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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宣布成立，着手城市接管和移交工作。军

管会主任陈赓明确提出，接管工作要贯彻团

结方针，对卢汉要充分尊重，事事商量，待

之以礼，相见以诚。对卢汉的部属，军政、

公教人员，必须采取团结改造的原则，接交

双方“要坚持团结第一，彼此接近，互相了解，

破除成见，不算老账，加强团结”。

当卢汉提出将起义部队正式编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序列时，云南军区决定，起义部队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十三军合编，由

四个军合编为两个军。云南军区决定召开一

个大会，宣布此项决定。开会当天，全体官

兵在国防体育场（今昆都一带）集合，主席

台中央悬挂着横幅：“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

十二、十三军改编大会”。看到横幅后，宋

任穷觉得不妥，立即要求布置会场的同志把

“改编”改成“合编”。当晚，云南军区举

办晚会，庆祝合编完成。宋任穷来到晚会现

场，看到“部队合编欢迎会”的横幅，又叫

来工作人员，将“欢迎”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编”跟“合

编”、“欢迎”跟“联欢”意思都差不多，

为什么一定要改？宋任穷告诫部属：“共产

党人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

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共产党现在是执政党，

居领导地位，因而尤其应该注重统战政策，

团结党外人士。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

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起义部队是被

动的。事实上，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

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许多功劳，是顺历史潮

流之举，这能分出个主客吗？把‘改编’和

‘欢迎’改成‘合编’和‘联欢’就彼此一样，

没有主客之分了，这才合乎事实，才使起义

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战斗。”   

加强民族团结完成民主改革

解放初期，云南省共有少数民族上层人

士和宗教上层人士 1.3 万余人，其中 1.28 万

人分布在边疆地区。人民政权建立后，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

人民政府；大部分人对国民党不满，但对中

国共产党不甚了解，持疑惧和观望态度；极

少数人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和境外国民党军残

部，与人民政府武装对抗。因此，积极团结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而通过他们团结全

省各族人民，才能孤立和打击国内外敌人，

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顺利开展民

族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云南省委成立了滇西、

滇南 2 个工委。滇西工委辖大理、丽江、保

山 3 个地委，由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任书记；

滇南工委辖文山、蒙自（今红河）、思茅（今

普洱）3 个地委，由十三军政委刘有光任书

记。军队的师、团干部分别兼任地、县的

党政职务。

1950 年 7 月 20 日 至 31 日， 中 国 共 产

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提出，

少数民族工作要坚持贯彻“民族和睦，加强

民族团结，消除历史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工

作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以“团结、教育、改造”为基本政策，采取“请

出来”的方法妥善安排工作。

针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及工作中存

在“左”的倾向，省委及时提出“讲团结，

不讲斗争”“宜缓不宜急”“要反‘左’，

不要反右”的口号。提出在民族地区暂不搞

土改、不反霸，派民族工作队发展生产，派

医疗队为群众治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等初期工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到 1957

年，大多数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建立民

族自治政权，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

主义改造。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