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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确(原勐海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王云照 (州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秘书科科长)

二．复审。一’：K_r

审稿单位： 州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州保密局、州民族宗教局、州外事口岸

办公室、州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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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编写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傲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真实性的统一，达到“记述历史，服务当代”的目的。

二、本志时限为上限从1953年1月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开

始，截至2004年12月底，载时52年。

三、本志所用图片和资料源于云南省档案馆、西双版纳州档案馆、思茅地区档

案馆和州政协档案室的会议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总结、调查报告、考察报告、视

察报告等档案资料；各县市政协提供的资料及口碑资料，经过核实后方使用；第五

届委员会以来的数据取自第五届委员会议以来编辑成册的“文件汇编”。为节省篇幅，

资料和数据来源概不注明出处。·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力求达到体例规范、文字

流畅，通俗易懂。

五、本志采用“事以类聚、类为一章，横排竖写，突出特点”的科学分类，逐

类竖写。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政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的历史全貌。

六、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除对西双版纳州统一战线工作做出特殊贡

献的已故人物立传记述外，对历届领导人仅以“简介”、“领导干部更迭表”的形式

记述，对全国政协和云南省政协中的西双版纳籍委员、常务委员则录入“名录”。

七、本志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志》简称《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4'1、I委员会”

简称“政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西双版纳州政协”或“州政协”。

八，本志在行文中有如下简称：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简称党委，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简称西双版纳州，机关、人民团体和民族乡等专用名称，凡第一次出现均

使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九、“附录”辑入的政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的历史文献27篇，均系原

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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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恒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1991年11月，州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第48次主席会议就

已研究、决定，编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志书，并指

定专人负责对资料进行征集整理。州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会主席会议，都重视

志书修编工作，加强了领导，相继成立《州政协志编纂委员会》，组成工作班子，积

极开展工作。经过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广征博采，求真务实，辛勤劳动，多方听

取意见，几易其稿，现终审已结束，将付印出版。这是政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我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喜逢其时，邀我为之作序，甚感欣慰。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体现着我国各民

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最

广泛联盟。我州政协从1953年1月召开第一届委员会起，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届，有

50多年的历史了。50年来，州政协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遵循政协章程，努力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中共

西双版纳州党委领导下，从我州不同时期的情况出发，坚持自我教育，学习提高，参

政议政、献计出力，团结合作，长期共事。州政协着力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州政协对我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民族团结、社会安宁，边疆稳定以及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做出了贡献。

在1953年的民主政权建设中，州政协积极参与了对基层政权组成形式，机构设

置和人士安排的协商讨论。1956年全州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协委员自觉拥护

“和改”政策，并积极宣传贯彻，为确保土改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恢复和

发展生产，贯彻“团结、生产、进步”方针，巩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开展

对敌斗争等方面，政协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届政协成立伊始，就能发挥自身



优势，组建文史研究室，抓紧征集了一批文史、文物资料，为后来的民族文史资料

整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为了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还把政协委员中有影响的民

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安排到政协机关居住，参照机关工作人员标准给予相应的固定

工资和各项待遇，以体现团结合作，长期共事。文化大革命给政协造成严重后果，机

关陷于瘫痪，工作被迫停顿，政协委员家中财物被查抄，驻会委员停发工资，被赶

回农村接受批斗，监督劳动，家属子女受到株连。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虽然受到迫

害，身处逆境，但都能坚信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坚信党领导的正确，能自觉遵守国

家政策法令，努力劳动，自食其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恢复党的光荣传统，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统一战线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中

共西双版纳州委领导下，州政协开始恢复工作，经过落实政策，组织准备及其它各

项筹备，于1982年8月召开了政协西双版纳州委员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

的召开，标志着我州政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州政协是在被迫停止活动十余

年后恢复工作的，工作千头万绪，而首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宣传学习新时期党的统

一战线政策，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统一

思想，消除疑虑，加强政协委员的自尊、自重、自强意识及做好政协工作的勇气和

信心。在落实政策中，配合州委统战部，平反了“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把

被遣送回农村的政协委员和民族人士接回机关，恢复了工作，补发了被停发或扣发

的工资，清理退赔或补偿了被查抄的财物，对非正常死亡人员公开进行平反昭雪。还

结合调查处理了一些在解放初期的肃反肃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民

主补课”中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历届政协委员会，都把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学习，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常抓不

懈。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是人民政协的光荣传统，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委员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提高理论素养，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在共同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学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央的重大决策，以掌握时代脉博，跟上形势前进步伐，在

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政协在行使基本职能时，努力做到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议大事、办实事。在新的历史时期，州政协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

照州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组织力量，选准题目，调查研

究，建言立论，参政议政，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献计出力。州政协在巩固和完

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程中，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事业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州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已经成为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合作共

事，协商议政的重要场所。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摆在政协工作的首位。随着形势

2午l



的发展，参加政协的界别不断增多，人员不断增加，第九届州政协已拥有25个界别，

委员260人。在民族工作中，长期坚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方针，贯彻汉族离

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在经济工作

中积极参与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实现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进步，发挥政协的

作用。在“三胞”及海外联谊工作中，政协充分发挥自己联系面广的优势，积极开

展工作，“三胞”工作已从疏通关系、联络感情到牵线搭桥，引进技术、资金，办经

济实体方面发展。我州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会组织，在宣传贯彻党的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方面，政协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民盟

西双版纳州委，在建立健全组织，改善工作条件，构建良好工作环境等方面，政协

都力所能及地给予了一些帮助。

为充分行使政协基本职能，州政协十分重视自身建设。主席会议、常委会议和

一年一次的全体委员会议都已经形成了制度。政协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都已建

立各自的工作通则或工作条例，有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同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的协

商监督制度已经形成，并能按规定在不同层次上对口开展协商。政协日常活动已基

本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对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加强，对政协委员服务

的意识得到提高。州政协机关已呈现出团结合作，和谐进取，人事关系融洽的良好

氛围，已经成为政协委员之家。

《志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忠于史实、秉笔实录，以大量详实资料，记

述了西双版纳州政协的成立和发展过程，是州政协工作历史的真实记载。既有丰富

的资料性，又有鲜明的政治性。时常披览前踪，有利于服务现在，资治未来。爱国

统一战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州政协志》的出版，

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开创我4'1、l政协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人

民政协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新形势、新任务为政协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也为政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愿西双版纳州政协在中共西双版纳州委领导下，坚

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爱国主义和社

会主义旗帜，不断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06年2月5日

(作者系政协西双版纳州第五、六届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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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脱稿付梓，是政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是社会主义三个文

明建设和政协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3年1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各族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的领导下，历届政协坚

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旗帜，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留下了一届届政协委员

辛勤耕耘的足迹。然而，政协工作的实绩，一直没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实为憾事。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91年西双版纳州政协第六届

委员会，历经州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在全州政协工作者和编纂人员多

年艰辛努力下，几易其稿，完成了编写工作，填补了我州政协无志的空白，了却了

历届政协领导多年的夙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为求突出政协工作特色，以较为详实的史料，记载了西双版纳州政协诞生、

发展的历史，是50多年来政协工作的真实记录。本志上溯1953年1月，下讫2004

年12月，横排纵叙，详近略远，是一本集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的珍贵史籍。古人

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志》的问世，

对于总结经验，借鉴历史，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开创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承

前启后的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写志书的宗旨就是“资治、存史、教化”，诚望西双版纳州政协工作，在总结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共

的统一战线，努力维护边疆稳定，增

济发展，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6年1月23日

政协西双版纳州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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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厕嘲垂囹匦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地处东经99。55 7—101。50’，北

纬21。10 7～22。40 7之间。北接思茅地区，西南与缅甸接壤，东南与老挝山水

相连，总面积为19124．5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966．3公里。

西双版纳州的山脉属横断山系的南段，怒山，无量山脉的尾梢。两山以澜沧

江相隔，纵贯全境，自北向南倾斜而下，渐向东西两翼扩散，呈帚状分布。海拔

800米以下的坝区、河谷为热带季风气候，海拔800～1500米的地区为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为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温差小，日温差

大。全年平均气温在18℃～22℃之间。

西双版纳州自然资源丰富，有矿藏、生物、水利、旅游等资源，素有“植物

王国”和“动物王国”之称，并有一江通六国的区位优势，具有广阔的经济开发

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3年1月23日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1955

年6月根据宪法规定，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并根据传统习惯重新划分了十

二版纳。1957年将原属12版纳各勐划为5个县级版纳。1959年又将5个县级版

纳改为景洪、勐海、勐腊3个县，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领导。1993

年12月国务院批准景洪撤县建市。2004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共辖一市二县，

36个乡镇，年末总人口86．3万人。世居民族有傣、汉、哈尼，拉祜、彝、布朗、

基诺、瑶、佤，壮、回、苗、景颇13种，外来民族有蒙、藏，朝鲜、满、普米、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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