。1961年开始，贯彻“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甄别平反错处干部，落实

《农业六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理州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纪检监察工作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极大

破坏。

1979年，大理州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恢复建立后，集中精力，广泛深入地开展拨乱反正和端正

党风工作。对广大党员进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同

时，在揭、批、查林彪、“四人帮”罪行的基础上，批判派性，纠正党内各种不正之风。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后，开展学习和贯彻活动，对照《党章》和《准

则》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接受监督。1985年，大理州用两年时间分3批进

行整党，并开展清理“三种人”工作，一加强组织建设工作。1988年，州县两级监察局成立后，充

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加强了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地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严

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1993年，大理州纪检监察机关合署以来，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纪检监察工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

指导思想，认真履行“保护、惩处、教育、监督”职能。

大理州纪检监察志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个部分组成。专志部分由机构、教育宣

传、调查研究、党风廉政建设、信访、案件检查、案件审理、纠正不正之风、执法监察、落实政

策和拨乱反正、自身建设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纪检监察机构的产生、设置，全面地叙述大理

卅I纪检监察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地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为大理州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抓紧迅速作出处理。

1 953年

2月，大理地委纪委办事机构建立，配备办公室副主任1人，专职纪检员1人。

3月25日，大理地委纪委向省纪委、大理地委报告贯彻全省第一次纪检工作会议精神。

4月29日，大理地委纪委向省纪委报告大理地专机关及下关市级机关“三反”复查及处理

“三反”遗留问题总结报告。

8月24日至9月9日，大理地委组织部、地委纪委先后联合发文批复各县(市)委纪委组成

人员和书记、副书记。

10月8日，大理区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处成立。

1 954年

1月1 1日，大理区专员公署监察处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认真清理

积案，抓紧搞好干部惩戒和教育工作，为全区普选工作创造条件。

4月12日，大理区专员公署要求各县(市)人民政府，依照县(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组

织通则，建立监察机构，配备干部开展工作。

6月22日，大理地委纪委、大理区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处合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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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5年

4月27日至30日，大理地委纪委召开各县(市)委纪委专职干部会议。主要传达中纪委和

省纪委农村纪检工作座谈会精神，重点研究如何开展农村基层纪检工作。

5月，根据省监察厅指示精神，大理区专员公署监察处把祥云、弥渡、凤仪、鹤庆、洱源、

大理等6个县监委的专职干部6人集中专署监察处统一使用。

11月7日至12日，大理地委纪委召开全区纪检工作会议，贯彻全国农村纪检工作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朱德同志在全国农村纪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月5日，根据省人委会“关于县监委撤销和移交工作的指示”，各县、(市)人民政府监

察委员会撤销。县监委撤销后群众来信来访和干部惩戒工作，由县(市)政府秘书室、人事科分

别负责。

12月21日，大理地委纪委、大理专署监察处发出《关于粮食三定工作中党员、干部违反政

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通报》，要求各地对三定工作中发生违反党纪和国家法令的行为认真检

查严肃处理。

1 956年

3月19日，大理地委纪委制定“关于会议汇报和日常工作制度的规定”。

3月29日，中共大理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共大理地方监察委员会。

5月，大理地监委、大理区专员公署监察处分开办公。

6月12日，云南省大理专员公署人民监察处，改称为云南省大理专区监察处。

7月22日至8月5 El，省监委副书记周力，省监委农村工矿处处长范学俭到邓川县监委和大

理地监委检查指导工作。

7月28日至31日，大理地监委召开全区监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第一次监察工作会议

精神。

9月17日至20日，大理专区监察处召开全州公民控诉和干部惩戒工作座谈会。

10月13 Et，大理专区监察处，向宾川县派驻监察室，监察室设副主任1人，监察员1人。

10月15日，大理专区监察处制定“关于执行政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批

准程序的规定”的几项暂行规定。

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

12月，大理专区监察处改称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监察处。

12月，大理州监察处副处长李思俞，出席监察部召开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

l 957年

3月4日，大理州监察处向洱源、巍山、永平3个县分别派驻监察组。

3月底，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监察部长钱英，在省监察厅申诉、控诉处处长李

]



9月，监察部监察专员刘纪应到大理检查工作。

l 958年

1月10日，大理州监察处撤销派驻宾川县监察室，派驻洱源、永平、巍山3个县的监察组。

3月3日，大理州监察处对州医院基建工地损失浪费的情况进行通报。

7月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监察处改称为大理州监察局。

7月10日至30日，云南省监察厅工作组对大理州监察局和洱源、邓川、大理、下关、祥云、

巍山、剑川等7个县、(市)的监察工作进行检查。

9月10日至15日，大理州监察局召开全州监察工作会议，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精神。

9月18日至25日，大理地监委在大理县作邑乡召开农村基层监察工作现场会议。大理州各

县(市)监委和分管监察工作的领导共139人参加会议，省监委、丽江、德宏地监委、地委组织

部、监察局领导出席会议。

11月，大理地方监察委员会，大理州监察局合并办公。

12月10日，大理地委抽调地监委、监察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检查组，对祥云县

新兴苴、三甲、小官村三个水库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进行调查。

l 959年

1月2日至6日，大理州监察局召开监察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监委地市监委书记会议精神。

3月3日，根据省监委的要求，地监委制定“关于报送报告和案件材料的规定”。

5月29日，大理地监委、大理州监察局对开展算旧账以来党员、干部中发生逃跑、自杀情况

向地委、省监委报告。

8月1日，根据省委“关于处理基层干部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规定”，地监委提出“关于

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问题的处理意见”。

8月7日，大理州监察局撤销。

1 960年

2月26日，大理地监委向地委报告“关于农村整社整风运动中犯错误干部、党员处理情况

报告”。

3月份，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到大理州视察工作，并到大理县喜洲公社等地检查工作。

地委副书记欧根、地监委副书记孙士聪陪同并汇报工作。

4月底，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省监委书记刘林元到大理州视察工作，并分别

到永平县、剑川县金华公社等地检查工作，地委书记郑刚、副书记欧根，地监委副书记孙士聪汇

报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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