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康省于 1939 年建省，省会为

康定，分为雅属、宁属、康属和昌都

地区，共辖 49 个县，4 个设治局。

1949 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奉

命进军大西南。至 12 月初，解放四

川大部分地区。12 月 9 日，国民党

西康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

文辉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西康省代

主席张为炯随即在康定通电拥护。

1950 年 2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六十二军进驻雅安。3 月 24

日，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入驻康定

县。27 日，第十五军一部配合第六

十二军一八四师解放西昌城，至 4月

7 日结束西昌战役，西康全境除昌都

地区外全部解放。10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十八军解放昌都地区，成立昌

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由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直接领导，辖原西康省所

属金沙江以西 14 个县。1956 年，该

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1950 年 2 月 2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

廖志高，副主任刘忠、白认。

1950 年 3 月 10 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第 23 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

4 月 1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

准该任命，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

立，省会为雅安县。

1955 年 1 月 15～19 日，西康省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了

西康省省长、副省长及委员，组成西

康省人民委员会。

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

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

划归四川省的决定》。9 月 15～ 19

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召开，通过了拥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撤销西康省的决议。9 月 23

日，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告，指

示所属各工作部门和办公机构于当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行使职权，所属各

专、州、县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

导。29 日，省人委在《西康日报》

发表通告，宣布从 10 月 1 日起停止



行使职权，奉命撤销。

西康省所辖区域时有变动。1951

年 7 月，确定全省面积为 244532 平

方公里。撤省前全省辖 2 个专区，2

个自治州，45 个县，1 个自治县，1

个县级市，即雅安专区及所辖的雅安

县、汉源县、天全县、宝兴县、荥经

县、石棉县和芦山县；西昌专区及所

辖的西昌县、盐源县、会理县、宁南

县、米易县、越西县、德昌县、会东

县、冕宁县、盐边县、金矿县和木里

藏族自治县；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及所

辖的康定县、丹巴县、雅江县、炉霍

县、新龙县、白玉县、理塘县、乡城

县、得荣县、邓柯县、泸定县、九龙

县、道孚县、甘孜县、德格县、石渠

县、巴塘县、稻城县、乾宁县和义敦

县；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所辖的昭觉

县、普格县、美姑县、布拖县、金阳

县、喜德县和普雄县；县级市为雅安

市。

据 1953 年公布的人口统计，全

省总人口为 3381064 人，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公里 14 ．4 人。除汉族外，有

藏族、彝族等 25 个少数民族。汉族

1846388 人，占总人口的 54 ．6 % ；彝

族 1009677 人，占总人口的 29 ．8 % ；

藏 族 478779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4 ．2 % ；其他少数民族 46220 人，占

总人口的 1．4 % 。

第一节 组织机构

西 康省 级 行政 领导 机构，在

1955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实施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事

管制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后，为西康

省人民委员会。

一、 雅 安 军 事 管 制 委 员 会

(1950 ．2～1950 ．5)

1950 年 2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六 十 二 军进 驻雅 安。 2 月 2

日，根据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决

定，成立了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军

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

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事

宜。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旧政权

所属一切公共机构，没收官僚资本，

维持社会治安。雅安军管会隶属于西

南军政委员会，行使职权至 1950 年

5月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为止。

雅安军管会主任为廖志高，副主

任为刘忠、白认，委员为秦力生、鲁

瑞林、金昭典、刘元瑄、时曙明、黄

觉庵、杨正南、朱刚。

雅安军管会成立时，设有 秘书

处、财经处、公安处、政务处、文教



处、军事处等。

二、西康省人民政府 (1950 ．5～

1955 ．1)

1950 年 3 月 10 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第 23 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

4 月 1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

准该任命。5 月，西康省人民政府在

雅安正式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行使

职权至 1955 年 1 月西康省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西康

省人民委员会为止。

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廖志高

为主席，张为炯、鲁瑞林为副主席。

1950 年 10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第 53 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请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批准，

任 命 夏 克 刀 登 ( 藏 )、 果 基 木 占

(彝)、格达 (藏)①
 为西康省人民政

府副主席；任命方升普等 25 人为西

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2 年 9

月，原川北行署副主任刘聚奎调任西

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 年 8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86

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批准，任命白认

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 年 5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215

次政务会议通过、6 月 19 日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批准，增

任安希哲等 10 人为西康省人民政府

委员会委员。1954 年 7 月，康乃尔

调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隶属于

西南军政委员会。1952 年 11 月西南

军政委员会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改设为西南行政委员

会，不再是一级政权组织，西康省人

民政府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先后设

置的工作部门如下：

西康省人民政府机构设置一览表

表 2 - 4 2

①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1936 年红军到达甘孜时，他拥护和支持红军，并在当时建立的波巴自

治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1950 年春，格达前往西藏噶厦向当地上层人士做宣传工作。在格达赴藏

期间，先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其为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继后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 1950 年

10 月任命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 年 10 月昌都解放后，方知格达已于 1950 年 8 月在昌都遇
害牺牲。





三、西康省人民委员会

依据 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1955 年 1

月 15～19 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29

名委员组成的西康省人民委员会；选

举廖志高为省长、白认、桑吉悦希

(藏、天宝)、康乃尔、张为炯、果基

木古 (彝)、夏克刀登 (藏) 为副省

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除省长、副省

长 7 名外，其余委员为日库 (藏)、

王海民 (彝)、瓦扎木基 (彝)、沙纳

(藏)、张铁民、李守先、李青如、李

亚群、所仁克尊 (藏)、阿侯尼日哈

格 (彝)、涂则生、苗逢澍、高德西、

郭锡兰、付正松 (彝)、黄觉庵、项

扎巴松典 (藏)、杨立之、杨万选、

董弼忱、郑瑛、刘元瑄。1 月 21 日，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有

办公厅、政法委员会 (政法办公室)、

财经委员会 (财经办公室)、文教办

公室、农林办公室、民政厅、财政

厅、人事厅 (局)、公安厅、工业厅

(局)、商业厅、交通厅、农林厅、气

象局、教育厅、文化处、卫生厅、人

民监察委员会、监察厅、民族事务委

员会、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

会、统计局、劳动局、邮电管理局、

粮食局、建筑工程局、税务局、对外

贸易局、编制委员会。

西康 省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后， 于

1950 年 4 月 1 日成立雅安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同年 10 月更名为雅安专

员公署；1950 年 12 月，建立西昌区

专员公署。雅安专员公署和西昌专员

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省

政府对所辖地区行使职权，两专署在

西康省撤销后改隶四川省人民委员

会。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一、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

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

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之

前，由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任命

的。

雅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一览表

雅安军管会各处处长一览表

二、西康省人民政府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

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由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任命；省人民政府各职能

部门负责人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

命。省政府派驻各地区的专员，由省

政府报请政务院批准任命。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一览表

西康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西康省人民政府专员一览表

三、西康省人民委员会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

西康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西康

省人民委员会派驻各地区的专员由省

人委任命。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省长、副省长一览表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专员一览表

第三节 施政纪略

一、接管公共机构和公共财物

1950 年 2 月 2 日，雅安军管会

成立之日，举行首次会议，部署接管

工作，强调要和平接管，有秩序地移

交。随即先后接管了由官僚资本控制

的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农民银行和西康省银行，以及

8 个工厂企业。2 月 23 日，军管会发

出布告：所有未发现、未接管的公

产、官僚资本，统限于 3 月 25 日以

前自报本会。接着又进一步清理了一

般企业中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没收

的财产。同时，接管了国民党西康省

政府电台、邮电局、西康省田粮处、

西康高等法院、西康省立雅安中学等

20 余个机构。在康定的国民党西康

省政府所属机构、人员、资产、档案

等，由康定军管会接收，移交雅安军

管会。

继雅安军管会之后，省政府继续

完成接管工作。根据政务院有关决

定，1951 年 7月 20 日西康省人民政

府处理接收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



决定：凡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

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必须按

规定进行专门登记，各专县的登记工

作由各县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接受美

国津贴的救济机关，除按规定进行登

记外，各级政府应迅速呈报其内部情

况，以便研究处理，并应严防其转移

财产物资及其反动破坏活动。

1951 年 7 月 10 日，省政府接管

美国资助的雅安仁德医院，改名为西

康省第二人民医院。11 月 9 日，正

式接管美国资助的雅安明德小学、雅

安明德幼稚园和雅安明德孤儿园，分

别改名为雅安市第五小学、雅安市第

一幼儿园和雅安市儿童教养院。

二、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

(一) 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1950 年 2 月 27 日，雅安军管会

召开雅安各界座谈会，廖志高主任在

会上讲话，号召各界人民团结一致，

克服困难，共同建设新雅安、新西

康。1950 年 4 月 26 日，经政务院政

务会议通过，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任命的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

高、副主席张为炯、鲁瑞林，召开首

次西康省政务会议，宣布西康省人民

政府正式成立，开始行使其职权。10

月 9 日，政务院命令经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批准，任命格达 (藏族)、夏

克刀登 (藏族)、果基木古 (彝族)

为省政府副主席；任命包括藏、彝民

族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 25 人为省

政府委员。在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

立之前，雅安、芦山、天全、荥经、

汉源、宝兴、西昌、冕宁、越西、德

昌、会理、盐源、盐边、宁南、康

定、泸定等地，均已委派了县长，组

建了县人民政府。

省政府成立后，领导了西康省藏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1950

年 10月 8 日，省政府拟定了《西康

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

提出要“建立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1950 年 11 月 17～24 日，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宣布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以桑吉悦希为

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

措、洛桑顿巴为副主席。中央访问团

团长刘格平、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

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其后几个月，在

省政府的领导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内的各县相继建立了人民政府。

195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西

昌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

了协商委员会，选举了民族联合的西

昌专员公署正副专员和政府委员。①

彝族代表人士瓦渣木基和阿侯鲁木子

① 专署是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其领导人员应由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免。西昌当时
设立政府委员会和选举领导人，是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个特例。



担任了专署副专员 职务。1951 年 4

月，西昌专区昭觉县召开了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经省政府批准，成立

了昭觉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1951 年 8 月，雅安市政府成立，

省政府任命王正元为市长。

1952 年 7 月 10 日，经政务院批

准，将西昌专区所属昭觉县和普格、

普雄、喜德、金阳、布拖、美姑等彝

族聚居地划出，筹备建立西康省凉山

彝族自治区。9 月 25～27 日，在昭

觉召开凉山彝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

主席瓦渣木基、副主席 王海民、张

荣、周全杰，宣布西康省凉山彝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51 年 10 月，省政府发布《关

于建设乡村人民政权的指示》，指出

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并行使其职权的

条件业已成熟，要求各地依据具体情

况做出计划并贯彻实现。至 1952 年

底，除省级、自治区召开各代会议

外，有 38 个县、市 召 开各 代 会议

147 次，最多的 7 次，最少的 3 次。

到 1953 年，西康全省建立了一

个市、两个民族自治区政府，两个专

员公署、45 个县一级人民政府。

(二) 剿灭股匪

西康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

据点，解放后匪特骚乱严重。人民政

府领导各族群众，配合解放军剿灭匪

特。2 月 底， 歼 灭 了 天 (全 )、芦

(山)、宝 (兴) 一带的匪特暴乱。4

月初，结束西昌战役，扫除了国民党

残部在大陆的最后基地。至 6、7 月

份，大部分地区股匪均剿灭。省内藏

彝两区兄弟民族人民积极配合人民政

府和解放军剿灭残存匪特。1950 年，

彝族人民自动捕捉匪首总指挥以下

25 名，缴获长短枪 23 支，配合部队

捕获匪首营长以下 37 人，缴获长短

枪 170 多支，报话机 3 部。藏区丹巴

县人民自动配合部队捕捉匪首 40 名

以上。到 1953 年，由少数民族捕获

或协助捕获的匪首 626 名，涌现出捕

匪英雄模范 183 名，受到人民政府的

嘉奖。1951 年 1 月 15～19 日，省政

府全体委员会议在雅安召开，省政府

委员熊奎所作《关于军事工作报告》

和省政府主席廖志高所作《关于西康

省人民政府 1950 年的工作报告》称，

1950 年全省共计歼俘土匪 3 万余人，

缴获各种炮百余门，各种枪 3 万余

支。至当时，腹心地区业已净化，正

加紧追捕边远地区的匪特；公安机关

共逮捕、管训、登记特务 428 人，收

容散兵游勇 437 人，配合剿匪部队争

取匪首投诚 192 名，破获阴谋暴动案

54 件。报告要求各地继续彻底地肃

清残余土匪武装，剿灭西昌区南部活

动的股匪，各地散匪必须清除，潜逃

匪首必须捉拿归案。5 月 22 日，省

政府和省军区联合通令表扬捕获雅属

大匪首胥儒纯的有功人员；5 月 28



日，省政府与省军区联合通令表扬少

数民族李沙马等剿匪有功人员。至年

底，全省匪患终告平息。

(三) 征收公粮

西康解放后，从国民党政府接管

的粮食仅 10 余万公斤，迅速征到粮

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1950 年 3 月 7 日，雅安军管会

发出布告：“从即日起开始征收 1949

年旧欠。”为了加强对征粮工作的领

导，3 月 21 日，西康省粮食委员会

成立。29 日， 中 共 西 康 区 委 发 出

《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要求除催收

1949 年田赋旧欠以外，在全省征借

大米 1300 万公斤。由于匪特骚乱，

到 1950 年 8 月 仅完成任务的 65 % ，

不得不请求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川西调

进大批粮食以缓解当时困难。

1950 年 8 月，区党委和省政府

从党政机关抽调 1／3 的领导干部与军

队干部和 1500 余名新干部组成强大

的征粮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发动

群众，使征粮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到 1950 年底，共征粮食 2178 万公

斤。此外，从川西调入粮食 350 余万

公斤，省内市场购进 139 万公斤，基

本解决粮食困难，稳定了局势。

(四) 镇压反革命

西康解放之初，雅安军管会于

1950 年 2 月 20 日颁布《收缴非法武

器、电台的办法》和《中国国民党、

三青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登

记办法》，宣布：国民党、三青团、

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为非法组织，自

布告之日起，一律予以解散，停止其

活动，其机关即行查封，所有财产、

档案应予没收；其人员均须于布告之

日起，5 日内向本会进行登记，改过

自新；上述党团之负责人、特务人

员，以及散兵游勇和私藏隐匿武器、

弹药、无线电收发报机均属非法，应

自布告之日起登记上缴。2 月 28 日，

军管会又发布告宣布：国民政府内部

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国民

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及其所属一切组

织，以及其他与之性质相同之一切组

织，应一律解散，停止活动，并没收

其所属公产、档案，其人员须于公布

之日起，5 日内赴本会公安处声明登

记，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但是，不少反革命分子不仅拒绝

登记自新，反而进行公开或隐蔽的反

革命破坏活动。西康省随即开展镇压

反革命运动。从 1950 年 3 月 开始，

经历 3 个阶段，到 1953 年 10 月结

束。

第一阶段从 1950 年 3 月，中央

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开始，到 1951 年 10 月，配合剿灭土

匪，打击和破获了阴谋暴乱组织，经

过登记、搜捕、管训，基本上打跨了

敌特原有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初步建

立了革命秩序。运动初期一度存在对

反革命分子有“宽大无边”的偏向。



1951 年后，纠正了偏向，准确地打

击了反革命分子，并开始了对反革命

分子的管制和劳改工作。

第 二 阶 段 从 1951 年 11 月 至

1952 年 10 月，根据第四次全国公安

会议精神，重点打击惯匪和现行反革

命分子；号召忠诚老实坦白，清理了

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第 三 阶 段 从 1952 年 11 月 到

1953 年 10 月，根据《第五次全国公

安会议》决定，以取缔反动会道门、

扫清边远山区结合部的残敌为主要任

务。1951 年 9 月，省政府颁布命令，

严格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

全省有 22 个县和 1 个市开展镇

反运动，共打击各种反革命骨干分子

21700 余人，其中土匪 13600 余名，

恶霸 2300 余名，特务 900 余名，反

动党团骨干 1600 余名，反动会道门

头子 900 余 名， 其 他 反 革 命 分 子

2400 余名。巩 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条

件。

(五) 开展“三反”和“五反”

运动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51 年 12

月 9 日，西康省直机关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廖志高在会上作《关于广泛开

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对浪费、反

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12 日省直

机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秦力生作

《关于“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13

日，省增 产节约 检查 委员 会 成立。

1952 年 1 月 10 日，省政府指示各地

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

开展“三反”运动。

1952 年初，省政府所属各厅局

相继开始“三反”运动。“三反”运

动经历普遍检举揭发，“打老虎”定

案、追赃、处理等几个阶段。为加强

对贪污不法分子的审判，省政府成立

临时审判委员会。1952 年 3 月 1 日，

省政府公布《关于反贪污运动中赃款

赃物的规定》，并转发中央有关规定。

到 1952 年 8 月，“三反”运动基本结

束。汉族地区县以上机关参加运动人

数有 15200 余人，经核实贪污一千万

到一亿元 (旧币) 者 584 人，一亿元

以上者 29 人，其余 6400 余人贪污在

一千 万 元 以 下， 共 查 出 贪 污 金 额

178 ．4329 亿元。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展开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

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

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斗争的指示》。

1952 年 2 月 25 日，中共西康区委发

出《关于在全省工商界中广泛发动

“五反”斗争的通知》。“五反”运动

到 3 月 中下旬进入高潮。4 月 3 日，

省政府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

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

标准和办法》，指示全省遵照执行。7

月 17 日，省政府转发中央节约检查

委员会《关于结束“五反”运动追缴



财物的具体手续入库办法的规定》。

至此，运动基本结束。全省进行“五

反”的城镇共 15 个，工商户 7283

户。经核实定案，完全违法户 9 户，

违法金额共 200 亿元。

(六) 支援解放西藏

1950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西康省各级

政府担负了在 1000 多公里地段上支

援十八军进藏的支前任务。刚成立的

康定军管会即以主要力量投入支援工

作，军管会并派出大批干部参加支援

工作。1950 年 4 月，“西康省支前委

员会”成立。5 月 14 日，省政府指

示各县：凡十八军过道之地，均应动

员全部力量进行支援。10 月 9 日，

在省政府制定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中，将“支援

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作为自治区的

第一项工作任务。省政府和省军区还

分别于 1950 年 8月和 1951 年 1月发

出命令，要求雅安、康定军分区和各

地人民武装于重要桥梁、渡口派驻班

至排的兵力，筑垒驻守，加紧肃清公

路两侧残敌，保证进军西藏任务的胜

利完 成。10 月 19 日，昌 都 解 放，

《西康日报》发表社论，表示要把西

康建设成为解放西藏一个最直接的有

力后方。为支援解放军进藏，各地区

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和发动群

众，在修桥补路、保障供给、运输物

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西藏的进军路线分别通过康

区的南北。1950 年 3 月，康区成立

各族各界支援委员会和沿线各县的支

援分会，军管会副主任夏克刀登和格

达活佛等上层人士积极参加组织领导

康北、康南两路的支援工作。康定军

管会副主任格达 (后被任命为西康省

人民政府副主席) 受中央人民政府委

托，亲赴西藏对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工

作，不幸于昌都以身殉职。1950 年

11 月藏族自治区成立后，继续把支

援工作列 为 主要任 务。1951 年 10

月，自治区政府主席桑吉悦希把“继

续普遍深入做好支援进藏工作”列为

1952 年的第一项任务。1952 年 3月，

在马尼干戈召开的康北人民支援进藏

部队总结会上，部署了当年的支援工

作。仅 1950 年，康区就供应解放军

烧柴 750 万公斤，马草 250 多万公

斤，帮助征购粮食 100 万公斤、牦牛

2 万头，并动员了 10 万余头牦牛经

常性地参加运输，其运输力相当于

1000 辆汽车和 700 架飞机工作 1 个

月。道孚、炉霍、甘孜等县参加修筑

康藏公路的民工，最多时达到 7 万余

人。

(七)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 年 12 月 17 日，“抗美援朝

西康分会”在雅安正式成立。1951

年 4 月，西康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通

知，号召全省人民团体及全省人民普

遍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并在雅、康、



宁 3 个地区建立 23 个分会。各分会

积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美

援朝运动。1951 年 5 月，志愿军归

国代表团到达西康，各族人民热烈欢

迎并听取了归国代表的报告。6 月 26

日，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向省直各单

位、自治区政府、各专县发出指示，

要求作好军烈属、荣退军人优抚工

作，支援抗美援朝运动。8 月 1 日，

省人民政府和抗美援朝分会写信慰问

志愿军英雄田文富及其家属，并赠光

荣匾以表彰田文富的英雄事迹。9 月

21 日，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写信给昭

觉县附城区抗美援朝代表会全体代

表、勉励他们努力生产，继续开展抗

美援朝运动。1952 年 7 月 26 日，省

政府民政厅和省抗美援朝分会联合召

开会议，决定组织慰问团，于“八

一”节前后慰问烈军属及荣誉军人。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省人民捐献飞

机大 炮 共 计金 额 649060 万 元 (旧

币)，向志愿军捐献慰问金 43749 万

元，还向志愿军发出大批慰问品及慰

问信。

(八) 实行普选

1953 年，遵照中央选举委员 会

《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4 月 16

日，省政府第 59 次行政会议决定成

立省选举委员会。6 月 4 日，省选举

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

选举工作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省选

举委员会成立后，协助各地建立了选

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抽调和训练

了大批干部，其中主要分赴西昌、雅

安两专区协助指导选举工作。到 8 月

中旬，第一批乡基层选举工作基本结

束，进入第二批乡的普选工作。11

月份，各地普选先后结束，县、市选

举委员会继续保留，为召开县、市人

民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

这次进行普选的共 19 个县，1

个市，513 个乡 (镇)。全省投入选

举工作的指导干部 1710 人，技术干

部 2482 人；选民占进行选举地区总

人口数的 56 ．9 % ，占 18 周岁以上人

口数的 96 ．2 % ，妇女选民参选的占

女选民的 90 % ；共选出基层人民代

表 13848 人，其中妇女代表 2784 人，

占代表总数的 20 ．1 % ；对杂居区的

少数民族聚居村和散居的以及人口特

少的民族，根据选举法给予了适当照

顾。杂居在普选 县内不实行普选的

137 个民族自治乡，采用协商办法，

选出各民族的代表，召开了各乡的人

民代表会议。

1954 年 8 月 1 日，西康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雅安召

开，历时 7 天，于8 月 7 日闭幕。大

会代表 123 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

64 名，占代表总数的 52 ．3 % 。会议

听取了省政府主席廖志高作的《西康

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

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

议》和《关于西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的决议》，选举了出席全国人大的

代表。

1954 年，全省经普选的 19 县市

共召开 27 次人代会议，经过普选的

513 个乡 (镇)，一般都召开过 3～6

次人代会议，大都形成经常性的制

度。省民政厅除及时总结、推广和交

流各地政权建设工作经验外，还重点

试验了会理县人代会的召开工作，协

同各部门进行了省人大的筹备工作，

多次组织干部到农村、城镇、矿区及

民族地区进行政权建设的调查研究工

作。

三、实行社会改革

(一) 禁烟肃毒

解放以前，西康烟毒猖獗。1950

年 2月 21 日，雅安军管会发出禁种

鸦片布告，宣布凡过去已经种植者，

如能自愿铲除，改种春粮，人民政府

当予赞助；不愿者也不强迫，唯绝对

严禁再种；希望吸食者从速戒除。省

政府成立后，对禁烟肃毒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1950 年 9 月 1 日，省政府

发出《关于禁烟肃毒重点步骤及注意

事项之通令》，强调这项工作在本省

尤为迫切和重要，对禁种、禁贩运、

禁制造等作出 10 项规定。

1950 年 12 月 25 日，西康省政

府“禁烟禁毒委员会”正式成立。接

着，各县、区、乡也相继成立“禁烟

禁毒委员会”，逐步开展禁烟肃毒工

作。

1952 年 6～11 月，西康省开展

了大规模的肃清毒品运动。全省共发

现大小烟毒犯 12000 余名，逮捕法办

2900 余名，其中杀 34 名，关 1432

名，管 483 名；共查出烟毒 16000 余

两，长短枪 55 支；查封烟馆 2000 余

家，没收烟具 247000 余件。运动中

召开大小群众会 4300 余次，受教育

群众达 9 万余人次，群众揭发烟毒案

件 3600 余起。

省政府制订政策，鼓励烟农改种

粮食，对改种有困难的农户，发放贷

款、贷种子，仅 1950 年，即发放此

项贷款 5 亿元 (旧币)，贷种子 25 万

公斤。1951 年春夏，小麦面积普遍

增加 1／3。对于吸食烟民，政府举办

了多种形式的戒烟所和劳动习艺所，

对其进行勒戒和教育改造。

为了巩固禁烟禁毒的成绩，1954

年 4 月 1 日，省公安厅作出了《关于

对今后肃毒工作的修正意见》，要求：

凡已完成土改之汉人地区一律坚持严

禁和严惩的方针；在边沿杂居区，除

对汉人区重申禁烟毒的法令外，对少

数民族亦宣传烟毒的危害，并通过各

种会议形式，让少数民族知道人民政

府在汉人区坚持禁烟情况，堵塞烟毒

来路；少数民族区，结合处理案件，

进行宣传解释工作。

(二)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50 年秋，在征粮剿匪取得重



大胜利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确定，

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农村以清匪

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工作，准备实

行土地改革。西康省政府为便利秋后

推行减租及征粮工作，1950 年 8 月，

颁布《征粮减退运动中必须遵守的九

条纪律》，此后又连续颁布《交租及

逃亡户租佃关系处理办法》、《西康省

减租实施办法》和《西康省退押实施

办法》。《西康省减租实施办法》就减

租、佃权、交租、对非地主旧式富农

成份者租佃关系之处理、禁止额外剥

削、惩办破坏减租行为等作了详尽规

定。同日，省政府发布命令，规定本

省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应遵照执行政

务院《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0 年

11月 22～28 日，省农代会召开，成

立西康省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筹委

会副主任张铁民在会上作了《今冬明

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任务的报告》。

清匪 反 霸、减 租 退 押 运 动 从

1950 年 11 月 开始，到 1951 年 4 月

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

17 个县、246 个乡，130 余万人参加

了这一运动。据 116 个乡统计，农民

从减租中共得租谷 1939 ．23 万公斤，

从退押、退霸财、退贪污讹诈的黄

金、白银、粮食及贵重物资折合稻谷

2861 万公斤。通过这次运动，共清

查和逮捕大小匪首、恶霸、特务、反

革命分子 12000 余名，收缴长短枪

2300 余支。在运动中，农民协会和

人民自卫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运动结

束时，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 21 ．26

万人，人民自卫武装队员已发展到

2．97 万人。旧保甲制度已经摧毁，

农民在农村的优势已经树立。

(三) 土地改革

1951 年 4 月，中共西康区第一

次代表会议，作出 1951 年内全省汉

人区进行土地改革 的布置。5 月 2

日，西康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

开，讨论了汉人地区土地改革的具体

布置。成立西康省农民协会委员会。

5 月 28 日，西康省政府发布 干部参

加土改的 8 项纪律。6 月 14 日，西

康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6 月 27

日，西康省政府颁布了《西康省人民

政府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地

改革法草案”的若干补充规定》，并

从省、专、县 3 级 领 导 机 关 抽 调

3000 余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土改

工作团队。土地改革分 3 期进行，第

一期从 1951 年春季开始，共 3 个县，

52 个乡，约 30 万人口参加；第二期

从 1951 年夏季开始，共 8 个县，135

个乡，约 110 万人口参加；第三期从

1951 年冬季开始，共 4 个县，38 个

乡，约 10 万人口参加，到 1952 年 7

月胜利结束。

1950 年 3 月 29 日，省政府通令

雅安专署，为正确处理土改中城乡间

的有关问题，成立雅安城乡联络委员

会。6 月，省政府通告在外业主，限



期申报在乡土地。7 月 11 日，省政

府发布了《关于纠正在土地改革中不

遵照规定划留农场场地的偏向的命

令》。7 月 14 日，省土地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秦力生主任作《关

于目前我省土地改革工作意见的报

告》。8 月 30 日，省土地改革委员会

发出《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指示》。9

月 14 日，省土改委员会召开第二次

会议，讨论土改第四步骤的工作问

题。9 月 24 日，省政府对机关、部

队在城市及交通要道占用土地问题作

出 4 项规定。12 月 26 日，省政府就

加强人民法庭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完

成土改的地区，人民法庭机构仍不得

撤销；正在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加强

组织，完善机构，各级政府要加强对

法庭的领导。

1952 年 7 月，西康土地改革胜

利结束。参加土地改革的汉人区和民

族杂 居 区 共 17 个 县， 252 个 乡，

165 ．6 万余人；共没收、征收地主富

农土地 1139 ．96 万亩，占土改地区耕

地总 面 积 的 42 ．9 % ； 占 农 民 总 数

75 % 的无地、少地农民 100 余万人，

每人平均分得土地 1 ．33 亩，加上农

民自有上地，土改后人平占有土地

1 ．94 亩。此外，有 18 ．84 万户农民

分得胜利果实，计有黄谷 2486 万公

斤，耕畜 1 ．23 万头，农具 12 ．7 万余

件，房屋 1 ．28 万余间。

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一) 发展农业生产

1950 年 3 月，雅安军管会发布

《农业生产奖励办法》，号召人民努力

恢复农业生产，劳动致富，增产粮

食，并提出关于保障佃权、奖励开

荒、奖励兴修水利及保护林木果树、

耕畜农具的若干办法。1951 年 3 月，

省政府公布《有关生产各项政策》。

1952 年 4 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农

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就农业税、私

人节约所得、增产所得、佃耕、互助

合作、借贷、雇工、塘埝、森林等作

了具 体 规 定。 1953 年 4 月，重 申

《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并作了

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为发展农业生产，省政府主要采

取如下措施：①多次发布农村生产奖

励办法，召开农业劳模大会，表彰农

业先进生产者，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②组织生产，派出检查组下

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供应。③历年

均制定全省农业生产计划，并组织实

施。④兴修水利。从解放至 1953 年，

增灌面积 14 ．9 万余亩，保证面积 17

万余亩；1953 年，增灌面积 5 万余

亩，保证面积 9 ．8 万余亩；1954 年

增灌面积 3．1 万余亩，改善面积 5 ．7

万亩。到 1954 年，新修、整修水利

工程 11600 多处。⑤发放农业贷款、

贷粮。5 年多来，政府共贷给各族农



民粮食 267 ．7 万公斤，贷款 877 万多

元。⑥鼓励恳荒。从解放至 1953 年，

扩大耕地面积 6 ．6 万亩，到 1955 年

底，使耕地面积扩大了 15 ．6 万亩。

⑦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倡精耕细

作。因地制宜进行选换良种、秧田治

暝和新式农具、农药械、化肥等的示

范推广。大力培养技术骨干，1953

年培训不脱产农民技术员和互助组长

7200 余人。⑧组织生产救灾。1951

年 5 月，省政府拨米 17 ．5 万公斤，

作为备荒籽种基金；1953 年春夏，

西康发生严重虫灾，4 月，省政府农

林厅发布《关于加强目前病虫害防治

工作的通知》，积极组织力量救灾。

⑨发展农副业生产。1951 年 2 月，

省政府农林厅召开茶叶生产会议，决

定采取措施，5 年内开辟茶园 3 万

亩，产量达到 480 万公斤。1951 年 3

月，省农林厅召开生产会议，决定发

动群众扩大棉花生产，并就棉农贷

款、技术指导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951 年 2 月，省政府明令蜡虫生产

暂免税收，以鼓励其发展。此外，还

积极发展畜牧业经济。⑩兴办农场。

到 1953 年，全省共有农场 28 处，其

中省农场 3 处，专县农场 25 处，共

有耕地 6000 余亩。农场在带头生产、

经营管理、推广良种、使用新式农具

等方面都起了示范作用。

195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585 万公斤，茶叶总产量 37078 担，

大牲 畜 224 ．9 万 头， 农 业 总 产 值

14167 万元，超过 1949 年水平；到

195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86448 万

公斤，比 1950 年增长 47 ．9 % ，茶叶

总产量达到 53322 担，比 1950 年增

长 43 ．8 % ，大牲畜达到 280 ．7 万头，

比 1950 年增长 24 ．9 % ，农业总产值

达到 26775 万 元， 比 1950 年 增 长

88 ．9 % 。

(二) 建立与发展国营工矿企业

西康解放时，只接管大小厂矿 8

个，职工总人数不足 200 人。省政府

本着“以厂养厂、争取自给、逐步扩

大”和“重点恢复发展”的方针，进

行了整顿、恢复和扩建。对停工的雅

安皮革 厂、雅安造纸厂、雅安 机器

厂、会理锌矿进行重点恢复和初步改

革。同时新建一批厂矿：1950 年 10

月，建立石棉矿；1951 年 7 月，建

立丹巴云母矿；1952 年新建金汤铁

矿、荥经铁矿、雅安云母加工厂、道

孚铁矿、康定洗毛厂、农具加工厂、

化工厂，并扩建度量衡厂，完成 375

千瓦的新发电机组的安装工程。到

1953 年，已有大小厂矿 19 个，职工

人数比解放初期增长 25 倍。到 1954

年底，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及

公私合营的厂矿共有 85 个，工人比

1950 年增加了 115 倍多。各企业内

部进行了各种改革，逐步向经营企业

化、管理民主化方向发展。工矿企业

稳步向前发展。1950 年， 工业总产



值 993 万 元， 超 过 1949 年 水 平；

1955 年达到 6108 万元， 比 1950 年

增长 5 倍以上。工业产品中以石棉、

云母、锌的产量发展最快。1952 年，

石棉产量 2081 吨，比 1951 年增 长

70 ．3 % ； 1955 年 达 到 8500 吨， 比

1952 年 增 长 3 倍 以 上。云 母 产 量

1952 年比 1951 年增长 12 倍，1953

年完成 国家计划 的 113 % 。锌产量

1952 年比 1951 年增长 196 % ，1953

年 达 到 223 吨， 完 成 计 划 的

106．2 % 。

(三) 发展交通运输邮电业

1950 年初，省内公路仅有雅安

至金鸡关 8 公里能通车。解放后，在

西南交通部领导下，从 1950 年 3 月

起，对川康、康青、康藏公路进行了

恢复、改善和新建。1952 年 11 月，

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全长 1216 公

里。省内公路也获得很大发展，到

1952 年底，金沙江以东通车的公路

已达 1461 公 里，完 成 驿道 和 大 道

3429 公里，仅康滇线新建和恢复的

桥梁即有 140 余座。截至 1955 年 10

月，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为 1460 余公

里，共完成驿道和大车道 5430 多公

里，恢复和新建康滇线公路桥梁 191

座，还修筑了联结康藏公路和康滇公

路的雅安大桥。

运输业有很大发展。至 1952 年

底， 汽 车 完 成 货 运 量 36377 吨，

6131910 吨公里；客运量 39705 人，

6179408 公里；汽车、大车、竹筏等

共完成 43891 吨，6585735 吨公里。

至 1952 年底，全省共有邮电局

40 处， 代 办 所 234 处， 邮 路 共

141937 公 里， 长 途 线 路 621．54 公

里，无线电路 47 路。

(四) 造林护林

1950 年 9 月，西康省政府发布

布告，宣布大森林一律收归国有，由

人民政府管理经营；同时，对小规模

私有林也作了若干政策规定。着重采

取如下措施：

有组 织、有 计 划 地 植 树 造 林。

1951 年省 《农林生产计划方案》出

台，强调有重点地封山育林，发动群

众植树造林。省政府多次发出植树造

林的指示。从 1950～1952 年，共造

林 59300 亩，群众植树 8269300 余

棵，封山育林 747700 余亩。1953 年

造林 5749 公顷，占年计划的 96 % ；

育苗 52 公顷， 占年 计划 的 104 % 。

1954 年造林 7413 公顷，占年计划的

101．1 % ；育苗 37 公顷，占年计划的

92．6 % ；封山育林 10263 公顷，占年

计划的 102．7 % ，零星植树 2435371

棵。到 1955 年，共新造林 20172 公

顷。

加强护 林 工作。1950 年 5 月，

省政府与西康军区联合通令，严禁砍

伐林木、放火烧山。9 月，省政府发

布告重申保护森林法令。1951 年 6

月 1 日，省政府发布《西康省森林保



护及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重点乡村

设立护林会，订立护林公约，发动群

众保护森林，防止森林火灾。1952

年 4 月，省监委召开森林防火会议，

组织检查组，分赴西昌、雅安两区检

查护林防火工作。1953 年 3 月，省

政府发出《关于护林防火指示》，成

立护林防火办公室。到 1952 年，各

区、县共成立护林会 98 个，护林小

组 668 个，防火队 60 个。1954 年，

在森林面积数量大或林火严重的 17

个县成立护林防火指挥部，编印《护

林防火通俗讲话》1．5 万余册，大力

宣传护林防火知识。

开展森林调查。省农林厅制定的

《1952 年农 林 生 产 计划 方 案》，将

“加紧森林调查”作为林业工作的基

本任务之一。1952 年完成宜林地调

查 94395 亩，森林资源调查 1546155

亩，概况调查 724410 亩，精密调查

821745 亩，共完成林野调查 1640550

亩。1953 年对大渡河流域的石棉、

泸定、康定、丹巴，雅砻江流域的雅

江、理塘、新龙，青衣江流域 的天

全、芦山、宝兴、雅安，流沙河流域

的汉源等地，分别进行了森林资源、

森林概况踏察和宜林地调查等工作。

1954 年，森林资源调查完成 262027

公顷。

加强采伐管理。1950 年 9 月省

政府《护林布告》规定：国有林应由

各级林业管理机构统一指导采伐，私

有林应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准方得采

伐。1951 年 6 月，省政府公布《西

康省森林保护及管理暂行办法》，对

公私林木采伐作了若干规定。1951

年 8 月，省政府财经委员会向自治

区、专、县各级政府及部队发布《六

项采伐林木办法》，要求各地严格执

行。

(五) 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

解放初，省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国

营商业机构。1950 年上半年，成立

了省贸易公司，同年 6～7 月，又先

后在康定、西昌成立贸易分公司，在

天全、汉源、荥经、泸定、德昌等地

建立支公司，后又逐步建立了茶叶、

百货、畜产等专业公司。9 月，省工

商厅召开首届各专、县科长经理会

议，确定了“面向农村，物资下乡，

巩固物价稳定，发展生产”的地方贸

易总方针。10 月，省政府财经委员

会拟定《西康地方贸易工作的决定

(草案)》，指示各专县遵照执行。

1952 年上半年，省政府根据中

央和西南局指示，自上而下地检查了

各级贸易部门的经营思想。5 月，省

政府主席廖志高指出：今后贸易部门

应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反对暴利

及不关心群众利益，要纠正单纯的任

务观点；茶叶产销关系到人民生活需

要，关系到民族问题，它不仅是经济

任务，而且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应

尽量提高原料收购价格，以刺激茶农



积极性。为促进市场繁荣，省政府指

示大力开展工业品推销运动，贯彻以

批发为主的方针，搞好合作社、机关

团体和私营商业等方面的关系，发动

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广泛开展省内

外物资交流。

几年来，国营商业及合作社有很

大发展。国营商业购进总金额 1952

年比 1950 年增加 6 ．26 倍，销售总金

额 1952 年较 1950 年增加 16 倍多。

合作社 1952 年供应总额为 368 ．81 亿

元，推销总额为 113．51 亿元，通过

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收购土特

产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3

年，大力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加

强经营管理，国营商业改善了与合作

社的关系，组织了 113 次物资交流

会，全年购进总值比 1952 年增加了

21．2 % ，销售总值较 1952 年增加了

13 ．9 % 。1954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增长到 11800 多万元，较 1950 年

增加了 5 ．34 倍。

(六) 增加财政收入

解放 初， 财 政 收 入 极 端 困 难。

1950 年 6 月 之后，随着剿匪的胜利

开展，交通恢复和税收征粮的进展，

财政、审计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使财

政工作步入正轨，但 1950 年财政赤

字仍在 60 % 以上，以后财政收入逐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历年财政总收入

的情况是：1950 年为 694 亿元 (旧

币)，1951 年为 1116 亿元，比 1950

年增 长 60 ．8 % ； 1952 年 为 1856 亿

元， 比 1951 年增长 66 ．3 % ； 1953 年

为 2242 亿 元， 比 1952 年 增 加

20 ．8 % ；1954 年 2681 万元 (新币)，

比 1950 年增长 2．8 倍。 财政总 支出

的 情 况 是： 1950 年 为 347 亿 元，

1951 年 为 1245 亿 元， 比 1950 年增

长 2．6 倍；1952 年为 2859 亿元， 比

1951 年增长 1．3 倍； 1953 年总支出

保证了重点建设和各项必需的开支并

有结 余； 1954 年 为 3978 万 元 (新

币)， 比 1950 年增长 10 ．4 倍。

推销 公 债。 1950 年 5 月， 省 政

府发出 推销 人 民胜利 折 实 公 债 的指

示。到年底，完成分配任务的 82 % 。

1954 年， 分 配西康 省 发行 “国 家 经

济建 设公 债” 944900 万 元 (旧币 )。

3 月，省 政府成立公 债推销 委员 会，

完成任务数的 236 ．6 % 。1955 年西康

省公 债 分 配 额 为 1350000 万 元 (旧

币)，到 8 月 底， 完成 国家任务 并超

额 42 ．3 % 。

稽征 税 收。 1950 年完 成 核 定 后

公粮任务 864 ．35 万公斤，征收 1949

年旧欠 171 ．5 万公斤，完成预定额的

65 % 。1951 年农 业税 超 额 完 成任 务

1250 万 公 斤； 其 他 税 收 计 划 为

5149800 万 元 ( 旧 币 )， 实 收 入 库

4863500 万元 (旧币)。 1952 年农 业

税秋征应征 5214 万公斤， 实征 入仓

4356 ．7 万公斤， 占应征数的 83 ．5 % ；

1952 年 夏 征 任 务 大 米 235 万 公 斤，



完 成 188 ．7 万 公 斤， 占 任 务 数 的

80 ．3 % ； 工 商 和 其 他 税 收 应 征

6818097 万元 (旧币)，完成计划数

113 ．6 % 。1953 年农业夏税入仓大米

计 187 ．5 万 公 斤， 占 任 务 数 的

91 ．3 % ；秋 征 应征 5176 ．5 万 公 斤，

入库数 4476 ．5 万公斤；工商各税实

收 9546386 万元 (旧币)，完成原年

度计划的 128 ．7 % 。1954 年农业税任

务数为 575 亿元 (折大米 4781 万公

斤)，实收 579 亿元 (折大米 4831 ．5

万公斤)，超额 0．8 % ；工商各税任

务 1100 亿元，实收 1200 亿元，超任

务数 9．1 % 。在税收方面，省政府颁

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重要的

有：1950 年 9 月 颁布的《西康省农

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51 年 7

月颁布的《西康省契税暂行条例施行

细则》；1952 年 4 月颁布的《关于农

村生产 的十项政策》中的农业税条

款；1953 年 4 月 颁布的《发展农业

生产的十项政策》中的农业税条款。

1953 年 1 月，省税 务局召 开会议，

贯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关于

税制若于修正》的通告，改进工商业

税稽征。

建立 各级 计划统计部门。 1953

年 6 月，省统汁局成立。接着，汉族

区专县两级和藏族自治区政府均相继

成立统计机构。1954 年 7 月，省政

府通知各专县市，于 1954 年 9 月底

之前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专署设计

划统计科，藏、彝族自治区政府设计

划委员会，汉族区各县政府设计划委

员会，并将原有的统计科充实改称计

划统计科。

建立银行。1950 年 2 月，中国

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建立。西昌、康

定、会理、汉源等地相继建立了支行

或办事处。1954 年，据财政部指示，

省政府决定：各级交通银行一律改为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西

康省分行受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和

西康财政厅双重领导。1955 年 4 月，

中国农业银行西康分行成立。在省政

府领导下，各级银行在筹集资金、发

放工农业贷款、工农业投资、基本建

设投资、推销公债、支援少数民族地

区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五、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 年 5 月，省政府向各专县

政府及有关单位发出《关于农村中互

助组织的指示》，要求 “大力宣传、

重点示范、逐步推广。贯彻三大原

则，充实互助内容，合理评分记工，

加强技术指导，定期检查总结”。到

1952 年底，全省已发展互助组 13396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1482 个，季节

性互助组 4204 个，临时换工变工组

7710 个，参加农户 116458 户，占总

农户数的 33．3 % 。1953 年开始重点

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 年 4 月，中共西康省委制

订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计

划，规定具体方针是：“积极整理现

有互助组，继续发展临时性、季节性

互助组，稳步提高常年性互助组，重

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先后

举办农村互助合作训练班，并结合春

耕生产，整顿原有互助组。到年底，

全省试办 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

组发展到 12988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1728 个。

1954 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试办期进入发展时期。到 1954 年

底，合作社发展到 539 个，入社农户

20800 户，占总农户的 4 ．7 % 。并有

了一个合作乡，49 个合作化村。

1955 年 1 月，省政府委员会讨

论通过了《关于 1955 年发展农业生

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 (草案)》，

要求在 1955 年内新建 2241 个农业生

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到 107500 户，

占汉 族地 区总农户 的 25 % 。同时，

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通知》精神，对西康农业生产

合作社采取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政

策。经过半年多的整顿、巩固和发

展，到 1955 年 6 月底，全省汉族地

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1255 个，参

加农户 41783 户，占农村总户数的

9 ．5 % ；互助组 22966 个，参加农户

257259 户，占农村总户数的 58 ．6 % 。

1951 年秋，在完成土改的雅属

及康定、西昌两专区的 15 个县开始

组建农村供销合作社。到 1952 年 6

月，全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 59 个。

到 1952 年底，各县联社大部分已建

立。1954 年 6 月，全省已有县合作

联合社 15 个，基层供销合作社 86

个，有 社员 21 万 余 人。 1954 年 7

月，在西康省首届供销社社员代表大

会上，西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正式

成立。到 1955 年上半年，全省基层

供销社发展到 96 个，基本上覆盖了

汉区农村。供销合作社本着面向农

村，为社员生产、生活服务的方针，

在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稳定市

场、协助国营商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

作用。

1954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西

康分行派出干部分赴雅安县第三区对

岩、多营两乡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其后，采取训练一批干部，发展一批

社，边组社边发展业务的办法，获得

很大发展。到年底，全年共培训信用

合作社干部 451 人，新建社 195 个，

互助组 245 个，有社员 115963 人，

组员 9148 人，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

29 ．4 % ，全省信用社收股金 23 ．6 亿

元 (旧币)，存款余额 25 亿元，放款

余额 18 亿元。1955 年，省政府计划

在春耕前在全省共建信用社 310 个，

到年底建设 400 个左右。农村信用合

作组织在集聚农村闲散资金、扶助农

业生产、打击农村高利贷等方面起了



重要作用。

(二)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后，西康手工业有很大发

展。省政府遵照中央有关方针政策，

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对手工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由低到高逐步发

展的步骤，即由供销生产小组、供销

生产合作社发展为生产合作社。1952

年合作社营工业的生产社共 6 个，社

员 326 人，股金 0 ．64 亿元，生产总

值 8 ．80 亿元。1953 年 2 月，省财委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规划，

此后有较快的发展。到 1954 年上半

年，全省已组织起 13 个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者 400 余人，其中铁器农具生

产合作社 9 个。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的

领导，省政府决定在省一级和西昌专

区设立手工业管理机构，手工业生产

比较集中的县市也逐步设立手工业管

理机构。到 1954 年底，全省已建立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9 个，供销生产合

作社 6 个，供销生产小组 151 个，组

织起来的从业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的

19 % 。1955 年 4 月，西康省供销合

作社召开全省手工业工作会议，对手

工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作了进一步部

署。

(三)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省政府贯

彻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和利用、限

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开始逐步

把私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

形式。在这一时期，试办了个别公私

合营企业，包括荥经县中兴茶厂、雅

安市中翕茶厂、通和印刷厂和西昌维

新造纸厂等。

1953 年 4 月，经省 政府 批 准，

西康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处成立，并

在 24 个市、县分别成立了工商联合

会、筹委会等组织，在汉族地区县政

府设置了工商科，在全省新建 11 个

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工商业的改

造工作。1953 年 9 月，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公布后，西康省财委拟定

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改造私营工

商业的计划，拟把主要行业的大户变

为国家资本主义，其户数约占全省私

营企业的 6 % ，资金约占全省私营企

业总资产的 35 % 。1954 年 1 月，中

共西康省委扩大会议对全省改造私营

工商业进一步作出部署。此后，依据

先主后次，分业归口的原则，先后对

棉布、粮食、油脂、食糖、百货等行

业的私商，分别进行了安排和改造；

对私营工业按照国家需要与企业改造

的可能性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逐步实

行合营。当时全省资力最大的边茶业

已全部走向公私合营，雅安市五 、

隆裕两家茶厂合营后合并定名为公私

合营雅安市中康茶厂 。到 1954 年底，

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

的比重 由 1953 年 的 1 ．6 % 上 升 为

2 ．2 % ，公私合营商业零售额在全部



社会零售额中的 比重由 1953 年的

0 ．1 % 上升为 4 ．7 % 。

1955 年贯彻“统筹兼顾，全面

安排”的原则，雅安市经过半年工

作，私营零售商 873 户到 6月底完成

改造，正式挂牌 103 户，占总户数的

11．8 % 。烟草行业已改造 50 户，准

备下半年改造 113 户。

截至 1955 年上半年，在雅安、

康定、西昌等 15 个城镇，私营商业

完成改造的有粮食、棉布等 14 个行

业，共 1260 户。实行全行业改造的

有粮食、棉布、食油、烟业、零酒等

5 个行业。

(四) 粮棉统购统销

1953 年 11 月，政务院发布《实

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

令。中共西康省委及时制订《关于贯

彻执行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

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的计划》，决定首

先在雅安专区的雅安、天全、荥经、

芦山 4 县及雅安市实行粮食统购统

销。计划统购大米任务为 550 万公

斤。

1954 年 7 月，省政府颁布《西

康省粮食计划收购 (统购) 暂行办

法》，10 月又颁布《西康省粮食计划

供应 (统销) 暂行办法》。统购办法

主要内容为：西康省汉族地区一律实

行统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实行统

购；凡实行计划收购粮食的地区，均

采用随征派购的办法，人平年收入

225 公斤原粮食者为起购点；新开垦

的生荒、熟荒、河滩地得按实产量加

入本户粮食收入内，计其统购数量；

统购价格一律照国家规定的统购牌价

执行；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地区，禁止

私营粮食商买卖粮食；凡违反统购办

法的，分别情节轻重依法予以惩处。

统销办法主要内容是：西康省汉区一

律实行统销政策，不实行统购的少数

民族地区不适用统销办法；统销的范

围包括军队、机关、团体、学校、工

矿企业和城乡缺粮户等所需口粮；对

城镇一般居民则发给购粮证；凡统销

区禁止私营粮商买卖粮食；有破坏活

动和违法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依

法惩处。1954 年 10 月，西康省保卫

统购办公室成立，并开始工作。

1955 年 3 月，中共西康省委根

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公布粮食

“定产、定购、定销”政策。6 月，

省人委财经办公室又发出指示，规定

“定产、定购要求定到户，三年不变；

定销亦定到户，一年一变。”“三定”

政策的实行，稳定民心，使统购统销

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1954 年 9 月后，西康对棉布也

实行了统购统销。1955 年 8 月，西

康省政府制订《西康省关于贯彻棉布

统购统销第二年度的实施方案》，要

求各专、县、市、区、乡成立棉布购

买证发放办公室，加强对这一工作领

导。



六、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西康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

年计划》从 1952 年 5 月 开始编制，

到 1955 年先后编制了 8 次，这个计

划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获

得通过。“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

曾广泛吸收省级、专区级和部分县级

单位 3000 多人的意见。计划的基本

任务是：①农业，到 1957 年全省粮

食总产量达到 84551 ．5 万公斤， 比

1952 年增长 23 % ；棉花总产量达到

4440 担，比 1952 年增长一倍多；油

料作物总产量达到 217000 担，比到

1952 年增长 71 ．2 % ；茶叶总产量达

到 55340 担 ，比 1952 年增长 35 % ，

有计划地推广双轮双铧犁、农机、农

药和化肥。到 1957 年，全省汉区农

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6804 个，参加

农户 占汉区总户数的 70 ．3 % ，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个。②工业，到

1957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 3382 万

元，为 1952 年 的 276 ．3 % ， 平均每

年增长 22 % ，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

平均每年增长 32 % ，消费资料生产

平均每年增长 11 % 。③社会商品流

转额， 到 1957 年达到 15456 万元，

比 1952 年增长 1．3 倍。④基本建设，

5 年内计划 总投资 5267 ．7 万元，其

中地方工业占 20 ．84 % ，交通运输占

40 ．12 % 。⑤文教卫生，计划 5 年内

设中学 2 所，初中和工农速成中学各

1 所，小学 226 所，畜牧兽医中专、

农业学校、师范学校各 1 所，中等民

族师范 1 所及一批电影院，文化馆、

站，图书馆，医院、疗养院，卫生防

疫站，妇幼保健站等。

“一 五” 计划从 1953 年 开始 执

行，到 1955 年 10 月西康撤销，工农

业生产主要指示已提前完成甚至超额

完成。

农业：195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86447 ．5 万 公 斤， 超 额 完 成 了 “一

五”计划的指标。油菜籽 1954 年比

1952 年增产 21 ．2 % ，花生 1954 年比

1952 年增产 71 ．5 % ，茶叶 1954 年比

1952 年增产 6．2 % ，棉花因面积减少

而影响总产量，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15 % 。到 1955 年 3 月 止，全省汉区

组 织 起 来 的 农 户 已 占 总 户 数 的

68 ．1 % 。

工业：1955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3619 万元，超额完成“一五”计划。

截至 1955 年，国营、地方国营、合

作社营及公私合营的厂矿发展到 85

个。

商业：社会 商品 零售额逐年增

加，1955 年比 1954 年增长 78 ．8 % ，

平均每年增长 21 ．5 % 。国营、合作

社商业在市场批发总额中占 86 ．1 % ；

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经济由

1952 年的 17．8 % 上升到 1955 年 的

34 ．9 % ， 合 作 社 商 业 由 1952 年

4 ．8 % 上升到 1955 年的 29 ．8 % ，公



私合 营 由 1952 年 的 0 ．1 % 上 升 到

1955 年的 6 ．2 % 。

基本建设： 到 1954 年已完成五

年计划 投 资额 的 54 ．3 % ， 其 中工业

建设 完 成 42 ．9 % ， 农 业 投 资 完 成

33 ．6 % ，交通运输完成投资 39 ．2 % 。

截至 1954 年， 发 电量 4485 万 千 瓦

时， 比 1952 年 增 长 43 ．8 % ； 原 煤

18295 吨， 比 1952 年增 长 4．26 倍；

铁矿 10002 吨， 比 1952 年增长 2．43

倍；石 棉 6880 吨， 比 1952 年 增 长

2 ．1 培。 农 业 新 增 新 式 农 具 12400

件，兴 修 农 田 水利 扩 灌 150615 亩，

改善灌溉面积 93857 亩。交通运输完

成公路桥梁 6 座，到 1955 年，新修、

改造公路、驿道、 大车道共 5400 余

公里。 文 教 卫 生 事 业 完 成 投 资 的

48 ．4 % ，新增 中学 1 所， 医院 3 所，

县区 卫 生 所 13 所， 妇 幼 保 健 站 33

所。

七、开展司法、治安、监察和保

密工作

(一) 司法工作

西康省政府成立之后，着手建立

各级司法机构，根据当时具体情况，

组建了一些临时性的司法机构。1950

年 10 月，省政府命令，本省在减租

退押运动中，遵照执行政务院《人民

法庭组织通则》，并召开首届司法会

议。在“三反”运动中，省政府又令

组建“人民法庭”，并决定成立以赵

敬斋为主任委员的临时审判委员会。

1953 年，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区，

组织了 9 个巡回法庭，维护粮食统购

政策的顺利实行。到 1954 年，全省

普遍建立巡回法庭。

1955 年，省人委根据国家司法

部指示，发出更改西康省各级法院名

称的通知，指出：基层人民法院的名

称，直接用县、市名称来称呼，不冠

“基层”二字；省按地区设立的中级

人民法院，均以所辖地区名称来称

呼；各县人民法庭的名称，按所在地

称呼；西康省人民法院改为西康省高

级人民法院。

1954 年 7 月，省政府根据中央

《关于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规定，决定成立雅安、石棉、天全、

汉源、西昌、冕宁、盐源、会理等地

县人民检察署，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人民检察署和西康省人民检察署西

昌专区分署。

1952 年 9 月 13 日，西康省司法

改革会议召开。9 月 14 日，省政府

发出《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指

示》，指出：司法改革运动，是肃清

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整顿与改造

司法机关的一项政治斗争和思想斗

争，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

障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规模建设能够顺

利进行的一项重大工作；必须贯彻思

想改造与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同

时，成立省司法改革委员会，由省法



院院长赵敬斋任主任委员，并设立办

公室。9 月 26 日，省司法改革委员

会召集雅安市各派出所负责人、居民

段长、治安委员举行会议，号召各界

人民大胆检举揭发司法于部贪赃枉法

的行为。同时建立了巡回就审和陪审

制度、法纪宣教制度、调解工作制

度、统计表报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

1953 年 5 月省第三届司法会议

结束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清理积

案和处理错案的工作。1954 年 8 月，

省第四届司法会议召开，要求建立和

加强法院内部的集体领导制度，在各

级司法干部中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思

想教育，重点试验检察公诉、被告辩

护、轮值陪审、会议审判 4 项司法民

主制度。1955 年 2 月，省第五届司

法会议制订了《贯彻法院组织法的计

划》和《1955 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

的审判工作要点》。

1951 年 12 月，省人民检察署与

人民监委联合召开省级及雅安市各单

位监察、检察通讯员会议，号召大力

开展群众性的监察、检察工作，与贪

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

1952 年，省检察署共受理案件 785

件。1953 年，省检察署进行了两个

乡的镇反复查和判定，平反了两个

“阴谋暴动”假案，检查了 4 个监狱，

1 个劳改大队，查处了两个较大违法

乱纪案件，参加了贯彻婚姻法和粮食

统购统销工作。1954 年，省检察署

新建了两个专区和 8 个县的检察机

构，全省增加干部 67 名，共受理各

类案件 505 件。

(二) 监察工作

1951 年 1 月，西康省监察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秦力生主

任在会上指出，人民监察委员会目前

的任务，是依据西康具体情况建立监

察制度，建立各专区与县的监察机

构。到 1951 年 11月，绝大多数省级

机关和企业部门都建立了人民监察通

讯员的组织。到 1953 年，雅安、西

昌两专署建立了人民监察处，藏族自

治区、雅安市及其他 19 县建立了监

察委员会，并在 8 个省级业务部门设

立了监察室。全省各级监察机关发展

监察通讯员 652 人，设置了人民检举

接待室。

1953 年 3 月，西康省第一次监

察工作会议举行，总结了 1951 年至

1953 年的监察工作，指出；1953 年

监察工作的任务，是以监督国家政策

法令、建设计划的正确执行，特别是

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为中心，必须与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

作坚决斗争。

1954 年 6 月 12～18 日，省政府

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省监察工作

会议，总结了 1953 年的监察工作，

结合贯彻婚姻法，“新三反”、普选和

处理“三反”遗留问题，重点检查了

基本建设、农村生产互助、企 业生



产、财务管理、工矿伤亡、浪费、工

农关系以及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 130

次，受理群众检举起诉及日常案件

1321 起。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

是：使监察工作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

线服务，监督检查总任务各项政策的

贯彻执行。

(三) 治安工作

从 1950～1953 年上半年，省各

级公安机关主要是配合部队剿匪和开

展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等工

作，取得卓著成绩。与此同时，在政

府领导下，还开展了下列工作：侦察

工作方面，共破获特务及其他反革命

潜伏、暴乱、暗杀等案件 21 起；结

合镇反、“三反”、“五反”、民主改革

运动，在省直财经系统、石棉矿、部

分县、市，共建立治保会和安全小组

50 个；打击刑事犯罪，两年半共发

生各种治安案件 6262 件，破案 4842

件，破案率占 77 ．2 % ；在 1952 年 6

～ 11 月 间，进 行 了 肃 毒 运 动；从

1951 年起，开展了管制反革命工作，

到 1952 年底，已有 20 个市、县建立

管制制度；开展劳改罪犯工作，从

1951 年到 1953 年，已收管劳改犯

16245 名。

1953 年，西康省第二次全省民

警治安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全国第

二次民警治安工作会议决议，对本省

3 年来民警治安工作进行了基本总

结。据大会统计，3 年来在 16 个县

市建立了 33 个公安派出所，有干警

239 人；雅安市对民警 85 人进行了 6

次整顿，基本上清除了旧警作风；全

省 21 个县、市城镇初步建立了户口

管理制度，并先后作了户口普查登

记，建立了简易户口申报制度。在汉

区建立了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 539

个。

1955 年 2 月，西康省第三次民

警治安工作会议召开，着重讨论了加

强保卫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

(四) 保密工作

1950 年 11 月，西康省政府根据

政务院及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关保守国

家机密的指示和规则，决定成立西康

省人民政府保密委员会分会，统一领

导省政府直属各部门各级政府保密委

员会分会、保密小组的工作。决定以

杨正南等 9 人为委员，以杨正南为主

任；省政府直属各单位组织保密小

组，受省保密委员会分会领导；藏族

自治区政府、雅安、西昌两专署成立

保密分会，所属各县设立保密小组。

并制定了省保密委员会工作职权和会

议制度。1951 年 11 月，又决定财政

厅、文教厅、商业厅、农林厅、公安

厅、工业厅、人民银行、交通厅、卫

生处成立保密委员会，各所属单位成

立保密小组；财委、民政厅、办公

厅、检察署、监察委员会、人民法

院、邮电局成立保密小组。

1952 年 7 月 23 日，省政府制订



《关于执行〈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的实施办法》。1952 年 8 月，省政府

又制订了《保密委员会工作细则》和

《机要档案管理办法》。1955 年 5 月 6

日，省保密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了

1954 年政府系统的保密工作，提出

了 1955 年的工作任务。

(五) 贯彻婚姻法运动

1950 年 6 月，省政府发布了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通

令。1952 年 12 月，西康省贯彻婚姻

法运动委员会成立，以刘聚奎为主

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53 年 1

月，省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组织了

两个工作组，前往雅安、西昌两县进

行贯 彻婚姻法的实验。2 月 28 日，

省政府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

示》，内容有：各级领导必须亲自动

手，加强领导；对宣传人员进行必要

的训练；展开先干部、后群众的宣传

工作；各县未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

会的，应立刻建立；此次运动不在少

数民族地区进行，未完成土改的汉区

和有饥荒的地区不进行。

1953 年全省在 19 个县、1 个市

的部分汉族地区，共 109 个乡、70

余万人口中，开展了宣传和贯彻婚姻

法运动，使这些地区 77 ．7 % 的成年

人受到了一次婚姻法教育，大量改善

了家庭关系，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

利，并打击了一些严重的犯罪分子，

大大地减少了妇女因婚姻问题被虐杀

和自杀的现象。

八、开展民政工作

(一) 救灾救济

解放初期，部分地区灾害频繁。

西康省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救灾。从

1950～1952 年底，共发放救灾粮 231

万公斤，救济款 80 ．94 亿元 (旧币)，

帮助 58 万余灾民战胜了灾荒，并安

定了生产情绪。1953 年，省政府又

针对灾情发放救济款 100 多亿元，另

发放寒衣救济款 15 亿元，组织捐募

寒衣 5 万余件。1954 年，全省共发

放救济款 32 ．3 亿元。为组织群众生

产救灾，1951 年 6 月，省政府成立

生产救灾委员会，并决定各专县分别

成立相应机构，发动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1952 年 12 月，省民政厅召开

山区生产救灾座谈会，决定生产救灾

工作以高山地区为重点，指示有关县

召开高山地区代表会议，制定长期的

生产救灾具体计划。其后，在 1954、

1955 年，都对农村生产救灾作了部

署。

1952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

西昌专区的西昌、冕宁、会理、盐

源、越西等县，发生不同程度 的地

震。据不完全统计，死亡 188 人，受

伤 1123 人，倒塌房屋 9900 余间。震

灾发生后，省政府立即拨出紧急救济

粮 10 万公斤，派出慰问组协同西昌

专署慰问组分赴各灾区进行抢救、医



疗、安置、慰问及发放救济粮等善后

工作，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在省政

府行政会上，又决定再增拨 10 亿元

(旧币)，以利善后工作迅速完成。

1955 年 4 月 14 日，康定、泸定发生

剧烈地震，伤亡 190 余人。震灾发生

后，省人委立即组织慰问组，由民政

厅厅长刘元瑄、卫生厅厅长梁洪等人

代表省人委前往灾区进行慰问，同时

拨款 5 万元救济灾区群众，扶助其恢

复生产，派出医疗队前往灾区急救。

1955 年 9月 23 日，会理、米易等县

发生地震，死亡 370 余人。震灾发生

后，省人委派出民政厅厅长刘元瑄、

卫生厅厅长梁洪等代表省人委前往灾

区进行慰问，同时拨款 5 万元救济受

灾群众。

1955 年 7 月，西康省防洪救灾

委员会正式成立，向各地发出通知，

要求遵照省人委的紧急指示，迅速成

立防洪救灾机构，采取措施做好防洪

救灾工作。

城市救济工作，开始重点在雅安

市进行。1953 年，雅安市组织贫民

8000 余人参加市政建设。对于无依

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及游民

乞丐分别予以救济或收容。到 1953

年，全省建有 10 所生产教养院和两

所儿童教养院，收容 1336 人。1954

年，对 7 县 (市) 城市贫民发放了救

济款 20250 万元，解决 4690 余人的

生活困难。

(二) 优抚

1950 年 6 月，省政府指示各地，

要帮助解决烈、军、工属生产困难。

1951 年 1 月，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发

布拥军优属 5 条具体办法，要求各地

遵照执行。接着又命令各地拨出粮食

15 万公斤，慰问救济长征时期留下

来的红军战士和贫苦烈、军、工属及

失业工人，帮助他们过春节。

1951 年 6 月，省政府主席廖志

高指示各专县做好优抚工作，主动从

根本上解决烈军属生产就业等问题。

各级政府应成立优抚委员会；召开烈

军属代表会，定期举行座谈会，实行

代耕或助耕办法；组织城市烈军属进

行手工业生产；加强对烈军属生产组

织的领导。1951 年 7 月，省政府发

布《开展群众性优抚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地普遍深入检查优抚工作，在

农村搞好代耕工作，在城市组织好生

产，县、区、乡、村分别召开烈军属

会议或代表会议，倾听烈军属意见与

要求。

1952 年 4 月，省民政厅向各级

政府提出代耕工作几点意见，要求各

地选择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重点代

耕工作的实验，加强领导，定期检

查，组织固定的代耕队和固定的代耕

小组等。1953 年 2 月 22 日，省政府

又颁布《西康省优待革命烈士家属、

革命军人家属代耕试行办法》。遵照

省政府的指示，各地开展了评选革命



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模范与拥军模

范的活动。

从解放初至 1952 年底，全省共

发放贫苦烈军属补助粮 62 ．4 万公斤，

补助款 27 亿余元 (旧币)，补助烈军

属万户以上，并代耕了 5000 余户烈

军属的土地。1953 年，发放贫苦烈

军属补助粮款及其他费用共 36 亿多

元 (旧币)。1954 年发放贫苦烈军属

补助款 14 ．8 亿元 (旧币)，补助了

12460 余人次，补助烈军属子女入学

款 2 ．55 亿元。(旧币)。

1950 年，西康省大批军人复员

转业。8 月，省政府命令各专县成立

复员 委员 会，专 门办 理复员 工 作。

1952 年 8 月，省政府和省转业建设

委员会联合发出《作好转业军人第二

期接收安置及处理第一期安置中遣留

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妥慎而迅速

地处理好安置中的问题，各级转业建

设委员会按原组织形式加以整顿与健

全，作好沿途招待所的工作。1955

年 9 月，省人委发出《贯彻执行国务

院〈关于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的决

议〉的指示》，对复员军人安置作了

规定。

(三) 劳动就业

解放初，省政府成立了省失业工

人救济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失业工

人救济处，主持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

业工作。1950 年 10 月，省失业工人

救济委员会向各县失业工作救济处发

出《关于加强失业工人救济工作的指

示》，要求以生产自救为主，组织失

业工人转业就业；与各机关、各公私

营企业取得密切联系，需要职工时，

由救济处统一介绍。

1950 年 9 月，省政府第 41 次行

政会议通过，成立西康省劳动就业委

员会，由省民政厅厅长杨万选为主

任。9 月 12 日，省劳动就业委员会

举行第 1 次全体委员会，决定在雅安

市成立劳动就业委员会，着手失业人

员的登记工作，同时在天全、荥经、

汉源、西昌、德昌、会理、冕宁、盐

源、越西、康定、甘孜等 11 个县城

开展失业问题的调查。

1952 年 12 月，省劳动就业委员

会决定在西昌、会理、汉源、甘孜 4

县成立就业委员会，抽调干部参加登

记工作。1953 年 1 月，又在康定、

泸定、甘孜、天全、荥经、汉源、宝

兴、芦山、西昌、会理、冕宁、越

西、盐源等 14 个县城所在地举办第

二期劳动就业登记。劳动就业机构成

立后，首先制订工作计划及实施细

则，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劳动就业政

策，对已审查合格的就业人员，尽量

就地安置，经过短期训练后分配工
作。

至 1953 年，雅安市劳动就业登

记合格者 1048 人，加外地转介来登

记合格者共 1056 人，先后 已安 置

781 人，转民政部门救济 79 人，注



销登记 74 人，合计 934 人，已登记

尚未安置者 122 人。

1954 年，省劳动局实行建筑工人

统一管理与调配，解决了窝工、缺工问

题。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共为基本

建设单位及生产部门调配、介绍或调

剂建筑工人 13015 人，生产工人 1032

人。在失业登记人员清理中，确定了

民(民政局)劳(劳动局)分工，且将无

就业条件者移民政部门管理。

九、发展文教卫生体育事业

(一) 学校教育

解放后，省政府采取措施，开始

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1951 年 8 月，

省文教厅召开西康省首次教育工作会

议，强调贯彻政策，建立制度，以结

束学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省政府主

席廖志高在会上讲话，要求教育工作

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加强政治

业务学习，用新观点、新态度从事新

时代的教育工作。1951 年 10 月，省

文教厅指示全省文教工作者学习政务

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3 年

3月，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向所属各级

政府、学校发出《关于继续认真贯彻

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

示》。各类学校进行了认真的整顿，

基本结束了混乱现象。

1951 年 12 月，省文教厅及团省

工委联合发出在各文教机关及学校中

广泛开展思想改造的通知，要求系统

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肃清帝国主义

与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树立为

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1952 年暑假，

在雅安、西昌两地集中全省中小学教

员进行了思想改造学习。1952 年 10

月，廖志高在省政府第 44 次行政会

上指出：要巩固这次运动成绩，对知

识分子要大力争取，爱护、帮助、启

发其政治觉悟。

解放后，省文教厅着手解决师资

问题。1951 年在西昌、雅安各中学

附设 8 个师资班，招收失业知识分子

400 人，经一年培训，分配到各小学

工作。1952 年 7 月，省文教厅通知

所属文教行政部门和有关中学，努力

完成师范学校的招生任务。为发展师

资力量，政府提高师范学生的助学金

待遇，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师范

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1952 年共举

办 14 个师资班，训练师资 1118 人。

1950 年 9 月，省文教厅发出指

示，要求加强对私塾的领导和改革，

使其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渐适合新

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不能采取取缔

私塾的办法，但必须要求改换教材及

停止野蛮的体罚教育方式，到一定的

时候，可将其改变为民办公助的初级

完小的分校。对教会学校采取割断与

国外的经济联系，并解决其经济困

难；对民办小学，给予鼓励与支持。

1952 年 2 月，省文教厅召开第



二次教育工作会议，研究提高中小学

教学质量问题，要求教师提高思想，

改进业务，学好《中小学暂行规程》，

作好教学计划，组织教学研究组或业

务学习小组，保证把课程教完教懂。

省政府通过的《1953 年教育工作计

划》，将“整顿巩固现有学校，提高

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材”，列为教

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1953 年 3 月，省政府第 56 次行

政会议决定，成立工业中等技术学校

建校委员会，规划在 1953 年内，筹

办中等工业、农业、畜牧兽医技术学

校各 1 所。7 月，西康省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委员会成立，拟定了有关招生

工作计划。1953 年全省高中应届毕

业生和提前毕业生共 121 人，投考高

校被 录取 89 人， 占 73 ．3 % 。 1954

年，应届高中、师范毕业生 152 人，

有 88 人被录取，录取率为 70．2 % 。

此外，其他报考人员 67 人，被录取

44 人。1955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被高

校录取 168 名。同时，加强了对中等

学校招生工作的领导。

到 1954 年底，全省共有普通中

学、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

21 所，共有学生 8577 人， 比 1950

年增加 了 175 ．5 % ；小学共有 1250

所，比 1950 年增加 194 ．1 % ，学生

144049 人，增加 380．1 % 。

(二) 社会文化教育

在农村中开展冬学运动。1951

年，省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

指示，要求已完成土改地区举办冬

学，以识字教育为主，使农民群众通

过文化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各

县组织冬学运动委员会，以县长为主

任委员。1952 年，全省冬学共有学

员 3 ．5 万余人。1953 年，省政府发

布冬学工作指示，要求通过一冬学

习，能认识 150～200 个字，到 1954

年底，认 识 1000 个 常 有 字。 1953

年，全省有 13 个县办了冬学，共有

129 班 29 组，学员 6300 余人。冬学

结束后，有 10 % 的学员转入常年学

习。1954 年全省汉 区都办了 冬学，

共有学员 19325 人，比 1953 年增加

了两倍多，妇女约占总数的 45 ．7 % ，

青壮年约为总数的 89 % 。

开展职工业余教育。为了提高城

乡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适应经济建

设的需要，省政府发动组织各种社会

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

1952 年，雅安、西昌、康定等地先

后创办职工业余学校，组织机关干部

补习文化，仅雅安市即有工农干部

1500 余人参加业余学校的正规学习。

1952 年 6 月，又创办了省工农速成

初等学校，学员毕业后考入工农速成

中学。1952 年 11 月，省政府成立扫

盲办公室，教育厅举办两期祁建华速

成识字法短训班，全省各地都相断开

办速成识字班。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952 年 9



月，省文化处决定，除加强原有 16

个文化馆外，还在甘孜、昭觉等地新

建 10 个文化馆。1954 年 11 月，省

第一次文化馆站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研究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问题。此

外，省文教厅多次组织电影队、文工

队上山下乡，深入民族地区，广泛进

行文化宣传教育。1954 年下半年，

开始筹建省文史研究馆。

(三) 文物保护

1951 年 6 月 11 日，省政府发出

通令，要求各地在土地改革期间保护

民族文物，严禁破坏、出卖、瓜分、

偷窃等行为。1952 年，省政府发出

“各地已发现的古物善本图书名家字

画，应清查整理，送交省文教厅统一

收存”的通知。接着，又发出《严禁

破坏文物古迹》的通知。1955 年，

省文化处组织图书馆、博物馆筹备

组，对文物进行了清理登记。

(四) 医疗卫生

1950 年 6 月，省政府卫生处召

开各界防疫会议，通过了《西康省防

疫计划草案》。针对汉源、越西两县

脑膜炎流行的情况，省政府和省军区

联合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对疫区进行

隔离、预防和治疗，有效地防止了疾

病蔓延。1952 年 5 月 6 日，西康省

爱国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决定在全

省范围内普遍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

动。7 月，省政府颁布《开展全省群

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各

级首长亲自参加组织，建立各级卫生

防疫委员会。1953 年 4 月，省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出《开展春季爱国

卫生突击运动的指示》，决定在西康

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爱国卫生运动的广

播节目。1952 年全省约有 64 万人受

到爱 国 卫 生 教 育， 天 花 发 病 率 比

1951 年降低 26 % 。 1953 年，雅安、

西昌两区先后组织公私卫生人员 700

余人 次 赴 各 地 进 行 巡 回 医 疗， 有

90 % 以上的县卫生院也组织了巡回医

疗组，深入疫区与农村抢救治疗患者

达 54300 余人，使 92 ．6 % 的病人得

到治疗后痊愈，还进行了种痘、注射

伤寒疫苗等预防措施及捕鼠、灭蝇、

大量清除垃圾和清理下水道等工作。

1950 年，全省仅有 15 个卫生机

构，卫生技术人员 130 人。1951 年

建立省卫生技术学校，到 1952 年共

毕业 了中、初级卫生技术 人员 211

人。1953 年，全省扩充病床 195 张，

新建两个县卫生院和 10 个区卫生所，

巩固发展了 58 个联合诊所。在妇幼

工作方面，训练了 500 余名妇幼卫生

员，新成立了 32 个乡村及少数民族

妇幼保健站，258 个接生站，一个妇

幼保健所，推广新法接生。还培养了

中初级卫生人员 783 人，举办了旧医

预防医学训练班。截至 1954 年底，

全省计有综合医院 4 所，麻疯病院、

康复医院、干部疗养院各 1 所，县卫

生院 46 所，区卫生所 19 所，其他妇



幼保健、防疫站等 43 所，病床 1374

张。

(五) 体育运动

1952 年 4 月 6～13 日，西康省

首届体育运动选拔大会举行，有彝、

藏、汉、回等民族的运动员 199 人参

加了蓝、排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

通过比赛，选拔出参加西南区第一届

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的西康省选手。同

时，西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

立。其后，各专、县体育分会相继建

立，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

1953 年 8 月 12 日，西康省第二

届体育运动选拔大会召开，共设 39

个比赛和表演项目。经过 5 天比赛，

一般成绩均突破本省纪录，其中有 4

项突破西南区记录。

1954 年，省 市 各机 关、团体、

学校、工厂组成代表队，分别在雅

安、西昌、康定等地举行球类选拔

赛，使球类运动在各地蓬勃开展。同

时，省体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校

体育工作会议，促进了学校体育教育

的发展。

十、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 贯彻民族政策

西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解放

后，人民政府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民族隔阂，大力宣传贯彻民族政

策，增强各民族间及各民族内部的团

结。1950 年 1 月，廖志高在《入康

动员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很好的

团结少数民族，首先要团结上层中比

较进步的人，不要怕右，只有通过上

层，才能接近下层⋯⋯”军管会成立

后，向各族各界人士大力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得到广泛拥护。经军管会提

议，与康区上层人士协商，聘请了深

知康区情况又有较高威望的阿旺嘉

措、日库等藏族上层人士，组成民族

协商筹委会办事机构，在军管会领导

下，开展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筹划实

施民族区域自治。西昌军管会也邀请

有名望的彝族上层阿候鲁木子、果基

木古以及彝族进步人士罗大英、傅正

松等出来参加工作，通过他们联络其

他彝族头人，沟通各家支关系，使他

们逐步解除顾虑，靠拢人民政府。省

人民政府还颁布命令，废除一切侮

辱、歧视少数民族的地名、匾联和各

种碑记，先后将巴安县改为巴塘县，

瞻化县改为新龙县，理化县改为理塘

县，定乡县改为乡城县。为增进各民

族内部的团结，各地人民政府组织调

解委员会，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调解历

史上遗留的冤家纠纷，制止冤家械

斗。1950 年，仅西昌地区各级政府

即受理纠纷案 622 件，处理了 580

件。至 1953 年，藏族自治区共调解

大小纠纷 2013 件，冤家械斗问题基

本上得到解决。凉山州至 1955 年共

调解纠纷 1 ．5 万余件，使许多世代的

冤家得以和解。中共西康省委和西康



省人民政府还领导全省各级干部广泛

开展了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马

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使民族关系根本改观。

(二)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西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即首手

筹备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民族区域

自治，并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

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把在西康藏族地

区实施区域自治作为西南地区的试

点。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廖志高

即在雅安会见了藏族著名宗教界人士

阿量嘉措、日库等，向他们征询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随即组成藏区

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同民族上层人

士及各界代表磋商有关建立藏族自治

区的各种问题。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

后，1950 年 11 月，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康

定召开。中央访问团长刘格平、省政

府主席廖志高等出席会议。会议宣布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并选举产生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主席是

藏族，4 名副主席中 3 名是藏族，1

名汉族，28 名政府委员中有 20 名是

藏族，彝、回族各 1 名，汉族 6 名，

还保留藏族委员名额 4 人。1951 年 7

月底以前，除色达以外的 20 个县都

普遍建立了县、区两级人民政府。

1951 年冬，西康区党委和西康

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政务院批

准，决定将西昌专区所辖彝族聚居县

及相邻部分彝汉杂居县划出，筹建一

个地区级的凉山彝族自治区。在经过

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之后，1952 年

10 月，凉山彝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在昭觉召开。省政府副主

席果基木古、西昌专署专员梁文英等

出席会议。会议宣布凉山彝族自治区

成立，并选举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席是彝族，4 名副主席

中彝族 2 人、汉族 2 人，委员 32 人

中彝族 24 人、苗族 1 人、汉族 7 人。

彝族自治区所属各县到 1955 年建立

了各级人民政府。

截至 1952 年底，全省建立民族

区域自治政权的有相当于专区级的 2

个，县级的 1 个，区级的 16 个，乡

级的 42 个，吸收了大批与人民有联

系的各民族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工作，

训练了 4000 多名积极分子，培养了

大批民族干部，逐步充实了自治区的

各级政权机构，少数民族任处长、县

长以上职务的有 102 名。

(三) 贯彻宗教政策

省人民政府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明令军政人员尊重各少数民

族的宗教信仰，不经邀请，不得随便

进人庙宇寺院和祠堂，遇到祭祀、跳

神或念经时，要保持严肃态度，不得

哗笑；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1950

年 5 月，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副主席

鲁瑞林致信西康省各寺庙暨 7 县僧

侣，重申政府的宗教政策，希望在民



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加强

合作，共同搞好西康省的工作。从

1950～1955 年，在人民政府机构中

从政的宗教界上层人士达 118 人，政

府机关还为参政活佛喇嘛及少数民族

工作人员提供宗教活动场所。政府拨

出专款维修寺庙和发放布施，对老弱

病残的贫苦喇嘛和扎巴进行社会救

济，调解各教派之间各教内部的纠

纷。从 1950 年到 1955 年，政府对宗

教所拨专款达 40 多万元。

(四) 培养民族干部

1950 年 6 月，西康人民革命干

部学校率先招收了几十名少数民族青

年和知识分子学习民族政策和藏文藏

语，为藏区建设培养出第一批干部。

接着，康定、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相继

开学，培训少数民族初级政治干部。

到 1951 年上半年，全省已有 800 多

人经过训练奔赴工作岗位，尚在学习

的还有 600 余人，送西南民族学院学

习的有 200 多人，还有少数在重庆、

北京等地深造。1951 年，省政府在

雅安、西昌和藏族自治区先后开办了

兽疫防治、农牧及种茶等短期训练

班。西康省医士学校及水利、银行、

贸易等单位也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专

业干部。

1952 年，西南革大西康省分校和

西昌民干校开办了财经、民政、农牧、

师资等专业训练班或轮训班，培养少

数民族专业干部。到 1953 年，全省已

有少数民族干部 4000 多人，除占人口

较多的藏族和彝族外，蒙、回、苗等 10

多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本民族的

干部，各种专业干部增多。

各级政府还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采取分工负责，以

师带徒，轮流组织民族干部赴内地参

观学习等办法，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和业务能力。

(五) 建立民族武装

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

中共西康区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决定

筹建民族地方武装，并多次与民族上

层人士协商，把建立民族武装列为自

治区人民政府工作任务之一。

1951 年 4 月，西康省军区命名

彝族警卫部队为基干第三团；8 月命

名藏族警卫部队为基干第六团。1952

年 8月，省军区奉命将基于第三团改

为西南军区独立第九团，基干六团改

为西南军区独立第十团。同年 11月，

省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南军区独

立第九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彝民

团；西南军区独立第十团命名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藏民团。

1953 年，廖志高主持召开西康

省军区民族部队工作会议，制订了

《关于民族部队建设的几个基本原则

(草案)》，指出：藏彝民团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地方部队，是彝、藏族人民

的子弟兵，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干部

学校、生产队。



建立民族武装，不仅维护了地方

治安，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培养

民族干部，西康藏民团和彝民团便是

成效卓著的见证。

(六) 发展农牧业生产

省政府采取奖励开荒，发放贷

粮、贷款，无偿发放铁制农具，推广

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使农作物逐

年增产。几年来，两个自治区共发放

口粮、种子 1914742 ．5 公斤，发放农

贷 1839500 元， 发 放 铁 质 农 具

762256 件，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 51

个，推广新式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

为了解决无地和缺地户的土地使用问

题，政府颁布 3 条开荒政策：一是禁

止在“神山”、牧场、林地和陡坡地

开荒；二是保障公私土地所有权；三

是公荒 5 年不出负担，私荒交租问题

由 双 方 协 商 解 决。 共 开 垦 荒 地

121187 亩。还通过评选劳动模范和

积极分子，召开劳模奖励大会，来调

动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藏族自治

区 1953 年粮食总产达到 7047 万公

斤，比 1952 年增产 17 ．5 % 。

省政府采取如下措施发展畜牧业

生产：一是大规模开展兽疫防治工

作，建立防疫机构，组织防疫队深入

牧区，通过防疫注射、检查治疗等措

施，扑灭各地兽疫，使牲畜死亡率大

大降低。到 1954 年 4 月底，经过治

疗和注射疫苗的牲畜约 16 万头，控

制了瘟疫的蔓延。二是引进优良种

畜，纠正乱交乱配；引进优良牧草，

合理利用草场，储备冬草，改变牧畜

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状况。三是发放先

进羊毛剪割工具，增加羊毛产量。到

1954 年 底， 两 自 治 区 共 有 牲 畜

4531953 头。据康区统计，牛马羊猪

比 1950 年净增 12 ．7 % 。

(七) 发展民族贸易

省政府贯彻执行“发展民族贸

易，紧密结合民族特点，积极组织与

指导土特产品的生产与推销，大力组

织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团结与领

导私商，建立与活跃初级市场，扩大

物资交流，以达到促进民族地区生产

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改善之目的”

的民族贸易方针。首先，坚持“团结

上层”“慎重稳进”方针，适当照顾

民族上层的商业利益，以逐步推进国

营商业阵地。解放初，康区寺商、头

人的土特产大量积压，省贸易公司组

织力量大力收购，缓解其资金积压，

还在批零差价上给予优惠，使其有利

可图。在商业信贷上也予以照顾，诱

导其将高利贷资本转入商业贸易。几

年之间，在民族地区建立两个州属贸

易公司，34 个县属贸易公司和一些

乡的贸易小组。其次，积极组织货

源，扩大经营品种，抵制英印货物；

执行“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解决

不等价交换的矛盾。据统计，1952

年英印 货 占社 会 商品 总 流转 额 的

2 ．4 % ，1954 年下降为 0 ．1 % 。逐步



提高土特产价格，适当降低生活必需

品价格。1950 年凉山 0．5 公斤生牛

皮换盐 6．4 两，1951 年可换 0 ．85 公

斤， 1952 年 可 换 0．9 公 斤。 第 三，

执行“公私兼顾”、“团结、利用、改

造”的政策，适当灵活地划分公私经

营范围，公司以批发为主，城市为

主，重点转运为主，空出广阔的乡村

市场和部分零售范围，以活跃私商。

第四，恢复和开拓初级市场，组织物

资交流。第五，指导少数民族生产、

加工土特产，贯彻优质优价政策，促

进提高质量，增加收入。

国营商业从少数民族地区购进土

特产药 材等 物， 1951 年 共 2072414

万元 (旧币)，1952 年达 4729345 万

元， 比 1951 年增加 128 ．2 % ； 1953

年又比 1952 年增加 42 ．5 % ；销售棉

布、茶 叶、 食 盐、纸 烟 等 物， 1951

年 共 3566005 万 元， 1952 年 为

6966644 万 元， 比 1951 年 增 加

95 ．4 % ， 1953 年共 16487311 万 元，

比 1952 年增加 84 ．4 % 。1953 年在藏

彝两区组织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

112 次。到 1955 年，总计收购少数

民族土特产投放的人民币达 2398 万

元 (新币)。据 1953 年上半年统计，

藏彝两 区共设国营商业机构 40 个，

共有干部 1116 人，其中少数民族干

部 125 人。

(八) 开展民族卫生工作

省政府关于民族卫生工作的方针

任务是：认真组织好巡回医疗，适当

地照顾门诊；在严格遵守民族政策、

增强民族团结，有助于发展生产的前

提下和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开展

妇幼卫生、性病防治工作；努力作好

卫生宣传教育；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卫

生干部。为解除少数民族群众对于新

式医药的疑虑，政府派出医务人员，

首先取得上层协助，争取上层人士带

头治疗，逐步地向群众推广。在给群

众治病时，开展候诊教育，宣传民族

政策，爱国生产、爱国卫生等。各级

政府组织医务人员分赴农村牧区，进

行巡回医疗，在康区主要进行性病防

治和宣传推广新式接生；在彝区主要

推广新法接生和烈性传染病的防治。

经过广大医务人员的努力，康区性病

得到控制；妇幼保健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采用新法接生数百人，母子都很

平安，广大妇女把新法接生称为“救

命法”和“安全法”。1952 年 8 月，

巴塘 发 生 严 重 麻 疹 疫 情，患 者 达

1362 人，经过大力抢救，除 3 人抢

救无效死亡外，均全部治愈。少数民

族地区逐步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

的爱国卫生活动，各县先后成立了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各地上层的领

导或赞助下，先城市后农村逐步开展

起来。

经过几年努力，民族卫生医疗机

构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医务人员逐步

成长。1953 年，培养新法接生员 195



人，到 1954 年，通过学校和以师带

徒方式培养医务人员 277 人。少数民

族地区各县都建立了卫生院，一些县

区还建立了妇幼保健站和卫生所，计

有卫生院 29 个，卫生所 9 个，妇幼

保健站 20 个，新法接生组 201 个，

诊断 1231202 人次。

(九)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省政府和各自治区政府根据国家

有关方针政策，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初，省政府

在西昌建立了民族干部培训班，到

1951 年 4 月，又将其扩大为正规的

民族干部学校。同年 3月，藏族自治

区民族干部学校首届学员毕业。1951

年 8月，省首届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就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中有关编印

教材、建立学制、师资来源、施教方

针等订出了初步计划。1952 年藏族

自治区政府为学校培养了 50 余名藏

汉教员，编印了藏文课本，并新建一

批民族小学。1952 年 6 月，藏族自

治区政府决定举办民族师资训练班，

由各县保送藏族知识分子学习，并决

定酌情发给部分藏族学生各等助学

金，解决其求学困难。至 1953 年下

期，藏、彝两区共有民族小学 80 所，

少数民族学生 6013 人，在汉区小学

中还有少数民族学生 2497 人，在汉

区兼收少数民族中学 7 所，少数民族

学生 129 人。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

得到人民助学金的补助，藏、彝文教

材不断增加。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科

研人员，帮助彝族完善、规划彝文，

经改进的新彝文，在群众自愿基础

上，在彝区逐步试用。彝区各级政府

都用彝汉两种文字行文。在藏族自治

区，1952 年 11月第三届各代会上通

过了《关于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实验办

法》，规定藏区各级政府行文以藏文

为主，兼用汉文或彝文。在彝、藏两

区的民族小学中，授课及课本均采用

本民族语文。

民族文化事业也取得较大发展。

藏、彝两自治区均建立了民族文工

团，建立了各级文化馆、站，广泛开

展群众文化活动，搜集、整理了大量

民族文化遗产。各县均建立了电影

队，巡回各地进行放映，藏族自治区

对影片进行藏语译制。

十一、西康省撤销后的善后工作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

康省的决议。8 月 16 日，西康省人

民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西康省撤销工作简要计划》。决定：

①1955 年 9月 15 日召开西康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有

关撤销的各项工作。②省人民委员会

及所属各工作部门和各自治州人民委

员会、各专署自 8月下旬或 9 月上旬

起，即与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及其有关



各工作部门分别联系挂钩，逐步进行

合并的各项交接工作，并限于 9月底

前基本完成。③关于撤省后原省级机

关工作人员分配问题，已与四川省人

民委员会商定分配原则，计划部分下

调本省各专县机关和民族地区，以加

强基层工作，部分分配到四川省级各

机关，还有少数上调中央分配工作。

④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及所属各工作部

门于 10 月 1 日起停止行使职权，宣

布撤销。⑤西康省撤销后，有关撤销

工作的遣留问题，另成立西康省级机

关结束工作处理委员会，在四川省人

民委员会领导下完成各项结束工作。

《简要计划》征得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同意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此后，西康

省人民委员会又拟定了《西康省人民

委员会各工作部门、办公机构与四川

省人民委员会各相关单位挂钩人员名

单》。

1955 年 9 月 15 日，西康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廖

志高省长作了《关于贯彻执行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撤

销西康省决议的报告》，张为炯副省

长作了《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财政厅

安康元厅长作了《关于西康省 1954

年财政决算和 1955 年财政预算的报

告》。廖志高在《报告》中强调，撤

省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①各部门

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好衔接挂钩工作，

做到不致因机构撤销而产生工作上青

黄不接现象，特别是当年下半年的几

项主要工作，不容有任何中断及紊乱

的现象发生。②省级机关的人事调配

工作必须做到妥善安排，各得其所，

以便大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

工作。③省人民委员会及所属部门颁

发的现行单行条例、命令、指示等，

在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未有新

的颁发或宣布废止前，各自治州人民

委员会、各专署、各县人民政府及所

属部门仍应照旧执行。④做好档案与

悬案的清理工作，省级机关各单位的

档案必须保持完整，不得拆散打乱，

不得随便销毁，应各自清理，按性质

分类造册，准备移交。⑤所有省级机

关各单位房屋家俱物资等一切公物，

均须清理登记造册，准备移交。在清

理过程中，不得损坏、遗失和浪费。

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全国人大的决定，

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9 月 23 日，省人委发出《关于

省人民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宣布撤

销日期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宣布省

人民委员会及所属各工作部门、办公

机构于当年 10 月 1 日停止行使职权，

宣布撤销，从 10 月 1 日起，所属各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和各专员公署，各

市、县人民委员会，即受四川省人民

委员会领导。

1955 年 9 月 30 日，西康省级机

关结束工作处理委员会发出通知：本



会奉令于 1955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

立，并从 10 月 3 日起在原西康省人

民委员会地址开始办公。委员会以张

敏等 7 人为委员，以康乃尔为主任，

柳云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要求西

康省所属各工作部门于 10 月 1 日停

止行使职权后，即应组织结束工作处

或组。原西康省委各单位的供给工作

和房屋财产处理工作亦包括在本会工

作范围之内。各单位的公共财物，必

须认真保护，听候处理，不得有出

售、转让或任意破坏等行为发生，违

者以违纪论。

省级各机构结束工作组负责人

是：办公厅：冯佃春；监察厅：李玉

清；民族事务委员会：赵子博；民政

厅：董震；人事局：马彬；检察院：

陈富康、张德恭；公安厅：卿策文、

徐世文；高级人民法院：龙国清、施

德魁；文教办公室：沈汉；教育厅：

仝自强；文化处：彭先述；体委会：

刘德远；财经办公室、计划委员会：

王孝熏、辛文；财政厅：安康元、贺

志宽；税务局：丁如锁；建设银行：

杨瑞；保险公司：王洪旺；粮食局：

艾民；工业厅 ：寇润圻；商业厅、

外贸局：焦诚；交通厅：朱萍；农林

厅：胡勇、陈力翰；林业局：杨克

庄；水利局：卫伯寿；人民银行：王

健、曹均；邮电管理局：袁宝林、李

彭；建工局：彭文龙；劳动局：李树

旺；统计局：吕士选；气象局：王文

元；中共西康省委：刘增仕；西康日

报：吕梁、罗洛庚；省供销社：王卓

群；省工商联：郑梦麐；协商会：万

永祥；广播电台：毛革；团省委：苏

济质；卫生厅：李佐基、蔚纶哲。


	四川省政府(1840～1949年)
	概述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四川省政府(1840～1910)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行政官员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二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政府(1911～1949)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行政官员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三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重庆直辖市政府(1938．10～1949．12)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行政官员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四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康省政府(1939～1949)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行政官员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川陕苏维埃政府(1934．12～1935．4)
	第一节  政府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四川省人民政府(1949～1987年)
	概述
	第一章  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12～1950．3)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二章  人民行政公署及重庆市人民政府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三章  合省后的四川省人民政府(1952．9～1955．1)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四章  西康省人民政府(1950．2～1955．9)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五章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1955．1～1967．5)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六章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1967．5～1979．12)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第七章  四川省人民政府(1979．12～1987．10)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第三节  施政纪略


	附录
	一、四川省各时期行政区划表
	二、西南军政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