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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中共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委书记张霖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我

县，由于历史原因，历史档案资料残破不全，文字记载资料

寥寥无几。多少年来，对兰坪历史的认识也若明若暗，极不

完整o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各级党委和政

府建立健全了史志工作机构，全面开展了兰坪史志资料的征

集编纂工作，这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和建设兰坪这

块宝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o

<兰坪县党群志>是我县地方志丛书之一，是地方志编

纂过程中出现的又一可喜成果。该书简述了中国国民党及其

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和详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

组织在兰坪地区活动的历史和现状，史料翔实，内容丰富，

真实地记述了我党在兰坪地区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工作中

的成功和失误，经验和教训，这当为我们今天的在位者鉴。

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领导是否得法，决策是

否正确，都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o 40多年来，我们

的确犯过一些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的经验说明：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离开兰坪的实际，应做到实事求

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路线的

基本点，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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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魂。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

正弄清我们的国情和县情，背离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教训是

深刻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摆

脱我县的贫困面貌，走出一条适合我县经济快速发展的路

子，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认真掌握县情。史志工作，便是从基

础资料方面提供县情资料的。而<兰坪县党群志>，则是侧

重于从我们执政党这个重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

包含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毛泽东同

志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

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

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全县的共产党员、各级

干部认真掌握理论，研究历史，了解现实，为我县的经济文

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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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序竖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五、本志不回避历次运动，专设一节，集中客观记述。

做到该详则详，该简则简。

六、本志资料录自丽江地区档案馆和兰坪县档案馆，并

依据原兰坪县<组织史资料>中的部分资料，以及县委机关

各单位和群团组织提供的部分资料。所用资料，均有资料卡

片可查，志中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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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东部，东

临丽江、剑川，西襟泸水、福贡，南邻云龙，北连维西。地

理位置：东径98058’23"至99038’34"，北纬26006’39”至27004’

52"之间，面积4325平方公里。境内山峦重迭，森林茂密，

草场广阔，有丰富的铅锌矿藏及铜、锶、灰锑、一汞、盐等矿

藏。全县8个乡(镇)，104个行政村(办事处)，801个自

然村，居住着白、普米、傈僳、怒、彝、汉等兄弟民族。

1990年底，全县总户数为35 432户，总人口为172 681人。

兰坪地区西汉时期属益州郡比苏县。东汉、蜀汉至东晋

时期，比苏县属永昌郡。南北朝时期，比苏又属西河阳郡。

唐朝前期兰坪设置眉邓、洪都--'#1，属剑南道姚州都督府，

南诏时期，属剑川节度谋统郡。宋大理国时期，兰坪设兰溪

郡，仍属谋统府。元朝至元12年立兰州(今兰坪县的大部

分及剑川县上兰区)，隶属丽江路。明代兰州仍属丽江军民

府。清代，并人丽江府。民国元年(1912年)设兰坪县，

县城白地坪(现金顶镇文兴街)o解放以后，兰坪县隶属丽

江专区o 1950年4月15日，县级机关搬迁到啦井o 1956年

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兰坪县划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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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兰坪县正式划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85年8

月，县级机关搬迁到金顶镇江头河村o 1987年11月27日。

国务院批准，撤销兰坪县，设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兰坪县资源丰富，有世界著名的铅锌矿，是“三江”成

矿带上的“明珠”o解放前被称为“前世不修”的“不毛之

地”的兰坪，开始变成了滇西北高原上的一块宝地。

20世纪40年代始，各党派群团纷沓兰坪历史舞台，本

县的政治风云、兴衰成败与政党紧密相关。

民国32年(1943年)3月，中国国民党兰坪县党部开

始筹建。筹建之前，全县已有在昆明等地入党的国民党员

10余人。筹建工作由“筹备组”负责，“筹备组”在筹建期

间，在县级单位中先后吸收了50余人加人国民党，并建立

了两个区分部。民国34年(1945年)增到3个区分部。民

国36年(1947年)，新增设7个区分部，筹建三个乡镇区分

部。民国34年(1945年)5月，正式任命了县党部书记长，

县党部下设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至民国37

年(1948年)，全县有13个区分部，100多名国民党员。县

党部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检查工作，成立风俗改进会，创

办<兰坪简报>o民国36年(1947年)10月10日，召开了

国民党兰坪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5人为执行委员，3

人为监察委员。民国37年(1948年)3月，由于省党部停

发经费，县党部人员自动离散，党务活动完全停止o 1949

年5月10日，兰坪县城解放，国民党在兰坪的统治宣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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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民国35年(1946年)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兰坪县本部

筹备委员会，由于未经批准，筹备工作停止。

民国期间，兰坪县成立的社团还有“兰坪县商会”、“兰

坪县风俗改进会”、“啦井灶民团体组织”、“兰坪县人民自由

保障委员会”等，多为名不副实，依附国民党，活动甚少o

1948年8月，中共滇西工委决定在通兰地区建立和发展

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8月中旬，建立了通兰特区委员

会o 1949年4月底，通兰地区发展了党员20多人，民青300

多人，“农民反抗斗争会”会员500多人，为武装暴动作好

组织准备。1949。年5月1日，通甸武装暴动成功，5月lO

．日。兰坪县城解放，7月，成立了中共兰坪县工作委员会，

8月，建立了中共兰坪县委员会o 1949年10月，为了加强．

兔峨、表村等澜沧江地区工作，设立沧江特委，隶属中共兰

坪县委o 12月，中共兰坪县委决定设沧江分县委，分管石 ．

登、中排、维登、高山井4个区的工作。沧江特委、沧江分

县委到1950年初撤销。1964年至1990年，共召开了6次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二、三、四、五、六届县委。县委设

立部、委、．办、室机构开展工作，实施对全县的领导。。
。

中共兰坪县委建立初期就设置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

年5月改称监察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o 1978年

12月，恢复县委纪律检查机构，1983年12月，县委纪委会

升格为中共兰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从1957年至1990年。

全县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共854名o ，

我县第一个党支部于1949年初在通甸乡建立o 1949年

5月，兰坪解放后，便开始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到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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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县有农村支部52个，正式党员3人，候补党员756

人，机关支部8个，正式党员34人，候补党员22人。1951

年1月20日，根据丽江地委指示，农村党组织一律停止活

动，1954年6月，农村开展建党，恢复党组织活动，同年底

全县有机关支部6个，．党员88人；农村支部17个，党员

105人o 1956年底，全县108个乡全部建立了党支部，农村

党员677人；机关党支部14个，党员235人。至1990年底，

全县已建党委12个，总支3个，党支部241个，党员4 317

人，其中女党员248人，少数民族党员3 960人。

县委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

进行，各有侧重o 80年代开始抓干部正规化教育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以“三会一课”(支委会、支部会、小

组会及上党课)的形式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从80年代开

始，每一年对全县党员进行分片轮训，加强党员思想教育。

1962年，中共兰坪县委党校建立，有计划地对党员干部进

行培训o 1962年建校后就培训干部、党员223人，1980年至

1990年，县委党校培训了各级干部、党员7 551人次o 1970

年至1971年的整党运动，由于“左”的路线干扰，时弊甚

多。1985年至1987年全县整党，坚持正面教育，对存在问

题进行严肃处理，党的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中共兰坪县委注重调查研究，结合兰坪实际，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率领

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清匪反霸，土地改

革，互助合作，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改革开放

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放思想，解放

生产力，促进了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o 1990年，全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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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达26 630万元，比1952年的537万元增长了48

倍。粮食总产量9 871万斤：比1948年的2 185万斤增长3．5

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今非昔比，现在的兰坪县，五业俱

兴，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为振兴兰坪，

全县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拓

前进，为全县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而奋斗不息。

在全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中共兰坪县委领导下的

兰坪各种群众团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通兰特区建立后，党组织在通甸、上兰的青年

学生中吸收了一批民青盟员；在丽江读书的兰坪学生，有小

部分加入了民青组织o 1949年5月，兰坪解放后，一些青年

干部在乡镇青年中发展了一大批盟员，这就是我县最初的民

青组织发展情况。1953年2月，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兰坪县工作委员会，1957年9月1 15I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兰坪县委员会。1954年4月土改结束时，全县组建了

57个团支部，发展团员551人。至1987年，共召开八次团

员代表大会。至1990年底，全县有12个基层团委，98个团

总支，375个团支部，8 232名共青团员。还举办了7期农村

青年实用技术培训班，，建立了81个业余文艺演出队，154个

业余体育队。还建立了28个青年之家，34所业余学校。在

286所小学，8所中学建立了少年先锋队，有105个大队，

289个中队，少先队员达19 495人。

兰坪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54年成立，至1988年3月，

共召开5次妇女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彰了“三八红

旗集体”7个，“三八红旗手”95名；第四次代表大会表彰

了“五好家庭”110户，“--／k红旗手”105名；第五次代表
。 一5一



大会表彰了“--Jk红旗集体”14个，“三八红旗手”139入，

“五好家庭”123户，“合格家长”11人o

1965年11月，兰坪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3年4月，正式成立兰坪县总工会，并召开了第一届代表

大会。到1990年，总工会召开了4届代表大会，并在全县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了基层工会组织。1990年建

立互助储金会59个，参加人数1 367人，并对病残职工进行

慰问。1984年建成了工人俱乐部，占地面积达15亩，’成立

了图书室、沐浴室，拥有台球、篮球、录像等文体设备，年

接待职工达80 ooo人次。 ．

’

1948年8月通兰特委建立后，并建立“农民反抗斗争

会”o 1951年建立了农民协会o 1965年8月，兰坪县贫下中

农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o 1975年1月，兰坪县贫下中农协会

正式成立。1982年12月，成立兰坪县农民协会，1983年12

月撤销。农民组织在解放初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兰坪县科协成立于1985年12月，至1990年共召开了二

届代表大会，建立了各种专业研究会106个和7个村科普协

会，组建了8个乡(镇)科协机构和县农学会、医学会、林

学会、畜牧学会和两个厂矿科学技术协会，举办了5期不同

类型的技术培训班，年培训人数达5 ooo人次。筛选了20篇

有价值的论文。为我县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遵循各个历史时期，1950年至1990年的42年中，’我县

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反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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