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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和它的主要支流布哈河哺育了万顷高山草旬。牧草连

天涯，浓绿胜似酒。这就是海西州最大的牧业区——天峻。

天峻地域重要，自古以来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近代以来，生活在天峻草原上的藏族群众，受尽了封建牧主和

军阀的统治剥削和压迫，社会封闭，经济落后，加之频繁的自然灾

害，因而生产力十分低下，民不聊生。1949年10月30日天峻解放，

人民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艰苦创业，

天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天峻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更加兴旺、繁荣，工业、牧业生产稳定发

展。1993年底全县各类牧畜存栏数达67．85万头(只)，牧民人均

纯收入达1300多元，列居全省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

善和提高。全县人民沿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在这充满朝气的岁月里，为了使前人辛勤劳

动所开创的业绩不被泯灭，为了记述好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建设成

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盛世景观，中共天峻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天峻县志》。县志编修

人员忘我工作，制定篇目，搜集资料，广收博集，辛勤劳动，精心



撰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详今略古，去粗存

精，实事求是地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资

料，逐项进行调查、核实、研究≮整理。志书编写历时六载，完成

此稿，全书共9编，36章，159节，50余万字，经过多方努力，终

于编纂出《天峻县志》。

《天峻县志》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编纂成书的，这是全

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精神文明的新成果。县志纵述昔日之历

史，展示今日之现状，使掌握县情、资治、教育等能提供有益的知

识的一本工具书。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在县委领导、县政府的主持

下，承蒙老领导的关心，全县各部门及各乡大力支持，各行各业各

族群众密切配合，同心协力。承蒙省、州领导、专家、学者的热情

指导和大力帮助，在此，我代表全县人民表示铭谢!如今，《天峻

县志》得以顺利成书，即将出版问世，县志办公室嘱我为其写序，

得以此文，谨以作序。

天峻县县长

1994年8月1日

．必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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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做到观点与材料

的统一。

2、本志以概述、大事记、地理编、经济编、政治编、文化编j社会编、

人物编、附录9部分组成，以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概述、大事

记、附录不分章节，其余6编共分36章159节，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3、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以1954年建立县政权以后的历史为主，下

限断止1985年底，大事记及个别章节延续到1986年。

4、纪年著录及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用公元纪年；数字(除引文、历史

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各项数据采用县统计局资料，缺漏或错误者，

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核实记录。

5、凡以藏语、蒙古语命名的地名、山水名、部落名以及人名，均以汉文

译音著录。

6、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逐年为序排列。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

对于在当地生活、工作时间较长、卓有贡献、为当地人民深志难忘的客籍人

物亦予收录。烈士及英模’，不分本籍、客籍，均列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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