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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美丽神奇的青海湖像一面宝镜，镶嵌在青藏高原的胸襟

上，亿万年来映照着以藏族为主的高原各族人民所经历的日月

更迭，历史沧桑；而坐落在它北畔的阿美瓦颜山，就像一位历

史圣人，千百年来记录着刚察儿女游牧迁徙、繁衍生息的勤劳

勇敢精神，特别是从苦难走向新生及其改天换地的生活历程，

以及他们在这片草地上所展示的祈圣灵而五体投地、敬天地而

歌舞裂肺的民俗民风⋯⋯。今天，《刚察县志》的出版问世，我

们终于可以把这一切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刚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近代以来，由于受封建奴隶

主阶级的残酷统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仅有的畜牧业也很

弱小，并掌握在牧主头人手里。没有工业、农业：教育等社会

基础产业，百姓处在饥寒交迫之中。1949年11月刚察解放，人

民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时代。经过40多年的创业奋斗，刚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刚

察人民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解放思想，奋力开拓，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

改善，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

民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刚察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境内绿草如茵的湖滨草场、

闻名遐迩的青海湖鸟岛，与古老的佛教文化胜迹和独特的民族

风情相映成趣，别具风格。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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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铜、铁、矿泉水、白云岩等a刚察交通便利，青藏铁路、国

道公路线横穿全境；通讯迅捷，程控电话直拨全国；电力充足，

西宁电网供电线路安全可靠。我们热情欢迎海内外人士来这里

观光旅游，投资开发，共创辉煌。

在这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刚察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

县志编委会编纂《刚察县志》，从1 992年4月组建机构，制定

篇目，搜集资料，统纂编辑起，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通过县

志办编写人员的忘我工作，广集博采，精心著述，四易其稿，历

时六载，终于成书。为此，我们代表全县各族人民对编修人员

的辛劳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向提供史料的社会各界人

士，向省、州有关专家学者给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表示诚挚

的感谢!

《刚察县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对各时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史料，逐项进行研究整理，客观地记述了

刚察的历史和现状。“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它既是我们掌

握县情、资治、教育的一本刚察百科史书，又是藏区社会发展

的一个小小缩影。当然正如一项巨大工程总有瑕点一样，此书

也不免在某些方面有不尽完善的地方，望谅之!但不管怎样，我

们总算有了第一部县志!兴奋之余，欣然命笔，略表心意，谨

以为序。

中共刚察县委书记：张文魁

刚察县人民政府县长：申忠民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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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刚察县志》主要记述近代、现代基本县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译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据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严谨、科学、

客观的态度进行编纂，下笔行文，一从其实。

二、本志以总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

录9部分组成。以总述概括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其余6编共分37章、181

节、410目。

三、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用语体文、记述

体编写，文字力求简雅、流畅，文风力求严谨、统一，不作评论，不作注释，

引文用原文并注明出处。

四、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以1952年建立政权以后的历史为主，部

分内容追溯到秦汉时代，下限断止1990年底，人物部分及个别内容延续到

1995年。

五、历史纪年著录及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朝代年号，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数字(除引文、历史年号

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六、地名一般用现行标准地名，引用藏语、蒙古语地名和历史地名，均

括注今名并以汉文译音著录。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对于在本地生活、工

作时间较长、卓有贡献、为当地人民深志难忘的客籍人物亦予收录。烈士及

英模，不分本籍、客籍，均列入表。

八、文献、著述和文学艺术作品收录，系正式印发和出版的文件和书籍。

九、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法定计量单位，个别内

容按史实采用历史时期计量单位，适当加注现代计量单位。

+十、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i州、省档案、图书、报刊资料，口碑及回忆

资料，经核实后亦采用。各项数据采用县统计局资料，其他数据采用各有关

单位提供的数字，经核实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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