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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历史回顾及变化
◎杨剑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甘孜州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

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脚步，我州与祖国同行，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

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甘孜州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全州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民主改革亲历者，以撰写理论

文章和回忆文章的方式回顾历史，讴歌时代，总结经验，探索思路，展望未来。本期《理论与实践》栏目将开始陆续刊发

这些文章，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甘孜藏区解放后，中共康定地委贯
彻“团结上层、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
在甘孜藏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专区级
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党和政府通过恢复
和发展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获得了
初步的改善。但是极其落后的封建农奴
制依然是甘孜州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
封建农奴依然是甘孜州的主要社会阶
层，这使甘孜州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
了严重束缚。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启
发下，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农奴主阶级压
迫和剥削，要求变革这一落后社会制度
的要求和自发行动日趋强烈。而经过解
放初期几年的团结上层的工作，封建农
奴主阶级内部一些较为进步的人士，也
表示拥护和赞成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
建农奴制度。

自1954年6月起，全国人大及省、
州、县多次组织力量在全州开展调查
研究，为制定民主改革的方针和政策
收集第一手资料。11 月 20 日，中共康
定地委正式向中共西康省委报送《关
于藏族自治区改革的初步意见》。1955
年3月，中共西康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

《关于在西康省少数民族地区准备实
行民主改革的初步计划》，初步提出了
重点试验民主改革的具体计划和方
针、政策。1955年12月，在四川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甘孜州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向大会提
出了《请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
逐步实行民主改革草案》，大会审议通
过了这一提案，做出了在甘孜州进行
民主改革的决议。会后，省民委广泛征
求民族上层人士意见，决定除在丹巴
县、康定县的鱼通、孔玉两区进行民主
改革试点外，在全州农业地区进行以
废除地主阶级高利贷和清理富农债
务、废除乌拉差役、解放和安置娃子的
三项改革，为今后在这些地区全面开
展民主改革创造条件。

1955年12月26日至1956年1月5
日，中共康定地委召开了地委第六次
扩大会议，从甘孜州的民族特点和地
区特点出发，决定采取和平协商的方
法进行民主改革。1956 年 1 月 16 日至
3月23日召开的州人民委员会和州政
协委员扩大会议具体协商讨论民主

改革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地区各县
也相继召开县府扩大会议，协商讨论
所在县的民改问题。

正当民主改革试点和三项改革工
作轰轰烈烈地在甘孜州开展之际，甘孜
藏区反动上层不甘特权利益的失去，在
帝国主义、国民党残匪及西藏反动上层
的挑唆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打乱了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共中央高度
重视甘孜州平叛和民主改革工作，1956
年7月和195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甘孜藏区的民主
改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导甘孜藏区
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工作。

根据边平叛边民改，平一块、改一
块的方针，到1958年春，康区东北路地
区 12 个县，约占全州 70%人口的地区
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10月，甘孜州委
召开会议，做出《关于今冬明春开展反
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斗争
计划》，决定在全州开展“四反”斗争，
彻底废除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同时
结合“四反”继续解决农业地区民改不
彻底的问题和完成川藏线以南牧区的

民改。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全州
“四反”运动胜利结束，石渠、色达等牧
区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也取得胜利，至
此甘孜州民主改革全面完成。

民主改革在甘孜州的胜利，标志
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甘孜州的
各族人民推翻了极其落后的封建农奴
制，一步跨千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
庄大道，迎来了幸福的曙光。

六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一代又
一代的甘孜儿女奋力拼搏、砥砺前行，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截止2018年，
全州户籍人口 110.05 万人，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7049元。实现地区生
产 总 值 291.2 亿 元 ，人 均 GDP 达 到
24446元，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8.89万
公顷，粮食产量 22.56 万吨，各类牲畜
存栏356.2万头（只匹），出栏120万头
(只)，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现价）
88.54 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73.05 亿
元，发电量 349.4 亿度，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00.36 亿元，实现旅游收
入222.5亿元。实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71.64亿元。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37.95

亿元，投资规模连续6年保持“百亿”以
上，成为全省唯一一个拥有三个机场
的市州，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4831
公里。固定电话普及率66.27%，移动电
话普及率 77.39%。固定互联网用户
24.35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69.76万户
（互联网普及率 60.14%），长途光缆线
路93092.82公里(总皮长光缆数)。全年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03 亿
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698.41 亿
元。拥有各级各类学校共833所，在校
学生 21.42 万人，专任教师 1.36 万人。
文化系统内艺术表演团体22个，艺术
表演场馆1个，公共图书19个，文化馆
19个，文化站325个，博物馆、纪念馆6
个。全州有广播电视台19座，中短波发
射台 10 座、短波发射台 10 座、转播台
24座。广播综合覆盖率97.38%，电视综
合覆盖率97.24%，有线电视用户3.1万
户。全州有医疗卫生机构2777个，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5207张，卫生技术人员
9931 人，全年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341.38 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覆盖全部县（市）。

回顾以往，成就巨大、殊为不易；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更加辉煌。新思
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百万甘孜儿女将牢记党和国家恩情，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牢牢把
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

“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两个关键、抓好
三件大事、补齐四大短板、夯实五大
基础、实施六大战略”总体工作格局，
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经济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乘势而上、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促进全州经济社会繁
荣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
康甘孜而努力奋斗。

（作者现供职于州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 69
周年暨民主改革胜利 60 周年。“一唱
雄鸡天下白，”雪山草地拔开乌云见
太阳；“红旗卷起农奴戟，”西陲儿女
砸碎锁链迎新生。巨大的变化，艰苦
的历程，显示了一百多万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指导思
想的指引下，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披
荆斩棘，开拓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新
甘孜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党
的民族区域自治大政方针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反动、黑
暗、野蛮的、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
的封建农奴制度，走上了民主、富裕、
文明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了“耕
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解放了社会
主产力，尤其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主体
——劳动者。“康巴”人民从此告别了
不堪回首的昨天，迎来了万紫千红的
今天，展望着美好幸福的明天。

上世纪的1956—1959年这4年为
民主改革时期。经过前几年的工作，消
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
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出来。各族人民强
烈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
度。民族和宗教上层中也有不少开明
人士主张进行民主改革。1955 年州人
民政府就收到上层人士中要求或赞成
改革的书信57件。州委和州人民政府
根据《宪法》规定和群众的要求，按照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有计划
有步骤地在全州实行民主改革。改革
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与
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商，并在州人代
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改革的范围仅在
农区分期分批进行。对喇嘛寺采取“暂
时不动”的政策。对牧区实行“不斗不
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
当民主改革在丹巴县农区和康定县的
鱼通、孔玉两个农区试点，其他各县还
在学习、协商和训练积极分子阶段，就
被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中的少数顽固
分子扰乱。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
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西藏少数
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于1956年初，
相继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
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
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族干部和
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奸淫烧杀抢掠。在
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变成废墟，

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这样
严峻的局势，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
群众，不得不奋起平息武装叛乱，保卫
改革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56年7月对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
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
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
争”，这就给了各族干部和群众以勇气
和信心，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
向。这时东路、北路各县农区加紧基本
完成了改革任务，但不巩固。南路各县
积极作改革的准备。1957年3月上旬，
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指示甘孜州必须

“坚决改、彻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
要会打，打得越彻底越好”。按照这个
指示要求，东北路各县已改革的农区，
开展复查补课，有力地打击叛乱分子
和少数农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县边
平叛、边改革，并抓紧修通东巴公路。
改革和平叛进行到1958年，一个突出
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喇嘛
寺和牧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一
些喇嘛寺在“暂时不动”期间，成了雄
踞一方的农奴主，成了窝藏叛乱分子
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当地聚众叛乱
的指挥部。牧区剥削阶级中的少数顽
固分子，早已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
装叛乱，并与农区叛乱分子相勾结破
坏农区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人
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顺应人民的要
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开展以废
除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
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
斗争。在斗争中相当谨慎地处理了宗
教问题，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
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
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与此同
时，石渠、色达和其他牧业地区也相继
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民主改革，在全州胜利完成。废除了反
动、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没
收、征收了农奴主阶级直接经营管理
的土地32万亩，占70% (4.5万余户)的
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亩左
右。没收、征收、赎买牧主阶级牲畜
21.5万余头，占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
均分科牲畜 12 头。80%的农牧户从高
利贷的盘剥下解脱出来。5600 名毫无
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民主
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牧
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建设事业都

有了发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
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
础上，于1959年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
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甘孜州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
社会。

民主改革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六
个根本变化”上：

一，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一
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标志着神州大地换了人间——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
统治的旧政权，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
政权所替代，标志着在我国已建立起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统一政权。
1950年“康巴”获得解放，在党的民族
政策光辉照耀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
治，恢复和发展生产。但是，封建农奴
制度没有废除，政权（特别是基层政
权）实际上还基本掌握在土司、头人和
寺庙上层手中，一切工作都是在不触
动封建农奴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广大
人民还没有摆脱被统治、受奴役的地
位。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推毁了反动、
黑暗、野蛮的、政教合一的贵族僧侣专
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各级人民
政府，各族人民才有了在统一祖国大
家庭内，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由自已当
家作主并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地方
性事务的权利。

在血与火的阶级大搏斗中，农牧
民中的许多先进分子经受了锻炼与考
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民改结
束后的1960年，全州党员人数由1955
年的2143人增加到9088人，其中少数
民族党员由 1955 年的 386 人增加到
3659 人；农牧区基层普遍建立了党的
基层组织，全州党支部达 638 个，较
1955年的146个增加了4倍。随着民主
改革的胜利，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建立。
1963 年，全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普选，县、区、乡人民委员会中贫苦
农牧民代表占了 70%以上。经过民主
改革，全州民族干部由1955年的2394
人增至1960年的5637人，占当年全州
干部总数的 30%，增加的近 3000 名干
部主要是民改平叛斗争中涌现出的农
牧民积极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大批民

族干部的成长，巩固了民族区域自治
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
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正如藏族
民歌《红旗飘扬雪山上》中所唱的：“共
产党把大印交给我们，为的是翻身农
奴把家当。”

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
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
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包括在一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交
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条件和形式。
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资料
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
资料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决定人们在
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民主改革
前，占全州总人口95%左右的农牧民，
只占有耕地总面积 30%的土地；封建
农奴主仍然向劳动人民摊派多如牛毛
的捐税差役，广大劳动人民依旧过着
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时，生产关系又是
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对政治、法
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
因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受
剥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
都处于被统治、被束缚的地位。通过民
主改革，将农奴主所有制改变成了农
牧民所有制。与此相应，人们在经济
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主改革前，土司、头人寺庙上层，是
最高统治者，农奴主阶级是统治阶
级，他们压迫剥削广大农奴和其他劳
动人民。而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是被
统治阶级，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
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所有
制，废除了高利贷，废除了一切封建
特权，解放和安置了农奴。所有的农
奴主，都和农奴分得同样的一份土
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对拥护和赞成
民主改革的僧俗上层人士，还在政治
地位和生活待遇上给予了妥善安排
和适当照顾。从而，阶级关系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即农奴主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被打倒，丧失
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他们中的不少人
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农奴阶
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已成为社会的主
人，不仅不再受农奴主阶级的压迫与

统治，而且上升为统治阶级。
四，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和同一民
族内部的联系和交往、以及差异和斗
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
础的阶级社会里，民族是划分为阶级
的，每个民族都是由一些不同的阶级
组成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什
么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整体，它至少
都分裂为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
级，即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和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没有阶
级区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私有制
是产生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民族的压迫
剥削的基础，是出现民族之间和民族
内部隔阂和纷争的根源。因此，民族问
题的解决必须要以阶级问题的解决为
前提。这就是说，要铲除民族压迫，要
消除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隔阂和纷
争，首先就必须铲除产生民族问题的
社会基础，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
级压迫剥削制度。解放前，由于国内历
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和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挑
拨，特别是由于封建农奴制的存在和
封建农奴主的统治，藏汉民族之间、藏
族同其他民族之间及藏族内部都长期
地存在过隔阂和纷争。械斗、抢劫、偷
盗、暗害等，遍及全州，给各族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解放后，原康定军事
管制委员会即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
等、团结政策，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和
苛捐杂税。根据“团结上层为主，慎重
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以团结治安、
团结生产、团结建设为中心，谨慎地开
展各项工作，从而初步疏通了民族关
系，增强了民族团结。但是，由于社会
制度尚未改革，不可能从根木上得到
解决。在民主改革中，汉族同志与少数
民族同志生死与共，亲如兄弟，互相信
任，互相尊重，许多汉族同志为帮助兄
弟民族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不少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用鲜血和
生命保护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共
同谱写了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经过民主改革，铲除了产生民族
压迫和隔阂的社众基础和根源，开创
了实现民族团结、平等的前提条件，使
得民族隔阂得以逐步消除，民族团结
日益加强。

五、群众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解

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
制度的双重压迫和刺削，广大农奴过
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许多人因为不堪
农奴主的残酷压榨，被迫离乡背井，到
处流浪，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广大农奴用自己的歌声倾诉道：“雀儿
山再高也有顶，金沙江再长也有源，唯
有藏族人民的痛苦啊，说不完!”1950
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
的帮助下，经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恢
复和发展生产，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
的改善。但是，由于万恶的封建农奴制
度没有废除，贫困痛苦的根源没有消
除。因而，群众生活还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改善。通过民主改革，占全州总农户
70%的45000余户无地缺地农民，每人
平均有了土地4亩左右；占总牧户60%
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了牲畜12
头。废除了世世代代还不清的高利贷，
80%左右的农牧民从高利贷的盘剥下
解脱了出来。5600 余名毫无人身自由
的奴隶也获得了解放和安置，重新建
立了家园。彻底推毁了农奴主阶级残
酷统治人民的监狱、法庭和武装，完全
废除了农奴主阶级原来拥有的一切政
治、经济特权和极其繁重的乌拉差役。
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解决了贫穷困苦
的问题，群众生活日益得到改裤，政治
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六，藏传佛教发生了根本变化。宗
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和历史现象。藏传
佛教在民主改革前是政教合一体制，
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特权，实行政教
分离，藏传佛教回归本位，逐步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

（作者杨文俊，现年84岁，退休前
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甘孜州民主改
革期间曾在雅江县委组织部工作）

功铭史册 光泽后世
纪念甘孜州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

◎杨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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