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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万里

这里有座挺拔的山叫年宝叶什则山，这里有座美丽的湖叫仙女湖，

山连着湖，湖傍着山。山下湖畔草肥水足，养育着世世代代的藏族牧人。

世世代代的藏族牧人留传着这样一句话：“年宝叶什则山和仙女湖是果洛

藏族人民的发祥地之一o”千百年来这里的藏族人民以勤劳和勇敢绘制着

美好生活的蓝图。然而解放前由于封建部落制的统治和压迫剥削，各种

矛盾交织，阶级关系复杂，大小部落间纷争不断，械斗不止，严重地阻

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牧民群众的生活单一而贫困o 1953年7月

20日，果洛工作团第三分团来到这里，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开展医疗、贸易，争取、团结上层人士，联系牧民群众，调解纠纷，筹

建人民政权o 1954年，召开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商讨政府机构设置、

人事安排和命名县名等具体问题，经过反复酝酿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确定县名为久治(藏语意为团结)，智青松多设治o 1955年3月，县人

民委员会成立。从此，久治地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久治建政后，牧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带领下，艰苦奋斗，努力

生产，经济建设快步发展。至1995年，全县各类牲畜存栏数由建政初期

的9．09万头(只)增加到38．79万头(只)，牧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

348万元增加到2410．15万元，牧民人均收入提高了12．5倍，达到

824．83元。以草场围栏、牧民定居、牲畜棚圈、道路为四配套的草原综

合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全县共围栏、种草20．87万亩，修建永久性牲畜

因2390处6．4万平方米，牧民定居点884个，房屋1551间；畜疫防治

成效显著；工业、交通、邮电、气象监测、广播电视、市场贸易、社会

服务等各项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先后建起沙柯河水电站、肉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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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机械修造厂、年宝露天煤矿等。至1995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

690．71万元。自1959年久阿(久治至阿坝)公路建成后，省级公路、

县级公路纵横，公路通车里程425．7公里，已形成西连州府大武、南通

四川成都、东经甘肃甘南抵达省会西宁的交通干线；邮电通讯设施完善，

电话线路总长148．5公里，实现国内外通邮通话；县气象站成为国家基

本站；教育、科技、文化、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文化医疗事业都有

了较大的发展o ‘

看到当年自己曾投身建政、建设工作的地方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实

在叫人欣慰。感谢<久治县志>真实地记载和向世人展示了久治的发展

历程。同时感谢县志的编纂者们在久治县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完成了一项

前所未有的工程o． ．， ．． ： ．，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o”同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o”编修社会

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一项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

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江泽民同

志曾经指出：“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

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

而且有久远的社会效益o”’

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久治县

志>的问世，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将在久治县今后的发展中为当
地人民坚持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o I司时作为第

一次全面挖掘的综合地情资源，必将为我们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研究、

制定和规划纯牧业区“小康社会”标准及其目标发挥重要作用o 。，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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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久治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与四川、甘肃相毗邻，是一个历史悠久、

地域辽阔、资源富集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属县。勤劳、勇敢、朴实而又富

于智慧的久治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创造出并继

续创造着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特别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久

治揭开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盛世修志，并以史志为鉴，达到资政、存史和教育的目的，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县志编委会全体人

员，从搜集资料到梳理编目，横排门类，竖写历史，历经六个春秋，终

于完成全面反映久治县情的这部巨制宏篇，并付梓问世，这是久治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特此祝贺o。’：

县志如实记叙了久治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情民俗、人物、重大

事件、重要文献等，并有概述和后记，是久治建政以来的一项重大文化

建设工程，同时填补了久治自古无县志的空白o．相信县志的出版发行将

使全县出现读志用志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志所体现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色，也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新久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久治

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大力发展高寒畜牧业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发展多

种经营，开发优势资源，千方百计地增加牧民群众的经济收入，这是摆

在全县各民族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

们将一如既往地开辟久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

业的新局面，并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久治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人们读志可知。这里历经

时代风云，历代先民为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而付出过他们的贡献。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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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换新颜，县府所在地智青松多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和一座草原新城。公路交通畅达，水电资源充足，丰富的动植物资

矿产资源有待开发，以年宝叶什则及其周边山川湖泊为主的自然风

白玉寺等人文景观，越来越受到省内外广大游客的青睐，久治正在

观光旅游的休闲度假之地。借此机会，我们诚邀普天下朋友，请到

作客，诚恳期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久治而出谋划策! ，

谨为序!
4

中共久治县委书记 刘 星

久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托巴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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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久治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溯自秦汉，下限至1995年。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四级结构形式，由概述、大事记、地理、

民情民俗、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及附录9部分组成o ，

四、中华民国以前纪年，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农历纪日一般

用汉字数码，公历纪日均用阿拉伯数码。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使用现代汉语，引文

使用原文，文言文不作注释。

六、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选列对当地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
． 物立传，以卒年为序。

七、本志记载的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一般用现行名

称，采用历史地名时则括注今地名o

八、本志资料主要依据省、州、县档案资料。口碑和回忆资料，经核实

计局数据为准，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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