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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崖行政区志

序一

《茫崖行政区志》(以下简称《区志》)历经数载而得以编纂成书，这是无数茫崖

人期盼已久的事情。

她以浩瀚无垠的沙漠戈壁为背景，以几代茫崖人安心高原，不怕牺牲，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为主线，如实地描述了茫崖山川地理风貌，忠实地记述了茫崖人以拓

荒者的姿态在这块亘古荒原上进行开发与建设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实

地再现了茫崖四十多年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

画卷o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

好地认识昨天；缅怀茫崖先辈们艰苦创业的光辉业绩，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光荣传

统，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创造茫崖更加美好的明天。

展望未来，信心满怀。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曙光在前。党的十五大已经为

我们绘就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又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抓住机遇，知难而进，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在新世纪

谱写茫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壮丽篇章o ，

中共茫崖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巴矜
‘： 1999年12月30日



茫崖行政区志

序二

茫崖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茫崖行政区志》，经过五届编委会成员近十

四载的不懈努力，终于问世了。它以较为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了茫崖地区1990

年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这对于我们铭记历史，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继续描绘茫崖开发建设的新篇章甚为有益。

在此，我代表茫崖工作行政委员会(以下简称茫崖工行委)向曾经关心、支持过《茫

崖行政区志》编纂出版工作的仁人志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为修志工作付出了大

量心血和汗水的所有编辑表示深深的谢意!

地处昆仑山北面，阿尔金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茫崖，虽说是个“地上

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六月穿棉袄”的地方，但这里也有瀚海沙浪，大漠

孤烟，长河落日，昆仑皑雪，丹霞地貌，海市蜃楼，有全国最大的石棉和锶盐矿藏，有

青海油田的主要产油基地和青海第三大钾肥生产基地，有十分丰富的铜、铁、锌、

锂、镁、煤、天然气等矿藏，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和药物资源。所有这一切，为茫崖

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茫崖，这片大漠深处神奇的宝地，虽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过，但真

正的开发建设始于50年代初期。近50年来，来自祖国各地的有识之士，用激情、

信念、真诚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革命情怀和高尚情操，谱写了

茫崖开发建设的新篇章，也造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如今的茫崖已初步

形成了以石油、石棉工业为龙头，以盐湖资源开发为主体，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并逐步向小康迈进的局面，但与沿海内陆地区相比，差距

虽然很大，但我们依然感到自豪。自豪，并不是茫崖人夜郎自大、小富即安，而是茫

崖人终于用坚韧不拔的精神，聪明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甚至血肉之躯冲破了“生

命禁区”的界线，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浏览《区志》，感触颇深，受益非浅。我们从无数组枯燥的数字和平凡的事件中深深

地体会到了茫崖这片土地的苍茫与雄浑、古朴与纯真，和这片土地的主人创业的艰辛与

伟大，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中国茫棉”精神、“青海油田”精神和“柴达木”精神的深刻内涵

和厚重份量。让我们继续大力弘扬这些精神，在海西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茫崖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茫崖行政委员会主任李成录

2002年12月



茫崖行政区志

．凡 例

一、《茫崖行政区志》结构分为编(志)、章、节、目4个层次，内容分为编、章两个

层次或编、章、节3个层次。各编顺序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

层建筑的顺序排列。在具体记述方面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编、章

均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叙方法。

二、本志时限：上自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1990年，为记述完整，个别特

殊事物适当延续，境域面积截止日期1992年。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穿插图表；除引用文名外，一律用语体文，

记叙体；按照《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附载的标点符号进行句读。

四、资料：本志资料以采用档案和有关文字资料为主，兼用口碑资料和调查资

料。

五、历代纪年用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对解放前后历史时期的划分，统

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表述。

六、数据：各项数据均以茫崖行政委员会(以下简称茫崖行委)统计局的统计资

料为准，部分所缺数据由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

七、计量单位：大多数换算为公制计算，如市斤、市尺换算为公斤、米，少数按习

惯记述，如市亩和钱、分等。

八、地理名称：采取《青海省地名录》编辑组1979年出版的《青海省地名录》和

《青海省海西州地名志》中的标准称谓。

九、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散记叙。

十、人物立传：为弘扬老一辈柴达木人的光辉业绩，激励后人奋进创新，《先进

人物名录》收集了国家及有关部、委和青海省及各厅、局、部、委、海西州表

彰奖励的在世人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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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整个地貌大致可分为五部分：西半部周边为山地、

丘陵区，平均海拔3810米；西部山前地带为冲积一洪积荒漠平原区，平均海拔2850米；老茫崖

周围为风蚀残丘区，平均海拔2930米；红三旱、碱石山沙漠区，平均海拔2900米；花格公路以北

戈壁区，平均海拔2890米。

。茫崖行政区属暖温带荒漠干旱气候，日照时间长，光资源丰富，相对温度低，冬冷夏热，风大

沙多，昼夜温差显著，年平均降水量46．1毫米，年蒸发量平均3072毫米，年平均气温1．4'12，年

极端最高气温29．4℃，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9．5℃，高山区无绝对无霜期，沼泽区无霜期约90天

左右。全年盛行西北风，历年平均大于8级的大风114天左右。

境内土壤主要有荒漠风沙土、石膏盐盘灰棕土、钙质粗骨土、砾质灰棕漠土、盐土等五个土

壤类型。成土母质分别为残积—坡积、洪积物、洪积一冲积物一风积物等。主要河流有阿拉尔

河、大河坝河，均发源于西南山前的潜流地，年平均径流量总计9690立方米，其中阿拉尔河为

9290立方米，大河坝河为400立方米。地下水年均综合补给量2．892亿立方米，有大小湖泊10

余个，较大的咸水湖有尕斯湖和茫崖湖。尕斯草原是政区内最大的天然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生

大业五年(600)隶鄯善郡。隋亡，复为吐谷浑地。唐龙朔三年(663)后属吐蕃国辖地，宋代为撒

里畏兀儿属地，元中统时隶于甘肃行省沙州路。明朝时设阿端和曲先卫，明正德七年(1512)后

属蒙古族诸部辖地。清顺治年问，为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右翼牧地，雍正三年(1725)为青海蒙古

族西右中旗(俗称台吉乃旗)牧地。民国6年(1917)属都兰理事，民国19年(1930)属都兰县。

28年(1939)属通新设治局。民国30年(1941)属哈萨克族西部设治局，民国35年(1946)复归

都兰县至青海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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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崖行政区现辖两镇一乡：茫崖镇、花土沟镇、尕斯乡。花土沟镇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活

动中心。1990年末，全区总人口27330人，其中：茫崖镇6688人，花土沟镇20373人，尕斯乡

269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O．86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5．33％，另有蒙、藏、回、土、撒拉、满、

东乡、壮、土家、朝鲜、维吾尔、苗、彝、白、羌、侗、布依、裕固、鄂伦春19个民族，合计人口1275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活动在茫崖地区的人群以从事畜牧业为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和王爷、牧主的残酷压榨、横征暴敛，加之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连绵不断的匪

患、瘟疫及民族纠纷，牧民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口逐年减少，畜牧业生产萧条。为保护游牧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捍卫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指战员，抛头颅，洒热

血，长眠于尕斯草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畜牧业生产，先后

动员蒙古族牧民重返尕斯草原。为改变牧民群众贫困落后及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状况，建造了

尕斯乡民族小学、卫生所及兽医站。自1984年以来，先后投资56万元用于草原建设。如今的

尕斯草原已是牛羊成群，人畜兴旺。1990年年末，各类牲畜存栏数为27249头(只)，牧业总产

值105．2万元，牧民年均收入3539元，广大牧民群众已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茫崖——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就被国家列为勘探普查计划之

内。1954年6月，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组织的地质工作人员，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

首次进入茫崖地区进行地质普查，吹响了进军柴达木，开发柴达木的号角，撩开了茫崖神秘的面

纱。工、农、商、学、兵从东西南北中拥向这块宝地，首战告捷，在茫崖西部发现了18个可能储油

构造和9处油苗。不久，又在阿尔金山脚下发现罕见的石棉矿藏。从此，“茫崖”这个名字被填

人中国地图册。

四十多年来，茫崖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她凝聚着各族群众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和汗

水。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树立起开发者的丰碑，为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柴达木精

． 神”。如今，茫崖地区的石油、石棉勘探及开采硕果累累，地方工业、牧业、金融、商业、交通、邮政

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教育、文化、卫生、新闻等事业迅速发展。全区各行各业呈现出蓬勃向上

的繁荣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茫崖的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但历经坎坷，

步履艰难。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是茫崖开发史上空前辉煌的年代，也是值得反思的年

代。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兴起“全民办工业”、“全民办农业”的热潮，一大批工业项目盲目上

马。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加之违背科学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既浪费了人力物

力，又破坏了矿藏资源及草场资源0与50年代比，60年代则是灾难沉重的年代，整个国民经济

的萧条及其随之而进行的大调整，几乎使茫崖地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一个“断层”。大有希望的

石油勘探工作停顿，石棉工业原地踏步，地方工业陆续停产、下马，大批开发大军精减返乡，茫崖

工区撤销，党政机构缩小。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持续lO多年的青(海)新(疆)边

界纠纷，给茫崖地区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拨乱反正，茫

崖人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开展横向联合，在“两石”

(石油、石棉)工业的带动下，因地制宜地兴办地方工业。至1990年，全区共有各类地方工业lO

个，工业总产值641．8万元，比1958年增长13．7倍，比1978年增长61．92倍。

石油工业是茫崖工业之祖，自1956年油泉子构造钻探获油，到70年代至80年代初两次勘

探会战，茫崖境内已探明生油面积近l万平方公里，地质储量1．68亿吨。目前，茫崖地区的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