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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

言裂鬟耋善王勇智县志编委会主任
～H

正值金秋十月大地铺锦之际，欣闻《伽师县志》即将出版，可喜可贺。在此，

我向关心、支持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向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

谢和敬意。

青光绪二十八年(1 902)，伽师县从疏勒州析置，属喀什噶尔道。民国1 7年

(1 928)后，先后属喀什行政长公暑、喀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新中国成立后，先

后属喀什专署、南疆行署、喀什行署管辖。1 977年1月1日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管辖，1 980年7只5日复属喀什行署管辖至今。

伽师县是多民族聚居区，文化氛围浓厚，历史悠久，素有“西域明珠”、“瓜

果之乡”的美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伽师县委、县人民政府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优化体制、

服务和人文环境，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调整和



优化种植业结构，积极进行有和】于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扩大招商引资的软硬环

境，抓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关键，发展壮大粮、棉、畜、瓜果园艺业四大

支柱产业，把伽师瓜、酸梅、杏等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全县已形成上杏、中

梅、下瓜的生产布局。全县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

大旗帜，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

埋头苦干，与各类自然灾害做顽强斗争，改变了千百年来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

方式，El新月异的伽师正昂首阔步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仂口师县志》编纂者们数年

来安于清贫，泼泊名利，筚路蓝缕，奋发拼搏，一部全面展示和刻录全县各族人

民的风雨历程，记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El益

提高、各项事业蒸蒸El上的县志终于成书。它的出版凝聚了众多热爱、关心伽师

县志的编暴、审定人员的心血，是团结拼搏、众志成城结出的硕果，是春华秋实

的收获。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真实地记述了伽师县自然

环境和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数据确切，是一部全面反映伽师地情的百科全书。《伽师县志》将成为

我县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反对民族分裂和非

法宗教活动的学习教材，成为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通过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伽师、了解伽师、热爱伽师，进而激发起我们振

兴伽师和重塑辉煌的历史责任感。

鉴往知来，满怀豪情。全县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蓝图已定，让我们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与时俱进，万众一心，抓住执政兴伽第一要务，珍惜大好形势，

珍惜历史经验，珍惜宝贵机遇，坚决惩治各类腐败的温床，铭记“两个务必”，践

行“三个代表”，继续实施“得民心”工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

为民所谋，继续发扬“团结奉献、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负重奋进、争创一流”

的伽师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壮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伽

师县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

200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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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伽师县原县委书记杨志明
原县志编委会主任

竺瞿三仓曼蝥雾苎苎木太力甫．吾布力
原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 ‘

值此《伽师县志》出版之际，谨向支特、参与修志的各级同仁表示衷。的感谢和亲切问候!

“以史为签，可以知兴替”，《伽师县志》记载7伽师县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自

然与社会发展、沿革情况，是“一方之全史”，是一县之百科全书。《伽师县志》的付梓是全县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之一，是7解伽师，开发伽师的一个重要窗口。

伽师县史志办的同志，历经多年的辛勤笔耕，奋力拼搏，广征博采，边学习，边探索、边

实践．边提高，严格遵循方志自身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等特点，以严谨扎实的精

神，翻闯大量资料，整理制作卡片，走访离退休干部，数易其稿，加班加点，终于编成了一部

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体例完备的县志。《伽师县志》是一部“资治．教化、存史”的具有实用

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志书，它必将成为全县各族人民7解伽师，热爱伽师的9土教材。各族党员、

干部不仅要读志，还要用志，使志书成为科学决策和日常工作的有用之书。

伽师物产丰富，在2001年度荣获中国伽师瓜之9、酸梅之9、杏子之9的殊荣，特别是伽师瓜

远销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九九昆明世博会上获得金奖，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交口赞誉。

今天的伽师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各族人民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各

项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我们坚信，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伟大旗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握机遇，振奋精神，团结一心．扎实

工作，定会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祝愿美丽富饶的伽师更加美好。

200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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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嚣登畜警甏尼牙孜·阿西木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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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鬻萎嚣坚器郭渭安原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

在《伽师县志》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在《伽师县志》威书过程中辛勤笔耕、呕。沥血、付

出极大努力的修志工作者，向为《伽师县志》编修工作献计献策的老干部、老同志，向对编纂

工作给予热情指导和大力帮助的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专家及区内外学者，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伽师县志》的正式出版发行，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全县各族

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熟悉县情、7解历史．把握现实、开创未来，促进县域经

济腾飞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1 902年7月，伽师正式建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伽师县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伽师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成为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城9面貌变化最快的时期，民族关系最为和谐融洽的时期，是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党的建

设力度最大的时期。各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国民经济特

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9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 人民群

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普遍提高；民族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切实加强，汉

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八人。

今天的伽师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安居乐业，各

族人民正意气奋发、信心百倍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发挥地缘、资源优势，全力打造伽师县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



的新格局。深刻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深化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远谋富民之策，多

办为民之事，坚持实干兴伽、创业富民，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相信在国家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引导下，通过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劳动，伽师这颗“丝路明珠”将

再放异彩，

《伽师县志》自1 984年启动编修，历时数载始告完成，实为一项艰苦而浩繁的文化系统工

程，它本着继承传统，力求创新的原则，立足当代，以记述伽师县的区情为重点，全面系统地

记述T境内建置沿革，自然资源、政权建设、民族宗教、经济状况、科技文化、风俗习惯、名

胜古迹等各方面的情况，重点记述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伽师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建设社会主义伽师的光辉历史。《伽师县志》是一部反

映县域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希望全县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来读志用志，使

自己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不断提高认识和决策水平，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

地发挥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的社会功能，使它更好地为伽师县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200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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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全面记述伽师

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二、编纂原则

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求真务实的原则，力求体现鲜明的时代特

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全面真实地反映全县自然、人文、社会的面貌和发展演

变的轨迹。

三、志书结构

本志以编、章、节、目为基本结构，以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

筑依次排列。概述、大事记冠于志首，附录置于志末，全书共设31编。

四、资料来源

本志以档案、史籍资料为主，辅以口碑及调查资料。志书中数据除参照县

统计局提供的国民经济资料外，同时也采用各业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字。

五、记述时限

本志上限从事物的发端写起，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至1999年伽师县的

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发展变化和人文风情。个别事项记述

延至2004年。

六、记述方法

本志以语体文记述为主，部分资料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全书以志

为主，横列门类，纵写史实，记、传、图、表、录穿插其中，力求达到文图并茂。概

述总括地情，概括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为表现事件的完整性，有些地

方用纪事本末体。

／(》



·2· 伽师县志

七、纪年

本志民国和民国以前，采用帝号、国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年代前如不标明世纪的，

均指20世纪。

八、名称

本志政区、机关、官职名称按历史称谓。地名中属于历史地名，沿用史籍

中通常写法，并注明现代地名；新地名以伽师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地名为

准。少数民族人名尽量书写全名；属历史人物姓名，均以史籍上通常写法为

据。文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县委”指中共伽师

县委员会；“自治区”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州”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

九、立传原则

本志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编中的传主按卒年顺序排列，不分主籍、

客籍。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和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人物简介加以介绍。

离休老干部及先进模范人物、获奖科技人员、获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以列表方式表述。

十、文字图表

本志依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简化汉字总表》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行文通则(试行)》之规定，力求做到书写规范化。

，酒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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