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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省长、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刘伟平

　　经过数年努力，《甘肃省志续志》先后付梓。这是我省文化

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值得庆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延绵不断，数万卷

典籍熠熠生辉。泱泱华夏，蔚为史国。２０世纪后期，承平既久，

海内晏清，全国上下兴起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１９８５年５

月，省人民政府制定全省修志规划，启动 《甘肃省志》的编纂。

经过省上８０多个部门、单位数千名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

人士２０多年艰苦努力，到目前基本完成全志编纂。《甘肃省志》

上起先秦，下讫２０世纪后期，凡７２卷、５０００多万言、３０００多幅图

片，是甘肃有史以来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丰富的创修通志。

该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观点、新材

料、新方法和新体例，统合古今，突出当代，全面记述甘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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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革演变和发展进程，举凡舆地沿革、山川形胜、物产矿

藏、税赋徭役、书院学校、职官人物、金石艺文、民族风俗、气

候灾异等情无不穷搜毕罗，堪称 “甘肃之全史”。《甘肃省志》

的刊行，不仅在资治教化、服务现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传承历史、垂鉴后世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

《甘肃省志续志》主要记述甘肃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辉煌历

史。３０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共甘肃省委、

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同甘肃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始终扭住科学发

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主线，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兴省、工业

强省战略，着力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全省生产总

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４．７３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１１９．４６亿元，年均增

长９．６％；大口径财政收入由２０．５３亿元增加到７４５．２５亿元，增长

３５倍；粮食总产量由５１０．５５万吨增加到９５８．３万吨，增长８７．８％，

人均由２７３公斤增加到３６８公斤；工业增加值由３４．６６亿元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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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２．８７亿元，年均增长８．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３４２４．７元和１３１８８．５５元，增长３３倍和３１倍；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经过３０多年的持续

发展，全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和生态环境建设迈出了新步伐，呈现出政治安定、社会和谐、经

济繁荣、人民幸福、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

记录伟大时代，续写壮丽史章，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

命。２００４年，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省人民政府适时启动全

省第二轮修志。《甘肃省志续志》是我省历史上第一部断代体省

志，上限一般与 《甘肃省志》各卷下限衔接，有些卷目稍有前

移。下限断于２１世纪初叶。编纂工作仍由省上各有关部门、单

位、相关学术机构和社会人士承担。出于前后两志体例统一的考

虑，同时遵循续志编纂的通例，《甘肃省志续志》继续采用横排

门类、纵述沿革，卷类相从、以卷为志的大编目体式，在主要卷

目与前志基本对应的同时，于不同层面增设了反映新的社会门类

和新兴产业的卷目或篇章。全志仍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

物志和附录等７０卷组成，总篇幅达５０００万文字，４０００多幅图片。

《甘肃省志续志》的编纂借鉴第一轮修志的成功经验，吸收方志

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顺应时代发展变化，既继承传统，又积极

创新，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述历史，多角度、全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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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反映现状，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资料性文献。与其他史籍明置褒贬以寓惩戒的方式不同，志书向

以辑录资料为第一要旨，即所谓 “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资料之

中。《甘肃省志续志》尊崇治志所重的 “实录”精神，记述改革

开放的当代史实，档案资料系统完备，采访资料时近迹真，加之

编纂人员钩沉提要，取精用弘，注重以资料反映消长，彰明因

果，体现规律，力求达到资料性与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使该

志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志书编纂过程中，数千名参编人员不辱

使命，黾勉以之，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为按期完成任务、保证

志书质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业绩将和这部志书一道载入

史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孔子辑五经为世所重，汉兴收

篇籍先典攸高。方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是一地一方的信息总

汇和百科全书，就辅翼治道而言，其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为其他

史籍所不及。历代前贤常常览方志而察形势，经国济世。革命先

辈每每借方志而知地情，成就大业。胡锦涛指出：“只有铭记历

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

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因此，肩负领导责任

的各级决策者，要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尤其要重视读史

用志，通过方志这一地情信息宝库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把握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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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从而作出切实合理、富有前瞻性的科学决策，推动各项事

业科学发展。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颁布了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政府法规

确立了地方志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地方志

工作进入依法推进、科学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０９年１月，省人民政府

制定了 《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对全省地方志工作做出了进

一步规范。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服务改革发展

的功能和作用，认真抓好 《条例》和 《规定》的贯彻落实，加强

领导，明确责任，进一步加大对地方志工作的支持力度，为地方

志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实现了由单纯编

纂志书向以编纂志书为主，编辑年鉴、编写地情资料和史志信息

化建设齐头并进、多元发展的转变。 《甘肃省志续志》的刊行，

将对全省地方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希望各级地方

志工作部门和广大修志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继续

发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

负责的态度，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志

书，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回顾过去，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让我

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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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锐

意进取，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２０１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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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气象局局长　鲍文中

　　光阴荏苒，四季更迭，时空流转，气象万千。自１９８９年第

一轮 《甘肃省志·气象志》出版之后，转眼又过去了二十多年，

甘肃气象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又进入了崭新的时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气象工作作为科

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地位的确定，使得气象事业发展的内

涵更加丰富，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联系愈加紧密，呈现着

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不断展现和散发出新的活力。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新一轮 《甘肃省志·气象志》的编纂工作经过几年的

努力，现今终于成书，呈现到广大读者面前。应该说，这是新世

纪甘肃气象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第二轮 《甘肃省志·气象志》时间下延至２００７年年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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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了甘肃气象事业的历史沿革，特别

是１９８６年以来甘肃气象事业改革、创新和发展的轨迹，第二轮

《甘肃省志·气象志》承接第一轮志书，内容包含概述、甘肃气

候、气象业务、气象科技与服务、气象管理共四篇十八章和四个

附录，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公共气象、资源气象、

安全气象”的理念贯穿始终，突出体现了气象事业在构建和谐社

会进程中的现实性、基础性和前瞻性作用。因此，它是一部专业

性较强的史料专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象天法地，大道深蕴于自然。甘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

从气候特点上来讲，是比较典型的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环境脆

弱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十分明显，平均温度升高的幅度高

于全国平均值。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灾害性天气频发、

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土地荒漠化加剧等严峻现实在我省都有不

同程度的显现，正在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据统计，气

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总损失的７０％

以上，我国每年受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约３．８亿人次，造成的

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 ～６％。甘肃省气象灾害种类繁

多，造成的损失约占整个自然灾害的８８．５％，高出全国平均

１８．５％。全省年平均降水量３００毫米左右，是全国年降水较少

的几个省份之一，干旱是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出现频率高，每年

平均受旱面积近１０００万亩，因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达５亿到１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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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公斤。干旱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安

全。目前，甘肃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约１９．２８万平方千米，占

全省总土地面积的４２．５％。土地荒漠化正在严重威胁着生态安

全，例如民勤绿洲及石羊河流域的生态退化、作为 “黄河蓄水

池”的甘南草地生态退化及黄河中上游来水量锐减等，其中都包

含着许多重大气候问题。如何积极应对这种变化，为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提供决策依据和基础保障，气象工作责

任重大，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天行健，甘肃气象人自强不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

“天人合一”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追求，自然概念里的气象与

人的精神层面联系得更加紧密，时至今日，现代气象科学的发展

不仅深化了这种内涵，也为气象科学揭示自然规律，认识自然、

顺应自然、趋利避害、协调发展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长期以

来，一代又一代甘肃气象科技工作者胸怀风云四季，继往开来，

心系阴晴冷暖，开拓进取，紧密围绕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

紧迫需求，着力防灾减灾、应对气象变化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福

祉安康，各项事业飞速发展，脚步铿锵，足迹坚实。

———气象现代化建设成就日新月异。星罗棋布的地面自动气

象站、无盲区的新一代天气雷达网以及 “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气

象卫星共同组成了地基、天基、空基相结合的气象综合观测系

统，极大地增强了气象监测预警和应急保障能力。相互衔接、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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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的现代气象业务体系、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气象人才体系

建设不断深化，预报预测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主

导、覆盖到农村 “最后一公里”的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和气象灾害

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抗御灾害的能力得到加

强。四季融于胸怀，风云尽在掌握，现代意义上的 “气象”，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气象服务内涵不断深化和延展。以需求为引领，气象服

务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能

源、交通、环境、生态建设、气候资源开发和利用等诸多领域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农气象服务方面，甘肃是一个

“靠天吃饭”的农业大省，依靠 “现代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

“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开展全程系列化服务，为全省

农业撑起了 “保护伞”，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优化产业布局、

发展特色农业等方面优势凸显。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服

务，不断完善生态脆弱区、易灾区生态气象观测网络，进行生态

保护与建设气候可行性论证和监测评估，加强生态服务型人工增

雨 （雪）能力建设，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气象之翼翱翔于大

地和天空之间，鹏程万里。

———气象事业改革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

大力关心支持下，在中国气象局的坚强领导下，甘肃气象事业改

革发展的脚步迈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气象事业结构调整不断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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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结构不断优化，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气象业务技术体制

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气象现代化建设，逐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协

调发展、开放协作、逐级指导的体系和框架；气象法制建设的飞

速进展，带动了气象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气象

业务现代化、气象工作政府化、气象服务社会化、气象管理科学

化，气象事业改革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节奏更加有力。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几代甘肃气象人的艰苦奋斗和默默奉

献，使甘肃气象事业发展的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今天，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气象工作的现实

性、基础性和前瞻性作用，全面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

各项工作，坚持公共气象发展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气

象现代化，以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为主线，着力调动社会资源和

激发气象发展活力，着力发展现代气象业务，着力发挥气象政府

职能，不断提升气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为甘

肃社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为甘肃气象事

业续写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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