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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县。

卓尼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的贡献a『1935年，中央红军途经卓

尼，在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时；土司杨积庆不顾个人安危，让道放

粮，使红军能够顺利北上。卓尼的康多是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的

策源地之一。1943年由著名起义领袖肋巴佛率领的藏汉义军曾使

统治者闻风丧胆。卓尼土司是甘肃境内土司制度统治时间最长、范

围最大的一个地区。境内禅定古刹又是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发祥地
●

之一。。 、’
．’

卓尼有广袤的森林，无垠的草场，肥沃的农田，丰富的矿藏。

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即产于卓尼。千百年来，聚居

此地的藏、汉、土、回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聪睿才智，创造了灿烂的

古今文明。各民族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代代相继、源

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卓尼为国家建设贡献了十数亿立方优质

木材和数以亿万吨的牧、农、林、副产品’。国家亦给予卓尼一系列

优惠政策和重点扶持，为卓尼制定了一幅由边远贫穷地区逐渐向

“以牧为主、兼营农林"综合发展的建设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卓尼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牧、农、林、工、副、水利、交

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均得到长足的发展。

编史修志，资治育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卓尼从古至今，

尚无一部地方志书记述古今文明发展的轨迹。今天，在历届县委、



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县志办修志人员七历寒暑，五易其稿，广征

博采，析辨真伪，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大工程。

《卓尼县志》的出版问世，既填补了卓尼历史上向无志书的空白。更

客观地反映了卓尼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突出了卓尼浓郁的地

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是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

的一方之百科全书，为卓尼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

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是卓尼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巨大成

就，有益当代，惠及后人，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

我们深信，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一定会通过阅读《卓尼

县志》，充分利用志书资料，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县情，更加热爱家

乡，焕发激情，把卓尼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也相信，

关心和希望了解卓尼的外地朋友，将’通过阅读《卓尼县志》，，全面

地认识卓尼，更加热忱地关心和支持卓尼的各项建设事业。

中共卓尼县委书记雷和平

卓尼县县长徐登

_九九四年十二月



层构成，部分节下设目。横排竖写，一贯到底。志首设概述、大事记纵摄全书，

志中设专志31卷分门别类，志尾设附录辑杂拾萃。

．四、古代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历代年号后注明

公元纪年；当代事件均用现行公元纪年、职称及标准地名。

五、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力的原则，主要收录卓尼籍有重大影响的已故

知名人士，对在本地具有重要业绩的外籍已故知名人士一并立传，以卒年为序

排列。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收录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中为卓尼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人物表中收录卓尼籍

在外地工作的副县级以上军政人物和外籍高级专业技术人物及部分英雄模范

人物。

六、数字除引文、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码。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核定

数据为准，并部分采用了各部门调查核实的数据。

七、因卓尼于1949年9月11日和平起义，故志书中。新中国成立前后"

以1949年9月11日为界。
”

八、资料来源以各种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县内各业务部门提供的资料、

县志编写人员经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中获得的口碑资料为据。

九、历代疆界和行政区划疆域以历史沿袭的习惯疆域为依据，并附历次变

更始末。 ·

十、计量单位中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

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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