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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志>在中共稻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

导下，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修志工作者几年的辛勤劳动，现已编纂完毕。这

是我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丰硕成

果。在此，谨向关心支持我县修志的志士仁人和全体编纂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稻城境内群山巍峨，地域辽阔，溪流纵横，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具有悠久的和独

具特色的文化。她历经风雨沧桑，饱尝人间忧患。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糟下，勤劳

勇敢的稻城人民，完成了伟大的民主改革之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

康庄大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稻城人民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正确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各项事业迅猛发展．

城乡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今天的稻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到处充满着希望和生机。历史的发展并非平坦笔直，它经历了许多坎坷

和曲折，我们应牢记过去的经验教训。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开创未来

的宏伟事业。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修志的优良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县在

解放前后的几十年中，未能实现这一宏愿。稻城的历史和社会、过去与现状，特别是解

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都应全面地记入史册，以起到“资

政、存史、教化”的作用。为了完成<稻城县志>这一系统工程，实现多年来的梦想。

1991年9月，稻城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把修志工作纳入了县委、

政府的议事日程。以后，通过编纂工作者历时三载的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几易其稿，

编纂成了这部近60万字的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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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县志编修过程中，编纂人员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贯彻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用新的观点、方法和体例，编出科学性、思想

性、资料性相统一，能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的县志。全志从自然到社会，经济到政

治，文化到人物，记载了稻城县一千多年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解放后四十年稻城

的巨大变化和民族团结、百业繁荣的现实以及各项事业的曲折起伏。这是稻城今天和明

天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可供借鉴的、带有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它将为

我们党政领导部门认识稻城、研究稻城、管理稻城，制定稻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

可靠的科学依据；同时也将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县情，吸取经验教训，为

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努力奋斗!

首编(稻城县志>，由于资料匮乏，时间仓促，，经验欠缺。难免有取舍不当、史料

欠核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中共稻城县委书记杨布热

稻城县人民政府县长赵斌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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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稻城县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精神，结合稻城实际，实事求是地反映稻城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及现状。

二、<稻城县志>为首次新修本，由于资料十分缺乏，解放前有关建置沿革和土司

制度及历任土司名单无史可考，最多只能追溯到前三代，故以清末民初为上限；下限断

至1990年，有的篇章断至1993年。

三、本志按大类立志。事以类从，因时系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内容上，本着

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i新资料，客观记述本县历史和现状。

结构上分为政区建置、自然地理、社会、农业、工交邮电城乡建设、财税金融商贸、政

党政协群团组织、政权、政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人物等篇，各篇下设

章、节、目。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为卷首，附录、后记为最后，力求符合志书体

例要求。

四、本志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以志为主。

五、本志用现代规范化的语体文记述，力求简明、朴实、准确，避免夸饰。

六、本志的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取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的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述，不加评论。 ．

七、历史朝代及其年号、纪年沿用通称。历史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中华民国一律称民国，并加注公元纪年。稻城县以和平解放的时间(1951年2月

28日)划分新旧社会用词，统称“解放前”、“解放后”。

八、本志地名采用1986年稻城县地名录上的标准名称，对有演变的地名，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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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内用当时名称，但注以今名。有关人物直书其姓名，交待身份时不用尊称或贬语。

九、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单位和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口径为准，数字

除引文用原书写数字外，其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十、准确使用标点符号和简化字。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附录规定．简化字以全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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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l ·

概 述

稻城县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东侧。东南与凉山州木里县接

壤，西界乡城县，并与云南省中甸县毗邻，北连理塘县，总幅员面积7323平方公里，

呈长条形。1990年，全县辖3个区、14个乡以及金珠集市1个，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全县有藏族、汉族、纳西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彝族、土家族、黎族、白

族等民族，共有人口25445人，其中藏族2449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6．27％。县人民

政府驻金珠集市，海拔3740米，是甘孜州第四高城，距州府康定432公里(公路里

程)，距省会成都810公里。

县境内，属横断山系的贡嘎雪山和海子山，坐落南北，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

一。县境地形复杂，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最高点为南部的贡嘎雪山萨内日峰，海拔

6032米，最低处为东义区南部色空村，海拔1900米。全县地势自西北而东南，山脊河

谷相间，天然划分为三个类型区：北部为典型的丘状高原，海子山骈稻城河。海拔

3600--5020米，高差1420米，丘状、冰蚀岩盆和断陷盆地遍于表面，草原辽阔，是发

展畜牧业的良好基地；中部为半高山山原地貌，波瓦山骈赤土河，平均海拔3500米以

上；南部高山狭谷区，俄初山骈东义河，海拔2000～5000米以上，溪流发达，森林茂

密，宜于经济林木的发展。

全县水系纵横。稻城河流均属金沙江水系，三大河流为稻城河、赤土河、东义河。

均流入木里县水洛河注入金沙江。在高山狭谷中还有终年流水不断的溪沟60多条，其

中积水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2条。全县河流天然落差大，电力蕴藏量达22．6

万千瓦，待开发利用。县境内还有大小湖泊(海子)1145个．面积3200平方公里，最

大的为兴伊错湖，面积7．5平方公里，为常年淡水湖。这些湖泊均在海拔4000米以上

的县境北部冰蚀地形区，难以直接利用，但为县内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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