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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0 及工作人员名单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成 员：

马尔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天’宝泽巴足李．茂

周耀伍(回)

杨国栋(藏) 杨长清(羌) 刘尚元(藏) 刘显德

三郎初(藏、女) j
‘

许继平(藏) 蒲尔巴(藏)o王国民(藏) 龙明富(羌)

格西泽郎(藏) 胡贵寿陶秀华(藏、女) 李肇富(女)

曲英(戴) 俄玛(藏、女岁 卓准(藏、女) 安波(藏)

孔 刚齐麦滚(藏) 阿桑(藏)．袁绍华(藏)

沙从善(藏) 沈阳．(藏) 一

马尔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胡贵寿 ，

工作人员：黄渝平柯基多布·班玛初 杨洪英黄影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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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县志》总编室

总 编：胡贵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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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编：黄渝平李红蕊(女)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章孝许全仁李红蕊(女) 杨洪英(藏、女)

胡贵寿觉琼茹·旺扎(藏) 柯基多布·班玛初(藏、女)

黄影(女) 黄渝平

图 片：黄渝平 。，

资 料：柯基多布·班玛初(藏、女)

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审人员

李茂达尔基 曾新苗谢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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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县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总结历史j指导现实，昭示未来，

启迪后世都有重要意义。

《马尔康县志》是马尔康县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她的问世，是全县各族人

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历届中共马尔康县委、县人民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建设社会

主义繁荣昌盛的新县的光辉记录；是全县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写照。我们为她的

出版发行而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马尔康历史悠久。县域内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勤劳智慧，朴实勇

敢的人民，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不断地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

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在县的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

百折不挠，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的最近几十年的业绩。一九三六年六月，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梦笔由进入四土地区，传播革命

火种，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先后建立了十三个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武装组织，天

宝、净多·孟特尔、沙拉、高福贵等一批优秀的各族儿女参加红军，随军北上，。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其间，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针锋相对地与张国焘

作斗争，在白莎的卓木碉会议上，反对张国焘另立伪中央，维护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党中央的团结。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由封建土司制度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由旧社会食不果腹、

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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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不蔽体的苦难境地到吃有结余、穿有时装、住有新房的新生活，有的乡村已

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水平-～全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项

事业进步，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

《马尔康县意》，分门别类，纵横交融，以忠实的笔墨，记载了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造山河，建设家乡的丰功伟绩。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的事业任重道远，全县建设方兴未艾。我

们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就，我们将继续为建设一个富强、壮丽、文明、繁荣的

新马尔康而努力奋斗；

此次修志，自一九八四年始，历经几届县委、县政府及编修人员的不懈努

力，十易寒暑，四易其稿，终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颖

详实的资料，符合规范的体列，编纂出了全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在

《马尔康县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向参与志书采访、纂写、评稿、审定的领

导、专家及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谢意，向多年关心、支持马尔康县工作的领导

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马尔康县委书记杨国栋

马尔康县人民政府县长周耀伍

．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马尔康县自然．社会的概貌，兼作历史追溯，分

门别类编纂成书。 ’
j

，二、编纂采用记、表、传、图，录，以志为主的体裁。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扼要

反映全县轮廓；其次按事物分类列各专志；选辑史料及诗文作附录，缀于志尾。

．。 三、时间断限，上限为1911年，因事而异，有的专志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

年，少数专志根据需要记述至搁笔为止。

四、人物传以卒年月为序，生不立传。烈士英名录为民政局所辑，其它名录为有关

i 单位所辑。
’

．+

五、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朝代年月与公历时间并列，为不过多隔

断文句，’亦有单列者： ·

一

“解放后”系指1951年8月13日马尔康解放以后。，
。

j ． “新中国成立后”、厶建国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六、计量表述，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二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对以往的经济活动，未能逐_换算，凡未列公里、公斤等物量词者i均为旧制。

七、地区、政区、机关等单位称谓一律以《马乐康县地名录》及相关地名录为准，必

要时在括号内加注。

o 八、金额，1955年3月13日前通用的人民币已按回收比值换算为现行人民币，不再
、

，j 7加注。 ·

～一一 ’

『 、。 九、各种资料，大部分来自各部门撰写的专志，亦有录取档案、报刊、口碑者，为

，节省篇幅，多不注其出处。 ．

十、各项数据，皆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其中历年国民经济主要数字，有按不变

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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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计算数与当年实绩数兼录者。

十一、本境因处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故以详县略州的办法处理，有的省略，有的点

到为止，也有的却不能截然分开。 ．·

十二、鉴于专志内容须详备不厥，本志保留了若干同一事物交叉又互见的文字，但

记述的角度和侧重面各不相同，非简单的内容重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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