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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共产党
革命史的学习，我深刻地
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
火热之中，才能让中国人
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
役和剥削当家做主人，中
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
历史的选择。

我们满怀豪情喜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我们要在纵深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进
一步坚持史论结合、以史为
鉴，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
推动发展与治理的规律和方
法。中国共产党在涉藏地区开
展革命、推进建设、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的历史无疑也是一
部生动鲜活的，具有说服力引
导力的教科书。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系西藏、关心整个涉
藏地区，完善发展中央治藏方
略的创新实践，把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学说、政党学说、边疆
理论、社会治理思想有机融
合，形成了适合新时代治藏兴
藏规律和特点的“治国安边稳
藏”战略思想，这更是我们党
史学习教育过程中需要认真
理解消化并用以研究涉藏地
区发展治理经验和方法的有
力武器。要围绕贯彻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坚
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
治边与稳藏相结合，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安边稳
藏”战略思想的基本历程、实
质要义，总结中央治藏方略在
涉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成功
经验，不断推进甘孜高质量发
展和长治久安。

一、“治国安边稳藏”战略思想
的简要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边先稳藏”，是
对清朝康熙皇帝“治藏必先安康”观点的
历史发展，是对江泽民同志1996年视察
四川时提出的“稳藏必先安康”的运用与
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西藏及四省
涉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致力于维护国家
安全和西部边疆稳定，把握治藏历史规律
和经略西藏的基本方法，以一个政治家的
宏大视野在2013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十
二届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讨论时敏锐地
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
思想。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又科学提出了“依法治
藏、长期建藏、富民兴藏、凝聚人心、夯实
基础”的治藏方针，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
了这一新的“治藏方略”。2018年2月10
日至13日，总书记来川视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在谈到关于治蜀兴川的法治保障中
强调“从治国、安边、稳藏的内在关系上把
握四川涉藏地区同全省全国大局的内在
联系”。2018年4月7日中央西藏工作协调
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基本方略概括为“十
个必须明确”。去年8月28日至29日召开
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十个
必须”的中央治藏方略作了更全面、更细
致的阐述，必将引导我们认识做好西藏
及四省涉藏地区工作的全局意义、着力
点出发点、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安全底
线和政治保障。可以说，“治边稳藏”战略
思想将“治国”“治边”与“治藏”问题联系
起来，成为党的“治藏方略”最新理论创
造，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
主义边疆民族理论的创新和深化，有着
自己鲜明的理论与实践特色，是指导我
们深入推进涉藏地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
安的行动指南。

二、“治国安边稳藏”战略思想的
实质要义

（一）“治国必治边”说明了边疆治理
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战略考量和作用。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没有边疆治理的国家治理是苍白的、
不成熟的，有效的边疆治理能为国家治
理和发展提供安全和谐、持续可靠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保障。在推进现代化
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边疆治理也面
临新机遇、新路径、新前景。从我们党治
理和发展边疆地区的经验和方法来看，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统筹确保边疆
和谐安宁的制度性安排。我们要善于立
足四川涉藏地区的实际，运用普遍联系
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认识边疆治理
特别是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区治理在整个
国家治理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建立有利
于涉藏地区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立体
式边疆治理新体系。

1、边疆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前提
和基础。“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科
学论断，在治国、治边、治藏层次性维度
中，把治边上升到治国的高度，把治藏放
置于治国、治边的系统论，在国家治理的
顶层设计中确立边疆治理的特殊方位，
从国家战略历史维度去拓展和深化边疆
治理。治国必先治边，没有边疆的巩固就
不会有国家的安宁。费孝通先生曾精辟
指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
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
天下已定边未定。从边疆治乱兴衰，可知
国力是强盛还是贫弱，民族是和睦还是
纷争。

2、边疆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大局。加
强边疆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永恒课
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方面，创
新新形势下的边疆治理影响着国家治
理整体功能。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以
统一为历史主流的多民族单一制国家
而言，这种影响有时甚至会有决定意
义。从国家总体安全观来看，扎实有效
的边疆治理有利于维护国家地缘政治
安全；更有利于深度推进西部大开发，
缩小西藏及涉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
距，尤其这些年来的对口援助充分展示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
国家治理的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增强
了涉藏地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3、边疆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
的重要方面。边疆治理是守、建、治的辩
证统一体。守是重要使命，建是基本任
务，治是根本要求；巩固边防、发展边疆
是守边固边的物质前提，建与守同等重
要。在党的治藏历史上，守边固边、建藏
治藏兴藏均是抓好涉藏工作的重要内
容，随着反分维稳对涉藏地区发展治理
的特殊意义凸显，推进边疆现代化治理
更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时代要求。近年来，海洋权益问题、陆地
边界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边疆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边疆
治理能力同民族团结、宗教管理、区域
发展、地缘政治及边境安全的效能密切
相联。这充分表明涉藏区域治理能力是
新时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
指导我们巩固祖国西南边疆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4、边疆治理能力影响国家治理能力
的整体提升。不论从边疆治理与国家治
理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从当今世界主
要国家的治理实践来看，低下的边疆治
理能力，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成为国家治
理能力的“短板”，并制约国家治理能力
的全面提升。在中国王朝国家历史上，开
疆拓土后无力对庞大疆域进行有效治理
的王朝并不在少数。纵观当今世界的大
国、强国，除拥有辽阔的疆域外，关键就
在于这些国家能对边疆实施有效的治
理，从而为国家治理创造良好的内外部
环境，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重要
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二）“治边先稳藏”要求把实现涉藏
地区和谐安康放在边疆治理的优先地位。

1、涉藏地区是特殊而重要的边疆民
族地区。涉藏区域就是以西藏为主体，包
含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涉藏地区
的10个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广袤区域。涉
藏地区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
世界屋脊，雄居祖国西南边陲，面积达
246万平方公里，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开

放的重要前沿阵地。发源于西藏喜马拉
雅山的雅鲁藏布江流出国境后为印度主
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东南亚主要河流
湄公河就源自澜沧江，从这个意义上说，
雄居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可谓是中华水
塔，南亚、东南亚的水源地，生态地位极
其重要，水力资源也极其丰富，是国家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加之，地理区位上居
高临下，连结着祖国的西南、西北边疆，
更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安全屏障。

2、涉藏地区是复杂而敏感的反分维
稳前沿阵地。西藏特殊而重要的地缘政
治地位引来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浓厚兴
趣，他们对西藏羡慕而嫉恨。近代以来，
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染指西藏，特别是英
国于1888年、1904年发动两次江孜战役
妄图侵占西藏，1913年在臭名昭著的印
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一手制造了所谓
的“西藏问题”，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
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妄图把九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谷地划归
英属印度。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仍不放弃其政治图谋，向藏军提供
新式武器，欲将曾经英勇抗英的藏军蜕
变为英国的附庸和分裂分子的武装。
1943 年 7 月英国还策划成立所谓的“西
藏外交局”。六十年代印度为实现当年英
国留下的权力和利益，悍然入侵西藏边
境，1962年我们又不得不进行中印边境
反击作战。2008年拉萨“3·14”事件也与
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支持密不可分。西
方敌对势力长期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为利用西藏而所谓“关注”
西藏，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醒，学会
经略涉藏地区、建设和发展涉藏地区，深
入推进涉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三）“稳藏必先安康”表明康巴地区的
安定和谐是整个涉藏地区稳定的先决条件。

1、康巴地区在整个涉藏地区的重
要地位。康巴地区是历史上涉藏区域的
三大板块之一，包括甘孜、昌都、玉树、
迪庆等四州（市）、凉山州木里县，面积
约 66 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四分之
一。我们四川涉及区域作为全国第二大
涉藏地区，包括甘孜州 18 个县（市）、阿
坝州 13 个县、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
县，包含了康巴、安多两大涉藏区域板
块。甘孜州又是康巴地区的核心部分，
处于川滇青藏四省区结合部，是四川盆
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连结着大西
南大西北，有连南承北、传东接西的接
力作用，历史上是汉藏羌彝走廊的主
体、茶马古道主线、格萨尔故里、神奇的
香格里拉。省委书记彭清华曾说：甘孜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地方。全州有 1.4
亿亩草场、8233 万亩天然林，水力蕴藏
量占全省 30%；有 1581 处成矿带、74 种
矿藏、249处温泉、太阳能风能也极其丰
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特殊地位、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独特优势，旅游、水电、
矿业“三个一百亿”的后发优势，特别是
4300万千瓦的水电容量、世界储量第一
的“中国锂都”康定甲基卡锂辉矿更表
明，甘孜州不愧是藏彝民族走廊建设的
桥头堡。

2、甘孜州在整个涉藏区域治理中具
有先导示范效应。基于对涉藏地区治理
历史经验的深刻洞察和把握，康熙皇帝
称康巴涉藏地区为治藏之锁钥，作出了

“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论断。鉴于红军
长征在甘孜区域建立波巴政府和革命根
据地的实际，1950年建立全国第一个专
区级民族自治州，为中央探索对西藏的
和平解放积累经验。1956 年 3 月开始发
生的康巴叛乱实质是 1959 年西藏叛乱
的前奏；1956年在平叛过程中实施的民
主改革又为西藏的民主改革作了思想上
工作上方法上的准备。1996年江泽民同
志视察四川时指出“稳藏必先安康”。
2007年理塘发生的“8·1”事件，不能说与
达赖分裂势力没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
说，也为达赖集团制造 2008 年拉萨“3·
14”事件作了一些准备。可以说，甘孜州
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高度重叠的区
域，又是与周边密切合作的最重要、最直
接的衔接地区之一，也是风险和挑战的
直接承受地区，客观地说，无论从历史还
是现实上看，甘孜州对巩固西南边陲，确
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具有不可替代的
先导示范效应。

三、“治国安边稳藏”战略思想
的实践启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继承和借鉴，历史
的教训值得吸取，在喜庆建党 100 周年
之际，客观地评价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
政策，既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要求
的，也是历史发挥借鉴作用，促进甘孜州
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不能科学求实
地对待历史，就无法继承前人的智慧和
经验，更无法面向未来、开创未来，共创

涉藏地区幸福美好的明天。
（一）以史为鉴，探索方法。
1、因势利导，因俗而治。辩证地吸取

元、明清时期对涉藏区域“因俗而治”的
治理经验，从涉藏区域全民信仰藏传佛
教，佛教主导政治与社会生活，以及从甘
孜州政教联合的历史沿革中探索加强寺
庙社会化管理，推进“一寺一策”分类治
理，是实现依法治寺管僧的新思路。

2、德法并用，恩威兼施。研究历史上
中央政府对涉藏区域寺庙、土司等坚持
采取德法并用、恩威并施的管束方法，对
主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维护
中央权威，确保涉藏地区持续长期全面
稳定者，给予鼓励、支持和表彰奖励，而
对破坏国家统一、挑战党委政府权威、危
及地方安定者予以严厉打击，在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安边稳藏”战略思想指导
下，进一步统筹好涉藏地区发展与安全，
深入创建和谐乡村、平安乡村，巩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成果，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3、抓住节点，适时改革。清朝在西藏
的几次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都很好地
利用了西藏地方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
进行体制和制度上的调整，为西藏地方
的安定和平稳发展，以及加强西藏和中
央政府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当前，涉藏
地区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复杂形势要求，
推动重大改革必须慎重，真正做到把发
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涉藏地区社会、
生态所能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坚持因
势利导，抓住时机，适时加以系统改革，
往往会取得治理和发展上的一些新突
破，进而为整个涉藏地区的发展、民生、
稳定开辟广阔的前景。

（二）、立足现实，创新治理。
1、统筹大局，系统思谋。上世纪八十

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而治边稳藏战略思想以宏大
的国际视野审视涉藏地区的地缘政治优
势，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是坚
持运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辩证方
法，全面系统解决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区
改革与发展、民生与稳定、治理与生态的
深层次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生态绿色定位 ，
大胆探索产业振兴、生态良好、群众富
裕、和谐安康的发展治理之道，增强西藏
及四省涉藏地区与全国发展的整体性系
统性协调性。

2、抢先主动，有效治理。一是面对
甘孜州复杂特殊的发展现状、维稳形
势，必须采取主动治理、有效治理的基
本策略，把“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
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治藏方针
贯穿到甘孜工作的方方面面。二是更加
突出“稳定”在甘孜州工作中的地位使
得甘孜的工作方向更加清楚。三是要主
动把甘孜州治理置于西藏与四省涉藏
地区治理大局之中，在中央和省委支持
下，采取统筹兼顾的办法解决好区域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问题，不断争取
中央、省委对甘孜的支持力度，统筹解
决交界地区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与毗邻
涉藏地区的协调发展。

3、提振精神，汇聚力量。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
气，最宝贵的是精神。“老西藏精神”和“两
路精神”从不同侧面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治边稳藏”战略思想的价值引
领。内地一代又一代人来到高原、扎根雪
域高原，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从而诠释了帮助边疆民族地区的
价值理念。2014年8月在纪念川藏青藏公
路通车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
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使川藏、青藏公路
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文明进步之路、
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诠释和发扬自然
条件艰苦地区发展事业的精神品格，这是
当前推动治藏兴藏、稳藏安康伟业的强大
动力。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安边稳
藏”战略思想在指导新时代涉藏地区发
展治理中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安边稳藏”战略思想，必将提升我
们抓好涉藏工作的战略定力，更有利于
我们从治国、安边、稳藏的历史脉络中自
觉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从确保整个涉藏地区安康强盛的实
践维度把握“治国安边稳藏”思想的丰富
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握涉藏地区发展治
理的基本特点和科学规律，全面贯彻中
央治藏方略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在欢庆建党 100 周年的凯歌声中不
断开辟甘孜州美丽和谐、幸福安康的光
明前景。

（作者系州委党校副校长）

一、旧中国中国人民遭
受的屈辱历史

1840年，英国借口林则徐
虎门销烟，损害了它在中国的
利益，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
的大门，鸦片战争开始。由于清
政府的腐败无能，历时两年多
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
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
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法为
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
在华侵略利益，1856年对中国
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
度进一步加深。之后的1867年
日本挑起侵略台湾的战争，虽
然台湾军民击退日本，但腐败
的清政府还是赔偿日本军费
50万两白银。1894年，爆发甲
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不
抵抗政策，中国照样是失败，签
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00年，以英美为首的八国联
军侵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
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人民的抗争历史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
争到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
帝国主义仅仅用了60年时间
就把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的
国家变成一个没有独立没有
尊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
民的真理，不断地与反动阶级
和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1851年到1864年爆发了由洪
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从广西
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
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
运动。它是19世纪中叶中国
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
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
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
民化的进程。由于领导集团政
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
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
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
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
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
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
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陷
于失败。

为了寻求国家的独立和
人民的解放，以康有为为首的
维新派人士倡导要学习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师以长
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
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辱强国
之道。他们通过光绪帝进行倡
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
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
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
动，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
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
到强烈抵制与反对，最终以失
败而告终。

1900年义和团运动是19
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
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
——义和团爱国运动，阻止了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
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
阻止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
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
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
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但由
于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和统治阶
级和帝国主义的镇压，最终还
是以失败而告终。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
级革命家认为是中国的制度

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中国应该建立资产阶级制度。
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
命。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
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
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传
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
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
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
国社会变革。辛亥革命虽然推
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
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
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随之而来的是
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略压
迫的加深，也没有让中国人民
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
放，广大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
的腐败无能，中国有志之士所
发起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
革命，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
和解放寻找一条出路，但由于
自身的局限性使这些革命最
终都失败了。

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思想，“五四”运动最初是
为了阻止袁世凯政府在巴黎
和会上的签字，于1919年5月
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
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
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
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
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
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
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
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
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的
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做了思想上、组织上、骨干上
和阶级基础上的准备。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
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召开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确立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党
的党纲，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
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
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取
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其中，经过人类
历史上最艰难、最困苦，也最辉
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
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推翻了
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
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消灭
了剥削、消灭了压迫，赶走了英
法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
略，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从此站了起来，
翻身做了主人。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
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
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
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从
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胜
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解放战争三
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和淮海战役）中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
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
与淮海战役一样名扬四海，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
群众军民团结、鱼水情深最
为生动的写照。“得民心者得
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历史
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这是历史选择，是历
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
担当。
（作者系州委党校高级讲师）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李晓林 谢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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