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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地方志编纂机构及工作人员名单

若尔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豆嘎足

副主任：白永华 白玛塔扎柯阿公陈康模

委 员：陈利明 扎利 木年薛福林李福光

宋尧勋如杰王明刚郎拉齐波太

甲波塔

《若尔盖县志》总编室成员名单
一．

总编辑：白玛塔

常务副总编辑(统稿)：陈康模

副总编辑：李志敏坤福弟周承忠

责任编辑：程利权宋国清马宜松宋尧勋 王明刚

谢代群卓明久熊良茂刘仁孝．马树全

刘文国 杨泽友夏代学刘国伟杨军

秦玉林孙凌云马明云 张光裕供曲仁青

邹以万陈关亮唐贤友 曾智华尼美多杰

纳科牡丹

图 片：陈康模程利权

校 对：程利权陈康模 白玛塔马宜松杨诗福



若尔盖县地方志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陈康模

工作人员：宋国清程利权

《若尔盖县志》审稿委员会名单

主 任：嘎尔泽

副主任：纳玛泽里豆嘎足李绍华 田晓丹达尔

纳果

成t员：白玛塔 白永华旦 巴木年贾志刚

陈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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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众所周知，越是切近的历史越难写，但我们毕竟不能逃脱作为当代人的使命。

‘若尔盖县志》几易编纂人员，历时10年终于问世。这项宏大的工程凝聚了多

少人的心力、才智和艰辛是不难想见的。我们可能面对一阵风，听到的是不同的声7

音，面对同一棵树，欣赏的是不同的绿叶。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忠于历史、秉笔直书

和真诚的合作i编纂者对若尔盖的历史性贡献亦会永载史册。

我们赢得了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令人十分欣慰的。《若尔盖县志》的问世，

开创了我县修志之先河，填补了我县史志之空白。它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

社会功能和作用，以及以史为鉴，服务当代，惠泽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

<若尔盖县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若尔盖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洋洋

90余万言，资料翔实，贯穿古今，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可谓一部关于若尔盖的百

科全书。数十年来，若尔盖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事业有了过去无可比拟

的巨大发展，若尔盖人民创下了光辉的业绩。同时，在发展进程中也有过失误，走

过弯路。历史没有忘记，如同秋日的天空那般晴朗，如同阳光中的镜子那般明净，我

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感谢历史，感谢各位志书编纂者!

正象最杰出的园丁之不可能使秋天的树叶在春天的树枝上发绿一样，我们可能

复活以往的激情，却不可重复昔日的创造。历史留下了不朽的丰碑，诚望全县各族

人民能从中领悟创业艰辛，改革艰巨，发展困难，并能总结经验，以史为鉴，激发

热情，为若尔盖的今天和明天谱写新的篇章．。

中共若尔盖县委书记嘎尔泽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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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志

序二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若尔盖县

志》经过lo年艰苦奋战，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

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若尔盖县地处全国五大牧区之二的川西北高原，幅员辽阔，水草丰茂，是四川

省畜牧业重要基地县之一。1935年，红军长征过境时，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巴西会议"。若尔盖人民在艰苦奋斗的曲折经历中，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就没有藏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真理。1958年民主改革后，若尔盖草原发生

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蓬勃发展，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若尔盖解放40多年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积累了各方面建设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有应深刻吸取的教训。

中华民族历来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

期，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若尔盖是解放后新建县，在民国初年编修记述川西北草地的地方志中，略有记

载j此前，若尔盖地区记入藏汉文献的资料稀少难寻，散见零碎，如果从民国初年

算起，本地区无史志专著记载已有70余年历史。可以说，本志问世，填补了民国以

来特别是1953年建县40余年来，若尔盖民族史志的历史空白，开创了本县编修社

会主义新县志之先河，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史料。

《若尔盖县志》在编修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原则，横排门类，纵述

始末，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和谐统一，全面系统记述本县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建县以来特别是民改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

编写县志是一项大规模的县情调查活动，是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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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志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它毕竟是各族人民奋力拼搏推动历

史前进的真实记录，仍不失为一部全面反映县情的小百科全书，它将为建设者们在

改革开放中进行各项建设事业的科学规划和正确决策，提供基本县情依据和历史借

鉴。其“资政、教育、存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必将在本县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逐步显示出来。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后代查阅此志，倘若能继续对国家

和民族有所裨益，也即我们今人心愿以偿，这也是我们修志目的所在·

我出生于若尔盖，亲眼目睹了若尔盖县的巨大变化。“生在山中不知山”，这是

一种常见现象。生在若尔盖不一定能深刻认识若尔盖。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有

鉴别"。我们对若尔盖现状的认识，既要同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横向比较，结合本地实

际，学习各地先进经验；也要和若尔盖地区的过去进行纵向比较，看到自己的发展

变化，增强搞好今后各项建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参与主持政府工作中我认识到，

茹何根据县情，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非易事。在工作实践中，我体

会要做到这点，至关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深刻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二

是对若尔盖县情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即要了解本县社会发展兴衰起伏，曲

折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又要研究方方面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基本县情；既

要认识若尔盖的今天，把握开展工作的现实依据，又要了解若尔盖的昨天，总结经

验，寻求历史借鉴，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摸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出符合本

县实际的最佳决策方案，推动各项事业前进。

县志“记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憎"。80年代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十分强调

国情教育。县情是国情的有机组成部份。县志出版发行后，我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及

群众重视它，珍惜它，把它当成全县人民的一项精神财富来对待：尤其是青年一代，

更有必要阅读县志，了解本县历史和现状。我建议各级各类学校，可适当从县志中

选些内容，作为乡土教材辅助课，进行通俗讲解，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

值此出版发行之际，我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向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各地专、

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县级机关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全体县志编纂人员的辛

勤笔耕，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同时，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志不足之处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将来续修县志时做好更正和补遗工作。

人民历史人民写。我衷心希望勤劳、智慧的若尔盖各族人民和投身于各项建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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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志

的各级干部和一切有识之士，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充分利用县内各种

资源和社会巧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民族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做

出新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牧区谱写更加壮美的诗篇。

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县长豆嘎足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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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观点及方法，力求客观、系统、准确地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两个

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二、记事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图、表、传、录等体裁

相结合，力求标目简洁，文字朴实、简明、流畅。
’

三、本志采用大篇与小篇(章)相结合排列，以章为主要结构单元，一般按篇、

章、节三个级次编排，部分内容排至目和子目。

四、记事断限，上限因事因史料而异，有史料可考且有必要入志的内容尽可能 ．

上溯，力求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侧重记载1958年民改以来社会发展变

化的基本概况，以突出时代特点。下限断至1988年。

五、根据志书特点≯坚持横分门类，因事系时，纵写史实，以时为序，由远而

近记述。述事、记物、传人，以记为主，不加评论，寓是非、得失、褒贬、经验和

教训于史实的记述之中。

六、本志对建县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记述，根据“宜粗不

宜细、宜略不宜详"的原则，除个别情况外，一般采取分散方法择要记入大事记及

有关章节，不另设专章集中记述。 ，

七、为综合反映本县经济概貌，专设经济综述，置于经济篇之首。牧业是支柱

产业，林业在经济建设中占举足轻重地位，故记述较详，以突出重点和地方特点。
’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人传人物，均为已故且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各界人士。同时也选择个别反面人物记入，以作反面教材。对入志人物直述其事，不

加刻意褒贬之词，让史实说话。对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则采取以事系人方法，记

入相关内容。

九、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方法，纵向记载历年发生的要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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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志

第六节 自然灾害⋯⋯⋯⋯⋯⋯⋯⋯⋯⋯⋯⋯⋯⋯⋯⋯⋯⋯⋯⋯⋯⋯(115)
’

第三章人口⋯⋯⋯⋯⋯⋯⋯⋯⋯⋯⋯⋯⋯⋯⋯⋯⋯⋯⋯⋯⋯⋯⋯⋯⋯(121)

第一节人口发展简况⋯⋯⋯⋯⋯⋯⋯⋯⋯⋯⋯⋯⋯⋯⋯⋯⋯⋯⋯⋯(121)

第二节人口分布⋯⋯⋯⋯⋯⋯⋯⋯⋯⋯⋯⋯⋯⋯⋯⋯⋯⋯⋯⋯⋯⋯(124)
一

第三节人口变动⋯⋯⋯⋯⋯⋯⋯⋯⋯⋯⋯⋯⋯⋯⋯⋯⋯⋯⋯⋯⋯⋯(126)

第四节人口构成⋯⋯⋯⋯⋯⋯⋯⋯⋯⋯⋯⋯⋯⋯⋯⋯⋯⋯⋯⋯⋯⋯(128)

第五节计划生育⋯⋯⋯⋯⋯⋯⋯⋯⋯⋯⋯⋯⋯⋯⋯⋯⋯⋯⋯⋯⋯⋯(136)

第四篇经济⋯⋯⋯⋯⋯⋯⋯⋯⋯⋯⋯⋯⋯⋯⋯⋯⋯⋯⋯⋯⋯⋯⋯⋯⋯⋯(139)

第一章经济综述⋯⋯⋯⋯⋯⋯⋯⋯⋯⋯⋯⋯⋯⋯⋯⋯⋯⋯⋯⋯⋯⋯⋯(139)

第一节经济发展⋯⋯⋯⋯⋯⋯⋯⋯⋯⋯⋯⋯⋯⋯⋯⋯⋯⋯⋯⋯⋯⋯(139)

第二节固定资产投资建设⋯⋯⋯⋯⋯⋯⋯⋯⋯⋯⋯⋯⋯⋯⋯⋯⋯⋯(152)
‘

第三节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155)．

第四节经济管理⋯⋯⋯·⋯⋯⋯⋯⋯⋯⋯⋯⋯⋯⋯⋯⋯⋯⋯⋯⋯⋯”(163) ?7

第二章畜牧业⋯⋯⋯⋯⋯⋯⋯⋯⋯⋯⋯⋯⋯⋯⋯⋯⋯⋯⋯⋯⋯⋯⋯⋯(176)

第一节机构⋯⋯⋯⋯⋯⋯⋯⋯⋯⋯⋯⋯⋯⋯⋯⋯⋯⋯⋯⋯⋯⋯⋯⋯(176)

第二节生产关系与经营管理⋯⋯．．⋯⋯⋯⋯⋯⋯⋯⋯⋯⋯⋯⋯⋯⋯·(177)

第三节畜禽品种及改良育种⋯⋯⋯⋯⋯⋯⋯⋯⋯⋯⋯⋯⋯⋯⋯⋯⋯(186)

第四节生产技术与生产发展⋯⋯⋯⋯⋯⋯⋯⋯⋯⋯⋯⋯⋯⋯⋯⋯⋯(198)

第五节畜牧业分区·．．．一⋯⋯⋯⋯⋯⋯⋯⋯⋯⋯⋯⋯⋯⋯⋯⋯⋯⋯”(214) ’、

第六节草原基本建设⋯⋯⋯⋯⋯⋯⋯⋯⋯⋯⋯⋯⋯⋯⋯⋯⋯⋯⋯⋯(215)

第七节畜禽保护⋯⋯⋯⋯⋯⋯⋯⋯⋯⋯⋯⋯⋯⋯⋯⋯⋯⋯⋯⋯⋯⋯(222)

第八节畜牧业机具⋯⋯⋯⋯⋯⋯⋯⋯⋯⋯⋯⋯⋯⋯⋯⋯⋯⋯⋯⋯⋯(232) 一。

第三章农业⋯⋯⋯⋯⋯⋯⋯⋯⋯⋯⋯⋯⋯⋯⋯⋯⋯⋯⋯⋯⋯⋯⋯⋯⋯(234)

第一节生产关系及其变革⋯⋯⋯⋯⋯⋯⋯⋯⋯⋯⋯⋯⋯⋯⋯⋯⋯⋯(234)

第二节耕地肥料⋯⋯⋯⋯⋯⋯⋯⋯⋯⋯⋯⋯⋯⋯⋯⋯⋯⋯⋯⋯⋯(237)

第三节农业生产⋯⋯⋯⋯⋯⋯⋯⋯⋯⋯⋯⋯⋯⋯⋯⋯⋯⋯4⋯⋯⋯⋯(243)

第四节经营管理及收益分配⋯⋯⋯⋯⋯⋯⋯⋯⋯⋯⋯⋯⋯⋯⋯⋯⋯(255) ＼

第五节农业技术推广⋯⋯⋯⋯⋯⋯⋯⋯⋯⋯⋯⋯⋯⋯⋯⋯⋯⋯⋯⋯(257)

第六节农业机具⋯⋯⋯⋯⋯⋯⋯⋯⋯⋯⋯⋯⋯⋯⋯⋯⋯⋯⋯⋯⋯⋯(266) 一
2 7



···⋯··············⋯···········i(267)

⋯·····⋯⋯···⋯···⋯·········(267)

⋯············⋯········⋯···⋯(273)

第三节森林保护⋯⋯⋯⋯⋯⋯⋯⋯⋯⋯⋯⋯⋯⋯⋯⋯⋯··t 000 OQO⋯(278)

第四节营林生产⋯⋯⋯⋯⋯”⋯”⋯⋯⋯⋯⋯⋯⋯⋯⋯⋯⋯⋯⋯⋯”(285)

第五节森林采伐⋯⋯⋯⋯”“⋯⋯⋯一⋯⋯⋯⋯⋯⋯⋯⋯⋯⋯⋯⋯⋯(293)

第六节林业经费⋯⋯⋯⋯⋯⋯⋯⋯⋯⋯⋯⋯⋯⋯⋯⋯⋯⋯⋯⋯⋯⋯(301)

第五章水利⋯⋯⋯⋯⋯⋯⋯⋯⋯⋯⋯⋯⋯⋯⋯⋯⋯⋯⋯⋯⋯⋯⋯⋯”(-303)

第一节水利资源⋯⋯⋯⋯⋯⋯⋯⋯⋯”·⋯⋯⋯⋯⋯⋯⋯⋯⋯⋯⋯”(303)

第二节水利建设⋯⋯⋯⋯⋯⋯⋯⋯⋯⋯⋯⋯⋯⋯⋯⋯⋯⋯⋯⋯⋯”(306)

第六章工业⋯⋯⋯··：⋯“⋯⋯⋯⋯⋯⋯·?⋯⋯⋯⋯⋯⋯⋯⋯⋯⋯⋯⋯·(315)

第一节工业发展⋯⋯⋯⋯⋯⋯⋯⋯⋯⋯⋯⋯⋯⋯⋯⋯⋯⋯⋯⋯⋯⋯(315)

第二节工业门类⋯⋯⋯⋯⋯⋯⋯⋯⋯⋯⋯⋯⋯⋯⋯⋯⋯⋯⋯⋯⋯⋯(319)

第三节工业名特、民族产品⋯⋯⋯⋯⋯⋯⋯⋯⋯⋯⋯⋯⋯⋯⋯⋯⋯(340)

第四节工业管理～OOi O D"⋯⋯⋯⋯⋯⋯⋯⋯⋯⋯⋯⋯⋯⋯⋯⋯⋯⋯(341)

第七章交通⋯⋯⋯⋯⋯⋯⋯⋯⋯⋯⋯⋯⋯⋯⋯⋯⋯?⋯⋯⋯⋯⋯⋯⋯“(344)

第一节古道⋯⋯⋯⋯⋯⋯⋯⋯⋯⋯⋯⋯一⋯⋯⋯⋯⋯⋯⋯⋯⋯⋯⋯(344)

．第二节公路⋯⋯⋯⋯⋯⋯⋯⋯⋯⋯⋯⋯⋯⋯．．·000tlLO·⋯⋯⋯⋯⋯⋯”(346)

第三节桥梁⋯⋯⋯⋯⋯⋯⋯⋯⋯⋯⋯⋯⋯⋯⋯⋯⋯⋯⋯⋯⋯⋯⋯⋯(354)

第四节运输⋯⋯⋯⋯⋯⋯⋯⋯⋯⋯⋯⋯⋯⋯⋯⋯⋯⋯⋯⋯一⋯⋯⋯·(357)

．第五节管理⋯⋯⋯⋯⋯⋯⋯⋯⋯⋯⋯⋯⋯⋯⋯⋯⋯⋯⋯⋯⋯⋯⋯⋯(361)

第八章邮电⋯⋯⋯⋯⋯⋯⋯⋯．．．⋯⋯⋯⋯⋯⋯⋯⋯⋯⋯⋯⋯⋯⋯⋯⋯(363)

第一节邮政⋯⋯⋯⋯⋯⋯⋯⋯⋯⋯⋯⋯⋯⋯⋯⋯．．．⋯⋯⋯···000 000．(363)

第二节电信⋯⋯⋯⋯⋯⋯⋯⋯⋯”⋯⋯⋯‘⋯⋯⋯⋯⋯⋯⋯⋯⋯⋯·(369)

第九章商业贸易⋯⋯⋯⋯⋯⋯⋯⋯⋯⋯⋯⋯⋯⋯⋯⋯⋯··0·00 000 000·00 00·(374)

第一节国营商业⋯⋯⋯⋯⋯⋯⋯⋯⋯⋯⋯⋯⋯⋯⋯⋯⋯⋯⋯⋯⋯⋯(374)

第二节供销合作商业⋯⋯⋯⋯⋯⋯⋯⋯⋯⋯⋯⋯⋯⋯⋯⋯⋯⋯⋯⋯(391)

第三节个体商业⋯⋯⋯⋯⋯⋯⋯⋯⋯⋯⋯⋯⋯⋯⋯”⋯⋯⋯⋯⋯⋯·(396)
‘

第四节粮油⋯⋯⋯⋯⋯⋯．．⋯⋯⋯⋯⋯⋯一⋯⋯⋯⋯⋯⋯⋯⋯⋯⋯”(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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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县志

第五节对外贸易⋯⋯⋯⋯⋯⋯⋯⋯”⋯⋯⋯⋯⋯⋯⋯⋯⋯⋯⋯⋯⋯·(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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