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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德钦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德钦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溯至史料所涉的记事年代，下限断至1990年，一些重要史事写至

1993年。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尽力用新的观点、资料、方

法客观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结构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大类立志，事以类从，

因时系事，横分门类，竖写史实。篇下设章、节、目，其间附图表。

四、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力求简明、朴实、准确，避免冗杂、夸饰。

五、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影响、贡献和功绩的在世人物，采用

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的方法写入有关章节。

六、本志书中的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不加褒贬，地名为所记事物发生时的名称

为准，加注经普查后的地名。

七、德钦县城于1950年4月14日解放，这一时间前后称“解放前后”；本志在划

分新旧社会名称上，在书中，第一次使用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后用

“建国前、后”。

八、本志用字，一律按<新华字典>所录之字。数字则遵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执行规定>。凡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很得体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计量及专有名词、术语均按<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与统

计部门用法一致。， ．

十、本志资料来源，正文内不加注出处，但按其史料档案、调查材料、统计数字在

档案材料记注而备查。

十一、德钦县原辖澜沧江三乡一镇，1959年后，奔子栏办事处归并德钦，除历史

上牵连较大的史实记人本志外，其余从略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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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称)

德钦县第一部县志问世了!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认识县情、振兴经济的地

方百科全书，是德钦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实绩；也是我县修

志人员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省、州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及老同志的亲

切关怀下，辛勤耕耘的硕果。在这本志书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我县修

志的志士仁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德钦县建置虽晚，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境内雪峰林立、江河纵

横、原林叠翠、峡谷峻险，世界上有名的梅里雪山峡谷和云责高原最高的卡

格博峰，同在我们县内。地处滇、川、藏结合部，历经沧桑，德钦县人民创

造了自己灿烂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德钦县各

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经过歼灭国民党军残部田中田之师，从南

线支援解放西藏，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进行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

度。在曲折的前进道路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予农业合作化，办起

了新兴的工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执行

改革、开放的政策，曾经繁荣而后又萧条的“雪山市场”，如今又呈现出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幢幢高楼代替了旧社会低陋的房舍，喇叭声取代

了往日凄惨的呻吟，车轮滚滚讲述着人马驿道的变迁。

编写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开创未来，有长远社会效益，意义极其重

大的宏伟事业。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修志的优良传统，但德钦县地

处边远，交通、教育等条件所限，过去的文人墨客，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德

钦县志书，一些门类不全、褒贬失当、记述缺详的书稿也寥如晨星，不能全

面反映德钦的情况。为了揭示德钦县历史的兴衰荣辱、总结教训，特别是解

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及其工作利弊得失，德钦县委、县政府遵照国务院有关编

修地方志的工作部署，于1986年底组设了县志办公室，从1988年4月，召

开第一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贯彻修志工作方针和中央领导同志对“盛世修

志”的重要讲话，开始了我县修志工作。到1995年，历时七年，在修志人

员的努力下，写出了这一承上启下、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篇一部德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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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编辑县志过程中，编辑人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用新的观

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编写出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体现时

代特点，地方特点的新县志。志书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人物诸方面，展现了德钦的过去和现在，特别记载了解放以来所

经历的曲折过程和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为各级领导提供了较详细的认识、

掌握、管理德钦的文献资料，为全县各族人民提供了认识县情、热爱家乡、

建设边疆的精神食粮。我们祝贺这一文献的诞生，同时也要珍惜这一集体智

慧的结晶。新编《德钦县志》虽然几经修改，但因工作浩繁，出于众手，修

志人员缺乏，难免有遗漏和讹误及取舍不当、史料欠核等不足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指教。使这一精神财富更臻完善，更加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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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钦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地段，青藏高原南缘滇、川、藏三省(区)结合

部，西南与维西县、贡山县接壤，西北部与西藏的芒康、左贡、察隅县接壤，东、南同

四川的巴塘、德荣县及云南省的中甸县隔金沙江相望。总面积为7504平方公里，人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7．3人。1990年辖7个乡1个镇，．41个村公所(办事处)，隶属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全县有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傣族、怒族、普米族、

拉祜族、汉族、哈尼族、苗族、壮族等1 4个民族，总人口5 6 6 44人，其中藏族为

45 493人，占总人口数的80．31％。县城升平镇，海拔3400米，距州府中甸182公里，

距省会昆明889公里。

县境内，东有云岭山脉，西有怒江山脉。山脉均为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地形

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刀形。南北长约188公里，东西宽约68公里，云岭、怒山山脉中，

梅里雪山(含太子雪山)、甲吾雪山、闰子雪山、白茫雪山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最高

海拔为卡格博峰6740米，最低海拔为燕门乡南部澜沧江边1840．5米，境内东部为金沙

江所贯穿，澜沧江穿行于怒山、云岭山脉之间，形成高山河谷、山区、高寒山区三种类

区。耕地集中于金沙江西岸澜沧江两岸河谷、山区；草场多分布于云岭山脉高寒山区、

西部怒山山脉雪峰林立、白雪皑皑，属冰川地带。 ，

境内河流一部分属澜沧江水系，一部分属金沙江水系。其主要支流有当达河、珠巴

龙河、阿东河、永支河，长期流水的溪沟有150条。境内还有天然大小湖泊42个，湖

面总面积为460平方公里，最大的为扎绕粗穷湖，面积为0．08平方公里。境内温泉居

多，羊拉、佛山、云岭、升平镇、燕门、霞若等多达10处温泉，特别是阿东温泉，温

度高达90℃r是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又是旅游景点之一。

德钦县属寒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具有低纬高原季风气候特点：“一山有四季，隔山

不同天”，多年平均气温在5．5℃；多年平均降水量636．7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987．3小时。立体气候资源丰富，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天然之地。1993年有耕地81 863

亩，占总面积的0．72％，人均1．44亩，出产小麦、青稞、玉米、养子i洋芋、蔓菁、

豆类等农作物和梨子、核桃、黄果、苹果、桃子、桔子、葡萄、石榴等水果j一展峡谷

中花果宜人、’高山野果累累的图像。林地面积为4 9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0．04％，

其中森林覆盖面积5 167 770亩，‘覆盖率为总面积的36．7％。以杉、松、柏、桦为主的

木材蓄积量达4000万立方米。1993年草地面积2 999 997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26．65％，载养着牦牛、犏牛、黄牛、山绵羊、马、驴、骡等共约260 587头(只)牧

畜，人均拥有量4．66头(只)。在森林和草地上有豹、熊、獐、鹿、山驴、兔、岩羊、

雪羊、狐狸、野猪t、豺狼、雪鸡、滇金丝猴i小熊猫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22种；

还有松茸、木耳、虫草、知母、贝母、大黄、丹皮、杜仲等名贵植物资源；铅、锌、



2 德钦县志

铜、金、银、铁、水晶、石膏等矿产资源。境内有水域面积15 338．1亩，占总面积的

1．35％，除栖息着水鸭、高山鱼外，澜沧江中的江猪嘴鱼、麦穗鱼，肉质鲜嫩，是极好

的资源之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除灌溉外，．境内地表径流量多年平均为21．2亿立方米，

人均拥有水资源38 769立方米，高于全省人均水平总数的73％，用电农业社占农业社

总数的55．9％。水能蕴藏量为878．33万千瓦，人均155千瓦。

德钦县地处世界稀景、滇西北独有的“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流地段。

境内遍布高山雪峰、峡谷险滩、林海高原、高山湖泊，其中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海拔

6740米，为云贵高原之最。沿奔子栏村至白茫雪山顶，可观赏不同气候带的自然景观

及板块缝合线地理、地质、地貌奇观，真可谓“半山白雪半山花，顶穿皮袄腰披纱，谷

底赤膊汗满颊，一山四季汇天涯”。梅里雪山峡谷深达4 974米；在梅里雪山中世界上

低纬海拔冰川(明永冰川)从澜沧江东岸看历历在目。吉顶贡、飞来寺、东竹林寺的壁

画栩栩如生，多彩的民族风情，古朴的射箭活动，悠悠的弦子锅庄，是观光、旅游之

地。

德钦之地，远在春秋时代，就有土著先民在境内金沙江、澜沧江两岸活动。唐属吐

蕃神JII都督府；宋时不详；元为巴宗(即巴塘)的辖区；明初为招讨司磨儿勘与万户府

刺宗管辖；正德四年(1509年)始，称阿得酋，被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占；清称阿

墩子，康熙四年(1665年)至五十六年(1717年)，受蒙古和硕特部和西藏达赖喇嘛管

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受四川省巴塘土司所管辖。雍正

五年(1727年)划归云南，归维西通判所管辖。雍正七年(1729年)，维西德营制，分

派千总在阿墩讯分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阿墩子弹压委员。民国2年(1913

年)改为行政委员，民国21年(1932年)设德钦设治局至38年(1949年)，分别由省

府第九、十、十三、十五政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管辖。1950年，由丽江地区管

理。1952年设治局改为县的建置，设立德钦藏族自治区。1955年12月，改称德钦县，

1957年9月，德钦县隶属迪庆藏族自治州至今。

解放前，德钦受土司制度及寺庙特权和自然地理条件的束缚，民族经济发展十分缓

慢。社会仍处于封建农奴制度，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这里的藏族人民和各地民族

一起，为谋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帝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但广大劳动人民

仍然挣扎在黑暗、反动、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铁蹄之下。

1946年5月，受到进步思潮影响的海正涛与平措汪杰、昂旺格桑等同志一起，在

德钦秘密拟定<东藏自治同盟简章>，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但被国民党德钦党部派

人杀害。1949年1月，为了反抗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燕门乡荣仁一带的农民和奴

隶，武装扼守在扎姑，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李阿士等人参加了边纵七支队骑兵队，为

滇西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1950年3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歼灭了国

民党军胡宗南残部田中田师，5月20日，召开了德钦和平解放的庆祝大会。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德钦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慎重稳进”和团结、

生产、进步的民族工作方针，通过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商，调解民族内部历史上遗留下

的纠纷和冤家械斗，平息反革命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摧毁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建立

基层人民政权，实现农业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德钦的民族经济得到很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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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4．64倍，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增加

6．6倍。解放41年来，德钦县为改变农牧结合的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走过了曲

折的过程。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到50年代中期，·发生

叛乱后，生产又遭到破坏。经过平息武装叛乱及1958年的民主改革后，调动了农民群

众的积极性，生产得到了发展。到60年代，“共产风”、“浮夸风”等脱离实际的做法使

德钦脆弱的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一些刚上马的工业企业下马停产。1962年，贯彻党

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工农业生产虽有恢复，但在“文化大革

命”中，生产停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有了生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整个民族经济注入了新的

活力，乡镇企业、商业贸易、集贸市场、娱乐场所也随之发展起来。1990年国内纯购

进总额922．16万元，国内纯销售总额2 693．5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 527．2万元；

集市贸易成交额2 500万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解放后，各项建设事业也有了大的发展，解放前人背马驮、驿道险峻的德钦，以县

城为中心，1959年开始，修起了省道公路、县乡公路、乡村公路。到1990年，全县有

6乡l镇，23个村公所通了公路，通车里程457公里。金沙江、澜沧江上架设了12座

桥(含吊桥)。邮路发展到491．4公里，乡乡、村村通了邮路，通了电话，基本改变交

通不便和信息不通的状况。学校由解放前的1所发展到1所完全中学、4所初中、1所

重点完小、175所乡村小学、1所幼儿园，在校生6 091人。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的

发展，过去缺医少药的德钦，现在有县卫生院、防疫站、保健站、藏医室及各乡村医

院，卫生室医疗机构51个，病床数1 863张。县里还有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

电影公司，专业电影院有3所，国办专业电影放映队3个，个体业余放映点37个，业

余锅庄、弦子舞队、体育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取得了成效。先后进行了土壤普查、‘水利

普查、土地详查、地名普查、草场普查、中药资源普查、畜牧业普查、农业气候资源调

查等工作。
“

，’

·’

德钦县建置较晚，开发尚迟。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德钦县委的领导下。9在改革开

放，发展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吸取教

训，总结经验，创建出一个团结、文明、富裕的德钦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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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t记

唐朝属吐蕃神川都督府。

．蘑

明

洪武年(1372年) 德钦为招讨司磨儿勘(芒康)与万户府剌宗(巴塘)的管辖区。

正德四年(1509年) 德钦为云南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氏占领。

崇祯十二年(1639年) 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派兵南下，打败木氏土司。

德钦为和硕特部控制范围。’

清

顺治五年(1648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间 属西藏统属范围。丽江木氏土司

支持中甸、维西、德钦的各噶举寺院和各地“木瓜”(地方官)于康熙十三年(1674

年)挑起反对蒙古和硕特部统治、反对格鲁派势力渗入的武装战乱。西藏五世达赖和蒙

古汗派兵平定动乱。派员没收德钦三寺(红坡、德钦、书松)财产，解散僧众。

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十七年(1678年) 五世达赖喇嘛允许恢复德钦境内的

三大寺，并改其为格鲁巴教派，赐名三寺为“噶丹羊八景林”(红坡寺)、“噶丹德钦

林”、“噶丹东竹林”。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德钦县复归巴塘管辖。

雍正五年(1727年) 勘定川、滇、藏边界，德钦由四川省(巴塘管辖)划归云

南省。

雍正七年(1729年) 奏准奔子栏王万年为土千总。

嘉庆七年(1802年) 授禾良斗、桑上达为土千总、土把总，世袭。

咸丰三年(1853年) 授土弁吉天锡五品顶戴。

咸丰三十一年(1861年) 天主教法国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顾德尔、丁德尔进入德

钦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余斯德望、蒲白多禄率四川教徒迁入德钦茨姑，买地建教堂。

开办教会小学。

同治元年(1862年) 在茨姑村建成一座天主教堂，接着又在阿墩子(升平镇)

建成一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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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至七年(1880--1881年)又建成巴东教堂。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三月初 驻盐井的法国传教士蒲德元、魏雅丰逃抵

阿墩子，受到清军保护。盐井僧俗200余人为驱逐洋教士亦赶到德钦，于是，清军僧众

发生冲突，清兵打死打伤僧侣三人。‘不久，盐井、巴塘与僧众500余人相继赶到德钦，

双方展开激战，在冲突中清军焚烧德钦寺。

事态进一步扩大，德钦、东竹林、红坡三大寺喇嘛和群众举行大暴动，与巴塘、盐

井入滇僧众联合起来，烧毁霸占民产的阿墩子天主教堂、茨菇教堂，杀死作恶传教士。

僧俗同清军展开交战，围困维西厅守备及官兵达三个月。清廷派兵镇压，大肆屠杀藏

民，洗劫寺院财物。一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设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为委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月 美籍传教士德门内在德钦纳古杀死喇嘛补更弄。

僧众群情激愤，要求杀人偿命。
‘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 弹压委员夏瑚被弹劾革职。，
“

J
‘’

中 华 民 国‘ ：‘’

(1912～1949年9月)

民国元年始(1912年) 德钦隶属维西县代辖区。本年，设阿墩子盐务局。

民国3年(1914年) 建成德钦茨中天主教堂，教士对教徒子女开设教义、圣经

教育课。学时为每年冬春两季，学习期限三年(实习一年半)。 K

民国4年(1915年)改设阿墩子行政委员。并开办劝学所，学费则由德钦寺、羊

八景寺(红坡寺)公租项下捐银及由维西县署土弁养廉内提拨。民国15年(1926年)

后因种种原因而停止办学。

民国9年(1920年)初 四川籍中医陈仕培、刘大发、孙子金来到德钦，开设

“培厚堂”中药铺，收购当地药材，配制家传鹿胎膏、鹿角胶、刀枪伤生肌散等。年底，

开设“金福公馆”中药店，收购药材，配制成药。’

民国21年(1932年) 改设阿墩子设治局(县级)。本年始，征收烟酒牲屠税

(同年4月设烟酒牲屠税委员1人)。 ，

民国24年(1935年) 阿墩子设治局改名为德钦设治局。

．民国25年(1936年)7月 创立德钦省立小学，由设治局长周毓琼兼任校长。省

立德钦小学属中维学区，该学区又隶属第七督学区，由国立丽江师范负责监督。本年，

改设阿墩子盐务局为阿墩子盐务公司。 ． ．

”?’

民国26年(1937年) 设立德钦邮政局，办理汇兑业务。

民国27年(1938年) 撤销邮政局，改为邮政代办所。 ··

民国31年(1942年) 德钦县城一带流行瘟疫。国民党德钦独立自卫支队司令海

正涛组织军民采药自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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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1944年)6月24日 开辟由丽江至德钦的长途邮路，订为5日班。

民国35年(1946年)下半年因“省支教费不敷，各地省立小学交还地方办理”，

德钦省立小学改为县立小学，称“德钦县立小学校”。华丰坪分校改为“德钦升平镇华

丰村保国民小学校”，茨中分班改为“德钦燕门乡茨中保国民小学校”。停办果念短期小 ^

学校。本年9月，海正涛、平措汪阶和昂旺格桑在德钦升平镇酝酿成立东藏人民自治同

盟，并拟定《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简章>、(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军事总部工作纲要>。

民国36年(1947年) 在国民党德钦设治局的策划指使下，海正涛惨遭杀害。 ．J

民国37年(1948年) 除华丰坪分校勉强维持开办外，德钦县立小学校均先后停

办。本年12月～次年4月，黄举安调查德钦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写成<云南德钦

设治局社会调查报告>。本年，溜筒江铁索桥(又名普渡桥)竣工。

民国38年(1949年) 中共滇西工委秘密派遣中共党员杨耐久到德钦进行地下革

命活动。本年(农历正月十九)，王文选等人遭到赵正雄(伙头)亲信的袭击、枪杀

(此事称为德钦大惨案)。本年1月始，德钦禹功、永任村民在土司械斗、清乡掳掠而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到永仁扎古据险扼守，与武装土司展开了先后达一年多时间的斗争。

本年9月，李阿土、甘马白久等18人参加边纵队三十三团三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i： ；(1949年10月～1990年12月31日)

1949年

12月25日 国民党德钦设治局宣布起义。

1950年

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三营进驻德钦。

本月，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三营在佛山乡古水村、纳古村等地阻击国民党

军残部，这是解放云南的最后一次大战斗。

5月20日，在升平镇召开德钦和平解放庆祝大会。任命一二五团政治处主任武健

为临时中共德钦县工委书记，任命杨润为设治局局长。

本月，组建德钦设治局财政科。

本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滇西北，进军西藏。为保证部队的军需物资，县政府成

立“进军西藏支援委员会”，杨晋升任主任委员。
。

6月3日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德钦县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改称原三乡一镇(燕

门、云岭、佛山、升平镇)为三区一镇。 t

本年，恢复县立小学校，改称德钦升平镇人民小学(升平镇完全小学)。时有5个

班，140名学生，7名教师。 一 j

1951～1953年。外国传教士逐渐离开德钦县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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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 ：．7 I．

本年初，德钦正式成立民族贸易公司。

3月17日，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德钦县工作委员会。 ．

、一

4月，德钦县开展禁烟运动，公安干警抓获烟毒贩X××、×××。

7月，成立德钦县卫生防疫委员会，由正、副县长担任该会正副主任。

8月，县公安局第一次在茸顶村附近抓捕一批聚众赌博犯。

本年，在佛山乡下阿东村建立省立德钦第一小学校(1952年校本部搬迁到燕门茨

中村。阿东小学、华丰坪小学称省立德钦县第一小学分校)。 +'

。9月，中国人民银行德钦县支行正式开行，办理票、信两种业务，干部职工13人，

隶属丽江中心支行(1973年9月底始，改隶迪庆州中心支行)。 。

1．

本年，发放农业生产贷款1145元，回收320元。

10月，成立德钦县邮电局，开展汇兑业务。开办县城报刊订销业务。

12月，成立德钦县人民卫生院。设有4张病床，医务人员5人。固定资产总值

2500元。

1952年

5月4日～17日，召开德钦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

立德钦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讨论通过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委员。本届各族各

界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6次会议。

本年，开办巨水、佳碧、荣宗、溜筒江、纳古等17所乡村小学校(其中5所藏文

小学校)。(1953～1954年增办6所乡村小学校。1955～1958年，德钦发生武装叛乱，

松顶、阿登各、巴美、查里桶等校遭到破坏。教师在坚持教学工作的同时，参加平叛斗

争和土地改革)。

6月，成立德钦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梁福庭任局长。：

8月，成立德钦县粮食局。 。
-

。11月6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德钦县人民武装部，周志诚任部长，杨晋升任第

一政委。

本年，全县改区建乡，建立乡人民政府。

本年，为解决农民购买耕牛困难，中国人民银行德钦县支行发放农贷给137户，计

人民币2365．83元。 ．∥ j，

12月3～7日，德钦县、维西县举行联席会议，两县各派出21名政府、政协委员、

寺庙三方代表，以解决红坡寺、德钦寺及维西寿国寺的土地租佃纠纷。决定政府为寺庙

代收田租，农民与寺庙不直接交涉。

1953年 ． r．。 ，

4月，召开德钦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会议选举梁福庭为县

长，禾德顺、吉福为副县长。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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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成立德钦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本年，在云岭乡红坡村建立德钦省立小学校，禹功为第二省立小学分校。(1956

年，省小划归县文教科统一管理)。

5月9日，县级机关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成立德钦县第一个党支部——县级机关党 1

支部，粱福庭当选为支部书记。 ·‘

5月，组建德钦县民族妇幼保健站。 一

6月30日24时为全国统一人口普查标准时间，德钦进行粗略统计，统计结果为全

县28 846人。6 439户。

7月，德钦气象站建立，称滇西丽江边防区德钦气象站。

11月，金融工作深入农村，为解决农民的籽种、农具、口粮、耕牛困难，发放农

业贷款1．45万元。

本年5月初～11月，燕门区、佛山区自发抗租斗争频频发生，地主分子亦暗中串

联，抢收粮食，阻止农民开垦荒地，夺回佃农土地。经反复调停，纠纷暂时平息。

1954年

3月，燕门区拖拉村再次发生农民自发斗争事件，农民烧毁地主粮仓，导致流血事

件发生。县工委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和省边委指示，处理事件不准靠武力解决，并要

求召开政府委员、政协委员会。 ?

本月，公安局侦破1952年12月28日杀害公安人员敦秉监、吴承治一案，凶手捉

拿归案。 i

6月，建成县卫生院，占地面积1 711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屋38间。

12月，丽江地委<关于民族地区如何执行省委扩大会议指示的意见>中指示德钦

实行的“主奴分家”及“四六定租”必须坚决否定，仍然要贯彻执行“慎重稳进、团

结、生产、进步”的方针。

本年，燕门区华丰坪建立卫生所d

本年，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德钦县工作委员会。

，．本年始执行粮食统购统销和返销供应，征收品种为小麦、包谷、青稞、大麦。支付

货币初为半开(每半开折合人民币0．32元)人民币，后统一为人民币。 ．．

1955年

3月，德钦寺、红坡寺的雾农顶格色、龙巴格色、阿主格色等秘密会晤，对县工委

提出的调解主佃纠纷方案仍持反对态度。

‘7月，以龙巴格色、雾农顶格色为首的30余人窜至奔子栏、支永一带，走上武装

叛乱的第一步。 “

8月，随从龙巴格色、雾农顶格色、阿主格色的部分受蒙蔽群众在桑树林、。吉如松

等人的劝导下返回家乡。部分持枪叛乱分子依然进行叛乱活动。

10月1日始，执行<省边疆非统销地区粮食供应办法(草案)>，粮食供应(城镇、

乡村、军需)执行使用购粮证、粮票制。对国家机关职工、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发放供

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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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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