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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建政六十年之际，《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

正式编纂出版了。这无疑是自治县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这也是继《河南蒙古族自治
县年鉴》（1991—2000 年）之后的又一部全面反映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
的史册。

在步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全县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紧紧围绕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中心工作，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
区建设、中央支持青海等省藏区发展、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全州水电开发和出境公路建
设项目南移等战略机遇，明确执政施治思路，勇于开拓，锐意创新，努力推动县域综合实力再
攀新高。

自 2005年以来，河南县委、县政府深入调研，科学研判，在全省率先提出和确立了发展
有机畜牧业的主体思路，通过组建有机畜牧业发展中心、编制有机畜牧业发展规划、制定有
机畜牧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申请有机畜牧业认证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全县有机
畜牧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 年，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6.56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1.95万元，较
“十五”时期人均增加 1.07 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858 万元，实现工业产值 6950万元。
“十一五”期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5.53 亿元，比“十五”期间翻了两倍多。“十一五”末
实现牧业总产值 4.60亿元（现价），年均增长 6.16%；各类牲畜存栏数达到 80.36 万头（只）；母
畜比例、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商品率分别达到 59.98%、47.02%、50.08%和 45.06%；全县牧民
人均纯收入 4012.03 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4602.94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68 万元。

此时此刻，蓦然回首，是历经时代发展潮流的自豪与欣悦；立马前瞻，是极目海天波澜的
激情与奋然。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及时总结经验，立足现实，谱绘新篇，在加快建设新河
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大胆探索前进。相信，只要坚持以史为鉴，继续解放思想，加快
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符合县情实际的发展道路，富裕文明和谐新河南建设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徐卫方
阿 琼

2014 年 6 月

中共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编辑说明

一、《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是一部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
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和史料文献。

二、《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全面系统如实记述 2001 年至
2010 年河南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建设河南，构建和谐社会，走各
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道路的历史进程，准确反映河南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
经验，全面系统反映河南县情，旨在为各级党委、政府指导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为地区经济发
展提供借鉴，为社会各界和国内外人士了解研究和参加河南建设提供信息资料，为河南县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以条目为主，设特载、大事记、概

述、政治、经济、社会、人物、附录等八个篇目。
四、《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采取分类编辑方法，设有篇目、栏

目、分目、条目四个结构层次。分类的标题，用字号、字体和版式设计区分，条目以黑体字加括
号“【】”单列。
五、《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所用资料均由各有关单位提供，并

经单位领导审定。特载、附录文件及有关资料均以原发文件为准。授予州地（市）级以上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光荣榜以授予时间先后为序，省级优秀专家、高级、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名录以批准时间先后为序。

六、《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为记述方便和需要，将“黄南藏族
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等全称有时简称为“黄南州”“河南县”。

七、《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所用资料时间原则上为 2001 年 1
月 1日至 2010 年 12月 31日。为求叙述完整，个别情况及有关数据适当上溯或下延。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年鉴》（2001—2010 年）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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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从今年开始，河南县将凭借西部
大开发的良好机遇，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根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制定
的《纲要》，对全县“十五”期间经济和
社会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是河南县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发展特色
经济，夯实发展基础，全面建设牧区小
康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体现战略
性、宏观性和政策性。

第一章 发展基础与环境

一、“九五”成就和问题
“九五”时期，全县各族人民在党

的正确指导下，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完成了“九五”规划的主要目标，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综合实

力增强。“九五”期间，全县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9.19%，其中第一产业平
均增长 7.6%，第二产业年均增长
16.4%，第三产业年均增长 11.68%。
2000年达到 7740万元，实现了翻两番
的目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州平均
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九五”期间，全
县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9017.91万
元，是河南县历史上投入最多的时期，
比“八五”增加 5976.91万元。一批电
力、通讯、交通、卫生、教育、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社会
生产的综合能力增强，投资环境得到

特 载

河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

（2001 年 3 月 27 日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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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善。
———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牧区

经济持续增长。“九五”期间，牧业总
产值年均增长 7.06%，2000 年达到
5561万元。以草定畜力度加大，2000
年存栏牲畜 75 万头（只），比“八五”
末减少 4 万头（只），总增率、商品率
比“八五”末分别提高 9.61、15.92个
百分点。肉类总产量首次突破 1 万
吨，比“八五”末增长 63.7%。全县累计
完成围栏草场 180万亩（1 亩 =666.67
平方米），95%以上的牧户实现了定
居，牧业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经
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畜群、畜种结构
进一步改善。母畜比例达到 54.67%，
比 1995年提高 3.97个百分点，牧民以
市场为导向，调整畜种结构的观念逐
步形成，牧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工业稳
步发展，第三产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
势头。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 70%以上，
亏损局面基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进
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企事业
职工养老保险率达到 100%。住房制
度、粮食流通体制、财税体制、医疗保
险制度等改革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
长 6.11%，2000年达到 486万元，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比重增加，个体户
达到 377家。

———科教兴县力度加大，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2000年全县适龄儿

童入学率为 84.3%，比“八五”末提高
40.2个百分点。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
制，全县总人口为 2.87 万人，年均增
长 1.2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4‰，
比“八五”末下降 4.72个千分点。广播
电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县建成
卫星接收站 50处，覆盖率达到 35%。
完成了二、三期普法任务，依法治县
进程加快。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扶贫攻
坚成效显著。“九五”期间，全县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33%，
2000年达到 4700元，牧民人均收入
年均增长 9.98%，2000年达到 1480.35
元。减轻牧民负担的各项措施得到落
实，人民增收工作力度加大。五年内
共解决 306 户，2697 人的温饱问题，
全县贫困人口年均收入由 650 元增
加到 850元。
“九五”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经济总量小，整
体上缺乏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牧
业基础仍然薄弱，产业化程度低，经
济效益不高；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项目争取工作不力，新上项目少；资
金短缺，资源开发缓慢；就业渠道不
畅，就业压力大；经济结构单一，结构
调整困难，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财
力匮乏；个别部门和地方缺乏开拓创
新意识，办事效率不高。所有这些问
题，都要在今后改革发展中着力加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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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发展环境
进入新世纪，全县经济和社会发

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
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
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
在基础设施建设、黄河源头生态环境
治理等方面将会更加支持和重视。我
县地处黄河源头，生态环境地位重要，
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做好各方面的工
作，我县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将得到更
多的帮助和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调整，
将有利于我县优势资源的开发。改革
开放 20年，我县经济基础增强，发展
思路更加明确，社会安定团结，为今后
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加快脱贫
致富的步伐，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并且
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这些为我县
今后五年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
要充分认识到面临的不利因素：牧业
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实现产业化，提高
整体经济效益的困难大；国有企业受
人才、资金、技术的影响，缺乏竞争能
力，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竞争
压力将更大；多数贫困牧户集中于自
然条件艰苦的宁木特乡和边远偏僻地
区，脱贫难度很大；优势资源由于受交
通、资金的影响，转化经济优势的难度
相当大；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就业渠道

狭窄，条件艰苦，毕业生和待业青年分
配困难；缺乏引进人才的环境；草场退
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治理的任
务艰巨。

第二章 战略目标

“十五”期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贯彻
十五届及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
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以加快
发展为主题，以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特
色经济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
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
除贫困为根本出发点，加快基础设施
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实
现河南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十五”期间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总体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与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适应；城镇建设有
较大进展；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
步遏制；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优势
产业和特色经济初步形成；国有企业
扭亏增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进
展；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稳定解决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城镇居民基本
实现小康，牧民群众多数实现小康；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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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目标
“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8%，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 4%，
第二产业年均增长 20%，第三产业年
均增长 16%。按 1990年不变价计算，
到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7 亿
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3340元。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0%。固
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1亿元。

2.经济结构调整目标
“十五”期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分别从“九五”期间的 71%、8%、
21%结构调整到 57%、14%、29%。非公
有制经济比重占经济总量的 25%，达
到 3000 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300万元，年均增长 15%。

3.人口与人民生活目标
到 2005年，全县人口控制在 3.5

万人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4‰以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6000元，年均递增 5%；牧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2200元，年均递增 8%。建立完
善满足人民健康基本要求的医疗卫
生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
健；全县电视覆盖面达到 50%以上；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5%；社会保障覆
盖面达到 30%；城镇电话普及率达到
98%；积极推进依法治县进程，提高依
法行政水平，争取建成优干宁镇、赛
尔龙镇。

4.生态环境目标

通过围栏封育、以草定畜、灭鼠灭
虫、人工种草等综合措施，治理黑土滩
退化草地，提高草地覆盖率，恢复草地
生态，通过建植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
林、封山育林等工程，达到减少水土流
失的目的，使河南县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逐步得到遏制。

5.科技教育发展目标
到 2005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30%左右；基本普及六
年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0%，扫
除现有青壮年文盲。

6.牧业发展目标
到 2005年，牧业总产值达到 6770

万元，年均递增 4%；牲畜总增率达到
42%，商品率达到 38%，分别比 2000年
增长 4.68和 1.67个百分点；肉类总产
值达到 11 600吨，年均递增 1.34%。全
部牧户实现定居，草原建设设施向多
配套方向迈进。
实现上述目标，要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

极进取，开拓前进，在某些领域实现跨
越式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加快向公平、繁荣、健康、
文明的小康社会迈进。

———坚持科教兴县，加快人才培
养，努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经
济结构调整，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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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竞
争能力。

———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
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
经验。

———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立
足当前，着眼未来，把解决当前突出问
题同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实
现速度、效益和后劲的统一。

———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把
加快城镇化进程同稳定发展牧区经济
结合起来，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
大开发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章 基础设施

一、超前建设交通网络
以实现干线公路、县乡公路黑色

化和乡村公路等级化为目标，重点抓
好三线（河玛、河碌、河武）重要路线
建设与改造，加快资源开发、旅游、扶
贫公路建设，形成连接甘肃碌曲、玛
曲及我省果洛、泽库的三条出县通
道。实施“乡村公路通达工程”，提高
通达深度和等级。逐步建成以县城为
中心，以三条主干线为骨架的公路网
络。到 2005年，县乡公路基本达到三
级标准，牧委会通公路或通机动车，
村与村之间多数通机动车，形成乡村

公路网络化。全县通车里程达到
1000 公里左右，其中三级公路争取
达到 350 公里，乡村公路达到 650 公
里左右。

二、加快信息基础建设
大力发展移动通讯、数字通讯，扩

大覆盖面，提高电话普及率。到 2005
年，县城开通移动通讯，各乡开通移动
电话，并向村一级延伸。加强邮政网络
建设，开通乡级邮路，提高通邮率和邮
件传递速度。逐步实现政府、企业、学
校上网工程，接通全县信息网，促进国
民经济信息化。

三、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草原灌溉，解决人畜饮水

问题。对草场退化严重的夏拉滩、柯生
滩等 11个大型草场进行引水灌溉。到
2005年灌溉面积达到 20万亩。在缺
水地区通过管道、人工井、机井等工程
解决目前 7300人，24万头（只）牲畜的
饮水问题。

四、强化城镇设施建设
以旧城改造为基础，重点抓好

县城环城路、垃圾无公害及排污工
程、自来水扩建工程、县城北山防
护林、绿化美化等工程，各乡所在
地修建自来水和道路工程，提高城
镇总体服务功能。到 2005 年，建成
县城体育场，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
80%，初步建成县城绿化区，县城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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