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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县志'编纂人员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j州黑水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名单

黑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万斌全(藏)
’

副主任：张浩义兰卡木(藏) 严木学(藏) 阿尔(藏) 任发学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王保(藏) 王兴成邓富成 占他木(藏)

孙泽权 陈。锋何洪学谷运龙

吴。强 周礼富(羌) 美杰(女、藏)

杨志金(羌) 董玉树程昌荣

黑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任发学 ：，

1-作人员：任发荣吴强李 建 许崇林张芹王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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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县志》审稿小组

组长：吴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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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黑水县志》，经过八个寒暑的紧张工作，今

天终于付梓成书，这是我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我县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

黑水县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高原，很早就有人在此定居，现为藏族

聚居区。纯朴善良的黑水人民勤劳勇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

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申，黑水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黑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著名的“芦花

会议’’，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藏族同胞积极帮助红军筹粮，为革命作

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7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著名

的“剿匪战役"，肃清了盘踞在黑水县境内的国民党残匪，使长期被压

迫、被奴役的黑水县人民终于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黑

水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在这片“一

穷二白’’的土地上，描绘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画。三十九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可谓政通人和，百

业正兴。值此盛世，编修县志，既具社会条件，又为各方所需。1 983

年，中共黑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设立专门机构，拨付专款汇集人

才，编修黑水历史上第一部县志。1984年，这项工作正式开始。

《黑水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和社

会主义方志学理论，科学地、严谨地、实事求是地详细记述了黑水历

史的重大变迁和解放近四十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及

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在努力搞好黑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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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县志》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黑水的过去和现

在，．为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在主持政府工作

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到，要正确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

针、政策，办好一县之事，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地理、资

源、交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正确决策，寻求最佳方案，走出一条

适合黑水县特点，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

须了解、认识我县县情，《黑水县志》就是一面了解和认识黑水县情的

镜子，它以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为我们和后人研究黑水、发展黑水、建

设黑水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其意义将在今后黑水县历史发展的长河

中日益显现出来。

《黑水县志》的问世，填补了黑水历史上的一项文化空白。它是全

县各级党委和部门、全县各族同胞大力支持及全体编纂者辛勤劳动的

结晶。它虽不是尽善尽美，但百余万字，亦堪称黑水的第一部历史巨

著。在此，我谨向各位关心、支持和参加编纂的同志和朋友们致以诚

挚的谢意!并以读者的身份表示祝贺l ，

黑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万 斌 全

一九九一年九月于芦花



凡 例

凡 1歹IJ

一 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体

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jH,0。
二 本志贯穿古今，为黑水历史上第一部县志，按“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当代。时间断限，上限为1911年，下

限为1 988年，有的内容，略有上溯。 ．

三 本志在篇目结构上，采取小编横式。篇下分设章、节、目。横

排纵写，首列概述、大事记述?政区、自然地理、人口，以综合反映

全县总貌，然后分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四 本志有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分别附

于卷首和有关分志中，做到．图文并茂。
五 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洁，使

之文约事丰，言简意赅。

六 本志中凡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历史习

惯称呼。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名称注明今地；对人物，均直书其

名，不加褒贬之词。

七 1952年7月24日，黑水解放，在此之前称“解放前”，之后

称“解放后”。

八 本志立传人物是以1988年底以前去逝的、对社会发展有较大

贡献的为主，亦收入个别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物；以本籍人士为主，亦

载入少数对黑水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士，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



《烈士英名录》中所记烈士以黑水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为准。

本志所列各种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物理量单

单位、数字符号、代号，均按国家统一规定，采用国际上通

方法。

本志资料来自省、州、县档案资料、有关报刊、专著及有关

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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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申诉复查⋯⋯⋯⋯⋯⋯⋯⋯⋯⋯⋯⋯⋯⋯⋯⋯⋯⋯⋯⋯⋯⋯⋯⋯⋯⋯⋯⋯

第四章司法行政⋯⋯⋯⋯OI*O··Q·Qil·,il 000 000 WOnt·O⋯⋯⋯⋯⋯⋯⋯⋯⋯⋯⋯⋯⋯⋯⋯⋯⋯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法制宣传⋯⋯⋯⋯⋯⋯⋯⋯⋯⋯⋯⋯⋯⋯⋯⋯⋯⋯⋯⋯⋯⋯⋯⋯⋯⋯⋯¨

第三节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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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安全生产⋯⋯⋯⋯⋯⋯⋯⋯⋯⋯⋯⋯⋯⋯⋯⋯⋯⋯⋯⋯⋯⋯⋯⋯⋯⋯⋯⋯(219)

第十篇 经济总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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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速度及水平⋯⋯⋯⋯⋯⋯⋯⋯⋯⋯⋯⋯⋯⋯⋯⋯⋯⋯⋯⋯⋯⋯⋯⋯⋯⋯⋯(221)

第二节经济效益⋯⋯⋯⋯⋯⋯⋯⋯⋯⋯⋯⋯OIO．QOO⋯⋯⋯⋯⋯⋯⋯⋯⋯⋯⋯⋯⋯⋯(226)

第二章经济结构⋯⋯⋯⋯⋯⋯⋯⋯⋯⋯⋯⋯⋯⋯⋯⋯““⋯⋯⋯⋯⋯⋯⋯⋯⋯⋯⋯“(229)

第一节社会生产结构⋯⋯⋯⋯⋯⋯⋯⋯⋯·O·gO O O·⋯⋯⋯⋯⋯⋯⋯⋯⋯一⋯⋯(229)

第二节产业结构⋯⋯⋯⋯⋯⋯⋯⋯⋯⋯⋯⋯⋯⋯⋯⋯⋯⋯⋯⋯⋯⋯⋯⋯⋯000'000⋯(231)

．第三节建设投资结构⋯⋯⋯⋯⋯⋯⋯⋯⋯⋯⋯ilil·ilil··il·‘t*····ilil·il⋯⋯⋯⋯⋯⋯·00 00⋯·(234)

第四节商品流通结构⋯⋯⋯⋯⋯·00··i}··ililO·⋯⋯⋯⋯⋯⋯⋯⋯⋯⋯⋯⋯⋯⋯⋯．．．⋯(236)

^ 第三章人民生活⋯⋯⋯⋯⋯⋯⋯⋯⋯⋯⋯⋯⋯⋯⋯⋯⋯⋯⋯⋯⋯⋯⋯⋯⋯⋯⋯⋯⋯(237)

岱轳节眠姒袱配⋯⋯⋯⋯⋯⋯⋯⋯⋯⋯⋯⋯⋯．⋯⋯⋯⋯⋯⋯．．⋯⋯Q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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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农民生活⋯⋯⋯⋯⋯⋯⋯⋯⋯“⋯⋯⋯⋯⋯⋯⋯⋯⋯⋯⋯⋯⋯⋯⋯⋯⋯⋯(239)

第三节居民和职工生活⋯⋯⋯⋯⋯⋯⋯⋯⋯⋯⋯⋯⋯⋯⋯⋯⋯⋯⋯⋯⋯⋯⋯⋯⋯(241)

第一章

第十一篇 农牧业及乡镇企业

机构⋯⋯⋯⋯⋯⋯⋯⋯⋯⋯⋯⋯⋯⋯⋯⋯⋯⋯⋯⋯⋯⋯“⋯⋯⋯⋯⋯⋯⋯r(243)

第一节农业机构⋯⋯⋯⋯⋯⋯⋯⋯⋯⋯⋯⋯⋯⋯⋯⋯⋯⋯⋯⋯⋯⋯⋯⋯⋯⋯⋯⋯(243)

第二节牧业机构⋯⋯⋯⋯⋯⋯⋯⋯⋯⋯⋯⋯函⋯⋯⋯⋯⋯⋯⋯⋯⋯⋯⋯⋯⋯⋯⋯(244)

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244)

第一节私有制⋯⋯⋯⋯⋯⋯⋯⋯⋯⋯⋯⋯⋯⋯⋯⋯⋯⋯⋯⋯⋯⋯⋯⋯⋯⋯⋯⋯⋯(244)

第二节公有制⋯⋯⋯⋯⋯⋯⋯⋯⋯⋯⋯⋯⋯⋯⋯⋯⋯⋯⋯⋯⋯⋯⋯⋯000000⋯⋯⋯(245)

第三章农作物⋯⋯⋯⋯oopooo⋯⋯⋯⋯⋯⋯⋯⋯⋯⋯⋯⋯⋯⋯⋯⋯⋯⋯⋯⋯⋯⋯⋯⋯(248)

第一节粮食作物⋯⋯·g 0 ooo 000 005 0 00 ooo·Qo ooo 00·⋯⋯⋯⋯⋯⋯⋯⋯⋯⋯⋯⋯⋯⋯⋯⋯⋯(248)

第二节经济作物⋯⋯⋯⋯⋯⋯⋯⋯⋯⋯⋯⋯⋯⋯⋯⋯⋯⋯⋯⋯⋯⋯⋯⋯⋯⋯⋯⋯(250)

第三节水利资源⋯⋯⋯⋯⋯⋯⋯⋯⋯⋯⋯⋯⋯⋯⋯⋯⋯⋯⋯⋯⋯⋯⋯⋯⋯⋯⋯⋯(253)

第四章农业技术⋯⋯⋯⋯⋯⋯⋯⋯⋯⋯⋯⋯⋯⋯⋯⋯⋯⋯⋯⋯⋯⋯．．⋯～··．一⋯⋯⋯(254)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耕作制度⋯⋯⋯⋯⋯⋯⋯⋯⋯⋯⋯⋯⋯⋯⋯⋯⋯⋯⋯⋯⋯⋯⋯⋯⋯⋯⋯⋯(254)

良种推广⋯⋯⋯⋯⋯⋯⋯⋯⋯⋯⋯⋯⋯⋯⋯⋯⋯⋯⋯⋯⋯⋯⋯⋯⋯⋯⋯⋯(255)

农作物保护⋯⋯⋯⋯⋯⋯⋯⋯⋯⋯⋯⋯⋯⋯⋯⋯⋯⋯⋯⋯⋯⋯⋯⋯⋯⋯⋯(256)

肥料使用⋯⋯⋯⋯⋯⋯⋯⋯⋯⋯⋯⋯⋯⋯⋯⋯⋯⋯⋯⋯⋯⋯⋯⋯⋯⋯⋯⋯(258)

农技培训⋯⋯⋯⋯⋯⋯⋯⋯⋯⋯⋯000 000⋯⋯⋯⋯⋯⋯⋯⋯⋯⋯⋯⋯⋯⋯⋯(258)

第五章农业机具⋯⋯⋯⋯⋯⋯⋯⋯⋯⋯⋯⋯⋯．．．⋯⋯⋯⋯⋯⋯⋯⋯⋯⋯⋯⋯⋯⋯⋯(259)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管理机构．．．⋯⋯⋯⋯⋯⋯⋯⋯⋯⋯⋯⋯⋯⋯⋯⋯⋯⋯⋯⋯⋯⋯⋯⋯⋯⋯⋯(259)
●

供‘应⋯⋯⋯⋯⋯⋯⋯⋯⋯⋯⋯⋯⋯⋯⋯⋯⋯⋯⋯⋯⋯···⋯⋯⋯⋯⋯⋯⋯(259)

技术培训⋯⋯⋯⋯⋯⋯⋯⋯⋯⋯⋯⋯⋯⋯⋯⋯⋯⋯⋯⋯⋯⋯⋯⋯⋯⋯⋯⋯(260)

农机监理⋯⋯⋯⋯⋯⋯⋯⋯⋯⋯⋯⋯⋯⋯⋯⋯⋯⋯⋯⋯⋯⋯⋯⋯⋯⋯⋯⋯(260)

第六章农田水利建设⋯⋯⋯⋯⋯⋯⋯⋯⋯⋯⋯‰⋯⋯⋯⋯⋯⋯⋯⋯⋯⋯⋯⋯⋯⋯⋯(261)

第一节改

第二节水利

第七章牧业生

第一节牧草

．第二节牧业

第三节牲畜

第四节畜种

建设

产⋯

资源

发展

分布

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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