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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民主改革前的甘孜藏区，生产力
十分原始落后，制约甘孜生产力发展
的因素除了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自然
界产出能力的贫瘠性和生产者劳动
的消极性外，根本原因是落后的生产
资料所有制和反动的政教合一专制
统治，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长期抑制和
破坏。据统计，1955年全州第一产业
产值6310万元，第二产业产值298.6
万元，财政总收入350.17万元，粮食
总产量86475吨，农牧民平均收入仅
89元。封建农奴制下的甘孜藏区，农
奴主几乎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部分
占有农奴的人身，他们不事生产却坐
拥财富、锦衣玉食、挥霍无度。而广大
农奴作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却
整日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终其一
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为过度繁
重的体力劳动和饥寒交迫的非人处
境，民主改革前的甘孜人均寿命只有
36岁，未到成年即冻饿夭折的农奴子
女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黑暗的社会
里，农奴和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过着悲惨的生活。

民主改革后的今天，在党和国
家大力扶持下，经全州各族人民的
艰苦创业，我州经济建设取得了巨
大成就。2018 年，全州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GDP）291.2 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65.47亿元、第二产业
增加值 121.78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

值 103.95 亿 元 ，人 均 GDP 达 到
24446元，人均寿命达到76岁。民主
改革胜利60来的沧桑巨变，给甘孜
藏区带来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是甘孜
藏区有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取得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甘孜藏区前进的步伐才更大，步
子才更加坚定，发展才更快。

一、坚持发展不动摇

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站起来
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甘孜藏区
各族人民富裕起来了，这是不容置
疑的事实。藏区人民实现了“站起
来”和“富起来”这两个基本愿望。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孜藏区
各级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族群众
一心一意搞建设、抓发展，甘孜藏区
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民主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
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
道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才能实现甘孜藏区的繁荣发展。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所有工
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
一步突出了党的宗旨意识。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
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
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

二、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
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
国、民族遭殃，国外如此，中国也是
这样。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
家来讲，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
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固的大事、是关
系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
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
事。维护藏区的稳定和发展，维护祖
国的统一和安全，是我们甘孜藏区
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下，在全省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下，甘孜藏区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民族团结、局势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的大好局面。实践证明，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祖国的繁
荣昌盛，就没有甘孜藏区各族人民
的幸福生活。因为，全国各族人民包
括甘孜藏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才能得到维护、实现和
发展，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历史事
实。我们要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要坚
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
现甘孜藏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甘孜
藏区跨越发展的关键

如今，甘孜藏区翻天覆地的变
化，除了全州各族人民自身的勤劳、
智慧和汗水以外，主要是党的领导
好，我们靠的是党的好政策，靠的是
党对民族地区一如既往、源源不断
的关心和支持。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
中央、省对甘孜藏区进行了大力的
支持，这些铁的事实说明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海深河深不如党
的恩情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
甘孜藏区今天的一切，我们一定要
牢记党的恩情。

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

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了解
群众的实际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具
体困难，走村入户，体会群众的疾
苦。党员干部要经常进农家门、吃农
家饭、住农家屋，与群众打成一片，
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定要
以“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把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让广大农牧民群
众真正得到实惠，真正实现脱贫奔
康，走上小康之路。要进一步深入开
展“感党恩、爱祖国、守法制、奔小
康”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在农牧
民群众中形成“思团结、奔小康、促
和谐、树新风”的良好氛围。我们每
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
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反对
民族分裂，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一定
要居安思危，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定
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加强学习，
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
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
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以自己的
模范行动和出色的业绩，促进甘孜
藏区跨越发展、长治久安。甘孜藏区
百万儿女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建设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建设示
范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作者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

2018年，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
开放 40 周年；今年，我们又迎来了
藏区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虽然两
起改革的范围、内容和时代背景各
不相同，却都是历史中的重要节点，
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60年前，我们党领导藏区人
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并取得胜利，实
现了藏区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
大转折，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征程。

民主改革绘就了一幅幅波澜壮
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
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
歌。“民主改革天地宽，人民生活换
新颜”。民主改革，重在改革，是决定
藏区命运的“关键一招”。

历时 5 年的民主改革，坚持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问
题的理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要巩固政权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就必须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
是我国各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特
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民主改革的
方式、步骤和进度上，将会有自己的
特点，因而在民主改革中必须从各
个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聚居区的
实际情况出发。正如列宁曾经指出

的：“……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
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
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
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
有怎样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
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
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
变化”。我们党在领导藏区的民主改
革中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党从藏区自身的内在因素
和外部环境的客观条件出发，充分
考虑了实行和平改革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确定了和平改革的方计。

一、在藏区实行和平改革的必要性

一是藏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
社会财富也很贫乏，如果采用强力
的斗争，容易使生产力和社会财富
遭到破坏。特别是牧区，主要生产资
料是牲畜和草场。而牲畜既是生产
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且具有分散
性、流动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的特
点，更是易于破坏，而且一旦被破坏
恢复期也较长。采取和平改革的方
式，就有可能减轻甚至避免生产力
和社会财富的破坏，有利于藏区经
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是藏区未参加叛乱的上层人
士，一方面大都是农奴主或知识分
子，这些人和劳动人民的矛盾需要

通过民主改革才能解决；另一方面，
这些上层人士在民族关系上、宗教
关系上，与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
因而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在藏
区，甚至藏区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再
加上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又具
有爱国主义思想，因而无产阶级及
其政权就不能像对待官僚资产阶
级、汉族地区的地主阶级一样对待
他们，特别是其中的爱国人士。因
此，在藏区就需要采取和平协商的
方式进行改革。

三是藏区的自然、社会情况是
十分复杂的。境内高山峻岭，峡谷急
流，地域辽阔，气候各异；在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与
汉族地区不同，而且在各县、区、乡
之间也不尽相同。基本上全民信教，
有的还是政教合一。因此，只有采取
和平改革的方式，才有利于解决这
些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才
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
部的团结，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在藏区实行和平改革的可能性

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在全国夺取了
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同
时，党在藏区一经解放就建立和巩

固党、政、军组织，建立了中共地方
工作委员会，建立了自治政府，建立
了民族武装——藏民团。这些，就是
藏区有可能进行和平改革的先决条
件和根本保证。

二是党在藏区建立了各族各界
代表人士（包括民族上层人士）的广
泛的统一战线。长期以来，我们党通
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在藏区
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上层人士在
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便于对他们
进行团结、教育、改造，促使他们接
受和平改革。

三是由于在全国绝大多数人口
的地区（包括汉族地区和大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改革，
有力量支援藏区的民主改革。同时，
由于康定、泸定已经完成土改，培养
了干部，取得了经验，就可以集中精
力开展其他县的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无论是在性质上和目
的上都仍然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革
命，是一场利益攸关的阶级斗争。虽
然我们主动不采用强力斗争，也尽
力避免武装冲突，但是，树欲静而风
不止，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群众
的愿望和党与政府的政策，还要看
剥削阶级对改革所持的态度。正如
恩格斯所说的：“如果旧的东西足够
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

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
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因此，
在社会改革中，必须同时估计到革
命的和平发展与非和平发展的两种
可能性，采取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
革命的两手。民主改革的进程，雄辩
地验证了这一真理。一小撮反动分
子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和平改革，
发动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叛乱平
息以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也才能
实现和平改革。

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民主改革
是藏区社会改革的先导，为以后的
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主
改革的胜利和60年来的成就，充分
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
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百万甘
孜儿女将永远牢记党和国家的恩
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上下同心，迎难而上，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书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为
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的幸福家园
而奋勇前进。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
完成式，改革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州民干校高级讲师）

民主改革重在改革
◎杨柳

我是山西省怀仁县新家园乡赵麻寨村人，
20岁时响应组织的号召南下到甘孜州。从此，
我在辽阔的甘孜大地上工作和生活了40多个
春秋，先后在雅江、得荣、稻城、道孚县度过了
近15000个日日夜夜。

我南下前在共青团怀仁县委工作。根据组
织上的决定，1949年11月，我和一批干部随军
南下。

我们当时用的是部队番号，所以穿的都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
出远门等一趟车经常要等个把月。所以，从临
汾市到潼关的300余公里路我们只有步行，然
后坐火车辗转西安、宝鸡，又从宝鸡步行十多
天才到成都。

我们在成都过了元旦后，就向西康省省会
雅安进军。到雅安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学习、下
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征粮等工作。大概一个
月后，西康省保安师发生叛乱。我被任命为军
官教导队排长，对叛乱军官进行政策宣传教
育。4 月份分配工作，包括我被分配到雅江县
的有四五人。我们到康定后，由于雅江还没有
解放，我们在康定、泸定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11月，我们正式出关去雅江县，因
没有公路，只好骑马去。我们都不会骑马，在翻
山越岭的途中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当我看到路
边上有一个写着雅江的牌子时已经走了5天。
过了立牌子的地方，我逢人就问雅江县城在哪
里？当别人告诉我雅江县城已经到了时，我感
到无比惊讶，当时雅江的荒凉和遥远出乎我的
想象，也勾起了我的阵阵乡愁。

1952年，我到雅江县祝桑区驻点工作组工
作。祝桑区辖八依绒、米龙、祝桑三个乡。那时
的祝桑区，说它与世隔绝一点不为过，特别是
语言。我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交流时只有像聋哑
人之间相互交流一样比手势。好在组织上先后
安排马腾骧、杨育才等人给我当翻译。

那时州、县都号召藏汉干部相互学习对方
语言。我们区藏汉干部学习语言氛围十分浓
厚。规定藏族同志跟汉族同志相互交流时藏族
同志必须用汉语，汉族同志必须要说藏语。刚
开始时，我浓厚的“山西味儿”的藏话与藏族同
志本地味十足、张冠李戴的汉话时常惹得大家
哄堂大笑。随着大家学习一点一滴的进步，笑
声渐渐少了，用对方语言交流的能力越来越强
了。我在 1953 年任祝桑区工作队队长时就基
本能用藏语跟群众交流了。我们每天走村串
户、发放农具、宣传民族政策，和群众打成一
片。刚翻身得解放的群众沐浴在幸福的阳光
里，非常乐意和我们拉家常。我们不久就完全
掌握了三乡七八百户群众的基本情况。

1955年，民主改革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我
时任祝桑区工委书记、工作队长。由于我们平
时工作做得细致，祝桑区在民改期间没有发
生叛乱。

当时，群众中私藏枪支现象非常严重，收
缴枪支要等州上召开会议统一部署才能展开。
不久，州委在新都桥召开会议，县委书记范洪
智参加了会议。范书记对我说：“老李，这次州
上开会让我们开展收枪工作，你就放开手脚去
干吧。”接到通知后，我们立即开展收枪工作，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三个乡收枪任务。

收枪工作虽然完成了，但有个别人还是不
愿意将枪交出来。当时，祝桑区有3个土司，最
大的叫尼玛勒布。在收枪之前，我向他说过要
借他的枪。他跟我说他家里有两支步枪、一支
手枪。没过几天，我就安排他去康定参加学习、
协商民改工作相关事宜。我们到他家收枪时只
有他儿子在家，他儿子只交了两支长枪，还赌
咒发誓地说：他家只有这两支枪。我没有让工
作组的同志跟他过多争论，打算等他父亲回来
再做工作。过了几天，他父亲尼玛勒布回来了，
我立即上门去找他。尼玛勒布狠狠地批评了他
的儿子并将手枪交了出来。

后来，我任雅江县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等职。1965年调离雅江县。

转瞬间，离开雅江近50 年了。如今，年过
八旬的我在家颐养天年，但每次回顾这段历
程，真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之
感。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辜负“南下干部”这顶
神圣光环所赋予的使命，在不同的岗位上也
曾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感谢党
的教育和培养，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爱，感
谢甘孜州老百姓的养育之恩。生命不息，学
习不止，我将继续迈着“南下”的光荣步伐，
一直向前。
（作者系道孚县政协原主席，1985年10月离休）

回忆在雅江
民改的那些年

◎李成才

甘孜州的民主改革是甘孜藏区
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社会
变革，它的意义就在于在甘孜州历
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
大作用，因为民主改革废除了甘孜
藏区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
实现了甘孜藏区由封建农奴制向社
会主义制度的跨越。甘孜州民主改
革的胜利，使甘孜州各族人民走上
了社会主义道路，甘孜州发生了历
史的巨变。民主改革的胜利具有重
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甘孜州民主改革的成功经验

（一）民主改革坚持了党的正确
领导、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由于甘孜州民主改革是全国
第一次在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对全
国藏区带有试点性和示范性的作
用，所以当时中央十分重视这场改
革。中央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等文
件作了批复，及时地指导了甘孜藏
区的民主改革，使改革始终在中央
的指导下和省委的领导下进行。改
革中运用党的民族理论，执行了党
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
极大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这为非常困难的民主改革提供
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改
革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分化了敌对势力，教育了

人民群众，赢得了人心民心，使改革
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参与和
支持，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成功提
供了无穷的力量源泉；在民主改革
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地区的
差异性和社会状况的不同，而采取
了不同的政策，使党的方针政策在
执行中得到纠正，在改革中得以完
善，最终得以全面的推行和落实，这
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最后胜利提供
了思想路线保证。

（二）民主改革中制定了切实可
行政策措施。甘孜州在调查基础上，
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中共康定
地委和州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
政策措施，主要有《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
法》(草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人民委员会关于废除高利贷调整
债务关系实施办法》(草案)、《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农民协会组织章
程》(草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关于组织清匪治安武装自卫暂行
办法》(草案)等四个文件。以法规的
形式将改革的运行规范下来，做到
了有法可依，为保证改革的成功提
供了法制保障，为民族地区的法制
建设作出了贡献。

（三）民主改革培养了大批民族
干部。民主改革中充分发动群众，对
群众中的改革积极分子进行多种形
式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熟悉党的
政策又了解当地民情的民族干部，

在民主改革中共培养民族干部
2540 余人、发展少数民族党员 450
余名，建立了民族武装“藏民团”，为
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
干部力量，这支力量在改革中始终
发挥了“干部队、战斗队、工作队”的
中坚作用。民主改革后，大批民族干
部茁壮成长起来，为干部队伍增添
了新生力量。

（四）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甘
孜州民主改革后，州、县、区、乡四级
人民政权得以建立起来。共建立乡
级政权340个，区级政权84个，县级
政权21个，这些政权强有力地发挥
了行政领导作用。民主改革后建立
起 570 个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组织
深入到基层，党员队伍得以迅速壮
大。党政组织的普遍建立，为确保党
的正确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
执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甘孜州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

（一）民主改革为甘孜州的发
展开辟了广阔前景。通过民主改
革，无地缺地农民分得土地和牲
畜，废除了世世代代还不清的高利
贷，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新
生，农奴主经济特权被废除。广大
农牧民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推
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改
革完成后，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达
到 11525 万吨，比改革前的 1955 年

增产32.28%；1958年全州社会购买
力比1955年增长了90%以上，商业
收购和销售总值分别比 1955 年增
长了1.3倍和1.4倍。随着社会主义
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甘孜州各族人民以主
人翁的姿态共同建设甘孜州，大力
发展生产力，使经济社会事业获得
了空前的发展。

（二）民主改革对藏区人权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甘孜藏区通过
民主改革，废除了束缚各族人民数
百年的封建农奴统治政权，彻底解
除了农奴和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
依附关系，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
特权，废除了高利贷和乌拉差役。
全州 5600 多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
隶获得了解放和安置，80%的农牧
民从封建农奴生产关系的剥削下
解脱出来。从此，农奴和奴隶不再
遭受农奴主的政治压迫，获得了人
生自由，农奴和奴隶成为了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所有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共产党
在甘孜州实行民族自治制度，为少
数民族人权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
有效的制度保障。

（三）民主改革进一步增强了民
族团结。甘孜州民主改革从政治上和
经济上铲除了造成藏汉民族和藏民
族内部对立的根源——封建农奴制，
甘孜州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崭新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藏族人民之间及

藏族人民和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
结起来。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中，
汉族与藏族人民生死与共，平等相
待，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各族劳动人
民之间建立了深情厚谊。民主改革的
实践证明了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
不开藏族，藏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之间
也相互离不开的道理，体现了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四）民主改革巩固和壮大了爱
国主义统一战线。在甘孜州民主改
革中，党和政府积极争取一大批民
族宗教上层人士，让他们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
大多数获得了不同的进步。对赞成
和拥护民主改革的上层人士，党和
政府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
针，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民主改
革期间共安置了 772 人，占安置人
数的一半以上。为发挥民族宗教上
层人士的积极作用，他们中的一些
有工作能力的人担任了州、县人民
政府、政协、佛教协会等部门和单位
的重要工作，有的还在全国人大、全
国政协、省人大、省政协及其它人民
团体中担任了代表或委员职务。这
些上层人士中的许多人长期同我们
党合作共事，无论在民主改革中还
是民主改革以后，在维护祖国统一
和发展甘孜州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作者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

甘孜州民主改革的经验和意义
◎陶勇

民主改革给甘孜藏区带来的启示
◎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