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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昆铁路横贯

县境

●“南方丝绸之路”极重要一段

——清溪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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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住院大楼

▲甘洛县综台型体育场

v来甘洛考察铅锌矿的美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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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凉山唯一的私立民族小学

——斯补边民小学旧址



7拨毡制作

．I繁荣的彝区集JfJ

丫杆杆酒(人物穿戴是甘洛彝族男子标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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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密的原始森林——阔叶林与针叶林交接带

●JII西地区热带鱼苗基地——埃岱温泉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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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汁洛县忠》终审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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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县志》编纂机构、编审人员名单 ·l·

主 任。杨朝波

副主任s彭勇邱永贵

委 员：叶永林何玉彬

罗德明何廷云

刘越涛杨映发

《甘洛县志》编纂委员会

王天才 ’7

任曲志壬连洪小木呷高勇 王维明黑日拉比

沙金富邱华李靖忠王建伯邓顺清陈德明

洛伍尔基

《甘洛县志》总编室

总 编：王天才

尉总编s何玉彬

“编 辑。王道敏李靖忠龙承祥陈蓉江国芳唐德森海来阿平

摄 影t海采一手
+

。。 ≥

．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工作人员：龙承祥江国芳陈蓉

《甘洛县志》审查小组

马世发阿木布铁杨昌华金彩勤姚建钦粱学祥周雷游健

曹平王正华 邱华黄勇 王阿呷邱古都李辉唐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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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洛县惠

采访人员：龙云海张堂兴木吉苏哈王金华阿侯曲胡刘国兵

瓦扎木基

宋德成

巴莫尔哈

朱林

列索子哈

卢天顺

王林吉

杨朝波

曲木车和

张伟才

安国彬

龚书桥

吴德翔

王天才

何玉彬

黑乃阿平

龙承祥

陈蓉

江国芳

壬小建

毛太

梁惠英

莫色乌呷

易蓉

瞿开霞

《甘洛县志》 终审人员名录

凉山州政府原州长．州地方志编委顾问 ，

凉山州人大原副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副主任

州政协副主席，甘洛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

凉山州政协副主席．甘洛县委原书记

州民委原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委员，副译审

州政协原秘书长．州地方志编委委员

州地方志办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副主任、《州志》总编，审稿小

组组长

甘洛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志》编委主任

州水电局局长，甘洛县人民政府原县长

州畜牧局原副局长 ．

甘洛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州地方志办副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委员，

审稿小组副组长，农艺师

《州志》副总编．出版专业编辑

甘洛县政协副主席

甘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凉山州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甘洛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甘洛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甘洛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州地方志办出版专业编辑
3

州地方志办主任科员

州地方志办主任科员，档案助理馆员

州地方志办主任科员，图书助理馆员

州地方志办主任科员，工程师

甘洛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工作人员

《州志》常务副总编，

霉j：‘7． 鼍



I甘洛县恚'编纂机构、编审人员名单 ·3·

凉山州地方志编委会《甘洛县志》稿审核验收小组

组长s王林吉

副组长，龚书桥

成员t吴德翔王小建毛太易蓉

主任t

副主任，

委员：

顾问。

王世明

马黑士格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毛富开 李文新 王自新 陈运吉匡圈 胡崇生 杨成良

倪玉文阿木补初吴国昌熊祖文沙光荣阿扎古Ft

固蒋昭
燕水迎崔玉桃 贺贵生 安国彬匿圊

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t王世明

副主任：王天才倪玉文阿助尔撒

委员：周建川。蟹福元贾在模沙季康刘昆贵王国富徐正权

徐兴量蒋昭张锡煊樊庆光陈国富刘世学朱鸿科

呷呷尔日 周华俊。江礼生李靖忠 日 作俄助赤和

曾任《甘洛县志》办公室领导工作人员

主 任：圆湮国王天才
副主任t洛伍尔基

工作人员t王天才匡囹黄明祥张远忠江国芳



序

序

甘洛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朝波

今年，恰逢甘洛县建县40周年．‘甘洛县志》在这特殊的年份出版问世，

实为可喜可贺，这是甘洛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甘洛县志》是甘洛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域性百科著

述，它为我们提供了翔实丰富的存史资料，同时也为育人资政提供了可靠的借

鉴，为民族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将对甘

洛改革开放和民族经济振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在甘洛历史上必将产生久远的影响。

甘洛县是一个从奴隶社会一跃而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聚居县，甘洛

过去的历史记载几乎是一张白纸。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广泛

深入开展县情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共甘洛县委、

甘洛县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把它当成一项认识过去、服务当

代、惠及后世的大事。1985年县志编纂委员会组建，设立办公室。随后，调

集人才，拨付专款广征博采，精心编纂，历经10个春秋，一部近80万字的

《甘洛县志》，于1996年定稿成书．
‘

‘甘洛县志》以今甘洛县地域为空问范围，全面记述了1911～1990年问域

内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本面貌，汇集了自然、经济、科技、入文和社会

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

实事求是，贯穿古今，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的要求，

既体现了时代风貌，又突出了地方特色。特别是解放以后的史料，充分反映了

甘洛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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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洛县惠

和力量，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业绩。

了解甘洛、热爱甘洛、建设甘洛。《甘洛县志》一书在手，可知晓甘洛的

古往今来，．明了甘洛的兴衰起伏，洞悉甘洛的成功和失误。这是一部难得的资

政之书，育人的乡土教材，宝贵的历史资料。我相信，《甘洛县志》将更加激

励甘洛儿女去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不断开拓创新，奋斗不息。

编修县志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甘

洛县志》的出版凝聚着甘洛县各族各界人士的心血，是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

县志编委会、编辑部和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更是历尽艰辛，奋力笔耕。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6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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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甘洛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有利于民族团结，体现

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

二、本志有述、记、志、传、图录，以志为主，图设专幅，表均随文设置。

三、本志按篇、章、节、目的层次排列。极个别篇因事而设分篇。

四、本志取事原则上是1911～1990年，但因是甘洛县第一本县志，因而有的适当上

溯。

五、本志越西县、甘洛县，在1959年前，原为“越高”和“呷洛”，为读者方便，全

书均用今名“越西”和“甘洛”．

六，本志所记地名均以‘甘洛县地名录》为准，个别用历史地名。

七、甘洛地区于1950年3月解放，1954年开展彝族聚居地工作，1955年12月至

1958年3月为民主改革期，1956年12月15日建县。本志所用解放前、后，民改时，建

县前均以上述日期为准。

八、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简明、朴实、流畅、准确。

九、称谓、纪年、数字，度量衡的书写均按有关规定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

行规定》，数据以县统计局所定的为准，1980年后的价格以1980年不变价计。

十、立传人物，以对历史发展、社会前进有较大影响为主，兼收能工巧匠、民间有

名艺人和阻碍历史前进的代表人物。前者列前，阻碍历史的列后，再按卒年为序。烈士

名录收本籍烈士与在县境内牺牲的烈士人名，先进人物表收至省委、省政府以上表彰的

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代表名录收至省级以上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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