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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史，邑有邑志。．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的要求，是实现“四化"、’

振兴中华的需要，《共和县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_部志书。它的问世是我县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顼重要成果。-，‘。。!．o， 7⋯，。o。：。警1黾：。‘ ，

：．共和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面积17000多平方公里。“屋脊宝鉴一青海湖、“草

原门户"日月山、“黄河明珠，，龙羊峡电站，均座落在县境之内。滔滔黄河沿县境东

南部奔’流，。实属青海牧区_个山河壮丽、资源丰富、风光旖旎、民情淳朴的地方。。

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以藏族为主体的lo余万勤劳勇敢。

正直善良的各族人民．新中国建立40年来，党和政府领导各族群众积极进行社

．j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我作为在共和县工作了20余·
．’ 年的外县籍汉族干部，看到全县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裕如的

兴旺景象，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为自己能参与组织《共和县志》的编纂工作

。‘

’

而感到荣幸。． ．。 ’，’。，j、，1‘，。．。，；+；．：，’ _，，。。+：一√．，
__， j‘1983年，共和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并抽调长期在共和工作的三位老同志

。 组成修志机构。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以及社会
一 各界通力合作，共襄盛举。志书编写历时六载，五易其稿，全书共16编、55章，1，

4， 197节、50余万字。．．i、 ? ’。．：，。 ‘。．， ，，
‘“一、 。

．．、’ 、《共和县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客观地记述了全县的历史和现状j基本上’’“

做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结构合理、文字简明的要求，体现了时代

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

。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承省，州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承专家、学

者和修志同行的热心帮助和指导，承有关单位和同志提供各种真实史料，承全体

编写人员辛勤耕耘、精心撰稿，使《共和县志》得以顺利成书，如期出版，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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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一、《共和县志》记事从“1929年建县起，部分内容上限追溯到汉代。下限
。J

。 1985年，个别事物延伸至1989年。 2‘·1。。
’．?。

‘|，7

’

一1

．? 二、《共和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分志、人物和附录十六编组成。i
’

三、《共和县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文体采用现代语记叙文，引文使用原 ．

‘。_ 。。文，文言文不作注译。 ，⋯
r，．

“

，。d． 四、《共和县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所用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25日共和县解放以前；

。“ 或以后。’．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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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五、《共和县志》记载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 +，

--

。‘ 。、史名称外，二般用现行标准地名。 ‘， ：，‘

；． 一六、《共和县志》的人物传略，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录共和籍的已、+’
·，

“。 ．，故知名人士，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 ‘⋯．’

∥ 。七、《共和县志》中的数据以县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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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角，青海湖南岸：与湟源、贵德、贵南、兴海、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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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4恰l-恰镇，是海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和共和县县治所在地。位于青海南山南

麓，面积7．3平方公里，恰卜恰河纵贯镇区，距省会西宁市144公里。青康公路穿 ；．

-城而过，交通方便。经过30多年的建设，恰卜恰镇街道宽阔平直，高楼毗连，道路

两旁，树木葱郁，已成为一个拥有2万多人口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市场繁荣" “．‘

的草原新城，是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一

．

，，
‘，。

。，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有499．66万元，经过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到1985年已上升为2927．6万元，增长4．8倍， 一、
。

年平均递增率为5．03％。是青海省牧业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县之一。
”

-． 共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发展较快。1957年底工农牧业总产值为1265万元，比1949年增长
。

151；4％，年平均递增率为12．2％。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一
。、

响，经济工作出现严重失误。由于“大跃进"，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提出许多不切

，。合实际的生产指标，挫伤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

一响，生产呈现下降趋势，至1961年工农牧业总产值为987．53万元，年平均递减，
， 率为6 oA。1962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得到恢复和发+

：展，1965年工农牧业总产值为1566．67万元；比1961年增长58．与％，年平均递 t一

-‘增率为12．2％。1966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
’

命”，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经过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j至1976
j

年底，工农牧业总产值达1993．01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统地进行
‘‘

了拨乱反正，认真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各项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o上来，从农村、牧区到城镇，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

制，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强了农牧业基础建设，尊重 ‘，

． ，并保障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各族干部、工人．、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 。。

性，使全县的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1985年工农牧业总产值达到‘‘
· 2927．60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28．8 oA，年平均递增率为3．18％：，．、， ，”

．

=‘

共和县草原畜牧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商代，就已达到较高阶

段，现有的家畜种类，当时就已齐全。．秦汉时期，呈现出“牛马街尾，羊群塞道”的
!

情景：此后，各朝代畜牧业兴衰无常。民国时期，马步芳家族残酷剥削，自然灾害 ，，。

频繁，畜疫流行，使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全县各类牲畜存栏50．5 +∥’

万头(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强畜疫防治，

在草原建设上坚持保护利用天然草场和建设人工草场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兴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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