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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音 士
月U 首

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我们在迎接一

个伟大的新世纪的同时，又喜迎党的十六次代表大

会的胜利召开，借此机会，我们谨以<夏河文史资

料>第三辑奉献给全县七万八千名各族父老乡亲。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夏河县，她不仅有数千年

的悠久历史，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藏文化积淀，特别

是因拥有拉卜楞寺这颗璀璨的明珠而被世人冠以

“安多”藏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东方梵蒂

岗"、“雪域小西藏”⋯⋯；直至今日，她仍以安多藏

区文化中心的桂冠享誉国内外。

夏河由于历史形成的特殊环境和地理位置，其

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动态，

对甘南地区乃至安多藏区产生过较大影响，并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夏河县是甘南地区建政和建立

政协组织最早的一个县份，早期甘南藏族自治区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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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府亦设立在夏河。夏河政协从建立起就有着健全

的组织机构和较高层次的组成人员。他们中间有

许多志士仁人曾为夏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

心沥血，忘我工作，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认真履行政协

职能，积极参政议政，开展调查视察，反映社情民

意，为党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建议。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任务和要求，在全县

佛教寺庙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普法教育

等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它不仅在夏河的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它毗邻藏区亦

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回顾建国后夏河五十年的历史是件很有意义

的事，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汲

取教训，放眼世界，展望未来o“温故而知新，可以

为师矣”，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历来是我们文史工

作者的重要使命。目前，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正吹拂

着华夏大地，夏河县在大开发的征途中，既有重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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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又面临时代的挑战，我们也只能迎着困难

向前，努力奋斗，励精图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针，与时俱进，开拓向前。

本辑“夏河政协简志”，总结了夏河政协五十年

来，在发展统一战线，激发各族人民爱国热情，增强

民族团结，坚持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推动改革

开放，振兴夏河等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从而显示了

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由于夏河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

足，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恳

请各界同仁志士，特别是离退休老前辈给予关心和

支持，并请批评赐教。

政协夏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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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夏河县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第一节夏河和平解放

夏河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夏河拉b楞地区

限于特殊环境，陇右工委对拉b楞地区的工作持慎重稳进

态度。没有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但为了夏河地区的

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优秀党员曾在夏河一带

活动，帮助当地藏族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特别在夏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陇右工委曾派一些党员到

夏河依靠当地社会开明人士和爱国进步力量，开展地下活

动。从而，为夏河县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o

1925年秋，黄正清率领“拉b楞呼吁代表团”到达兰州，

向各方控告“宁海军”对拉卜楞藏族人民的残酷压迫。1926

年4月，黄正清结识了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负责人宣侠父，

是年5月，在宣侠父的建议帮助下，黄正清等人在兰州组建

了“藏族文化促进会”，并向全国印发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

书>o 1926年8月，宣侠父在黄正清的代表罗占彪的陪同

下，长途跋涉，途径夏河大部分地区，来到玛曲欧拉等地进
行实地调查，会见了黄立中等民族宗教人士，拜访五世嘉木

样，向他们宣传“团结起来求生存”的革命道理，同时召开方

圆400里内的部落头人大会，帮助组建“甘青藏民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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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起草了宣言书，带回兰州后印发各地。1927年春，经过宣

侠父的多方斡旋，在共产党员贾宗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

员)的协助下，“拉卜楞案件”终于得到解决。到此，与宁海

镇守马麒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8年春，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牙含章向拉卜楞

保安司令黄正清写信，争取其和平起义。黄因处境困难，未

下决心。1949年2月和4月，常秋英、钱平从兰州两次来

夏，发展拉b楞保安副司令张子丰(常秋英之夫)入党，并通

过他动员黄正清起义的工作。8月22日临夏解放。夏河军

政界各派势力的代表人物黄正清、黄祥(夏河县参议会参议

长)、杨世杰(陌务土管)分别派自己的代表到临夏同人民解

放军联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见了

这些代表，并亲自介绍吴振纲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李

福林(起义军官)、杨贯一(临洮商人)、刘育华(二军参谋)、

杜鹏程(新华社前线记者)等人，分赴拉卜楞陌务，协助地下

党员开展民族统战工作。9月5日王震司令员接到国民党

夏河县政府秘书黄宝元于夏河政局的书面报告后，亲笔复

信，委任黄祥暂代夏河县县长，黄宝元仍任秘书，以维待地

方治安。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黄正清表示欢迎解放

军接管夏河。9月11日，中共临夏工委和临夏分区专员公

署确定了中共夏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和县人民政

府的主要领导成员。9月20日，中共临夏工委派遣副专员

牙含章，同解放军二野62军186师556团副团长刘光奇、政

委张成礼率领一营战士和干部工作团抵达夏河，受到各族

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夏河县宣告和平解放。

夏河解放后，我党代表接管了夏河县政府、警察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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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司令部、特别党部、县党部、三青团、参议会、邮政局、电讯

局、医院、牧场、银行、贸易公司、合作社等机关的全部财产

和档案。之后。逐步接管了所辖的共和、甘平、清水、沙沟、

卡加、陌务、黑错、加木关、那义、博拉、阿木去乎、欧拉、示范

等十四个乡镇及县属的十六个学校。据有关资料记载，当

时夏河县总户数14213户，总人口为56788人，接管工作结

束后，于同年10月至1953年11月，将民国时期设置的7个

区，14个乡镇陆续划分为7个区，28个区属乡，3个直属乡。

各区以序数命名，各分区则以序数或地理名称分别命名。

第一区(原市镇区)辖：第一乡、第二乡o 。

第二区(原共和区之共和乡)辖：第一乡(今九甲乡)、第

二乡(今碌曲县郎木寺、尕海乡)、第三乡(今达麦乡)o

第三区(原清水区)辖：沙沟乡(今王格塘乡)、隆务乡、

牙首乡、桥沟乡、清水乡。
’

第四区(原黑错区)辖：美武乡、美仁乡、上卡加乡、下卡

加乡、那义乡、加科乡、合菜乡(今那吾乡达洒大队，早子沟

上部)。·：‘

第五区(原博爱区)辖：扎油乡、多合乡、俄诺乡、措尔格

乡(今博拉寺以西地方)、加门关乡。

第六区(原麦西区)辖：第一乡(今阿木去乎加科、寺院

一带)、第二乡(今尼玛龙大队)、第三乡(今安果、加尕滩一

带)、第四乡(今牙利吉乡)、第五乡(今下巴沟、麦西一带)o

第七区(原欧拉区)未设乡o ．．

甘加直属乡。

”桑科直属乡

科才直属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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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六区又辖阿拉部落(今碌曲县阿拉乡部分)。

1949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夏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后，首先积极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大力培养和选拨当地少数

民族干部，一大批民族中、上层人士走上县、区、乡三级领导

岗位，并选送了一批藏族优秀青年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

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和临夏分区干训班学习。

积蓄了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也为少数民族党员队伍成长

壮大奠定了基础o

第二节甘肃省夏河县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况
(1949—1955)

夏河解放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扩大党在藏区

的影响，广泛团结藏区人民参政议政。于1949年9月28日

在拉卜楞召开了东藏各部落代表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各

界代表58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经会议协商讨论成立了东

藏各部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选举黄正清为主任委员，黄

祥、黄文源、吴振纲、杨世杰、牙含章、霍德义、班智达、久美、

杜鹏程等9人为委员，吴振纲任秘书长，李岳文任副秘书

长。1949年10月2日，正式召开了东藏各部落会议，出席

会议的各界代表有80多人。会上选举产生了“东藏各族民

生促进会”，天宝任主任委员，牙含章、黄正清任副主任委

员，黄祥、霍德义、吴振纲、杨世杰、扎西才让(女)、杨复兴任

委员，张子丰任秘书长。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正式颁布，中共夏河县工作委员会、东藏各部落民

。

。：

威罐

。《嫠}{l嚼誊蠡@震铹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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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促进会根据“共同纲领”规定，与全县各族各界爱国民主

人士经过广泛协商和认真筹备，于1949年12月25日召开

了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17

人，会议选举产生了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并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开始代行夏河县各

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从1949年9月25日至1955年

5月中旬，夏河县政权组织形式为夏河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和

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这一阶段夏河

’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共召开了四届夏河县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历届会议的代表人数共达583

。人(次)，其中委员人数达110人(次)o藏族代表405人

(次)，占总人数的69．5％，汉族代表101人(次)，占17．

3296，回族52人(次)，占8．9％，宗教界13人(次)，占2．

22％，妇女12人(次)，占2．1％。第一届会议选举产生了夏

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

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第二届会议产生了<夏河县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规则>和<议事规则>o在历届历次会议

上，各族各界代表坐在一起交流感情，联络友谊，共商国事、

县情，发表意见、建议。积极热情地参政议政，对建立和巩

固区、乡人民政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恢复和发

。展生产，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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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历届夏河县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

夏河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夏河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

25日至28日在县城拉b楞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有117人，其中藏族代表87人，汉族代表20人，回族代表10

人。会上由夏河县人民政府县长黄祥致开幕词，中共夏河

县工委书记霍德义作了关于本届会议意义的报告。报告指

出：“这次会议是代表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执行一切

人民意志保护人民利益的会议⋯⋯o”县政府民政科长冯思

福作了人民政府成立三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驻军领导也

到会讲了话o

28日会议圆满闭幕。大会选出霍德义、黄祥、冯思福、邢

培仁、张崇德、久美、郭道、丁明德、马珍卿、赞索巴、慈智目、

王成烈、尕尔玛、杨世杰、马明华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县长

黄祥作了闭幕讲话。通过会议决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

司令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出了致敬电o

29日，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推选县政府县长黄

样(藏)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县工委书记霍德义、马珍卿、久

美三人为副主席，丁明德为秘书长．经会议决定自1949年

12月29日起开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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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夏河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11月

10日至14日在县城举行，这次会议实到代表110人，其中

委员15人，各部落代表70名，寺僧代表13名，特邀代表12

名，妇女代表3名，各机关团体代表27名。会上由县工委

书记张国权作了<关于民族团结、剿匪肃特的工作报告>；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培德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

<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规则>和

<议事规则>；选举产生了由35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县政

府副县长达吉(藏)当选为主席，县长黄祥(藏)改选为副主

席、县委副书记齐应凯、县政府副县长更登(藏)补选为副主

席，县政府副县长黄培德(藏)为秘书长，常驻委员未确定。

副主席齐应凯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议题是委员们对建立和巩固区、乡人民民主政权，

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剿匪肃特、稳
定社会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协商。

夏河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2年11月9日至

13日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25人，会议推选常驻委

员35人，达吉当选为主席，黄祥、齐应凯、更登当选为副主

席，黄培德当选为秘书长。大会审议通过了夏河县第三届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县政府工作报告，达吉主席作了闭幕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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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围绕全县的社会安定，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发

展农牧业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协商讨论。

夏河县第四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3年7月15日至

19日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43人。会议听取了副主

席黄祥作的夏河县第四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齐应凯作的<关于夏河县

人民政府1953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

告>。会议还听取了中共甘南州工委副书记赵子康和驻军

领导的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推选常驻委员42人(另有缺额3人)。达吉

当选为主席，黄祥、齐应凯、更登当选为副主席，县政府政务

秘书姚文当选为秘书长，政协副主席黄样作了闭幕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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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夏河县委员会自i可且奎曼吊笸苎o‘，-J石叉二，≮Z写

第一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夏河县委员会简况

【1955--20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夏河县委员会是在夏河县各族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共夏

河县委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夏河县根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在市和重点县设立政协”的规

定，经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和认真筹备，于1955年1月18日

召开了政协夏河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

立了政协夏河县委员会。从本次会议起结束了夏河县各族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行夏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

政协夏河县委员会至2002年已历10届，其中前4届在

“文革”前设立，后6届在“文革”后设立，第四届与第五届间

隔12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否定人民政协

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县政协工

一

_

|『

：_～

|{㈣

一

¨_蝴彳渤■}『

_

缀二

％

～

～∞～

Il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