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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

编 辑

《海晏县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 987年8月"--1 989年6月)

孔庆琦

吴国瑞杨生玉赵个什吉

白延金李丰科徐宝来

云有泰
’

云有泰李启明黄卓改杰

第二届(1 989年6月"-'-'1 991年6月)

羊什杰

吴国瑞黄佐荣赵个什吉

侯建赘李丰科贾得志云有泰

云有泰 。

云有泰。李启明黄卓改杰

第三届(1 991年6月～1 993年5月)

主 任吴国瑞

副主任康志智王玉琢

委 员．宋金峰黄佐荣李丰科王国忠贾得志云有泰

办公室主任云有泰(1991年6月,'---'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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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明(1992年4月一-,1993年6月)

副主任吴成海

总 纂王玉琢

主 编李启明
’

编 辑云有泰李启明黄卓改杰王玉琢

助理编辑马占祥李元邦

打 字蒲花

吴成海

第四届(1 993年6月--1 994年1 2月)

主 任吴国瑞

副主任康志智王玉琢

委 员宋金峰黄佐荣李丰科王国忠吴成海

办公室主任吴成海

副主任吕克兴

主 编王玉琢

副主编黄卓改杰吴成海

编 辑黄卓改杰王玉琢吴成海 吕克兴李承林

助理编辑李元邦

工作人员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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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海晏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审《海晏县志》人员

马石纪姚聪黼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华科

曹琦吴斌卿

终审《海晏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海晏县=心L-》人员

医羽 马石纪 姚聪韶 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

制 图青海省测绘局制图队

封面题字俄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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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序

海晏县，古为西海郡治，后称龙夷城，位于青海湖东北部。原是

羌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水草丰美，宜畜牧，素称乐土。然而两千

多年来，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掳掠杀戮，“人间乐土”往往

变成烽火连天的战场，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海晏真正成为乐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9

月11日海晏解放，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新生。从新

中国成立之日起，全县各族人民就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英雄气

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勤劳的双手，谱写着新的篇章。在这块古

老美丽的土地上，先后办起了粮油、食品加工、冶炼、机械修理、肉

食贮存、皮毛染色、网围栏、建材、饲料、服装等工业；在这片丰美

的草原上，兴修草原水利和草原基本建设，大力发展畜牧业。过去的

泥路，如今已是平展的柏油马路，土屋换成了砖房和楼房，宽阔的三

角城大街笔直延伸，纵贯县城。南北交会的和平路更是绿树掩映。商

业区、工业区、教育区、文化活动区和居民生活区，按照现代城镇建

设规划，分布在县城布局区域，美丽的海晏县城就象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金银滩草原上。各族人民在共同建设海晏的实践中，融洽

相处，互相支持，已经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关系，走上了

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晏县各族人民从实际出发，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积极推行效益畜牧业的同时，逐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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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牧区：实行“公有户养，保本增值，按类组群，专群承包’’的

．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不仅巩固了绵改成果，也有利于牧区统一规划。

建设草原，既是一项畜牧业经济的进步，也是对传统畜牧业经营方式

的重大变革。

在农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走“稳粮、增油、上畜牧”和农工

副全面发展之路，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到1985年全县工

农牧业总产值1099．25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09．9

倍。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商品率分别达到21．27 0．4、24．21％和

f19．3％。每百亩草场牧业产值达185元。全县75％的牧户有住房、棚

圈、草库伦、饲草饲料、供水用电。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t985年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81．4元，其中牧民939

元。各族人民迈上了科学致富、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中共海晏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开展修志工作，

。以记录千百年来海晏各族人民的丰功伟绩，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符合“盛世修志"的传统，而且也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对曾经或正在辛勤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儿

女，既是一种欣慰，也将激励他们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去迎接新时代

的到来。

海晏县由于建县时间短，各方资料奇缺，加上编辑人员业务水平

有限，县志编纂困难很多，但在省、州志业务领导、各方专家学者和

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几经易稿，终于成书。特作此序。借此发行之

际，谨代表全县各族人民，对参与修志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I

：县长关酾
一九九四年五月



凡 例

凡 例

一、《海晏县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由概述、大事记、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九部分组成。

二、本志记事从1939年置设治局起，部分内容追溯到汉代，下

限1985年，绵羊改良和人物编延至1987年和1990年。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文体。引文

用原文j不作注释。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

9月11日海晏解放以前或以后。

五、本志地名除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一般用现行标准地名，

以《海晏地名志》为准。
‘

· 六、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之原则，主要收录海晏籍有重要影

响的已故知名人士，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的反面人物。
4 七、敷字除引文、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码。各种数据采用县

统计局核定之数据为准，也采用有关单位提供和调查核实之有关数
、

据。
、

八、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省档案资料，口碑和回忆资料，经核
。 ·实亦采用。 ．

．

九、对交叉重复出现的内容，采取主要相关的章节叙述，其它章

节从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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