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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乡村建设能力
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提升甘孜州乡村建设能
力，在结构上要提高乡村的依
法治理、动态治理、民主治理与
风险治理能力，其关键是要完
善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治理制
度与规则以保障乡村治理的规
范运行。在治理实践中要注意
平衡好乡村治理中的活力与秩
序。在内容上要提高其在产业
发展、环境治理、文化建设、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治理能力，进
而实现“五个振兴”的统一。

构建甘孜州乡村治理体系
的核心是创新型乡村治理体制。
首先，要处理好基层政府与乡村
社会的关系。在处理基层政府与
乡村社会的关系上，基层政府要
主动放权，让乡村拥有自主治理
空间，改变目前行政主导的单中
心乡村治理模式；要防止乡村治
理体系“城市化”，甘孜州的乡村
治理具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套
用城镇社会的治理制度、治理结
构与模式。其次，要优化乡村治
理的内部结构。既要完善以村委
会、经济合作组织等乡村组织为
核心的组织体系，还要完善乡村
治理的组织建设、治理参与、治
理评价等制度。第三，要综合利
用法治、自治与德治三种治理方
式，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
体系。甘孜州广大的乡村有丰富
文化资源，挖掘和整合乡村文化
资源，强化道德约束、法律规范
与自主管理的协同作用。

激活乡村社会组织
打造多元化乡村治理格局

甘孜州地域广，并且有着
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这为甘孜
州打造多元化乡村治理格局奠
定了基础。首先，要引导和规范
甘孜州各地组建新型农村社会
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新型农村
社会组织具有解决政府纵向治
理能力不足与横向治理能力缺
失的作用。这些新型农村社会组
织既有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
各类经济合作组织，也有依托乡
村权威和能人所建立的议事组
织，所以甘孜州乡村治理要积极
吸纳新型组织资源，保障新型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正当性
和独立性。其次，要支持和培育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组织。民族地
区要重点支持和培育公益慈善
类、乡村志愿服务类和文化教育
类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养老服
务、文化传承、环境保护、慈善事
业等领域的作用。同时，完善对
民族乡村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优先参与购买服务、
教育培训等支持培育制度。

创新公共服务形式
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甘孜州是从封建农奴社会

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速度落后于内地发达地区，
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要改变
这种状况，必须要创新社会公
共服务形式，各级政府要强化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建设
服务型政府；要以发展乡村社
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
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
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牧
区地区倾斜。乡村要积极推动产
业提升与壮大集体经济，为乡村
公共服务提供物质基础。同时，
要积极引导乡村社会组织与村
民参与基础设施、环境治理、村
容改造、社区服务等乡村服务建
设。要鼓励多主体参与，丰富乡
村公共服务供给形式，依据甘孜
州各地乡村公共服务的实际需
求，进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
给，在民族地区乡村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整治
等领域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保障乡村社会权利
探索特色型乡村福利模式

甘孜州属全国集中连片的
扶贫开发地区，国家对这一地
区有一定的资金倾斜，特别是
在社会福利方面扶持力度更
大。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和共享
理念，我们要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补充”的乡村福利模式。首
先，要明确乡村福利中政府的
主导责任和社会的补充义务，
各级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
度，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民合作
组织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社会
化机制兴办社会福利机构，最
大限度地实现乡村公共服务。
其次，要构建完备的乡村福利
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农村牧区
家庭最低收入保障体系、教育
福利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就业
福利体系、特殊群体福利体系
和公益事业福利体系等。第三，
在积极推动村级福利发展的同
时要注意预防其产生消极影
响。村级福利具有保障村民社
会权利、促进农村牧区内部公
平等积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
与脱贫攻坚的深入实施，不少
地区的村级福利也将逐渐增
多，同时又要防止因提供村级
福利而带来的村级债务及“福
利病”等消极影响。

整合乡村治理资源
塑造稳定和谐的乡村秩序

构建乡村秩序的核心是处
理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
系，实现国家政治秩序与乡村
自发秩序的良性互动。首先，要
构建适合乡村的公共权威系
统。正式的国家法律权威是乡
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保证。应明
确赋予和强化基层乡镇政府、
村委会在维护乡村秩序方面的
法定地位。针对乡村治理的失
序情况，要加强相应的法律制
度建设，并保障其在民族乡村
的有力执行，并通过法律权威
来纠正民族乡村治理的失范行
为；其次，要有效整合乡村内部
的人力、组织和文化等资源。要
积极培育农牧区致富带头人和
新乡贤，丰富各地乡村秩序重
建的人力资源。动员和依靠乡
村社会组织，不仅为重建民族
乡村秩序提供良好的组织基
础，还可以确保乡村振兴的可
持续性。文化在乡村秩序和乡
村治理中具有支撑和引导功
能，积极将藏族文化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农牧民
群众“五个认同”的理念，并且
将宗教文化等转化为适应现代
乡村治理的社区文化，发其在
稳定乡村秩序中的积极功能。
（作者为州委党校高级讲师）

以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乡村治理

◎陶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对今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系统
的部署和安排；省委十一届
六次全会对四川省推进城
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
力建设作出了决定。十九大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
在全国广大农村如火如荼
地开展。作为民族地区的
甘孜州，怎样以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乡村治理，是我
们应该探讨的课题。

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同时解放大西南的大进军也开始
了。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
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与川军将
领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宣布
西康、四川和平起义。12日，西康省代主
席张为炯在康定通电宣布拥护西康和
平起义。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第一野
战军第十八兵团奉命南下，六十二军进
军西康，一八六师负责解放康定地区。
1950年1月25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
团党委发出《告六十二军全体党员及指
战员书》。动员书写道：“西康，我们必须
去，而且马上去！我们党中央，我们的领
袖毛主席异常重视那块地方。”战士们
共同高呼：西康人民解放万岁！人民英
雄万岁！1950 年 2 月初，一八六师先遣
部队五五六团由团长刘光奇、参谋长张
海峰、政治部主任李承儒率领，从成都
郫县出发，向康定进军。西康门户雅安
已于 2 月 1 日被六十二军一八五师解
放，中共西康区委员会成立，廖志高任
书记。由于春节将至，五五六团暂时驻
守雅安休整。

国民党残匪串扰康定

1950 年3月5日，国民党陆军一二
七军三零一师 700 余人从川西北阿坝
溃败进入丹巴，再经大炮山窜到康定，
成立“康定政务委员会”搞破坏活动。
该部在康定、泸定烧杀抢掠，并残酷镇
压西康省官员，一批汉藏官员被枪毙
甚至活埋，少数起义官员又投靠田中
田，大部分官员西逃到营官。逃往台湾
的国民党政府甚至大肆鼓吹，说什么

国军光复康定是大陆反攻的开始。田
中田梦想以二郎山和大渡河为屏障，
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康和西藏，并
宣 称“ 守 不 住 二 郎 山 ，即 炸 毁 泸 定
桥！”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发电请求提
前进军，五五六团被迫赶在春分之前
向康定进军。

向西康省会康定进军

3月18日，经中共西南局及西南军
区批准，中共康定地委、康定军分区在
雅安成立。苗逢澍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
政治委员，蒲大义任军分区司令（未到
职，后改任樊执中），樊执中、李占林、李
春芳、袁玉田、白雪峰、乔志敏、沙纳任
委员。1950年3月19日，由康定地委书
记苗逢澍、康定军分区司令樊执中率领
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前卫部
队和五五六团，从雅安出发向康定进
军。由于国民党田中田派部队到泸定进
行蛊惑破坏活动，五五六团最担心的是
泸定桥被破坏甚至炸掉，所以必须出其
不意夺取泸定桥。为了避免大规模行动
引起敌人警觉而炸桥，五五六团首先夜
袭二郎山，再抢夺泸定桥。

泸定和平解放

3月21日五五六团向二郎山进军，
部队要求像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一
样，发扬老红军的英勇精神，战胜冰雪
封冻的困难，夜袭二郎山，奔袭泸定桥。
团参谋长张海峰率领一营向二郎山进
军，从两路口出发，经新沟攀登二郎山，
连夜攻占二郎山，解决了进军泸定的天
险。五五六团主力部队也跟着翻过二郎
山。为了避免敌人破坏甚至炸毁泸定
桥，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一营马不
停蹄飞奔泸定桥。战士们从下午走到
晚，从晚走到天亮，终于在22日拂晓赶
到了泸定桥。此时的泸定桥，还是像一
条巨蟒般横卧在滔滔大渡河上，但桥板
被拆去了一半。战士们像当年红军夺桥
那样，用木板和门板铺桥，有的干脆在
铁索上匍匐前进，顺利抢占了西桥头，
把五星红旗插在桥头。进军康定的最后
一道难关打开了，战士们高唱国歌，“我
们占领泸定桥了！”“我们胜利了！”的欢
呼声此起彼伏，响彻泸定城上空。团部
于 22 日当晚到达并接管泸定，西康门
户泸定宣布和平解放。

康定和平解放

3月23日一早，主力部队过桥在大
渡河西岸集结，向康定发起进攻。泸定
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驻守康定的敌人
还蒙在鼓里，打电话询问：“解放军到了
没有？”已经接管了邮电局的同志回答：

“解放军还没有到泸定！”然而此时，解
放军已经沿大渡河西岸疾驰而上，直奔
康定。由于在咱里、大烹坝和冷竹关遭
遇敌军阻击，主力部队当晚在瓦斯沟宿
营，前面的侦察小分队已经进抵康定。
24日一早，部队继续向康定进发，先头
部队于当天中午进入康定城，受到藏汉
回等各民族的热烈欢迎，西康省省会康
定实现和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进逼康
定的态势下，3 月 23 日上午，田中田率
残部出康定南关经盘盘山向九龙方向
逃窜，未来得及逃跑的邱文彬部缴械投
降，解放军顺利接管康定。逃到营官寨
的旧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及其幕僚也
被解放军接回康定。解放军还成功争取
了伪二十四军行辕主任唐英、伪南路保
安司令曾言梳、伪团长傅德全等近千人
投降，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妄图在康区建
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的美梦。

成立康定军管委

康定解放后，根据《共同纲领》的
规定，奉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于 3 月
27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
制委员会，在西康省属地区实施军事
管制。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苗逢澍
任主任，樊执中、夏克刀登、邦达多吉、
李春芳任副主任。军管委一经成立，即
制定《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办事暂行
通知》，开展对旧政权的军事接管工
作。5 月初，康定军管委开始全面接收
旧政权工作，在顺利完成对旧西康省
政府各部门的接管工作以后，又陆续
委任派遣军事代表或联络员赴康区所
辖各县，着手对各县实行军事接管。除
康定、泸定、巴安（今巴塘）3 县全部完
成军事接管并成立人民政府外，其它
各县暂时由旧政权继续行使职权，但
必须服从康定军管委的领导，实际上
西康藏区已经实现了和平解放。

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

1950 年 4 月 26 日，西康省人民政

府在雅安成立，廖志高任主席，张为
炯、格达活佛（藏族）、夏克刀登（藏
族）、果基木古（彝族）、鲁瑞林、刘聚
奎、白认任副主席。6月以后，五五六团
奉命外调，撤回崇庆（今崇州），随一八
六师奔赴贵州执行新任务。7 月 15 日，
五五八团进驻康定，并以一八六师师
直一部和五五八团为基础，建立康定
军分区，樊执中任司令员，苗逢澍任政
治委员。在西康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康定地委、康定军分区、康定军管委领
导和组织康区各族人民投入到支援十
八军进藏的伟大事业和筹建西康省藏
族自治区的伟大实践中。

十八军接管沿路各县

1950年4月，十八军从康定分南北
两线进藏，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二师吴
忠师长和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一五四
团并军直、师直机关一部进至康北重镇
甘孜，南路先遣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
丕一率领，进至康南重镇巴塘。北路先
遣部队于4月28日进抵甘孜，受到当地
藏族群众、寺庙喇嘛和刘文辉二十四军
驻甘孜部队 3000 多人的夹道欢迎，甘
孜县和平解放。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三
师苗丕一副政委率领157团并军直、师
直机关一部，于7月4日从康定出发，8
月 2 日到达巴塘，与巴塘地下党会合。
十八军的进军，一路受到沿路各县各族
各界的热烈欢迎，南北两线沿路各县先
后被十八军接管，成立支前委员会，西
康藏区正式实现和平解放。

西康藏区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国民
党蒋介石妄图以西康为根据地“光复
大陆”的美梦，也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
的大门，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前提，为人
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解放西藏创造了
条件。西康藏区和平解放后，立即响应
党的号召，投入到支援十八军进藏与
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中，为和平
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而特殊的历史贡
献。同时，西康藏区和平解放为康区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良好条件，中
共西南局选定西康藏区为实践民族区
域自治的“样板”，开始新中国第一个
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康省藏
族自治区”筹建工作，开启了党的民族
政策的伟大实践。

（作者为州委党校高级讲师）

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推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是西藏人民
摆脱贫困的正确方向。道路决定命运，
没有正确的道路，人民不可能摆脱贫
困。民主改革前，由官家、贵族和寺庙上
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
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
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西藏人民
灾难深重、生活悲惨，西藏社会陷入极
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粮食产
量只有种子的四、五倍，牧业完全靠天
吃饭，现代意义的工业一片空白，没有
一条公路，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
医院，人均寿命只有35.5岁，生产力水
平几乎停留在中世纪。民主改革后，在
党的领导下，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西藏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
道，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羁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地区生产总值
从1951年的1.2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
1600多亿元。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不断
被突破，已经建立起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综合能源体系、综合通讯信息体系，
西藏经济呈现高速发展态势，为西藏人

民摆脱贫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是西藏人民摆脱贫困的内
在动力。只有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了，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旧西藏
把人分为三等九级，大贵族、高级僧侣
和官员居于等级的最高层，命价是与身
体等重的黄金，最下等的人命价只值一
根草绳。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占西藏人
口 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
力，完全被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三大
领主”垄断了一切权力。农奴和奴隶没
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依附在领
主的庄园，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被领主
剥削，穷得只能留下自己的影子，劳动
积极性完全丧失。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
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废除了人剥
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制度。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参与管理国家
事务，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真
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
被解放，劳动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民族团结凝聚起推动生产力发
展的强大力量是西藏人民摆脱贫困的
社会条件。旧西藏根本不像达赖集团鼓
吹的那样是人间的“香格里拉”，贵族之
间争权夺利，教派之间矛盾重重，统治
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尖锐，根本没有
团结可言。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
自治区，有40多个民族生活在西藏，没
有民族团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西藏
自治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三个离不开”思想
深入人心，“五个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断铸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正是有
了民族团结，61年来达赖集团的分裂破
坏活动没有一次得逞，为生产力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各族群众共
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是西藏人民摆脱
贫困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
政，初心使命都是为西藏各族人民谋幸
福。旧西藏农奴主阶级几乎占有全部生
产资料，农奴阶级的劳动成果只能供三
大领主享乐挥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下，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始
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
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旧西藏 90%的农奴都欠债，衣不
遮体、食不果腹。新西藏则换了人间。
2019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3741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2951元。义务教育“三包”政
策全面落实，15年免费教育政策不断完
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达到
8.6 年。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逐步形成，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
到70.6岁。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日
益健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贫
困发生率降至6%以下。

用文化建设为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
是西藏人民摆脱贫困的精神动力。旧西
藏实行宗教专制，统治阶级利用神决定
一切的因果论麻醉人民，社会物质财富
的创造者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文化权
利。民主改革后，西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加强党对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立起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确保人民
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新期待得到不断满
足。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
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
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西藏文化是中华

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深深扎
根在群众心中。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
育实践活动，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
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劳动者
科学文化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各种阻
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观因素不断消除，人
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推动生产力
发展的强大合力是西藏人民摆脱贫困
的必要条件。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体现。在上世纪
50年代，国家投资修建了川藏、青藏公
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现代
化工厂、学校、医院也在西藏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央先后6次召开
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支援西藏的
重大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
雪域高原，真情关怀西藏各族人民，做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形成了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藏工作格局。
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西藏办成了
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
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为西藏发展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

西藏海拔平均四千米以上，常年高
寒，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 60%，生产
和建设成本极高。历史上西藏生产力水
平低，95%的人口是文盲，封闭在现代
文明之外。这里自然灾害频发，洪水、风
灾、雪灾、地质灾害不断。加之十四世达
赖集团不间断地策划分裂破坏活动，对
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干扰。在这样的
自然历史社会条件下，要使所有的人口
摆脱贫困，没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提供保
障，是不可能实现的。61年前废除封建
农奴制度，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是西藏战胜贫困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纪
念百万农奴解放的原因之一。流亡国外
的十四世达赖及其集团企图否定民主
改革，开历史的倒车，富裕起来的西藏
人民不可能答应。

（作者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

今年是西藏废除封建农奴
制度61周年。经过61年的不懈
努力，西藏绝对贫困基本消除，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
样的奇迹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势。

制度优势使西藏人民彻底摆脱贫困
◎丁勇

◎八足林青

1950年3月，西康藏区（今
甘孜藏族自治州）实现和平解放，
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人民解放战
争的伟大胜利。西康藏区的和平解
放，加速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
为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及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甘孜州和平解放的历史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