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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一年五月，茂县区召了F首届各族各界人民大会协商会议。



隧攀

一九五一年底，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办事处召开首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二日，阿坝州政治学校第二期培训班毕业留念，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全州召开争取国外藏胞工作暨回归藏胞定居藏胞，国

外藏胞亲属勤劳致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



一九九O年九月，中共阿坝州委召开全州统战工作会议。

曩暖肝稀闹翻一

九八七年五月十八口，阿坝州统战理论研究会在马尔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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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本着“鉴人”、“资政’’、“存史”的原则编纂的；

二、本志采用公元纪元年号进行编纂的；

三、本志根据部门志的修志原则，将“史料’’和部门特色结合起来

编修而成；

四、本志按修志的惯例，后附有大事记和部门历任领导简历；

五、本志图、表、文三者结合，重在突出部门特色。



一项伟大工程的实践

——《中共阿坝州委统战部部志》序

朱成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总是要历经艰难曲折，才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政党构想宏伟蓝图之初，就把统一战线作为无产

阶级取得政权的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

命的伟大导师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

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一(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

中的斗争目标}(1909年3月9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51——352页)，解决

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被认为统一战

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项伟大

的工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我国的进程看，统一战线的发展在我国可以

分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这段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任

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共产党的同盟军，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

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实现

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时期的主要任务是

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革除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旧意识形

态和上层建筑模式，建立包括各族各界人士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统一的、民主的

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实现了人民思想的大解放，生产力的大解放和政治

生活的大解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

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党在这时期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就是要为实现这一目

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两个大的联盟，即：实现

国内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联盟和实现海外包括港、澳、台、侨的一切爱国者



的大联盟，其表现的基本特征为大团结、大联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

分的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这个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在

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团结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解决了在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问题；解决了新的国际框架下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问

题(1lp“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统一战线如何把两个文明协调起来的问题。

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基本点上，即：通过统一战线这种形式，把全体中国人民

(包括港、澳、台、侨)团结起来，凝聚成新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一种共同振

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同时，团结全体中国人民，把爱

国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构

成完美的统一体。在当今藏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

原则和道德原则，有着更具体更丰富的内涵。它要求我们把藏区落后的生产力

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它要求我们把藏区

比较落后的文化同比较先进的文化结合起来，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它要求我们

藏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人民利益，走中华民族共同振兴的道
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当成振兴我们民族的强大动力。唯其如此，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更具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唯其如此，藏区的爱国统一战线才更具其丰富多样的

内容，才更具其伟大工程的特殊意义。我们只有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不断地思

考、探索、实践，她才能结出更加丰满和绚丽多姿的硕果。

本志记载的历史，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

风风雨雨的进程，它既有光辉灿烂的伟大实践，又有悲欢离合、曲折坎坷、引人

思索的沉痛教训。它是代表一个时期党在阿坝藏区实践理想的一部好教材。

一九九七年金秋于马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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