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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泽库县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南部，东
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毗邻；南与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西与同德县相接；
北与同仁县和贵德县接壤。总面积为
6658.06平方公里。县境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3500米以上，是高寒缺氧的青南纯牧区。
县府驻地泽曲镇。

清代后期泽库地区由循化厅管辖，民国
后改为循化县管辖。民国时期泽库地区实
行政教合一的千百户制度，以封建部落制度
为主，泽库地区的部落制度与宗教信仰结合
在一起，所有权力掌握在部落头人与宗教上
层人士手中。

1929年甘、青、宁分省，由循化县析置
同仁县，辖今同仁、泽库两地。马氏家族统
治青海时期，泽库地区受到马家军政集团与
农牧主的封建剥削，各种兽疫肆虐，部落之
间因争夺草山、草场、牛羊，经常发生武装械
斗，普通牧民生活极为艰辛。据统计，1949
年，泽库拉仓部落有298户，其中赤贫者35
户；172户只有30只羊。以上两个贫困阶层
占总户数的63.5%，占总人口的66.71%，部
落贫困面较大，部落间、与外地部落间遗留
纠纷问题较多。

1950年7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泽库
等牧区政权进行初步建设，采取“和平改造”
的基本方针。即“通过召开头人会、联谊会，
到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族区
域自治政权，进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从而
逐步代替旧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政体”。根
据这一指导原则，12月，黄南地委报经省委
批准，成立以郭民为书记，刘得胜、马秀堂为
委员的泽库县工作委员会，设秘书室、宣传
组、机要室等机构。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极大鼓舞
了泽库地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热情，泽库
地区单独建县成为泽库人民的心声。

1953年3月14日，同仁县第四次联席
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黄南藏族自治区
筹备和泽库地区建县问题。省委省政府考

虑到，泽库为纯牧业区，如是长期与同仁半
农业区同为一县，在发展生产上多有不便。
为了进一步开展牧业区工作和发挥区域自
治政权效能，决定在泽库各部落头人、委员
等与同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协商成熟的
基础上，在泽库地区新成立一县，以便更有
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
活。6月，省委派61名干部到泽库地区开展
工作。9月11日，黄南地委派郭民率泽库建
县工作委员会抵达泽库。

建县工作委员会抵达泽库地区后，积极
联络各部落头人，于1953年9月21日至23
日，召开泽库县第一次头人联谊会议。到会
部落千百户、头人、有威望的老人42人，工
委干部17人。在黄南地委副书记杜华安、
同仁藏族自治区主席多日吉的主持下，决定
成立泽库县筹备委员会，推选出委员29人，
其中部落委员17人，机关委员12人。和日
千户哇加当选为主任，郭民、和日寺院活佛
拉加、官秀千户塞尔什加当选为副主任。会
议决定：哇加为县长，郭民任第一副县长，热
加任第二副县长，赛尔什加任第三副县长，
拉巴任第四副县长，楞本和增他日任协商委
员会副主席；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统一认识，
使与会代表认识到过去部落与部落间、县与
县间不团结而发生纠纷的原因是蒋马匪帮
封建统治离间和草原界限、偷窃问题造成
的，强调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
和政策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公平合理地解
决当地产品价格问题，明确各种产品价格；
加强教育，反对偷盗行为；强化政府社会管
理，不得任意出兵打仗、有意报复，杀伤人命
须送交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这次会议，不仅
为泽库建县打下组织基础，也为各部落头人
统一思想，转变社会秩序，顺利建县奠定了
较好的思想基础和外部环境。

会后工委组成工作组，深入到牧区各部
落，进行广泛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与动员。
与此同时，在工委的主持下，还召开了三次
筹备委员会，确定了县址和各部落代表名额
分配问题。经过充分酝酿与准备，1953年

11月29日，泽库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在索乃亥召开，宣告成立泽库县人民政
府和泽库县协商委员会，选举哇加为县长，
郭民、拉加、赛尔什加、拉巴为副县长；选举
郭民为县协商委员会主席，楞本、增他日为
副主席。泽库县委常设机构有秘书处、宣传
部、组织部、统战部、监察委、生产部（原为畜
牧生产部）、财贸部7个部门。

1953年12月，从同仁县析置泽库县。
泽库县人民政权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人
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正如德仓部落贫苦
牧民录巴乙合说:“在旧社会马步芳时候，没
有一头牛羊，经常挨饿受冻、支差、挨打受
气，解放后，共产党来了，我的生活和以前大
不相同了，并在1953年6月间人民政府贷
给我两头牛，现在又生下一头小牛，今年元
月份人民政府又给我救济了一头牛，现在我
有4头牛，从前我吃不上酥油、奶子，现在都
能吃上了，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和快乐，
我真诚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来源：黄南文史资料）为了促进各民族和部
落之间团结，新生的泽库县人民政权积极对
各部落头人进行宣传教育，推动他们各自和
谈，解决部落间及部落内部纠纷。在县政府
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由各部落头人和
委员领导解决大小纠纷113起，政府出面解
决26起。到1956年，在人民政府主持下，
处理各类纠纷539起。

1954年2月，黄南地委报经青海省委
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泽库县委员会，任命
郭民为县委书记。原秘书室、宣传组分别
改称秘书处、宣传部，增设统战部。随着泽
库县建立人民政权、牧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提高，在新旧政权的对比中，泽库县广大牧
民深刻意识到新政治国家的性质，不仅激
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并对新中国的
政治合法性有了发自内心的真挚认同。
1954年，政府发放救济款后，索乃亥麦科
日牧民措哇高尤说：“过去马匪步芳向我们
要钱，为了给马匪步芳出款子，有的人把牛
羊都交给马匪步芳顶了款子，而今天人民

政府不但不向我们要款子，倒给我们钱，这
是给我们办事的政府。”（来源：黄南文史
资料）瓜什则、索乃亥两部落还给政府写信
说：“在旧社会，我们受尽了压迫和剥削，现
在县政府已经成立了，我们有了权利，人民
政府的政策很好，我们是很喜欢的。因此
我们写信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的
恩情”。（来源：黄南文史资料）为了帮扶贫
困牧户、促进牧业生产，尽快推进共同发
展，泽库县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实施
了社会救济。1954年泽库县发放救济款
15000 元，救济 1276 人，发出救济粮食
10785斤；得到牛羊者167户，得到粮食者
156户。为了解决牧民生产资金不足的问
题，泽库县还大力发放畜牧业生产贷款。
仅1955年上半年，泽库县就在瓜什则部落
发放保畜工具300件，在王家部落、夏吾那
部落发放畜种贷款4万元，买羊1465只。
为了充分利用草场资源，泽库县领导藏族
群众，成立了保畜委员会，保护冬草，并将
牧民组织起来集体放牧，修棚打圈，储备冬
草，应对自然灾害。同时，泽库县还有计划
地进行兽疫防治工作，仅1954年就注射牛
瘟疫苗6000头、炭疽疫苗10000头，这些
措施对于保持县域经济稳定发展，增加对
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在原有机构基础上，又增加人
事科、粮食科、计划统计科、卫生科、商业科、
邮政局等机构。

随着泽库县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畜牧业
经济快速发展。1958年，泽库县有各类牲
畜721309头(只、匹)，与1954年相比，平均
净增37.76%。经济的发展，加之医疗条件
的改善，婴儿存活率大大增加，1958年泽库
县总人口增加到19340人。此外考虑到泽
库县商业不发达，为了搞活商业经济，建立
西北商贸公司泽库商店，在县城中心地带开
辟了一个初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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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历史记忆

本报讯 近期，州委老干部局组织50名离
退休干部党员赴福建古田举办党史党性培训
班，在为期8天的培训中，通过课堂讲授和体
验教育，走进革命圣地，让离退休干部党员追
忆红军当年浴血奋战的足迹，感悟先烈艰苦
的生活环境和艰险的战斗历程，使老干部心
灵颇受震撼。

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退休干部党员郭黄南

学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思想
后，再参观福建古田这个革命旧址感受颇
深。《古田会议决议》《才溪调查报告》等，明
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才溪乡作为中
央苏区模范乡，成长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开国
将军和开国元勋，成为了红军之乡、将军之
乡、烈士之乡。毛泽东思想在古田形成雏形，
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好了基础，正因为有
了古田会议精神，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和古田会议召开的20
年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取
得了伟大的胜利。作为老同志、老党员，一定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继
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黄南州政协原副主席、退休干部党员盖新杰
走进革命圣地，近距离了解党的光辉历

程，深入学习党史，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
产党从一颗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艰难和不易，
感受到幸福生活的弥足珍贵。毛泽东在福建
古田撰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为中
国共产党铸了魂。2014年，习近平同志亲自

决策在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次
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的重要性，意义
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下大力气整治腐败。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只有
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才有出路，才能走得
更远、更坚定。

黄南州政协副主席、退休干部党员辛建平
古田闽西一行很难忘，在建党一百周年之

际重温党的教导，我们初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经过几天的学习，我们对“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
芒”有了新的认识。1929年的第一次古田会议
是在大革命的低潮时期召开的红军第九次代表
大会，也是建军一年多以来召开的一次非常重
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保持中
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坚持政治坚定的问题。毛
主席曾说，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武装的
政治集团，就是要政治建军，建军的目的就是要
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远
大目标，尽管当时距远大目标很遥远、仅仅是个
起步，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已经考
虑到军队的政治建设，如果没有政治建军这个
灵魂，这个军队就不会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就
不会成为一个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当时
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包括井冈山
等四支队伍组成的工农红军，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农民和旧军队，思想、纪律方面松散，所以古
田会议精神在军队思想建设方面起到了拨乱反
正、扭转危机的作用。在新时期，由习近平同志
主持的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在古田
召开，对此有了深刻理解。十八大以后，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把军队的领导权牢牢的掌握在
党的手中，不言而喻，两次古田会议精神在建军
建党道路上十分重要，古田会议精神将永放光
芒。通过培训，深刻认识到当时开创闽西革命

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井冈山根据地是中
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那么闽西
所创立的这个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
一个苏维尔政权的实践，走这一段路，当时的形
势多么艰难、条件多么艰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却满怀信心，怀着远大的目标，从艰苦的地
方走出来。事实证明，毛主席的主张和决策是
英明的、正确的，更加坚信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
代党的领导是光荣、伟大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建党100周年之际为什么学党史。尽管老同志
都沐浴着毛泽东思想长大，从小接受了毛泽东
思想的教育，通过学习，也了解党的历史，但是
这次感受更加深刻，我们真正深入到建党初心
的地方，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漫漫长路走的确实
不易。在建党100周年之际，面对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我们要坚守初心，坚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

黄南州政协副主席、退休干部党员韩发源
在建党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的

交汇点，举办这期离退休干部党史党性教育培
训班非常有意义。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我
们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这次培训班上学到
的、看到的、听到的讲给所在党支部的党员听，
带动全体党员掀起学党史的新高潮，以此汲取
前行的力量，用实际行动为建党100周年献
礼。一次古田行、一生古田情。古田、长汀、龙
岩等革命根据地，让我们重温了共产党的革命
史，感受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接受了革命
传统教育和党性洗礼。我们被老一代革命家
淡泊名利、严以修身的党性风骨所感动；被老
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品德和艰苦朴素的情怀所
感动；被革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不放弃自己
信仰的坚贞所感动。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