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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言·．，▲h：t1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政协迪庆藏旗自r渝州委员‘会志ij}终

于编写完成并付印‘予，这是州政协：自身建设虫的∥件大事。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编写社会主鬈

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

大业，它不仅可以镄政、存史、教化”，而且可以起到“资料库、
数据库j信息库”的作用蘸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迪庆也和全国一样，政治上稳

定，经济上繁荣，各民族兄弟之间团结和睦，人民生活逐步改

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回顾

和总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对于认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

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做好民族统战工

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编写《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志》，旨在如实地记述

迪庆解放以来，特别是1957年9月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委

员会成立近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给今后从事政协工作的

同志留下一份系统的资料，从中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也可以

使更多的人士进一步了解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编写《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志》是一项难度较大的

工作，特别是在材料匮乏的条件下起步，更是艰辛，好在州、县

巴1．1



有关部门肭大力支持下，编写人员搜集了大量资料，着手编
写，经数易其稿，方成此书。

由于诸多原因，文化大革命前的政协一至四届委员会的

许多材料已散失，甚至焚毁，对此深感遗憾。

另外，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工作量又大，本志难免有错漏

和不当的地方，请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在此，对关心‘、支持、帮助《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志》的有关部门和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

‘

·2。

‘‘尼‘玛。
●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二日



凡 例

一、《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以全国政协章程为依据进行编写。

二、本志断限：上限时间从1950年5月迪庆全境解放开

始，下限至1996年4月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八届一次会议召

开为止。

三、志录史料，采取政协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届委员会历次

会议文件、材料、原始记录及档案馆馆藏资料为主，力求翔实、

准确。

四、为叙述方便，一般采用简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为“政协迪庆州委员会”或

“州政协”；全体委员会议简称“全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

会”；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党”；“州委”指中国共产党迪庆

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州政府”指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五、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章、名录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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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东南延伸部位，镇、

几藏三省(区)结合部，地跨东经：98。35一0100018”，北纬26。
‘5粒芝9。15一之间i东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南与丽江二
纳蕾族自治县隔江相望；西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交界，北与西

藏自诂区售都地区毗邻r。州人民政底驻地中甸县中心镇+，距省
府所砬地昆四市一709公里。全州东西横距165公里，南北纵距

225娌，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i‘自治州辖中旬、德铱维西
傈僳荣、自治县三县，全州总人口，324sOo‘人，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3．5人。 ·．，。
+ 。 i

一
．，

遗庆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自治州，境内居住着藏i傈僳、

汉、彝I纳西：白-回、普米、苗等民族，主要聚居民族是藏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主改革前，由于各民族生产状况

不同J-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造成迪庆

社会发是程度各异，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

藏狡聚居的中旬、德钦、及维西二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土

司、僧召贵族联合专政的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i维西傈

僳族茸治县大部分地区获-州内双、纳西、回、白、‘苗等良族0已
进入封建社会中后期，彝族地区保持着农奴利，怒族、’独龙族

地区还残存着氏族制、原始共耕制； ‘．

·： 一．‘

’月。’‘傲教合三-”的封建l农奴翩，是迪庆民主改革前鲥‘种待
殊的政治翩度，垒．j}fI 2a个主要寺院、数百个公堂，经堂；具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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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政权的双重性质，领主通过。份地”把广大农奴束缚型

领地之上，进行实物、劳役(乌拉)、高利贷剥削。农奴主统治集

团经常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篚

挑唆，常常引起民族内部和邻近民族之间的冤家械斗，给各碧

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严重地阻碍着童

庆的社会进程和经济枣犀≮，‘曩；_?矗，l强皇：窖≯j妒，：j 卜
一1 年5月迪庆全境解放后!、中甸、德钦、维西三县多j：ji0．9,50

建立了久民政枳‘不少有影晦的民旗上层火妻和各蓐备男知
名人士，以及在旧社会任职的营官、千总、把总及地方毒司，都

相应地安排了职位。，这一时期='中旬、德钦两县分别建彝了人
：民政府协商委员会，’维西县在．人民代表中组成协商委最会，并

在县政府内设立专职协商委员。，．一 ，．}．一 ：_l’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肆根据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是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于195,7年9月，迪庆藏族自治州成蓝的同

时，正式组建的j．3．8年来，历经七届，经历了三个时期＼7 ．

。．从"1,957j年到1966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

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政协也在曲折中前进利发展，
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t在这个时期中，州政协_成童，就积极

参与全州的平叛、、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冽；对党和
政府的大政方针及群众生活中普遍关·L-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羞组织和推动全州各族各界人土学习，
进行思想改造，做了大量工作。 ， 、’≯．⋯·． i ’．r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由I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和平搬商

民．主改革地‘区搞鼍民主改苇补课”，没收民族上层人士的浮财、

底财，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采取“揭发批判、人人过兼”的错
·、2。·



澳做法；伤害了一些民族上层人士。(1963年2月j，中共云南

旨委宣布黑林铺整风中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一律无效4)。

l 1962。年，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蔷南省委对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解决了

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迪庆的政治、经济又出现

了新的转机，生产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政协工作重新走

上正常轨道，并着手开展工作：’后来在“四清”中，二．些生层入

士叉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

?’ 一

＼1966年5月至内76年lo月前。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

人民遣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州政协也遭到严

重破蚓，被迫停止活动达十五年之久。 _：’ ··-’一、+

’li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f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千一届
三中垒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上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使人民政协组织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 · 。· ‘”， 。1’t

‘’‘

1。981年5月，在中共迪庆州委的领导下，迪庆藏族自治

州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在中旬县城召开，标志着迪庆州政协
的恢复』十五年来，州政协组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迅速发展。

从此，州政协进入了—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一-，

。=随着统一哉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逐步加强i1984年，各

县政协相继恢复．现在三县共有县政协委员355人，州政协委

员163’‘人，省政协委员11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二-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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