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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王新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

存史、资政、育人的需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志》这部巨著，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

编纂出版，确是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处祖国西部边

陲，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汉神爵

二年(前60)，克孜勒苏这块古老土地就正式划人

中国版图，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上，克孜勒苏境内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方，羌、伊兰、粟特、塞种、月氏、乌孙、匈奴、处月、

样磨、回鹘、黠戛斯等部族就曾经在这里生息繁衍，挥戈跃马。作为自治民族

的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勤劳勇敢、

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和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历史上，柯尔克孜族

及其他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著贡献和民族牺牲，特别是在近代

反侵略斗争中，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慷慨赴义、英勇斗争，谱写了一

曲又一曲爱国主义的英雄凯歌。仅清代200多年间，克孜勒苏境内的柯尔克

孜族及其他各族人民配合清军先后平息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民族分裂分子的

武装叛乱，多次打败了境外侵略者的入侵，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保卫了祖国的神

圣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柯尔克孜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与国内外民族

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克

孜勒苏千里边防线上构筑起一道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反侵略的钢铁长城。

克孜勒苏境内高山纵横，大河奔腾，水土光热资源、矿产资源、动植物资

源、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南疆聚宝盆、珍稀动植物宝库和人种、民族、民俗博

物馆之美称。被誉为国宝的重400公斤的天然水晶被收藏于北京国家地质博

王新怀+乐中国共产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书记、自治州人走常委会主任、州吏志编纂

委自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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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古生物活化石矮沙冬青的分布为世界之最，“无花果之乡”、“木纳格葡萄

之乡”、“猎鹰之乡”的美名已闻名遐迩、誉满中外。

克孜勒苏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又是华夏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三

大文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三

大语系以及绿拶·I'1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又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

化的交融、荟萃之地。境内留下了汉代佛窟三仙洞、莫尔佛塔、疏勒古城遗址、

盖孜驿站遗址、喀喇汗王朝王廷遗址、苏里唐麻扎等大量名胜古迹和文化遗

址。其深邃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加上“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帕米

尔天池喀拉库勒湖、奥依塔克风景区、玉其塔什草原等风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

历史文化丰厚的人文景观，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为祖国西部的旅游

胜地。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带来了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自治州将依托其地处祖国的西大门，占有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两

个口岸及南疆铁路西延直通中亚西亚的地缘优势和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加

大开发力度，扩大开放范围。新世纪的克孜勒苏必将日益富裕、丰饶、文明、进

步。

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州志》在于知情、

明理、实用。通过阅览@1t志》使我们更进一步加深对州情的了解，历史地透视

和分析自治州的历史变迁、社会兴衰、成败得失，为我们进一步弄清搞懂自治

州自然环境、社会演变、发展状况，并研究其原因，探索其内在规律，充分发挥

其优势，排除不利因素，扬长避短地做好自治州方方面面的工作起到借鉴作

用。《州志》作为一部资料专著和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其存史价值和教育群

众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的编纂工作者，知难而进，筚路蓝缕，不辱

使命，不负众望，积十多年之功，奉献出了州第一部200多万字的洋洋巨著，为

锺灵毓秀的克孜勒苏再铸文化丰碑。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史志办公

室曾多次被评为自治区党史和地方志系统的先进单位，成为自治区史志工作

的一面旗帜，为我州赢得了荣誉，是我州的骄傲。对于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奉献

精神，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希望我州的史志工作在新世纪再创辉煌。是以为序。

2004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序 二

买买提艾山·托乎达力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域辽阔、物产丰

富、人杰地灵，生活在祖国这片热土上的各族人民

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自强不息，在抵御

外来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屡建功勋。各

族人民用勤劳、勇敢和智慧在克孜勒苏这片沃土

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使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的克孜勒苏像一颗镶嵌在帕米尔高原王冠上

的璀璨明珠，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更加显得

熠熠生辉、光芒四放。《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志》以冼炼的笔锋、翔实的史料，真实记述了克孜

勒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真实记录了自治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

立的辉煌业绩。恩格斯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不热爱家乡何

以谈及爱国。《州志》正是我们教育各族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通过阅读《州志》，可以使广大群众加深对克孜勒苏历

史、现状的了解，进而缅怀先辈创业之艰辛，百倍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繁荣、社

会政治稳定、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社会日益进步的大好局面，激励大家为

建设家乡、振兴克孜勒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方志卷帙繁浩，源远流

长，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自治州修志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起步的，由于州

委、州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史志工作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齐心协力、辛勤

笔耕，历经十几个寒暑，编纂成规模浩大、门类齐全、纵贯古今、横陈百业、洋洋

数百万字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这是我州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

果，值得庆贺。

关买提艾山‘托乎这力，系中国共产党克孜勒苏柯尔克敖自活州委员套副书记、州长、州史志煽纂委

日会第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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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州志》主编贺继宏同志，他对自治州的历史，特别是

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艺术颇有研究，造诣很深，成果颇丰，他是克孜勒苏的

“活字典”、“活地图”。《州志》编纂出版是他继《中国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之

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我对于他不畏艰难、不怕吃苦的执着追求精神和骄人

业绩表示由衷的谢忱，并对参与《州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州志》出版，标志着我州已经胜利完成了本届修志任务，新的一轮修志工

作即将开始。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州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

持、专家编纂的修志工作格局，为今后的修志工作理顺了关系，奠定了基础。

另外，本届修志工作全州不仅编纂出版了州、县(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填补了空白，而且出版了大批州情书，为后世留下了精神、文化财富。我们不

应将这部颇有价值的精神文化巨著束之高阁，使之尘封，而应让其面向社会，

为我州的四化建设服务，为现实服务，以充分发挥志书的作用和价值。

物换星移，岁月更迭，以史察今，承前启后。《州志》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

杰，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既展现优劣之势，又昭示发展前景，读来令人精神振

奋，壮志勃发。这部“辅政”之书，将鼓舞、激励各族人民努力发扬艰苦创业、艰

苦奋斗精神。《州志》即将付梓，编者邀我作序，面对我州这部文化巨著，作为

自治州州长，我欣喜至极，心潮起伏。兴之所至，情之所至，我欣然命笔，慨然

成序。

2004年5月



凡 例

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求真存实，立足当

代，通合古今”的精神，力求反映全州历史面目和发展规律，在编纂中尽量突出

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

三、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对建州前凡属建制区域内的史料，均

载入志书；下限至2000年底，个别内容(如人物传等)延至志书出版前。坚持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按编、章、节三个层

次编排。部分节下设目，目下设子目。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

五、本志严格按照志书体例，坚持横排竖写，力求作到横不缺项，竖不断

线，门类齐全，归类得当，对每一事物的记述做到有始有终。

六、入传人物严格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对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有一定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对健在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各界代表

人物设人物表或以事系人，将典型事迹附于有关编章之后。

七、本志每编编首均设引言，从总体上介绍本编所述事物的全貌。部分编

章正文后设有附记，辑录与正文内容有关的资料。

八、本志资料来源以馆藏资料和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也采用历史

文献和报刊资料；统计数字以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主，也使用由专业部门提供

的部分补充资料，同时还收入部分社会调查的口碑资料。

九、本志用字严格以1986年10月10日国务院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数字用法依照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GB／-I"15835—199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市制或当时当

地通用之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量用公制计量单位。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货币金额为当时流通之货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1955年3月1日前的货币金额均统一折算为现行人民币币值。

十、本志所记地名、人名及记时，按规范要求书写。地名：以各县市《地名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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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志》公布的标准地名为准，对其明显错误予以纠正，历史地名均括注今名对

照。人名：少数民族人名原则上写全名，即本名后缀父名，个别历史人物和外

籍人士无从调查者除外。记时：民国以前纪年按朝代年号以汉字书写，括注公

元纪年；民国纪年以阿拉伯数字f5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斟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一、本志中的“解放”系指1949年9月25 H、26 H新疆和平解放；“新中

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系指中华民国；“自治区”系指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自治州”、“州”系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委”系指巾国共产党

克孜勒力：柯尔克孜自治区委员会；“州委”系指中国共广：党克孜勒力：柯尔克孜

自治州委员会；“建州”系指1954年7月14 Lj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

“南疆”系指新疆天山之南的地域。“本世纪”系指20世纪，末冠世纪直书年代

的，均为20世纪各年代的简写，如“本世纪50年代”或“50年代”，均指20世纪

50年代。

干J二、本志专设柯尔克孜族编，为全面反映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与现状，此

编记述区域不仪仅限于自治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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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森林保护

第一节森林防火⋯⋯⋯⋯⋯⋯(496)

第二节森林病虫害防治⋯⋯⋯(497)

第三节林区自然环境保护⋯⋯(498)

第七章林业区划

第一节林业普查⋯⋯⋯⋯⋯⋯(498)

第二节林业分区⋯⋯⋯⋯⋯⋯(499)

第八章科研

第一节队伍⋯⋯⋯⋯⋯⋯⋯(499)

第二节科研成果⋯⋯⋯⋯⋯⋯(500)

第十三编水利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二章农田水利

第一节灌区⋯⋯⋯⋯⋯⋯⋯

第二节引水工程⋯⋯⋯⋯⋯⋯

第三节蓄水工程⋯⋯⋯⋯⋯⋯

第四节排水工程⋯⋯⋯⋯⋯⋯

第五节提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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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牧区水利

第一节草原灌溉⋯⋯⋯⋯⋯⋯

第二节草原水利工程⋯⋯⋯⋯

第四章供水、饮水

第一节城镇供水⋯⋯⋯⋯⋯⋯

第二节农牧区饮水⋯⋯⋯⋯⋯

第三节改水防病⋯⋯⋯⋯⋯⋯

第四节水源地管理⋯⋯⋯⋯⋯

第五章水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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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工程管理⋯⋯⋯⋯⋯⋯(512)

第二节用水管理⋯⋯⋯⋯⋯⋯(512)

第六章水文事业

第一节网点分布⋯⋯⋯⋯⋯⋯(513)

第二节测量查勘⋯⋯⋯⋯⋯(514)

第三节水文资料⋯⋯⋯⋯⋯⋯(515)

第四节水文预报⋯⋯⋯⋯⋯⋯(516)

第十四编乡镇企业

第一章机构队伍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队伍⋯⋯⋯⋯⋯⋯⋯

第二章企业归属

第一节乡镇办企业⋯⋯⋯⋯⋯

第二节村(队)办企业⋯⋯⋯⋯

第三节联户企业⋯⋯⋯⋯⋯⋯

第四节个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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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五编工业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自治州经济贸易

委员会⋯⋯⋯⋯⋯⋯⋯(529)

第二节县(市)经济贸易

委员会⋯⋯⋯⋯⋯⋯⋯(530)

第二章 电力

第一节火电⋯⋯⋯⋯⋯⋯⋯(530)

第二节水电⋯⋯⋯⋯⋯⋯⋯(531)

第三节供电⋯⋯⋯．．．．O O*g(532)

第三章建材

第一节水泥⋯⋯⋯⋯⋯⋯⋯

第二节水泥构件⋯⋯⋯⋯⋯⋯

第三节条砖⋯⋯⋯⋯⋯⋯⋯

第四节石膏板、粉⋯⋯⋯⋯⋯⋯

第四章采矿、冶炼

第一节钢铁⋯⋯⋯⋯⋯⋯⋯

第二节铜⋯⋯⋯⋯⋯⋯⋯⋯⋯

第三节铅锌⋯⋯⋯⋯⋯⋯⋯⋯

第五章盐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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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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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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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

建材⋯⋯⋯⋯⋯⋯⋯

纺织⋯⋯⋯⋯⋯⋯⋯

加 T⋯⋯⋯⋯⋯⋯⋯

建筑⋯⋯⋯⋯⋯⋯⋯

商贸餐饮⋯⋯⋯⋯⋯⋯

服务行业⋯⋯⋯⋯⋯⋯

交通运输⋯⋯⋯⋯⋯⋯

其他⋯⋯⋯⋯⋯⋯⋯

第一节原盐开采⋯⋯⋯⋯⋯⋯(539)

第二节原盐加工⋯⋯⋯⋯⋯⋯(539)

第六章水晶

第一节水晶开采⋯⋯⋯⋯⋯⋯(540)

第二节水晶加工⋯⋯⋯⋯⋯⋯(540)

第七章纺织

第一节毛纺⋯⋯⋯⋯⋯⋯⋯(541)

第二节针织⋯⋯⋯⋯⋯⋯⋯(541)

第三节地毯⋯⋯⋯⋯⋯⋯⋯(542)

第八章食品加工

第一节糕点加工⋯⋯⋯⋯⋯⋯(542)

第二节果脯加工⋯⋯⋯⋯⋯⋯(542)

第三节酿酒⋯⋯⋯⋯⋯⋯⋯(543)

第九章棉花、皮毛／Jn T

第一节棉花加工⋯⋯⋯⋯⋯⋯(543)

第二节皮革加工⋯⋯⋯⋯⋯⋯(544)

第三节毛绒加工⋯⋯⋯⋯⋯⋯(545)

第十章手工业

第一节缝纫⋯⋯⋯⋯⋯⋯⋯(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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