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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干部培养经验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干部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先后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或培训大量民族干部，对民族工作的开展

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干部队伍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干部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1954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各民族访问团团长的沈钧

儒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派往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是积极努力的，做出

了成绩，但各级机构中仍然普遍感到干部数量的不足;在质量上，有一部分干部理论水平低，

或具有相当理论认识而联系实际不够，因此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容易产生偏左或偏右的偏

差”。①1954年10月，全国统战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

总结》(以下简称《总结》)指出：“除个别地区的党的机关已经民族化或已有可能开始民族

化外，在大多数地区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还非常之少，甚至没有一个党员，老党员

尤其缺乏”，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相当于县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

干部更少，专业技术干部几乎没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② 

  一些干部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刘少奇指出：“最近由于若干下

级党委和干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慎重，不将所要处理的问题向上级报告和指示，因而发生

了不少的事件，甚至引起了少数民族发生暴动和仇杀事件，妨害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实

施”。③1954年10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总结》指出：“还有若干地区的有关党委、个别

有关的党的统战工作部门和若干有关的财经、文教部门依然对民族问题不重视，这从他们对

此次民族政策检查不重视，没有认真进行，甚至根本没有进行检查，可以得到证明;这种情况

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如果对这样的问题不能正确了解，就有可能导致发生各种不正确的

思想倾向，如：对祖国和中央的离心倾向，‘孤立自治’的倾向，消极等待和观望的倾向

等，这是很不好的。”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是我们有许多干部，甚

至是个别领导干部，还不很了解我党对待宗教问题究应持什么态度，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宗

教的特殊情况，更缺乏应有的认识。”④ 

  一些汉族干部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大汉族主义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尽管在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消除这种错误倾向作了不少努力，但这一问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

得到根本的解决，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大汉族主

义》的讲话中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不能容

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⑤大

汉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汉族干部包办代替，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

权的现象。1954年10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有不少的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人民在管

理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不尊重的，有些人还严重地侵犯了这种权利。”⑥ 

  解决民族干部教育问题的措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开展干部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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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培养和训练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干部是我党也是各族人民极宝贵的财富，也是党和

政府开展民族工作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毛泽东曾于1949年1月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

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

是不可能的。”⑦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务院颁布实施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

案》，明确提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措施，如在少数民族的专区、县设立临时的少数

民族干部训练班。在民族学院举办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班次，短期班对区级以上干部进行短

期政治训练。要求通过民族学院和各地的训练班，争取在两三年内把区乡少数民族干部轮训

一遍。1954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总结》指出：“三四年来，由于我党坚持和贯彻了普遍

大量培养和放手提拔使用干部的方针，现在全国脱离生产的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己达十万左

右。其中除我党长期培养出来的一批老干部外，最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各种群众运动中涌现出

的积极分子和各民族学院、民族公学、干部学校与各种短期训练班中培养和提拔的。”⑧ 

  加强对各级干部关于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教育。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

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

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

⑨1952年12月7日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的意见》指出：“对

汉族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教育工作也必须加强。采取短期(十天或半个月)轮训办法，

着重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⑩1954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总结》指出，“各有关地区

的党委，认真地学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纠正缺点和错误，努力使各民族自治机关逐步

民族化，目前尤须注意克服汉族干部的包办代替作风，以便把‘教会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

路’的过程，尽可能地缩短，是完全必需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干部培养获得的经验 

  党在培训和教育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中，把教育和工作事件紧紧地结合起来，对干部的

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民族团结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础。民族团结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

族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和合作，就没有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51年

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中指出：“帝国主义过去敢于

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

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培养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在少

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

施。由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正确得力，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蓬勃发展，干部

数量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仅1万多人，1951年就发展到5万多

人，1953年达到10万人左右，到1956年9月，已有少数民族干部21万多人。可见这一时期党的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加强对各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基础。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各级各

类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加强对从事

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也是对从事民族工作干部教育的重要经验。 

  各民族干部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党的民族政策是少

数民族地区广大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是对从事民族工作干部进

行教育的重要内容。实现并维护民族团结是党和国家对各民族干部进行教育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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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在少

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

施。由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正确得力，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蓬勃发展，干部

数量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仅1万多人，1951年就发展到5万多

人，1953年达到10万人左右，到1956年9月，乌兰夫同志在中共八大发言时指出，当时已有少

数民族干部21万多人。可见这一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由于党和国家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来解决民族问题，各种民族问

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民族问题不可能做

到一劳永逸，党对各级干部关于民族问题的教育也要做到未雨绸缪，需要不断地了解新情

况、研究新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 

  (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讲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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