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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努力，《甘肃省志续志》即将付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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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SU SHENGZHI TIYUZHI总 序

甘肃省省长、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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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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8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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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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于本世纪初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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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反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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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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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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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的贡献。

回顾过去，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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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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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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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腾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体育事业的

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阅读《甘肃省志·体育志》续志，掩卷沉

思，感慨万千……

盛世修宏志，体育凝众心。2005 年，根据省人民政府和省地方

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省体育局组织力量开始续修第二轮

《甘肃省志·体育志》。续修 1991—2007 年《体育志》，旨在全面真

实地反映自上届新编《体育志》下限以来，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以汇入《甘肃省志》的巨帙。现在这本续修的志书

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省体育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体育

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成果。全志共7篇 36 章107节，对全

省体育工作方方面面作了真实、客观的记录，门类齐全，资料翔

GANSU SHENGZHI TIYUZHI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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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勾画出了甘肃省体育事业发展情况的全

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幅画卷和历史浓

缩，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续纂体育志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50多个部门、单位

和体育工作者提供了资料，体育文史办公室的同志更是筚路蓝缕、

辛勤笔耕。因此，这部志书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在这里，我谨向参

加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祝贺！向为编纂工作提供帮助的兄弟单位和

部门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特别是学习贯

彻科学发展观以来，甘肃体育事业迅速发展。2006年启动实施甘肃

丝绸之路体育健身长廊，以建设群众性体育场馆设施和创办具有我

省特色的体育品牌赛事为抓手，加快了全省体育健身场馆建设步

伐。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新建起省级场馆 14 个，专业、优秀运动

队训练条件和综合性体育设施有了根本性改善。14 个市（州）中有

10个实现了“一市一馆”，以群众性体育场馆建设为重点，一批体

育广场、体育中心、体育公园相继建成。国家体育总局援建“老少

边贫”地区的“雪炭工程”14 个，中国奥委会援建民族地区的

“民康工程”2 个，华池、会宁、陇南、甘南、临夏等 14 个市

（县） 建起了造价 500 万元以上的综合体育馆，厂矿企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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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社区体育场地发展到 21900 个，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修建的

18617个，是改革开放前的 4倍。积极创办体育品牌赛事，嘉峪关

国际铁人三项邀请赛、天水伏羲武术大会及漳县贵清山攀岩赛等品

牌赛事形成特色，为甘肃体育事业发展插上腾飞崛起的翅膀。群众

体育组织不断完善，形成了各部门、各行业齐抓共管的格局。省上

成立了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各级体育组织和体育协会不断发展、健

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有效依托，科学文明的

健身活动遍布城乡。至 2007 年底，全省各类体育社团发展到 419

个，晨晚锻炼点（站） 发展到 5300多个，青少年俱乐部发展到 44

个，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到 1.5 万余人。学校体育得到重

视，“青少年阳光体育”正在兴起。“农民健身工程”推动了农村

体育快速发展，农民健身活动空前活跃。社区体育、职工体育、老

年人体育蓬勃发展，民族体育形成亮点，残疾人体育整体水平不断

提高。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和举办，十多年来，我省竞技

体育为国为省争光，全省体育健儿先后参加了 5届城运会、4届全

运会、4届亚运会、4届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国际国内各类重大比

赛中共获得金牌 411.5枚、银牌 391.5枚、铜牌 428.5枚。累计获

得 19个世界冠军，67个亚洲冠军。有 23人 25次打破全国纪录，

13人 12次破亚洲纪录，2 人 2次超世界纪录，为祖国和甘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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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卫

2011 年 9 月 14 日

赢得了荣誉。

编纂和出版体育志，对于总结我省体育历史发展，帮助我们认

识体育、理解体育、发展体育和振兴甘肃体育，无疑会起到积极的

作用。

故欣然撰此短文，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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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甘肃省志·体育志》之续志。

二、本志编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客观、真实、

全面、系统地记述甘肃体育事业发展变化的新发展、新成就。

三、本志上限起自 1991 年，与 《甘肃省志·体育志》的下

限 1990 年相衔接，下限断至 2007 年。为全面记述改革开放以

来甘肃体育事业的发展，一些竣工于下限之后的场馆设施的记

述略有延伸。

四、本志所记行政区域及体育管理机构称谓均以 2007 年省

境行政区划及称谓为准；首次出现的各种名称用全称，之后采

用通行的简称。

五、本志各项运动竞赛成绩的列表统计中，全国运动会、

洲际和国际运动会记至前八名；全国体育大会、城市运动会、

凡 例 GANSU SHENGZHI TIY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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