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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锫一届

主任委员：孙诺吉才

副主任委员：李树芳 朱兰溪医囹 刘文义

委 贝r-1：匾二习 马福铭 陈恒恩 李育琨 贾克荣段仲宣

牛文藩 那此里医圈 杨卫平 聂鹏飞 曹达伟

朱以约 浦健全李承宗 黎绍勋 董继荣

第二届

顾 问：孙诺吉才

编委主任：格桑顿珠

副 主任：唐世华 刘文义l七耀祖I 庞亮星杨伟堂 刘 群

编委委员：赵云馥和家灼 杨卫平 白 嘎 那此里 贾克荣

和 强 聂正光 陈恒恩 周继贤和玉铨李宗唐

聂鹏飞 陈永生 李承宗杨正文李育琨 白秀山

董继荣焦再安杨群

主 编：勒安旺堆

副主编：杨群

第三届

顾 问：格桑顿珠孙诺吉才

编委主任：康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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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编 务：

州志分纂：

刘文义唐世华 马向东 王庭彦

付英才 杨文亮 杨伟堂勒安旺堆

勒安旺堆

杨正文杨增适

张国华 周国星 和寿仙 李燕兰 杨鹤松杨群

I杨运泰I吴琳

勒安旺堆杨正文杨增适 张国华周国星

和寿仙 杨群李燕兰

第四届

顾 问：李玉芳孙诺吉才

编委主任：康仲明

副主任：马向东 和家灼 那此里和根合勒安旺堆

李绍珍史义(常务)

主 编：勒安旺堆

副主编：史 义(常务) 周国星杨增适杨正文

编 辑：李燕兰 杨 群和泰华和寿仙 张国华 王珍奇

第五届

编委主任：齐扎拉

副 主任：马向东 和根合 刘 群 鲁永明 史 义

编 委：李绍珍 张志军 马文龙 泽仁农布余胜祥

王崇文 普鲁华 肖建明 曾永忠 和阿寿

赖玉华 杨美堂 陶顺良 鲍顺明 高学群

杨森 余翠兰 肖 徐 禹中玉 张盛

李自强 杨根新 和全 雀永贵 和文华

培布 何其晶 王晓松 和志强 任跃华

和仕聪 赵锡光 马成伟 杨文祥 杨聪

李茂春 倪荣华 松海明 李 彦 杨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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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副 主编：

编 辑：

编 务：

和 强

李忠义

齐建新

王珍明

竹玛此里

和全伟

白 嘎

杨 勇

杨红兵

勒安旺堆

李志宏

吴宝三

和荣肖

李林

阿哇

张玉华

李国先

和彦华

史义(常务)

王珍奇李启雷

吴琳王桂林

曹汝忠

水润生

单臻

潘俊生

杨树基

和秉春

杨继柳

高永明

周国星李燕兰

鲁晓军

夏 巴

杨利民

蔡武成

彭真华

王 平

李义华

刘文清

张江平

膨

习志高

高进

王真英

张崇刚

墨仕林

鲁建明

余顶

赵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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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初审人员名单

马向东

曲 良

孙彬涛

白秀山

单臻

杨学政

张建国

李庆庚

肖有常

和家灼

史政

李绍珍

翟定远

谢维新

杨学良

彭耀文

龙飞

李国先

杨佩琼

牛功淮

新明

阳富

润生

荡

庆兰

那此里

刘学飞

张盛

和卫明

周建新

谢志林

都吉台

唐崇文

培楚定主

聂正光

和光强

龙立全

杨利民

钱彪

鲁永明

李灿光

余立新

何允光

和润良

冯吉仁

赵风英

飚
和成钢

余祖德

李华春

孙伟

和佩

和全伟

杨森

倪志高

和根合

禹中玉

彭学诗

王境

李光灿

李中明

朱以约

方群能

董维清

和即中

彭松泉团
竹玛此里

杨德宣

杨群

邓良才

吴义三

焦再安

松海明

杨文智

夏 巴

王渭贤

曹汝忠

李 涛

罗绍先

白 嘎

吴宝三

浦永兴

余金祥

和泰华

肖托丁

甘秀兰

张国华

古满堂

能布

邵荣昌

高进

肖国良

杨德元

张正勇

和卫东

洛桑朗吉

李琳

郭玉贤

周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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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二审人员名单

姓名

康仲明

熊胜祥

马向东

和家灼

那此里

和根合

李绍珍

周继瑜

王德强

圃
杨群

和泰华

段志藏

李汝春

李世华

钟舍林

杨维翰

团
李汝松

祁继光

杨增适

杨鹤松

职务(职称)

州长

州委副书记

州委宣传部长

迪庆军分区政委

州纪委书记

州人大副主任

州政府秘书长

原州公安处处长

德钦县委副书记

藏学专家

副编审

中学高级教师

中甸县志主编

维西县志主编

德钦县志主编

编辑

地质专家

副处级调研员

副研究馆员

原党史办主任

中学高级教师

州统计局科长

门

单位

州人民政府

州委

州委宣传部

迪庆军分区

迪庆州纪委

州人大常委会

州人民政府

州公安处

德钦县委

退休干部

退休干部

已退休

已退休

已退休

已退休

已退休

已退休

退休干部

退休干部

退休干部

已退休

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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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明

和 强

王晓松

潘发生

陈玉文

和寿仙

张国华

七林央宗

香格里拉县史志办公室

维西县志办公室

德钦县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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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局长

副研究员

中学高级教师

原维西县志办主任

记者

州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大学讲师

州民政局

州林业局

藏学研究所

中句一中

维西县志办

迪庆报社

州委统战部

云南民院统战部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终审人员名单

终审验收单位：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终审验收时间：2000年9月28日

终审验收人员：

钱成润 原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郭其泰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宋永平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李成鼎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地州(县)指导室主任

郑灵琳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特殊内容审查：

保 密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保密委员会

民族宗教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统 战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统战部

外 事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数 据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编审

副编审

副编审

副编审

助理编辑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各部门志编写

人员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专业志或资料名称

政务志(人大)

政务志(政府)

政务志(政协)

建置沿革志

自然地理志

党群志(州委工作)

党群志(农村工作)

党群志(宣传工作)

党群志(组织工作)

党群志(直属工委)

党群志(统战工作)

党群志(保密委)

党群志(党史)

党群志(纪委)

党群志(工会)

党群志(妇联)

党群志(共青团)

人口志

档案地方志

政法志(公安)

政法志(

政法志(

政法志(

，政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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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或提供资料人员

J朱良才l
杨增适

王德康白崇高

张国华

张国华杨维翰

潘发生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杨学政叶灿

和曙光

钱国庆

杨善徵

。阿青

字旭东

王德强

焦再安李燕兰

杨正先李胜春

编写单位

州人大

州政府

州政协

州志办

州志办

完成情况

打印资料

打印资料

内部出版

提供资料

打印资料

州委办 提供资料

农工部 提供资料

宣传部 提供资料

组织部 提供资料

直属机关工委 提供资料

统战部 提供资料

保密委 提供资料

州党史办 提供资料

州纪委 提供资料

州总工会 内部出版

州妇联 内部出版

团州委 提供资料

州志办 打印资料

州档案局州志办打印资料

州公安处 打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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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志

劳动人事志

民政志

综合经济志

经济管理志(计划)

经济管理志(统计)

经济管理志(工商)

经济管理志(审计)

经济管理志(物价)

经济管理志(土地)

经济管理志(计量)

经济管理志(物资)

农业志

畜牧志

林业志

水利志

工业志

乡镇企业志

交通运输志

邮电志

城建环保志

商业志(合外贸)

粮油志

医药志

财政志

税务志

金融志

教育志

王凤刚I李宝魁I
张正勇

杨正文张国华

周国星杨玉文

周国星杨继柳

和世衡

李庆庚

白 玛

周文中

周国星

张松群

陈关祥

龙飞

史八斤

和强马洛民

杨德元

周国星李焕香

普敬昌

周国星

段秉中 苗畅

周国星l曾仲篪l
赵宗泽高宏张

任义国

周国星l李廷汉I
丁瑞高黄建民

黄建民

赵天华黄云海

李如才杨汉升

和丽群杨利民

和翠堂寸锡明

此里定主

牛宿光和风龙

周国星

迪庆州军分区

州人事劳动局

州民政局

州经贸委

州计委

州统计局

州工商局

州审计局

州物价局

州土地矿产局

州计量局

州物资局

州农牧局

州农牧局

州林业局

州水电局

州交通局

州城乡局

州交通局

州邮电局

州城建局

州商业局

州粮食局

州医药公司

州财政局

州税务局

州人行

打印资料

打印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打印资料

打印资料

提供资料

内部出版

提供资料

内部出版

内部出版

内部出版

内部出版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内部出版

内部出版

提供资料

打印资料

打印资料

内部出版

州教育局 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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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志

体育志

广播电视志

科技志

文化志

民族志

宗教志

风物志

方言志

杨重文吴国伟

李光灿

白崇高杨善徵

张双翔

和寿仙

I陈纪}和寿仙
杨正文

杨学政

和寿仙

张国华汉刚

和寿仙杨正文

l吉树华I

州卫生局

州体委

州广电局

州科委

州文化局

州民宗委

州民宗委

州志办

州志办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打印资料

内部资料

内部出版

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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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蠹簋藏羹自警州萎员翥耋江巴吉才(原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一。’

在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州人民政府各届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迪庆藏族自治

州志办十余年的刻苦努力，首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云

南藏区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硕果。《迪庆藏族自治州志》是一部最全面、最具权威性并

由迪庆各少数民族学者编纂的宏篇巨著。该书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大

好事。

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无比丰富，各民族人民团

结、和睦、勤劳勇敢，地处国家级自然风景区“三江并流”世界奇观的标志性腹心地

带，是世界人民向往的人间仙境——香格里拉。云南藏区迪庆是一个美丽而独特的地

方，只要我们翻开记录她的发展历史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志》，我们就不难发现迪庆的

美丽和与众不同之处。看到她的美丽，能激发起我们建设好迪庆的激情与斗志；发现她

的与众不同，则能让我们在工作中区别不同情况，坚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而这两点也正是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

方志《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纵观建国40多年来迪庆的历史，完全可以说就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藏区取

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迪庆呈现出了经济敏荣、政治稳定、民

族团结、宗教有序的大好局面。40年迪庆发展的历史证明，迪庆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

无不闪耀着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光芒。反之，如果我们在工作中背离了党的民族政策就

一定不会取得好的成绩。《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迪庆民族众多，

以藏族为主，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9种，解放前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形态各不相同，各

民族经济的发展形态也千差万别，传统文化、所信仰宗教亦各不相同，我们就不能完全

照抄照搬内地的模式来解决迪庆的问题。迪庆4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迪庆各级干部在

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开创性地进行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政策及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共同进步和繁荣，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加强领导抓认识

是前提；围绕中心促发展是根本；突出主题保稳定是条件；体现特殊定政策是核心；注

重素质抓干部是关键；着眼长远重科教是基础；顺应潮流抓改革是动力。这些经验是我

们工作成就的结晶，是失败和不足的总结，是我们做好迪庆工作的重要保证。

认真阅读《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对我们认真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好迪庆各项工作将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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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州情，不了解历史，不知道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要为建设自己家乡做出突出

贡献将是不可想像的。掌握历史、熟悉州情已成为每个迪庆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

这样，才能在新时期的发展中胸怀全局，勇往直前。

云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徐荣凯同志2001年9月5日在迪庆调研时指出：“全省要

像全国支持西藏一样支持迪庆，努力把迪庆建设成全国最好藏区”，这是云南省委、省

政府的殷切要求，更是迪庆35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下，通过迪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迪庆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最后，祝愿美丽神奇的迪庆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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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事箍磊，翥妻、惫未州炙轰未州篓，格桑顿珠(原中共迪庆州委书记、迪庆州人民政府州长)
⋯1⋯一’

迪庆藏族自治州——吉祥如意的地方，位于滇、川、藏大三角交会地带，据考古发

现，距今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文明的遗迹。这里是滇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是各民族商

贸交往和文明交流的金桥。历史上有无数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唐代，吐蕃

在此设立神川都督府，器驽悉弄赞普在经营南诏的战事中施展了雄才大略；宋代，为茶

马古道的兴起和噶举教派的传播沿袭之所；元代，忽必烈军队于此革囊渡江；明代，木

氏土司挥麽些兵向北扩张占有迪庆全境，自称是“长江第一人”；清初和硕特部与五世

达赖的兴教之战获胜，接着清王朝军队进驻迪庆全境进而正式划入云南省；红军二六军

团北上抗日第一步跨人藏区等伟烈丰功，都在这里演绎了一曲曲英雄乐章。茶马古道的

贸易传统促成在这里产生了藏族资本家——马铸才先生，他无疑是迪庆走向世界的先行

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迪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

光辉照耀下，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完成民主改革，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使迪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7年，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党的民族政

策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迪庆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1992

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州委、州政府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加强了对州情的再

认识。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到迪庆与其他地区相比，虽然历史落差很大，情况比

较特殊，但也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迪庆人民在解放战争

时期，曾为滇西北的解放和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极

支援祖国内地的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迪庆紧紧抓住解放思想，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坚持正面宣传迪

庆丰富的资源、独特的区位、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各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使迪庆人民

在认识上第一次超越自我，把迪庆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中来研究自己的发展问题，

实现了迪庆在自身发展中观念上的飞跃：一是增强了全州人民的信心，树立了迪庆大有

可为的思想，改变了迪庆气候恶劣、基础条件差、情况特殊、无法搞建设的传统观念，

逐步确立起把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藏区之一的目标。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树立一切从迪庆实际出发的思想，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一切从迪庆实际出

发统一起来，使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坚持“以发展求稳定，

以稳定促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三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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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基础先行，调整结构，提高

效益，协调发展”的迪庆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四是从迪庆长期处在封闭状态、迪庆的优

势鲜为人知的实际出发，提出“知名度也是生产力”的观点，从而增强了迪庆的对外宣

传力度，对外宣传推动了迪庆的开放和开发，迪庆从“不毛之地”变成世人寻梦已久的

香格里拉。

思想观念的转变，带动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转变，推动了迪庆各项事业的改革

和发展。使迪庆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社会全面进

步，全州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宗教有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喜人景

象。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云南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迪庆州委、

州政府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抓住机

遇、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结果，是全州党政军各级干部、各族群众、各界人士团结奋

斗的结果，是一代代迪庆人和外来干部不断艰苦探索和勇于实践的结果。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前进的道路尚有坎坷。《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客观地记载了

迪庆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一本迪庆最权威的地情资料工具

书。对于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

合点，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促进迪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把

迪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第一届新方志，是一件浩大

的文化建设工程。《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经编修人员10余载艰辛耕耘，数易其稿，从3

000多万字的资料中筛选、考订、甄别，编成200多万字的志稿，终于成书问世，其中

的艰辛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出版离不开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先后有各单位各部门的许多

人为迪庆州志提供历史资料，其中几十人直接参与州志和各部门志、专业志的修纂，所

以它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为编纂人员“板凳不怕十年冷，乐为桑梓写春秋”的无私

奉献精神所感动。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为迪庆子孙后代留下宝贵遗产的全体修志工作

者。

迪庆是我的故乡，是人人向往的香格里拉。阅读《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倍感亲切，

受益匪浅。缅怀无数前辈为建设迪庆做过的艰苦奋斗和卓越贡献，而又为该志的纂成而

欣悦自豪。祝愿故乡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祝愿香格里拉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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