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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志》编纂机构

一、《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

《古浪县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6年5月24日"-'1988年3月25日)

组 长郭万林’

副组长王允政王志勇 罗耀武

成 员朱应昌李国华苟三启 胡丛笑刘铁纪

冯得祥丁多贵芦江欧振国张朝光

罗华山
’

o

。

《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8年3月26日"--1991年5月14日)
0√ ： ，i ‘-讲：

主 任他玉璞
。

副主任郭万林王志勇朱应昌
’

委 员 肖全天张兰蔡银山顾鸿基唐常年

王渭 吕道章麻国祥陈作栋冯得祥

张成仁张朝光丁多贵刘铁纪袁毓瑾

杨秀兰马维新李顺年包能慧黄培仁

王锡同陆开基徐国兴陈百忠权福才

李才章李熊年杨天佑欧振国张振海



《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5月15日"-一1993年3月7日)

主 任他玉璞
’

副主任王志勇朱应昌

委 员沈开祥张录和刘彦高天珍冯得祥

朱芳华王建贤

《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3月8日"--1995年12月＆日)‘

L

主 任柴尔俐

副主任刘彦朱应昌

委 员沈开祥张录和韦福章冯得祥

王建贤刘学金 “：

《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12月6日～)

主 任苏喜
=

￡。

副主任周大晖徐文善 肖全天张兴让朱应昌

委 员沈开祥薛华王晓文倪天祯麻国祥

赵春陈作栋何宝山王崇寿李才章

张成义安佩章赵湘陈积德王生荣

李树华马维新马廷才马国俊王正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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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浪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朱应昌

编 辑王建贤刘学金周天文(1988年7月"--1993年6月)

三、《古浪县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朱应昌

副主任刘学金(1989年6月"---1996年)

刘建博(1989年6月"--1990年9月)

朱芳华(兼)(1990年8月"-'1994年10月)

工作人员王建贤(1987年7月'--'1996年)+

周天文(1988年7月---1993年6月)

刘建博(1990年10月一--19if6年7月)

朱光全(1987年9月"-'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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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志为鉴，继往开来，服务当

代，功泽后世，可谓千秋大业。新编《古浪县志》是古浪县社会主

义文明建设史上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巨大工程，是文化建设上

的一大成就，是全县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对于它的出版

问世，我们表示衷心地祝贺!

古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

里生产劳动，繁衍生息，创造着古代文化。汉武帝开通河西后，这

里成了丝绸之路的要道，千里河西走廊的门户，尤其是“金关银

锁”的古浪峡，“扼甘肃之咽喉，控走廊之要塞"，为历代兵家所必

争。广袤的5287平方公里山川沃野，世代养育着勤劳勇敢、’纯朴

憨厚的各族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忘我劳作，不畏艰辛，

前赴后继，改造着古浪山河的面貌，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使古浪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政治、经济、文

化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开始进入

新时代的盛世。盛世修志，旨在“彰往而为来"。把古浪人民用自

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和谱写的发展历史，编纂成志书，服务当代，昭

彰后世，这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盛事。

一部志书，就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它纵贯古今，横陈

百科，涉及面广，包容量大，内涵丰富，是重要的地方史料全集，

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一部地方志书，就是一个地方的“辅治

之书”。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县情，使自己的工作少

走或不走弯路，做到情况明，底子清，有的放矢；一部地方志书，

就是一个地方的乡土教材。它可以教育人们，尤其是子孙后代，热

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进而

激励其豪情壮志，献身祖国，献身人民，献身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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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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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志》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系统建设工程。它是在

县委领导，人大决定，政府主持，政协协助，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

实施的。编纂者遵循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基本原则，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态度，以高度

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人民认真负责的精神，广征博采，深入调查，分

析辨别，去粗留精，去伪存真，呕心沥血，知难而进，两易提纲，

三易其稿，三审把关，九度寒暑，终于编纂成书，付梓问世。本书

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体例完善，篇目设置合理，层次清楚，

结构严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纵贯古今，横及百科，详今略古，

重在当代；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突出；语言规范，记述简洁流畅，

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较为全面正确地记

载了全县从自然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是“资政、教化、

存史”的一县总览，是一部全面介绍古浪县情的浩繁文献。

《古浪县志》的出版，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是全

县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产物。值此，我们谨向为

本志书出了力的志士仁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愿《古浪县志》能够起到资政、教化、

存史的作用，成为古浪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面镜子，以促进古浪经济

的腾飞，百业昌盛，人民生活幸福。

中国共产党古浪县委员会书记柴尔俐

古浪县人民政府县长苏喜
“

199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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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古浪县志》，是古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县文化建

设事业的一大成就，它不仅服务于当代，而且对子孙后代鉴古察

今j资政寓教、激浊扬清、继往开来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值得

庆贺。

古浪是千里河西走廊的门户，古丝绸之路要道，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境内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遗迹和遗存，是古代先民勤

劳智慧的见证。自汉武帝开通河西至今的2000多年间，各族人民

前赴后继、共同开拓，进一步创造和丰富了古浪的文明史和灿烂文

化，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和出土的珍贵文物，至今仍闪烁着璀璨的光

芒。特别是在近代，各族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付出过血的代

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之九军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使数千名英烈

的忠魂与这块热土共眠。有志男儿，曾奔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

线，屡建功勋，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它值得永远

铭记的昨天。

物换星移，天回地转，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

放军解放了古浪，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40多年来，古浪人民在共

产党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使古浪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解放思

想，改革开放，锐意进取，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迅速的发

展。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古浪36万人民将继续沿着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信、自立、自强”的古浪精

神，发扬“实抓、实帮、实干"的工作作风，一如既往在这块热土

上，艰苦创业，为之奋斗。而这一切，都热切地希望史学家们大书

特书。

盛世修志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古浪2000多年的历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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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比较系统的修志只有两次，分别编修于清代乾隆十四年(公

元1749年)和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另外，还编过两本专业

志，一本是清代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成书的《凉镇志·古

浪所》(军事)；一本是清代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成书的《古

浪赋役全书》。建国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现

了古浪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益最多、生活蒸蒸日上的兴

盛时期，编修《古浪县志》的事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自1 986年5月

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古浪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后改为编纂委

员会)开始，大体经历了筹备、资料收集、部门行业志编写、总纂、

评审、出版等阶段，历时10年，锲而不舍，终于功业垂成。这次

修志，共收集资料一千多万字，成书百万余言。期间参与人员之多、

收集资料之广、设计之完备、志稿推敲之缜密，均为历次修志之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明荣辱。我相信，这部志书将成为古

浪人民全面正确地认识古浪、借鉴历史经验、更好地规划未来的综

合资料库，成为激励古浪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

发图强、勤廉施政的生动教材。它将凝聚古浪各方力量，加快脱贫

致富步伐，为古浪的繁荣昌盛做出积极的奉献。
j

祝愿《古浪县志》成为资政之书、教育之书，在振兴古浪经济、

促进古浪腾飞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一 ，， k《

古浪县人民政府县长。石铴名
t一

1996年10月
矿J一乃。，

鬻

●一●；o

j。搿_j■；q碉月蠹～_瑚斌灞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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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范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上限不定，由

今溯古，因志而异；下限断至1990年，政权、人物有所延伸。

三、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采用志、记、传、图、表、录，

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照片设专页置于前。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组成。专志采用多卷章

节体，按事业分类，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纵述，纵横结合。

篇目层次为卷、章、节、目。各专志顺序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物

质、后精神；先经济、后上层建筑排列，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相统一，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习惯。历史年号

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古地名首次出现时，于其后括号内加注今

名。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解放前"或

“解放后"，指1949年9月13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古浪县城以前和以后。

六、各种数字的书写，遵循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

布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其它行文一律按照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

于县志行文规定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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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概述》浓缩全志，突出古浪县总县情。《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选择记载了本县境内自公元前

121年至公元1990年间，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作为了解全志内容之纲。

八、人物分传、简介、表、英名录4个层次，遵守“生不立

传"原则。立传人物和英名录皆为已逝世人物；简介人物为名人和

副地级以上人物；列表人物为行政副县级以上，技术职称副高职以

上以及省级以上劳模、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

九、本志对1958年12月20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古浪县建制，

将古浪行政区域并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到1961年12月15日，国

务院决定恢复古浪县建制，将天祝藏族自治县所辖原古浪县行政

区域划归古浪县三年期间的人和事没有收录。

十、本志所用古、近、现代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

旧地方志和档案，为节约篇幅，书中未一一注明出处；经济数据采

用档案资料和统计部门资料，数据不一者，以县统计局的为准。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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