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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十1吁褥
序一

正当全州50万各族干部群众凭籍庆祝自治州

成立50周年所唤发出来的昂扬斗志和创业激情，紧

紧抓住重要发展战咯机遇期，意气风发，满怀自蒙

地朝着奎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阔步迈进的重要时

刻，《海西州志》(1 991～2002)编纂完成，印将付

梓。这是继《海西州志》(1—5卷)正式出版发行之

后，自治州续修新志取得的又一成就，是我州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又一硕果．

是一件值得欣喜庆贺的大事。

海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域广袤、资源丰富．是金省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省

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海西各项工作，对海西的发展寄予殷切期望．钾确要求海西要在“推进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参与对外经济合作与开放、统筹城乡发展、统筹资源和生态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个

方面走在全省前列．把柴达术盆地建设成为全省的新兴工业基地。按照这一系列的工作要求．海西各族

干部群众自觉继承“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科学务实”的柴达木精神．在老一

代柴达木入构建工业发展体系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续写了自治州发展新的辉煌。特别是1999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海西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各族人民不仅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实惠．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发展的信心，创业的激情，求富思

进的呼声和愿望十分强烈，全州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政治稳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的喜人局面。

<海西州志>(1 99l一2002)正是上承(海西州志>(1—5卷)．续写了海西各族人F-,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成就，续写了海西广大干部群众投身西部开发主战场的新历程，续写了世纪之交海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志书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翔实记述了1 991年以来全州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再现了海西各族人民知难而迸，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

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点，不失为一都“存史、资治，教化“的经典之作。

”知昔日始可喻今者．现已事所以察耒然”。《海西州忘)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总结经验、珍

视现在、用好机遇，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规律、展望未来，鼓舞全州各族／。民继往开来，再接再厉．

共创灿烂光辉的明天。我相信，有自治州50年发展历程昕积累的重要经验．有垒州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加快发展工业，全面建设小康．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海西的目标。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海西州委书记李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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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州志》(1 99I一2002)历余年之功．今已问世。这既

是我州修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州文化建设的一

停大事。承蒙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海西州定为

青海省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之一，在此谨表谢忱。

编辑出版州志，很有必要，是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它对

于总结历史经验．规划建设未来具有重要作用。《海西州志》

：I 99I～2002)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经验，客观

地全面地认识现实”为编纂宗旨，如实记述了1 991—2002年

全州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的全新面貌．凸现了全州人民

在振兴海西经济历程中留下的串串足迹。

州志是昨天的记录。l 99l一2002年问，我州各级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在全

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设新兴工业基地”的发展定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牧

业产业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全州经济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海西州志》较为全面，

翔实地展示了这个时期我州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情况及其相关政策．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海西

发展的权威性工具书和史料性参考书。

州志是今天的镜子。<海西州志)富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年度特点．是反映海西全貌的“百科全

书”，记述的基本内容是海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新经验；记述的是海西

各条战线、备个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新的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为各行各业

规划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国内外各方面人士了解海西、研究海西提供最新的资料，也为海西志书

的编纂和续修积累史料。今天的海西，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各项文化事业欣

欣向荣。这些成绩在<海西州志》中都得到了翔实的反映。

州志是明天的见证。《海西州志》不仅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向国内外宣

传海西的重要窗口．为我们鉴往知来．开阔视野，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更好地推动全地区工作提供有益

的帮助：对宣传海西，提高海西知名度，扩大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对激发群众热爱海西，建设海

西、振兴海西，将发挥重大作用。

值《海西州志》fl 99l～2002)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海西州人民政府和《海西州志》编委会，向关心，

支持我州经济发展．以及关心，支持和参与《海西州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再接再厉，精益求精．进一步强化信息功能、资政功能和服务功能；同时也希望全州广大干部群众

读好用好州志．不断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使《海西州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让我们共同携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引下，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推

动全州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一个富裕．文明、和谐的新海西而努力奋斗．

再续海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中共海西州委副书记、海西州人民政府州长 诺卫星(蒙古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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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海西州志》卷一至卷五出版发行之后．<海

西州志》(1 99卜2002)又问世了。本志真实地记录了从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党的十六大

召开共I 2年问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的发展轨迹．展示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是海西建

设史上大放光彩、璀璨夺目的一页。

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1 992年1 0月．党

的十四大召开之后，在中共海西州委的领导下，自治

州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推行现代

企业制度，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一统

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与此同时，积

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引进区外资金、技术和优势企业。使资源开发呈现出扩规模、上档次、增效益的

发展态势．全州总体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这一时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期。1 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自治州各级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

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抓机遇、谋发晨．强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西部大

开发五年来．全州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优势资源开发突飞猛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日趋改善，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这一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州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1 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自治州各国家机关在州委軎可统一领导

下．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及普法工作．全面推动了依法治州进程。自治川人大及其宦委会．竖学民主

立法，制定、修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鬟证芜1_圭南．主_誊在： 玎贯彻

实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积极推行依法行政规范行政矿蓑；：行玖行为．

努力提高为民从政的服务意识；开展“三五”、“四五”普法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王j：i：!，各级审判、

检察机关．以公正司法为主题，深入开展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机关的作风建设百r二{_兰蔓芝了叠正司法。

以志为镜，温故而知新。我们在开发建设柴达木新的征途中．回孩历史戛兰王i罨示全面建设

小屎社会和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坚信海西的明天更加辉煌!

海西州人大穹委会三鲁 索胃加措(藏族)



凡 例

一、《海西州志》(1991—2002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内海西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注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体例采用编、章、节、

目，横排竖写，述而不论，直述其事。

三、本志上限为1991年，下限止2002年底。个别事物为保持其连续性和完

整性，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资料以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单位提供的为主，辅以刊物和专著等有关

文字资料。除必要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统计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提

供的数据。

六、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人物以传和列表的形式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以第三人称记述，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有

些名称类记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地名采用现行标准地名，必

要时加注历史地名和民族地名。

九、本志对前志的错误和遗漏，进行了勘误、拾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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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面积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海西州)位于青藏高原北

部、青海省西北部，北依祁连山通甘肃河西走廊，

西缘阿尔金山邻新疆塔里木，南屏昆仑山和唐古拉

山成为进藏门户，东邻青海海北、海南藏族自治

州。因居青海湖以西，故名海西。总面积30．09万

平方公里，占青海省总面积的41．81％，是青海重

要的工矿区和农牧业区。境域的主体是举世闻名的

柴达木(蒙古语意为水草丰美的辽阔地，藏语意为

盐泽地)盆地，属国内海拔最高的封闭型内陆盆

地，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占全州的78．76％，

故柴达木又成为海西州的代称。首府在德令哈市，

是全州的政治、教育、文化中心和海西东部经济区

中心城市。

海西州地形地貌奇特，主要由昆仑山、祁连

山、阿尔金山环抱的柴达木盆地和唐古拉山北麓高

原组成，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盆地边缘至中央

大体依次为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湖沼呈带状

分布，形成独立的资源分布结构。

海西州气候独特，是典型的高寒干燥大陆性气

候区，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全

州年平均气温一1．1-4．O'E，年平均降水量17．1—

344．7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13．9—3212．7毫米，

为年平均降水量的14．7倍。年平均沙尘暴日数为

0．9—13．4天。盆地平均霜期达234—278天．无霜

期78—131天。

海西州辖德令哈市、格尔木市、乌兰县、都兰

县、天峻县和茫崖、冷湖、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共

有27个乡、14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268个村

(牧)民委员会、3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002年全

州总人口为105033户、334722人，人口密度为每

平方公里1．23人。

海西州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有汉、蒙古、

藏、回、土、撒拉等29个民族。蒙古族、藏族是

海西州的主体少数民族。蒙古族占全州总人口的

7．46％，藏族占全州总人口的11．20％。

自然资源丰富的自治州柴达木盆地是全省最

主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以“聚宝盆”的美称闻名

遐迩，能源和盐湖资源被列为“西部十大矿产资源

集中区”之一。先后发现39大类86种矿产，产地

1050余处，其中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48种，矿产

地210处。潜在经济价值在16万亿元以上，占全省

的95％。主要矿产有石油、天然气、煤、湖盐、钾

盐、硼、锂、镁盐、锶、溴、碘、芒硝、自然硫、

铁、铅、锌、金、钴、铜、石棉、石灰石、硅灰石

等，其中湖盐、钾盐、镁盐、锂、锶、石棉、石灰

岩矿藏储量居全国首位，溴、硼储量居全国第二

位。矿产资源具有储量大、品位高、类型全、分布

集中、资源组合好等特点，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盐

湖资源、有色金属资源、煤炭资源和石棉建材资源

富集，已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海西地域广袤，土地资源丰富，有耕地65．57

万亩，农作物有小麦、油菜、豌豆、青稞等。全州

草地面积为14358．52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10647．41万亩，天然草场可分为6类，7个亚类，

19个草场组，50个草场型。

海西地区水资源主体为内陆水系，包括地表

水、地下水、湖泊、冰川等。全州有较大河流160

余条。海西地区由于两次地质构造运动，以及现代

冰川、风蚀等外应力作用，形成了许多湖盆洼地，

再积水而形成湖泊，面积在O．2平方公里以上的湖

泊有493个。由于强烈的蒸发作用和水盐运动，使

低洼处的湖泊多成为盐湖和盐沼，海西境内盐湖数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