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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

序

迪庆州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和永忠

<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终于定稿出版，我和我的同事们犹如秉镰望着丰穰的

田野，由衷地感到高兴。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部<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是20多年

来，迪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实施扶贫开发历程的缩影，虽是一管之水，但足资

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站在迪庆跨越发展的新起点上，继续更好、更快地开展扶

贫开发工作取法借鉴。

在迪庆各族人民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的漫长岁月中，20年的光阴仅仅是弹指

一挥间，但是，就是在这短暂的20年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

迪庆州历届州委、州人民政府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富民强州思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以敢为人先的迪庆精

神，与贫困和落后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30年以来，迪庆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扶贫开发工作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1987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形成了国家以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开发战略，自上而下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机构，

制定了明确的扶贫标准和目标。1987年8月，成立了州委、州政府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全州的扶贫开发工作。到1990年，成立了“迪庆州人民政府贫困

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确立扶贫开发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5

月将机构升格为县处级单位．配齐了领导职数，增加了人员编制。1995年正式将“州

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设置办公室作为州人民

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全州扶贫开发工作的常设办事机构。

2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随着扶贫机构的建立健全，

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迪庆州贫困地区给予了大量的扶持。在较短的时间

里，省政府曾在迪庆召开了三次现场办公会议，帮助迪庆的建设和发展。迪昆合作、上

海帮扶、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挂钩扶贫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扶贫开发工作得以延

伸到贫困地区的各个领域，促进了贫困地区生产逐年发展，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群众生

活逐步改善、贫困面逐渐缩小。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渐增强，全州贫困人口由

1987年的182，398人下降到2007年末的75，441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州委、州人民政府更加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积极组织实施了直接

受益于贫困群众的安居温饱、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动力培训转移。同时建立注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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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群众生产生活改善、增加经济收人的长效机制，继续巩固和完善易地搬迁、小额信

贷、社会扶贫、对口帮扶等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加快贫困地区普遍减贫脱贫的进程。

迪庆州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亲切关怀

下，州委、州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和扶贫战线上全体干部职工以

及社会各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结果。编辑出版《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旨在不

忘奋斗的历史，牢记肩上的使命，激励开拓进取的斗志。

《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主要记载从1987年1月到2007年12月，迪庆州开展扶

贫开发活动的历程。本志分概述、大事记、机构、贫困地区分布及贫困人口状况、扶贫

管理、专项扶贫开发及其他扶贫、扶贫开发绩效、挂钩扶贫与对口帮扶、县级扶贫开

发、附录等组成。《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叙述客观，虽不足

称是迪庆扶贫开发的指南，但无疑是迪庆扶贫开发的一面镜子，它可以使我们正确地认

识历史，理性地思考现在，勇敢地面对未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的记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

些应该总结的经验和接受的教训，可以为今后的工作领悟到一些新的启迪，减少工作中

的失误，正是我们编写这本志书所要达到的目的。

修志是一项艰辛的劳动，在较短的时间内编修出一部能反映全州20年扶贫开发工

作全貌的志书。确实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值此l：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出版之际，

我谨代表迪庆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和机关干部职工，向给予本志编纂热情支持、帮

助、指导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扶贫开发战线的前辈表示衷心感谢，向为本志的编纂工

作付出辛勤劳动的编修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本志编纂的时间比较仓促，收集的资

料和记录的事例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及曾在迪庆州扶贫办工作

过的同志们给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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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迪庆藏族自治州扶贫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翔实的资料记述迪庆州20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历

史与现状，体现迪庆扶贫开发工作的特点，为迪庆的扶贫开发工作服务。

二、本志时间上限1987年1月，下限2007年年底，个别事务其上、下限适当

延伸。

三、本志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忠实记述迪庆州人民政府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以来的活动。

四、本志坚持秉笔直书，所用史料宁缺存疑，不主观臆断，缺疑之处留待后考

补正。
l

五、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诸种体裁，以志为主，按章、节、层次

记述，图表分散在章节中。由概述、大事记、机构、贫困地区分布及贫困人口状况、扶

贫实施、专项扶贫开发及其他扶贫、扶贫开发绩效、挂钩扶贫与对口帮扶、县级扶贫、

附录等组成。

六、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书中“同年”、“同月”、“本年”均承袭

上文时间而言。志书中所涉及的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涉及人物

职务、职称的均按当时的职务、职称录入。

七、本志一律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

八、本志一律采用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数字书写，按国

家标准局1995—12—13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出版物与数学用法的规定>

执行。

九、有关“维西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名称的使用，1985年6月11日国务

院批准设立前一律用“维西县”，之后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或维西县。

十、有关“中甸县”和“香格里拉县”名称使用，2001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准

更名前一律用“中甸县”，之后用“香格里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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