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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海县志》编纂委员会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第一届(1982年9月21日一1988年6月20日)

主 任： 朱 华

副 主 任： 罗正刚 王志武

委 员： 华吉太 吴兴华 l祁 加I 官却乎

办公室主任： I赵和忠I‘

副主任： 项保

编修人员： 项 保 李传增 景增跃 雅巴健

I李玉田l f纳玉龙l

第二届(1988年6月21日一1989年5月26日)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主

副

顾

口
贝：

编：

主 编：

问：

马世珍

沈国元

王元德

陈永秀

沈国元

钱多杰

金志仁

辛东和

刘金傲 当 周 李增范 苏卓改飚普洛
王元德 李增范匮盈
朱华官却乎

圆

困



第三届(1989年6月1日一1992年)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主 编：

副 主 任：

顾 问：

仁青加

李选生

王元德

苏卓改

沈国元

钱多杰

金志仁

沈国元

刘金傲 当 周 李增范 陈永秀

普 洛

王元德

朱 华

李增范圃
第四届(1992年1月一1996年10月)

主任委员： 扎 西

副主任委员： 牛德辉

委 员： 刘金傲 李选生 李增范 陈永秀 邹旭东

康世清

办公室主任： 康世清

副 主 任： 牛 鞠 刘金傲

编修人员： 刘永贵 仪 静 李增范 马生贵 拉毛才旦

l余世显I康世清刘金傲

工作人员： 赵强华

1994年9月办公室修志人员调整

办公室主任： 邹旭东

副主任： 葛文军

编修人员： 马生贵 雅巴健 拉华才让 邹旭东 彭忠禄

葛文军拉毛才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95年3月办公室修志人员调整

办公室主任：

副 主 任： 何明钦 李九菊

编修人员： 马生贵 雅巴健 拉华才让 彭忠禄

拉毛才旦 李九菊
’

工作人员： 赵强华

第五届(1996年10月10日一1997年11月)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副 主 任：

编修人员：

工作人员：

旦科

张正祥郭维斌

才项仁增 刘生财 刘万顺 阎建华 何明钦

邹旭东 金绪中 安拉太 多杰冷主

刘万顺

阎建华 何明钦

彭忠禄 马生贵 李洪财 多杰冷主 刘万顺

阎建华何明钦

赵玉芬赵强华

第六届(1997年12月一1999年10月)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办公室主任：

副 主 任：

主 编：

副 主 编：

顾 问：

张正祥

郭维斌 万玛多杰

l刘万顺I

阎建华何明钦

I刘万顺l

阎建华 何明钦

康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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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做了主人。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力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事业进步，人民

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兴海县志》准确、全面地记述了兴海的过去和现在，客观地

反映了历史。从县志我们可以了解兴海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走

过的曲折道路，了解先辈们辛勤开拓的伟绩，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兴海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经验，吸取

教训，为今后工作提供借鉴。

《兴海县志》的编写问世，填补了兴海无志的空白，是一件有

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也是兴海县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愿她在激发全县人民的爱国主

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团结，鼓舞斗志，为兴海的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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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兴海县委、县人民

中共兴海县委书记 尕玛加

199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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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兴海县志》经过修志工作者戮力同心，

忘我工作，广收搏采，辛勤劳动，积10余年之功，锲而不舍，终

于编成了兴海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填补了兴海无志的空白，为

子孙后代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卷。

兴海山川巍峨，草原广袤，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民勤劳而

智慧，民风淳朴而敦厚。东面，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蜿蜒迤逦，

如彩带盘绕，将兴海、同德2县相隔；西面，巍峨挺拔的昆仑山支

脉绵延数千里，将兴海、都兰、玛多3县紧紧相连；南面，终年白

雪皑皑的玛积雪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兴海、玛泌2县的分

水岭；北面，宽广坦荡的塔拉草原使兴海、共和2县相依为邻，共

享大自然无私的奉献。春天，万物复苏，百草攒动，小雨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夏天，绿茵似毯，牛羊成群，奔逐欢腾，如祥

云轻灵飘逸；秋天，麦浪翻滚，牛壮羊肥，“七月流火"映照着勤

劳的业绩；冬天，银装素裹，晶莹剔透，高原风光更旖旎。在1．2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峰耸立，沟壑纵横，黄河一级支流曲什安

河、大河坝河在高山大川中飞流直下，巨大的落差形成丰富的水能

资源。草原富饶，绵延的崇山峻岭之间到处蕴藏着丰富的铜、铅、

锌、锡、钼、金、银、汞等20余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潜在价

值300多亿元。高原瑰宝——冬虫夏草，以体大质好量多，饮誉国

内外市场。佛教名胜赛宗寺，成为一道亮丽的旅游景点。它前傍碧

透清凉的赛宗河；后倚险奇苍翠的赛宗山，奇特的地貌，优雅的环

境，灵秀的河水，神秘的“圣山"，演义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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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筑壮观雄伟，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十八景观，各有故事，怪

石异洞，皆结佛缘；吸引无数朝圣拜佛的善男信女、探险猎奇的观

光游人。草原新城——兴海县城大楼鳞次栉比，市容整洁卫生，市

场整齐划一，商品琳琅满目；路面实现了“黑色化”，通讯实现了

数字化，并与全国联网。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图宏业，正为创造

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物阜民殷的新兴海而努力劳作。．

《兴海县志》坚持“垂古鉴今，服务当代”的原则，以大量丰

富的史料翔实真实地记录了兴海县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和现状，客

观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突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发展经济，不断解放生产力的深刻

变化，展现了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的辉煌成就，描述了干部群众

建设兴海、振兴兴海经济的业绩。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时空的变换抹不掉历史

的足迹，朝代的更替掩不住历史的荣辱。虽然“过去的一秒钟和过

去的一万年都永远地成为历史"，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了

解和重温历史，从中得到经验教训，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负重奋进，开拓未来。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文化工程。《兴海县志》的出版发·

行，是兴海县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喜事，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重要成果。县志办公室的全体编纂人员克服资料匮乏、经验不足等

困难，内查外调，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

育、科技、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等归类记述，数易其稿，终于

完成了这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志书，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

兴海的历史沿革和现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在修志过程中，

省、州有关专家、学者们给予了热心指教和积极帮助，在此，我代

表全县各族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兴海县人民政府县长 万玛多杰

1 999年10月1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兴海县志》记事上限始于汉代，下限至1985年，大事记

延伸至1990年。
’

二、县志为编、章、节、目四级结构形式，除概述、大事记、

附录外，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6编，计38章。

三、中华民国以前历史纪年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自

民国成立用公元纪年；志中所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1日

兴海县解放以前或以后。

四、县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文体采用现代语记叙文，引文

使用原文，不注明出处，文言文不作注释。

五、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而

献身的知名人士为主，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人物。

六、县志记载的政区及机关名称系指当时名称；地名除历史地

名(括注今名)外，均用现行名称。

七、志书中的各类数据，大部分为统计局核定的数据，少数用

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及家庭调查资料。

八、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州、省档案资料，少数口碑和回忆

资料经过核实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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