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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祁连县地处青海省东北、隶属海北藏族自治州，其境

域辽阔，总面积遮1．58万平方公里。从拉洞元山出土的石

斧、石刀、骨灰等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进行畜牧业生产。古为羌地，清雍正二年(1724)妊隶

西宁府与青海办事大臣。中华民国28年(1939)由门源县

析置祁连设治局，1949年1】月22日祁连解放。1951年9

月13日将设治局改为祁连区人民行政委员会，隶省直

辖。1952年10月1日成立祁连区人民政府，1953年11月

23日成立祁连县人民政府，1955年6月18日改称祁连县

人民委员会，1967年12月28日成立祁连县革命委员会，

1980年6月26目恢复祁连县人民政府。

祁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汉、葳、回、蒙古、土、撒

拉、裕固、保安、壮族、东乡、朝鲜、满、高山、侗14个民族，

总人口43723人(女21724人)，其中少数民族33217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76％。辖八宝镇、扎麻什、野牛沟、柯柯

里、默勒、多隆、峨堡、阿柔7个乡及海北州托勒牧场。位于

县境中部的八宝是祁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距青海

省会西宁市286公里，南离海北州府西海镇260余公里，

北连河西走廊名城张掖市210公里，县城海拔2700米，南

倚牛心山、东临八宝河，口周森林茂密，自然景观优美，为

理想的避暑胜地。祁连是青海高原上令人神往的地方，其

“八宝”(鹿茸、麝香、蘑菇、大黄、金、银、铜、铁J早闻名遐

迩，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奇特神秘的高原地貌，具有极大的

开采、科研和观赏价值，是迄今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

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解放后，祁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建

设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显著成

效。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迭到3058万元．比1980年

翻了一番，在青海省率先进^全国翻番县行列．1989年提

前1年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实现财政自给的县。1992年农

牧民人均纯收^超过千元大关．连到1062元．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超亿

元，】995年经迭标验收，成为国家“^五”期间=百个农村

水电初级电气化县之一。I农牧业长足发展．牧业生产连

续19年获得丰收。加强“以农牧经漭为基础，以优势资源

为依托，以地方I业为主导“，翌循“无农(牧)不稳，无I不

富”的客观经济规律，形成7畜牧、采矿、加工、皮革制作、

肉类生产为主体，煤炭、石棉、黄金为龙头，带动乡镇企业

齐发展的新格局。1998年底，全县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现价)2．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8．48％，

其中第一产业0．89亿元，第=产业0．74亿元，第三产业

0．6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 36％，33．26％和16．58％，

全县农救民人均纯收^连到1 549．73元，较上年增长

2．4％，其中农民达到853 03元，增长3．02％，牧民连到

2282．59元，增长2．22cA 共完成财政收^1736．4万元，

为预算的105．24％，完成财政支出2893，6万元，为预算的

160．42％。“祁连之路”、’‘祁连速度”、“祁连模式”、“祁连现

象”、“祁连启示”等提法相继出现，令省内外刮目相看，己

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在阔步迈向=十一世纪的过程中，祁连各族人民一定

把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走新路子，求高效益。热忱欢

迎各方宾客、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港澳台同

胞及外商来祁连开发投资，共创经济昌盛、社会繁荣之伟

业．让“^宝”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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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1

序

祁连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山川秀丽、胜迹众多、人文荟萃，古为羌地，通

西域之要道，“丝绸之路’’南线经于此，有“青海北大门”之称，是青藏高原上

令人神往的地方。5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双

手与智慧开发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高原文化。

祁连资源丰富，集矿、水、林、牧、游等为一体，堪称中国的“乌拉尔"和

“天然聚宝盆"。早在元代就以“八宝一——鹿茸、麝香、蘑菇、大黄、金、银、

铜、铁而闻名遐迩。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有许多人对祁连怀有神秘感，对

其灿烂的古代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知之甚少。祁连

是青海省资源开发重点区，1992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西宁专题召开“祁连资

源开发协调会"，从此使这项工作向科学化、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迈进。如今欣

逢盛世修志之际，众望所企、上下支持、各方协力，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迫

切需要一部能够真实、全面反映祁连资源的综合性著述。《祁连资源志》就是根

据这一需要而编纂的应世之作。祁连自古不但是祁连山下著名的天然牧场，而

且还有终年不化的冰川雪峰，有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祁连山水系)和黄河

水系的默勒河，现已探明各类矿物43种240多处，其中石棉、煤、沙金、宝玉

等有多处大型矿床，有成片的国有水源涵养原始森林，还有为数不少的野生珍

禽异兽和冬虫夏草、雪莲等中药材。

4《祁连资源志》图文并茂，贯通古今，立足现实，科学、翔实、全面、客观

地记述了祁连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地、矿产、畜牧、水利、农林、旅游等资

源的现状，储量与开发前景。门类齐全，具有多功能、多学科、基础信息储量

大的优势，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书。文辞朴实无华、简洁准确，通

俗流畅，突出了资源特点，为祁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

h



2序 一

息，为今后资源开发有了依据。

《祁连资源志》的编写始终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县志办编纂

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广征博采，．去粗取精，辛

勤耕耘，通力合作，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

化财富，现付印出版，可庆可贺!

人民创造历史，青史彪炳千古，我俩有幸主持这片富饶之地的社会发展，并

欣逢改革开放之盛世，百业俱兴，生机盎然，但也深感在振兴经济、建设祁连

的热潮中，责任重大，步履艰难，时时不敢懈怠，有负祁连父老重托。我们要

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在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进程中更加

深入地了解祁连、宣传祁连和建设祁连，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神圣

使命!

让我们团结全县各族人民，群策群力，进一步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扬长避

短、昌其所盛、兴其所宜、创其伟绩、奔其所向、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和衷

共济、勇于创新，共同建设繁荣富裕的新祁连，振翅鼓翼，为美好的明天而努

力奋斗!

中共祁连县委书记李平邦

祁连县人民政府县长魏峰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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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中共祁连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祁连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经数年

辛勤笔耕，终于完成这部指导思想明确，资料丰富、内容翔实、门类齐全、结

构严谨、编排科学的《祁连资源志》。我作为牛心山脚下的祁连人，对此倍感欣

喜。志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气候、土地、矿产、畜牧、水利、森林、种

植、野生动植物、劳动力和旅游等方面作了详细记述，这对了解祁连、认识祁

连、建设祁连、开发资源、振兴经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祁连自古以来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中国西部的一

块宝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纯朴、善良、勤

劳、勇敢的高原儿女，用她的心血谱写了无数壮丽而又多彩的文化诗篇。在阔

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途中，愿我们共同努力，把祁连建设得如花似锦，殷实

裕富。

我虽离开故乡多年，但对养育我的这片热土，无不常常心系萦怀，梦寐难

忘。时值《祁连资源志》面世之际，谨表略言，是为序，敬祈家乡父老不吝指

教。 ．

法学博士、教授王作全

一九九九年十月



凡 例1

凡 例

一、《祁连资源志》采用题、序、述、图、照、表、录和跋等综合

体裁的编写方法，以志为主，图文并茂。

二、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在当代，力求反映祁连资源开

发的历史与现状。突出时代特点，体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所

记内容上限追溯到事物发展的开端，下限截止到1998年，为记述完

整，个别章节延续到1999年。

三、本志文体一律为语体文，秉笔直书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

除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繁体字外，统一使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

四、志书原则上采用横分门类、纵述事实的记述方法，其结构层

次一般分编、章、节、目。

五、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祁连县行政区划为准，地名均以

出版的《青海省祁连县地名志》为法定地名。党组织建设及领导人更

迭以《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祁连县组织史资料》为依据。

六、志中“解放前"，“解放后"的时间表述，是指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前后时间简称。

七、本志关于数字的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委

于1987年1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各

项数据一律用祁连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个别数据采用有关部门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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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实的数字。

八、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 984年2月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标点符号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 990年3月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九、本志因门类繁多，卷帙浩瀚，个别内容在记述中互有交叉，

但各有侧重。

十、志稿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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