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8 5一。2 O05

宕昌蒜志
(续编-)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甄溢藩÷≥．一 、如．。∞ ．。．速

甘肃文化出版社



C产‘
．／0

’● _，， -

韵I。毯昏惫
’

：，，，， 、．，

●0司—捌霸
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宕昌县志(续编)／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兰

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9

ISBN 7—80714—31 l一8

I：宕⋯Ⅱ．宕⋯Ⅲ．宕昌县一地方志一1985～2005

Ⅳ．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 13633号

责任编辑／王天芹

宕昌县志【续编)

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责任校对，杨海帆杨和安赵文海

装帧设计，宕昌新星印刷厂 张仲华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天水北路311号

开 本厂787×1092毫米 1116

字 数，1177千

印 张／50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16年9月第1次

印 数门一3000册

书 号／ISBN 7—80714—31 1-8

定 价／98．oo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宕昌县志(续编)编纂委员会

主任：黄华明(2004年8月——2005年3月)，

≮ 陈恒(2005年3月—— )

副主任：杨新林 ．孙书诚 ：陈社忠 ·

’，

．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虎 王助功 王仲华 王社生 王安全

¨： 白小安 申田德 朱建西，李武平 李邦平

，j，樊鸿斌，刘建军 任耀宗，’沈和义：张国生

严卫东 杨文军 杨志秀 杨四海 杨贵山

宋世忠 余学忠 虎守林 罗彦斌郑芳杰

赵乔生 姚永春 高健高敦 黄俊禄
一

’．7
¨。 ‘。：

王罗海 仇成生 石如意

李浩 李亚林李培清

张汇文，张文辉牟义生

杨海帆t陈永忠 陈献珍

范朱生 赵一炯 赵登俊

韩亚东4颉中平 蒲黎生

一编 辑 部
主 编：杨海帆’j 。t

副主编：杨和安

编 辑：赵文海者淑芳

特邀编辑：李’弱“ 一 。·、 一e
，、 ．t’

一

助理编辑：赵作忠 王晓凤 杨晓娥 王小英‘ ，；? 。．

’

一，‘

编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
’：

马新明 马知红 马关忠 车贵存 王琦 王立功 王玉全 毛伟平 王宏生

王林春 王普 王振邦 王健 王泉海 王足成 车飞 王继军 王胜利
，

王文贤 王秋林’．冉宝才 石勤选 包创龙 冉龙昌 付俊怀+珥宏林 邓文辉

申爱平 冉永辉 安平 李学军 李文春 李三生 刘喜梅 刘世忠 刘志强
一

冲举明 祁东升 牟虎生 朱五泉 朱卫强 任喜忠 苏永勤 李亚蓉?刘小强

： ．李斌杨建清 张林张敏杨晓晖 张呈祥 张玉云 杨志毅．张华

．张小兰 杜仲义 张映辉 杨建栋 杨文清 杨国辉 张维华 杨全福 杨明，’

陈世英 杨光杨彩虹 陈武成 陈献珍 尚忠贤 苗’锐 者鹏亮 罗文华‘

7．范兆玺 胡宝平‘柳弘毅 赵志高 赵王林 赵志先 胡喜明，赵强强 赵希明

赵明俊 赵志坚 赵海忠 贾玉江 高喜清 高俊明 高惟峻 麻小岩 韩继忠

彭仁荣 强继华窦国荣‘蒲平
’

一 。
^|

．

日日日日{～

j



宕昌县志(续编)编纂委员会

主任：黄华明(2004年8月——2005年3月)，

≮ 陈恒(2005年3月—— )

副主任：杨新林 ．孙书诚 ：陈社忠 ·

’，

．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虎 王助功 王仲华 王社生 王安全

¨： 白小安 申田德 朱建西，李武平 李邦平

，j，樊鸿斌，刘建军 任耀宗，’沈和义：张国生

严卫东 杨文军 杨志秀 杨四海 杨贵山

宋世忠 余学忠 虎守林 罗彦斌郑芳杰

赵乔生 姚永春 高健高敦 黄俊禄
一

’．7
¨。 ‘。：

王罗海 仇成生 石如意

李浩 李亚林李培清

张汇文，张文辉牟义生

杨海帆t陈永忠 陈献珍

范朱生 赵一炯 赵登俊

韩亚东4颉中平 蒲黎生

一编 辑 部
主 编：杨海帆’j 。t

副主编：杨和安

编 辑：赵文海者淑芳

特邀编辑：李’弱“ 一 。·、 一e
，、 ．t’

一

助理编辑：赵作忠 王晓凤 杨晓娥 王小英‘ ，；? 。．

’

一，‘

编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
’：

马新明 马知红 马关忠 车贵存 王琦 王立功 王玉全 毛伟平 王宏生

王林春 王普 王振邦 王健 王泉海 王足成 车飞 王继军 王胜利
，

王文贤 王秋林’．冉宝才 石勤选 包创龙 冉龙昌 付俊怀+珥宏林 邓文辉

申爱平 冉永辉 安平 李学军 李文春 李三生 刘喜梅 刘世忠 刘志强
一

冲举明 祁东升 牟虎生 朱五泉 朱卫强 任喜忠 苏永勤 李亚蓉?刘小强

： ．李斌杨建清 张林张敏杨晓晖 张呈祥 张玉云 杨志毅．张华

．张小兰 杜仲义 张映辉 杨建栋 杨文清 杨国辉 张维华 杨全福 杨明，’

陈世英 杨光杨彩虹 陈武成 陈献珍 尚忠贤 苗’锐 者鹏亮 罗文华‘

7．范兆玺 胡宝平‘柳弘毅 赵志高 赵王林 赵志先 胡喜明，赵强强 赵希明

赵明俊 赵志坚 赵海忠 贾玉江 高喜清 高俊明 高惟峻 麻小岩 韩继忠

彭仁荣 强继华窦国荣‘蒲平
’

一 。
^|

．

日日日日{～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中共宕昌县委书记 黄华明

《宕昌县志》续编，今已问世，可庆可贺。

宕昌地处甘肃省南部，陇南市西北部，

历史上为古西羌地，设立过国、州、郡、县等建

置。勤劳勇敢的宕昌人民在中国历史上同样

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在地域建设

史上有过它的辉煌，从荒蛮时代步入文明时

代，业绩卓然，功不可没：尤其在改革开放二

十年来的战斗历程中，各行各业均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人民生活逐步迈上了小康?咋日的伟大复兴，换来今天

的繁荣昌盛，修志工作者在《续编》中都给予了详尽的记载，在存

史、资治、教化上皆可汲取一定的营养，掩卷默思，感慨良多!

《宕昌县志》续编细细品来，修志者独具匠心：将经济部类和

人文部类并重齐举，事中有人，人中有事，人事交融，打破了以往重

事不重人的陈腐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编史修志；宕昌

风景秀丽，有“青城”之幽，“峨眉”之秀，秀幽美名天下扬；加之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做出向陕北进军，并建立革

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哈达铺成了历史文化名镇，光华四射，今为

中国红色旅游线上的主要胜地。红、绿、古三色旅游，吸引了无数游

人，拉动了宕昌第三产业，经济收入持续攀升，《续编》在这方面设

立了专章记述，并且用文学语言一一介绍，既增强了志书的可读

性，又突出了一定的地域特色，见长于前《宕昌县志》，富于创新。在
习引



突出时代特点上，浓墨重彩叙述了二十年来的改革成果；在处理

详略关系上，加大了农牧、文教、卫生记载容量，突出经济基础、文

化振兴、卫生保障的辩证关系之详，余之较略，地域特色跃然于

纸；框架结构上；采取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

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具体应用，观点正确，

科学合理，此亦见长于前《宕昌县志》。作为一名曾经从事过修志

士作的我，对此有_种玲同感尸；． 。、 ，’’“

借《宕昌县志》续编付印之机，谨书如上，以资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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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宕昌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 恒

在我担任宕昌县县长之际，恰遇续编《宕

昌县志》，作为主要当政者，将此视为文化建

设要务，垂询铭记，不敢怠慢，不断加大工作

力度和投资力度，期盼志书早日问世，以利资

政，这一期盼仅在两年余时间里便实现了：所

有修志工作者，发扬“三苦精神”，夜以继日，

不辞劳苦，在很短的时间里编写完成了囊括

县域环境、旅游、农牧、粮食、乡企、经贸、经济

综合管理、基础设施、财政税务、金融、党政、国家权力机关、综合政

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文体、群团、人物、社会等诸方面内容的

《宕昌县志》续编，详尽记载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辉煌成果，这是

一件值得可庆可贺的大喜事!我由衷地向全体修志人员道一声：同

志们辛苦了!

《宕昌县志》续编，不论在框架结构上，还是在突出时代特点、

地方特色上，均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县志复审中，各单位主要负

责人都参与了复审工作，大到资料的翔实上，小到遣词造句、标点

应用上，审得很细、很到位，确保了志书质量，实现了志书精品战略

这一目标。

志书是一部时空性多学科、多专业的历史和具系统资料的科

学文献，其功能主要是“存史、资治、教化”《宕昌县志≯续编将县情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映，为领导和决策机关认识、把握县情，吸
习禹



取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为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历代当政者对志书的资治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如南宋著名学者朱

熹，每次下车首以郡志为询；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召开中央

工作会议时，将《华阳国志》印发给与会者；江泽民同志在党中央

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把此项工

作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o

古人对志书的教化功能有过许多论述，如清代著名方志学家

章学诚说：“史志之书，有裨凤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j凛凛烈

烈，有声有色，传百世而下j怯者勇生j贪者廉立。，"《宕昌县志》的

教化作用主要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其他书不能替代的一部乡土教

材，功效不可轻视o r； -

’‘在国为史，在郡国为志。《宕昌县志》比较系统地传承了宕昌

县的地方史，体现了志书存史这一基本特征。资治、存史、教化，其

三皆举，又相得益彰，将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产生极为深远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可谓：执其一卷，知其百科，继往开来，鼎定

方略，强县富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_

庆贺之余，作此小文，是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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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宕昌县志》续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真实、客观、准确地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各行各业的深刻

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

，．二、时限。《宕昌县志》续编的时限为：上限1985年，下限2005年底。但对个别情况

特殊的人和事适当延长下限时限。 。 ：。二“
．一。

．

，三、志书编排原则。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志书总体框架编排

上坚持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政权、后政党，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

政党，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有意将政党置至政权之

前，在此作以特别说明。’
。‘

一 _ j。
、

四、编目设置。采取小编体、章、节、目结构，编标不分目次，编标之下设章节，每一小

编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但必须遵循新时期社会分工的特殊要求，依据内在规律，科学归

类，设置编目，编下统章，章下统节，处理好领属关系、并列关系，尽量使志书编目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合理性。
’ ’、 一 一 ‘

五、编写原则。《宕昌县志》续编在编写原则上尽量做到政治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科

学合理，经济与人文并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极为主要的因素是人，因此，第二轮修志增

大了人文部类的容量，坚持以人为本、人事交融的原则，收录了众多的各行各业涌现出。

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

六、语言文字。以语体文为主，但为了增强志书的可读性，行文时将语体文和文学语

言交替运用，既使志书突出记述性，又要有一定的文学性。文字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规

范的简化汉字。

七、志书的功用性。《宕昌县志》续编参照第一届新编县志的缺点，采用记、传、图、表

等不同方法，注意突出志书的资料性，增强一定社会量的资料可取性、真实性、翔实性，

为各科研单位提供适用资料的检索性。

八、各类先进人物代表人志的标准。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必须是受省

委、省政府两次以上奖励人员，多次受国家各部委奖励人员，但对个别在实际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人们公认的尚未受奖的劳动模范人物，适当放宽人志标准。文学艺术类突

出人物，必须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技艺超群，作品多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受奖者才

可入志；农村能工巧匠，在雕塑、雕刻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者，虽未发表过作品，但影响



较大、贡献突出者一并收录志书。

九、党政军领导及职称、学位人员人志标准。党政军领导凡在宕昌担任过副县级以

上职务人员以及宕昌籍在外地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职务人员：正县级以上领导人物作简

介，副县级人物作表录；凡获得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且兼省级以上社会职务人员作简介．

获得博士学位的作简介。

十、志书中采用的各类数据，均为统计局的法定数字。 i。’}

十一、志书前置大事特载，后置大事年表。

十二、人物传略中重点记载了老一辈在文史工作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中国千

余年来，编史修志者只能为人立碑，而辛者不存之史，岂信于世?因此，特立传著说，意在

＼ 打破千余年的沉默。 ．
．．。 ：：

，；
一’

，． 十三、人物篇中的各类人物均以出生年月前后次序进行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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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现有25个乡镇，总人口29．35万人，党政首脑机关设立在城关镇腹地，县城人

El 2．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1万人。拥有汉、藏、回、蒙古、满、东乡、苗、维吾尔、朝

鲜、布依、佤、白、塔吉克、彝、侗、徭、壮、普米、塔塔尔19个民族。藏族4292人，回族2923

人，汉族265301人。
’“’

c。 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诚团结，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在追寻现代

化进程中迈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改革开放，使宕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到城
‘

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方位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宕昌人民沿着经济市

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
+’

宕昌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人民，在前进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最根本的。20多

年来，改革的春风拂遍大地，改革人物星光灿烂，改革探索蔚然成风，各行各业的实践者

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正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在最

平凡的岁月里以艰辛的劳动，创造出了卓越的成果：。
’

‘

‘。 ‘

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社会总产值160914．44万元，1995年社会总产值21913

万元，2005年98761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接近4倍；国民生产总值从1985年至1995

年总计119441．37万元，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15530万元，2005年44294万元，比1995

年增长了3倍之多；农业总产值，1985年4893．80万元，1995年16847．19万元，比1985

年增长了4倍多；2005年31831．78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l倍多；工业总产值，1985年

504万元，1995年2012万元，比1985年增长了4倍；2005年5858．18万元，比1995年

增长了I倍多。’ 一‘ ’’ ‘ “‘

’’

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学质量日益提高。普通中学1985年5所，1995年增加到15

所，1995年比1985年增加了200％；2005年发展到17所，2005年比1995年增长13．33％；

其中完全中学1985年3所，1995年在1985年的基础上持平，2005年为2所，比1995年

减少了l所；初级中学1985年2所，1995年发展15所，1995年比1985年增长了65％，

2005年在1995年的基础上持平。初中在校学生1985年4286人，1995年3511人，2005

年13575人，2005年比1995年增长了286．“％；初中教职工1985年158人，1995年292

入，1995年比1985年增长了84．81％；2005年教职工为523人，2005年比t995年增长

77．1l％；高中在校学生1985年895人，1995年401人，2005年3263人，2005年比1995

，年增长了713．72％；1985年全县小学在校学生是23567人，2005年发展到37244人，

2005年比1995年增加65．5％；小学教职工1985年为11680人，1995年为1377人，1995

年比1985年增加了17．9％，1985年全县有幼儿园l所，1995年发展到3所，1995年比

1985年增加了200％；1985年幼儿学生85人，1995年是790人，1995年比1985年增加

了829．4％，2005年发展到1053人，2005年比1995年增加了33．29％。

1985年卫生机构37个，1995年40个，1995年比1985年增加8．11％；2005年15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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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2005年比1995年增加了295％；1985年实有病床225张，1995年为290张，1995年

比1985年增加了28．89％，2005年发展到273张。1985年卫生技术人员293人，1995年

493人，1995年比1985年增加了68．26％；2005年763人，2005年比1995年增加了

54．77％。 ，

，．林业当年造林面积1985年55400亩，1995年41．800亩，2005年56988亩，2005年

比1995年增加了36．33％。封山育林1985年12519亩，1995年119051亩，1995年比

1985年增长了850．96％。林产品核桃产量1985年59．89吨，1995年132吨。1995年比

1985年增加120．4％，2005年157．5吨，2005年比1995年增加19．32％，1985年花椒产

量55．708吨，1995年151吨，1995年比1985年增加171．10％，2005年330．1吨，2005

年比1995年增加118．6l％。 一 ．

～
．。

邮政电信。1985年邮政业务总量17．0l万元，1995年11l万元，1995年比1985年

增加了552．56％，2005年197．49万元，2005年比1995年增加77．92％；移动O．9+联通电

话用户，1985年为0．0246万户，1995年为0．111万户，1995年比1985年增加351．63％，

2005年为1．08万户，2005年比1995年增加872．10％。市话用户，1985年148户，1995

年960户，1995年比1985年增加548．65％，2005年3717户。2005年比1995年增加
‘

287．19％。
，，，：

．，

，， 交通运输。全县客运量1985年45．10万人。1995年50．0万人，1995年比1985年增

加10．86％，2005年76．12万人，2005年比1995年增加52．24％，营运业务收入，1985年

102．54万元。1995年200万元，1995年比1985年增加95．05％，2005年收入540771．50

万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人民生活o 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93．08元，比1985年人均纯收入159．3元

增加了6倍。2005年农村贫困面下降23．12％，比1995年51．42％下降了1倍之多o'2005

年全县从业人员达到8264人，比1995年7094人增加了16．49％，全县从业人员劳动报

酬1985年5178千元，1995年31999千元，1995年比1985年增长了517．98％，2005年

达到106278千元，2005年比1995年增长了232．13％。20％的农村人口拥有自己的农用

大卡车、四轮车，10％的农村人口拥有自己的大轿车、小轿车、黄包车，95％以上的农村人

口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全县已无一座茅草房，家用电器达到普及化的程度，人民

生活呈现一种小康、富裕、极少数农业人口贫困的倒置三角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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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状况。： ，“ j

j-宕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聚集，已查明有价值的景点144处，其中自

然景观101处，人文景观43处。t ，

，

境内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哈达铺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有官鹅沟国家级森林公

园为代表的绿色生态资源，有宕昌国遗址和羌藏民族原生态习俗为代表的古色资源，集

红、绿、古三色旅游资源于一身。。’ ： 一‘。⋯
1’

j
，” ，

∥

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二、四方面军先后于1935年

9月、1936年8月分别到达哈达铺。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

在陕北，并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红军长征纪念馆始建于1978年，原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纪念馆由7处革命遗址构成。占地面积55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是甘肃省长征途中革命文物陈列最多、原貌保存最完

整的一处故址。馆内存有革命文物52件，国家一级1件，二级8件，三级14件，收藏胡

耀邦、张震、肖克、杨成武等7位上将，22位中将、77位少将题词、手迹、墨迹共116幅。

2005年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被国家列为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重点

建设“红色旅游”景区之一。；_‘。’。
‘|

官鹅沟自然风景区地处宕昌县城郊，国道212线从沟口通过。整个景区由官鹅沟、

大河坝、缸沟、南河沟组成，东西长39公里，南北宽41公里，总面积500平方公里，森林

覆盖率75．1％，主要开发区为官鹅沟自然风景区，官鹅沟内前14公里为13个水色碧绿

的湖泊，后18公里为茂密的原始森林，峡谷幽深，山峰峻奇，林海松涛，悬泉遍布。

深厚独特的古色及民俗旅游资源宕昌境内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遍布岷江、白龙

。江、西汉水各地，是典型的古羌文化遗址。据《文献通考·宕昌}334页记载：宕昌国是宕昌羌

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所建立的羌族政权；《辞源·宕昌》条记载：“宕昌，古国名。晋时羌族梁

勤称宕昌王。其孙弥忽，归附北魏，后又受北周封爵。北周天和元年，改置宕州”。宕昌国疆
二 土南北800里，东西千里，有户2万，人口10万，是西陲边地以羌人政权为核心的一个弱

小方国，国家首府在城关旧城村，故城城墙厚重雄伟。境内西南地区羌人古居榻板房、民族

服饰、羌笛、1：1琴、民俗风情，向人们展示着古羌文化的纯朴与厚重。。

红、绿、古三色旅游资源交相辉映，具有避暑型、观赏型的旅游特点，使宕昌成为旅

游观光、修学、教育、休闲度假、疗养、娱乐、科研等专业游之胜地，旅游业资源十分丰富。

，．组织机构建设及旅游决策
‘

：
1

2004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旅游活县”战略和“把旅游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宕昌一大支柱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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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奋斗目标，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召开旅游产业开发专题会，同时成立了+

宕昌县旅游局。 ， ．’．

宕昌县旅游局的前身是县政府办公室内设的一个机构，旅游局负责人由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沈其存兼任。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统办大楼二楼，调整房屋四间，配备了相应

的办公设备，内设旅游导游中心，2004年8月与政府办分设，局长沈其存，副局长杨文

义。2005年沈j毛q-g调离，董阳社任局长，副局长杨文义。

为了加强旅游产业的协调和领导，2003年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县长黄华明任组

长，副组长由县委主管副书记、县政府主管副县长担任。县旅游局、计划局、财政局、扶贫

办、交通局、文体局、城建局、林业局、公安局、工商局、国土局、人事局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2006年4月成立了哈达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了官鹅沟自

然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和官鹅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景区的建设开发。

2005年，由中共宕昌县委书记黄华明、政府县长陈恒具体负责，在旅游决策上先后

出台了《宕昌县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官鹅沟自然风景区旅游详细规划》、《哈达铺红军

长征遗址“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方案》、《哈达铺“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宕昌县城总体规划》、《宕昌县官鹅沟风景区修建性详规》。确立了旅游发展总体思路和

奋斗目标，围绕发展大旅游经济为中心，用旅游产业替代传统农牧林业，促进和带动全

县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推动宕昌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树立宕昌古国历史文

化和官鹅沟自然生态奇观两大形象。突出自然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羌藏民族风情

旅游三大主题。开发周边、区域中心城市、西北、东北部四大市场。打造石峡激流绝壁飞

瀑游，宕昌故国寻古游，天然森林休闲观光游，地质奇观科考游，羌藏风情体验游，天梯

翠屏激流探险游，雪山草甸森林垂直景观游，玉瀑冰河冬景游，岷江源生物多样性科普

游，哈达铺红色之旅革命传统游。。’：．，
“

。
+’ 一。

景区景点冠名 一

?‘

、一2005年8月，由县委书记黄华明和政府县长陈恒组织开展了官鹅沟景区景点冠名

科考活动。特邀省地有关领导、旅游界、生物界、地质界、文化界、策划界等知名人士及县

上主要领导参加的冠名活动，同时成立了官鹅沟景区景点冠名评审委员会，主任由省美

协副主席杨立强担任，副主任由西北师大旅游学院院长王三北、兰大文学院教授、中国“

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柯杨、陇南市副市长杨秋红担任。由曹锐、尚志金、白杨、赵文博、崔鸿

文、黄华明、杨映林、陈恒、刘述、郭明星、陈庭栋、胡祥庆、杨海帆担任评审委员。 。

，历时三天的实际考察和大会评审，确定了官鹅沟景区景点名。依次为：明湖、公主 ：

湖、珍珠湖、官鹅湖、月牙湖、燕子湖、花儿潭；通天门、孔雀瀑、龙须瀑、盘龙峡、虎跳峡、

鳄鱼潭、秀女峰、五瀑峡、对瀑峡、官鹅天瀑。 。．

。

：’建设状况 _。 ’：’ 、、 ：，

。县委、县政府采取项目整合、工程垫资、银行贷款、招商引资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建成

了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资1150万元对官鹅沟进行治理，美化景区环境，新开

发13处湖泊。、2003年修建了全长15．151公里的官鹅沟公路，技术标准四级，路面宽日日日』黜蝌嚣艚疆矿o“《‰辅姥豫"，≯移，鼍§最00*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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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总投资960万元。修建了全长23公里的大河坝公路，技术等级四级，路面宽6米，

总投资376万元。．． ，
，‘． ．

2004年新修两河口至鸭子滩人行步道10公里，水泥板铺砌台阶及10座木便桥，工

程投资52万元。新修观光水磨1座，投资14万元。

2005年新修立界石拱桥l座，投资10万元；鹿仁村仿古桥一座，投资60万元。新

修鹿仁至第一停车场环行公路3．4公里，投资82万元，改建第一停车场至第二停车场道

路2．5公里，投资90万元。改建第二停车场至两河口景区道路3公里，木便桥改造成钢

筋混凝土盖板涵、木栈道改造为钢筋混凝土板桥，总投资25万元。在官鹅沟景区修建

了简易厕所5所，二星级环保厕所3座，并修建了15处休息亭和官鹅沟景区大门建设

工程。完成红军长征纪念馆展厅工程建设。由中央预算内专项1360万元，地方配套

580万元，总投资1940万元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旅游景区基础设施项目正式启动

修建，该项目主要包括道路、停车场、纪念馆、厕所、纪念碑、百将墨迹碑廊及供水、供电

网线路13个基础性项目建设。，

旅游局重点培养了50名导游，确定了10多家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开发出绿色纯

天然野生羊肚菌、刺龙芽、蕨菜等山野菜；大红袍花椒、薄皮核桃等经济林果；当归、红

芪、黄芪、党参饮片和当归油等中药材保健饮品；红军穹锅、凉粉、罐罐酒、洋芋搅团等特

色小吃；柳编产。17l、红军军帽、草鞋、手T刺绣布鞋、鞋垫等旅游产品和旅游饮食业。

旅游效益

2003年全县接待游客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0万元；2004年全县接待游

客15．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48万元；2005年全县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3595．2万元，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荒山荒坡私有化治理

2003年，针对我县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荒山荒坡面积大的现状，县委、县
’‘

政府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全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提出了”

荒山荒坡私有化，建设生态旅游县”的私有化林业发展思路和目标，采取拍卖、承包、租

赁和无偿划拨等形式，先后在全县部分乡镇进行了荒山荒坡私有化治理试点工作，拉开

了我县荒山荒坡私有化治理的序幕。2005年荒山荒坡私有化治理工作在全县25个乡镇

334个行政村铺开。 ，‘

‘；‘2005年县上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政府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协调全县荒

山荒坡私有化治理工作，从县直机关抽调1000名干部职工，由县级包乡领导亲自带队，

深入25个乡镇334个行政村，全力开展此项工作。县委书记黄华明亲自参与制定方案，

亲自动员、亲自部署，深入一线，督促检查，推进了治理工作健康有序发展。2005年至

2006年，全县供于荒山荒坡私有化经营治理的苗木达2400万株；共签订荒山荒坡私有

化治理合同21475份，颁发土地使用证14714本，完成治理面积7．9万亩。

囵?
女 j
每一 j女

《。 。箍
翻酗她*惭0“、·口|L砌一m谧

日日日



◆大奎特蓝◆

．‘各治理户加强了林业管护工作。面积较大的户自己出资确定专门看管人员，修建管

护房，常年巡山，责权明确；面积较小的户，多户联合，统一管护，同时，县上对荒山荒坡

治理区全面实施了封山禁牧，推行舍饲圈养，确保治理一片，成活·片，见效一片。

由于荒山荒坡私有化治理工作成效显著，2006年被省林业厅列为全省非公有林业

示范基地县，同年又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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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三、国有企业改革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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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至2005年的20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20年，也是改革开放

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关系着改革的成

效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宕昌县的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循序

渐进，分步推进，历尽艰难历程，于200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使命。

宕昌县国有企业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年至1997年，改革从放权

让利人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标志，逐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由当初政府的

”附属物”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阶段从1987年到1992年推行了

两轮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每一轮承包期三年，以上缴利税或实现利润为主要承包指

标，承包之初，一次性核死基数和递增比例，一定三年不变，逐年考核并兑现奖罚。奖罚

基本上以重奖轻罚为原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包盈不包亏的弊端。为了搞好这一阶段的

改革，县上于1987年成立了非常设的经济体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后于1991年成立了常

设的县体改办。同时，国家先后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劳动合同制、清产核资、银行借贷

．及结算制度改革、企业财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税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为企

业由“工厂制”向“公司制”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1998年到2()05年，第二阶段改革从产

权转让人手，以股份制改制为标志，使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被股东股份所置换，

企业干部职工身份通过经济补偿也置换成公司的员工，或社会自由劳动者，少数企业通

过一次性安置职工后，则完全解散解体。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全县24户国有企业完全

退出了国有企业序列，一批股份制企业应运而生，县域经济结构明显优化，非公经济迅

速发展，这一阶段宕昌县国企改革搞了两轮，第一轮从1998年3月开始，到1999年基

本结束，对全县24户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其中22户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退出

了国有企业序列；两户企业采取其它改革形式，没有触及产权，一户是县汽车队，因经济

效益较好，又是唯一的客运企业，民营客运业务尚未发展起来，车队在县内客运中处于

垄断地位，没有进行产权改革，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另一户是县卫生筷子厂，因1997

年已租赁给个体户经营，租赁期5年，因此没有产权制度改革。 t．

1998年3月，陇南行署经济处选择我县经济效益较好的化工厂作为全区改革试点

企业，在地、县两级工作组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化工厂的股份制，创立了宕昌强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全区第一户股份制企业。同年5月，县上向各国有企业相继派出改

革工作组，国企改革全部展开。每一户企业改革工作组由科级领导挂帅，相关部门抽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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