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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史资料是党的历史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真实反映，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是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
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党史工作要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就必须重视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编纂工作，这是做好党史工
作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客观公正地反映党的历史，更不可能开展深入的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
云南自1926年11月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之始，各级地方党组织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各族
人民，为云南的解放和改革发展稳定不懈探索、艰苦奋斗，使我省这个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变，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留下和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党史资料，
形成了我党在云南边疆地区可歌可泣和光辉灿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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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综述云南土地改革综述综合资料昆明市土地改革综述昭通市土地改革综述曲靖市土地改革综述楚雄
州土地改革综述玉溪市土地改革综述红河州土地改革综述文山州土地改革综述普洱市土地改革综述西
双版纳州土地改革综述大理州土地改革综述保山市土地改革综述德宏州土地改革综述丽江市土地改革
综述怒江州土地改革综述迪庆州土地改革综述临沧市土地改革综述专题研究云南的减租退押运动云南
内地土地改革中民族关系的处理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的基层政权建设邓小平倾心浇灌云南少数民族地
区土地改革之花云南与少数民族上层和平协商进行的土地改革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
”回眸云南“直过区”独具特色的政权组织--生产文化站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对中共云南省委《宋任穷同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会议讨论总结（草案）》
的批复（1950年12月）云南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草案）（1951年2月19日）云南省委关于民族杂居地
区实施土地改革的若干规定（草案）（1951年8月）云南省委关于执行《关于民族杂居地区实行土地改
革的若干规定（草案）》的几项解释（草稿）（1951年8月）西南局对云南省委关于《云南省实施土地
改革补充办法（草案）》的批复（1951年10月26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云南省新旧两个土地改革实施
办法草案特点的说明（1951年11月5日）云南省城市郊区实施土地改革应注意事项（1951年）中共云南
省委关于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草案）（1952年3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
边疆缓冲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决议（草案）》（1952年5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土地改革复查工作
的指示（1952年8月1日）⋯⋯报刊资料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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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进行　　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各族人民得到很大发动，涌现了
一大批劳动人民的骨干积极分子，民兵联防组织不断壮大，民族关系基本疏通。
整个民族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年底，潞西县轩岗坝爆发了傣族农民自发的反官租斗争，次年春遍及全自治区。
　　1954年上半年德宏自治区掀起反官租斗争之后，保山地委认为决定着当前傣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
要矛盾仍是各阶层（包括地富）与领主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各县自发性的反官租上，因而反官租斗争
已是一个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极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土司制度在觉悟了的农民面前摇摇欲坠
，到运动末期进行一般土地调整，即可达到土改之目的。
故于1954年6月29日向云南省委指出《关于边疆社会改革工作问题请示》，拟于当年秋收前在芒市试点
，尔后在全区铺开废除官租、地租、高利贷运动，并进行土地调整，争取次年基本结束。
并拟订了调整土地时对各阶层的10条基本政策。
云南省委讨论该请示以后，于7月8日批复保山地委，省委的意见是：“首先必须明确分清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革命范畴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完成第一个革命的任务，才能进行第二
个革命。
为此，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应该分开进行，不要混合一起。
”省委同时指出：“地委对德宏地区将来的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认识不足和有利条件估计可
能过高了一些。
”保山地委在7月地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学习讨论省委指示后认为，目前傣族地区土改的客观条件基本
具备，确需明确政策，积极加以正确领导，否则势必被动，因此予1954年8月10日形成《关于德宏傣族
地区土地改革计划（草案）》（下简称《计划（草案）》上报省委，第一次正式提出德宏傣族地区的
土改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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