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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寨乡志》在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半

载，几经修改，终于付梓问世了。它的出版，无疑是全乡人民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幸。 ．

由于诸多原因，在此之前，我乡从未编写过乡志类书，这

对于总结历史，鉴往知来，不能不说是件缺憾。《沈家寨乡

志》的编纂，正是弥补其不足。它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有裨于嘉惠后人的作用。
’

值此《乡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乡志》编纂领导小组， ．

向悉心指导帮助我们编写工作的青海民族学院许英国副教授，

向为《乡志》编写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写人员，谨致衷心的

感谢!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由于各人的业务水平不齐，加之有些

资料不全，难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敬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以补苴罅漏，使之再版时更臻完善。是为序。

．刘平

1 988年8月5日



编辑说明

’一、《沈家寨乡志》上限为1 949年，下限为1 986年，

(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文物古迹，风土人物不受此限)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史实，

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

三、体例包括志、图、传、表、记。以时间为经，事件、

为纬。

四、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民国)，一般不下政治定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文中称“建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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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寨乡志

第一编概述

第一章建制沿革

(一)沈家寨乡命名的由来与沈家寨村

沈家寨乡以沈家寨村命名。沈家寨村由来已久。很早年

间，有回族人民姓沈者几户草创于此。他们从落户之日起，

披荆斩棘，惨淡经营，修渠引水，垦荒种地，白手起

家，结舍为邻。经过几年奋斗，逐渐兴旺起来，便筑堡为

寨，以沈氏姓为寨名。此地为原湟中县管辖。建国后，随

着行政区划的变迁，先后隶属湟中县一区和九区，命名为

新民乡。划归西宁市后，于1 961年10月，由西宁市城西区人

民政府沿用旧称正式命名为沈家寨人民公社。l 984年6月，

根据新的体制恢复了沈家寨乡的名称。

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沈家寨乡经历了一番曲折迂回

的艰难历程。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清政府为了进一步

加强对西北地区的高压统治惨酷镇压回族人民的反请起义

斗争，处心积虑挑起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纠纷、嗾使互

l



相械斗，互相残杀，酿成了民族仇视的悲剧o 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再次派兵镇压回族人民的起义

斗争。此役直接波及到沈家寨乡，勒令将沈家寨的土著回

族迁徙到湟中县后沟一带。被强迁的圆族人民，自已的浮

财虽然如数带走，但将相依为命的大片土地充公，列为

“官户”。当时的西宁府衙，t|以领土地执照为名，将这份

“官产”拍卖，大部分出卖给当地上户。剩余的约下籽三

石多的土地，颁发给沈家寨村作为庙田。l 930年(民国十

九年)，为了开发智力，兴办学校，将庙田如数转为校田，

充实了当地小学教育资金。

(二)建国三十七年来的政权形势演变

建国三十七年(1949一1986年)的变化如下：

1、乡公所：I 949年9月后建立乡政权，称乡公

所、设乡长；乡下设村、村设村主任。】950年建立乡

农民协会，设正、副主任，村设分会，设正副组长。

2、乡人民政府，I 953年改乡公所为乡人民政府，组

成乡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乡长；设利主任。

3、乡人民委员会：1 953年，召开了首届一次乡人民

代表会，选举产生了乡人民委员会。

4、人民公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设社长，下

设管委会，管委会下设生产大队，设大队长；大队下设生

产小队，设队长。

5乞革命委员会：I 967年，由军、干、群组成了三结

合的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队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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