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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 康仲明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志》，经过编纂人员历时8年的辛勤努力，已大功告成。这是

我州农业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喜事，谨以此序为贺。

我州地处青藏高原南端，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藏族自治州，地域辽阔、生物资

源极其丰富，居住在这块神奇、美丽土地上的迪庆各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农业

的文明史，为迪庆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1958年，全州完成民主改革，开创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揭开了迪庆历史的新

篇章。40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州委、州人民政府带领全州各族干部群

众，团结进取，艰苦奋斗，使自治州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为迪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

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展现了迪庆州丰富的农业资源，阐

述了农业在迪庆州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记录了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堪称迪庆

农业百科全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

志》为我们了解迪庆农业的历史经验，发展迪庆农业提供了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可靠

的史记资料。我们把它奉献给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借鉴，企翼起到“资政、存史、教

化”的作用。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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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迪庆州农牧局局长 陈建国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志》经作者广罗文献，辛勤劳作，精心编纂，终付梓成书，是

我卅I农业史上的一件大喜事，谨以此序为贺。

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兴，百业兴，农业牵全局，全

局农为先。”农业的发展事关全局，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重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

位，要求全党上下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发展农业。我州是一个农业州，全州88％的人

口在农村，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3％，这是我州的基本州情。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

一基本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抓住这一基本州情，才能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主动权。因此，应从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农业的重要性，提高农业

决策管理科学化水平，始终不愉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不

断完善发展思路，使我州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志》的出版问世，为有志于发展我州农村经济的有识之士，研

究州情，总结经验，探索和寻求新的发展之道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依据，她既

反映了我州的农业资源状况，又较为全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我州农业发展的每一步

历史足迹，道出了我州解放以来农业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农村生产关系变革

中农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希望本书能对加快我州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九九九年八月



凡 例

一、记述断限，上限不限，根据资料情况选择记事起点，下限至1995年末，部分资

料视需要延长至定稿前。采详近略远，详今略古原则，力求突出地方、民族、时代与专

业特点。

二、采用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交错的编纂方法，章与章、节与节之间保持相

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无相互联系，继承和补充的关系。以叙事为主，述而不作。语法、

句法采用语体文体，引述古体著作不作译白。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志、表、图、附录和编纂后记等部份组成。以概述为纲，

大事记为经，农业记述为主体，图表随文。

四、设章、节、一、(一>四个档次，全志共六章三十三节，全部按照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使用简化字。

五、记数与记量，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颁布的，并由1987年2月

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试行规定》书写。引述他人著作、文籍，仍循原著。

记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书写，引述他人著作、文籍仍用原

写法。为了客观地反映地方历史文化背景，个别记量单位仍沿用习惯计量单位，同时在

括号内加以说明。

六、采用数据，。凡列入国家统计资料的数据，一律以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的统计

资料为法定数据。

七、有的名词和词组很长，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一般使用简称，并

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以下简称×××”字样。

八、行政区名称如公社、乡、等的用法与记述事件所处时代相一致，有的在第一次

使用时用括号注明现用名称。

九、科技名词、术语、符号、动植物名称，按国家专业学科标准使用，对个别必须

使用地方通俗名称者，在第一次使用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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