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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县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6年9月一1989年2月)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编修人员

汪进英

马 斌(东乡族)

肖 斌 阿里亚(蒙古族) 毛育生(蒙古族)

马斌(兼，东乡族)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第二届(1989年2月一1994年6月)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编修人员

李志孝(1989年2月～1994年4月)

周生西(1994年4～6月)

桑龙(蒙古族) 马 斌(东乡族)

曹怀庭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张 平

阿里亚(蒙古族) 马生成 张照全

史德(蒙古族) 赵光明 杨森林

林玉生(蒙古族) 王葆礼 骆有田

辛存庆 雷掌云 曲日其布(蒙古族)

才仁道尔吉(兼，蒙古族，1989年2～9月)

任尚文(兼，1989年9月～1994年6月)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l张学万l 陈恒勋



史润生安发福(回族) 蒋汉忠(藏族)

郭生青(-g-，蒙古族) 菊守毅

第三届(1994年6月一1998年7月)

主 任 周生西

副 主任 桑龙(蒙古族) 马 斌(东乡族)

委 员 杜晓东 杨家孝赵绍臣 王志来 李 浩
、

林玉生(蒙古族) 王葆礼林布加(蒙古族)

顾 问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副 主 编

编修人员

卫 民(蒙古族) 诺尔吉(蒙古族) 马玉宏(回族)

党 浩魏晓德 武兆庚董国顺 李林彬

聂玉甫 许得实 史润生 雷掌云段传海

卜应宜塔尔新(蒙古族) 张建忠许有威

汪进英 闵祥瑞 吴元杨启贵

史润生(临时负责人，1994年6月一1995年4月)

沈成禄(1995年4月～1996年8月)

雷掌云(1996年10月一1998年5月)

韩伟一(1998年5—7月)

史润生

赵绍臣安发福(回族)

史润生雷掌云韩伟一蒋汉忠(藏族)

刘玉环(女) 权炳兴(藏族) 郭生青(qr，蒙古族)

第四届(1998年7月一2000年3月)

主 任 田 更(蒙古族)



副 主 任

委 员

顾 问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副 主编

编修人员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桑龙(蒙古族)

张生琦

诺尔吉(蒙古族)

任海军(蒙古族)

巴 图(蒙古族)

卫民(蒙古族)

薛建峰李昌国

塔尔新(蒙古族)

雷良元吴元

韩伟一

韩伟一

董国顺

沈怀刚 那木特(蒙古族)

李冰梅(女)王志来

巩志勇 杨家孝 李 浩

沈明喜马玉仲

张祥林党育生(女，蒙古族)

董国顺·韩伟一

缪善良汪进英

雷掌云

韩伟一刘玉环(女)权炳兴(藏族)

郭生青(女，蒙古族)

第五届(2000年3月始)

田 更(蒙古族，2000年3—11月)

诺卫星(蒙古族，2000年11月～2002年5月)

呼和巴拉(蒙古族，2002年7月始)

桑 龙(蒙古族) 诺尔吉(蒙古族) 王志来

那木特(蒙古族) 卡木特尔(蒙古族)

林布加(蒙古族) 张生琦黄瑛

巴特尔(蒙古族) 刘登新

李冰梅(女)任海军(蒙古族) 王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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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副 主编

编修人员

巩志勇 杜维东

卫 民(蒙古族)

巴 图(蒙古族)

李昌国 董国J顿

塔尔新(蒙古族)

汪进英 雷良元

韩伟一

韩伟一

董国顺

段传海马玉仲

任永锋(蒙古族)沈明喜

党育生(女，蒙古族) 王锋

韩伟一

缪善良

吴 元

王智伟

雷掌云

韩伟一刘玉环(-k-)权炳兴(藏族)

郭生青(女，蒙古族)

摄 影 姜维周 秦玉东 巴力生(蒙古族) 徐秀山

吴 星(蒙古族)权炳兴(藏族)

《乌兰县志》终审单位

海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乌兰县志》终审人员

三木才(藏族)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刘树军 李 萍(女)

童智渊 刘艳萍(女)



顾 问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副 主编

编修人员

巩志勇 杜维东

卫 民(蒙古族)

巴 图(蒙古族)

李昌国 董国J顿

塔尔新(蒙古族)

汪进英 雷良元

韩伟一

韩伟一

董国顺

段传海马玉仲

任永锋(蒙古族)沈明喜

党育生(女，蒙古族) 王锋

韩伟一

缪善良

吴 元

王智伟

雷掌云

韩伟一刘玉环(-k-)权炳兴(藏族)

郭生青(女，蒙古族)

摄 影 姜维周 秦玉东 巴力生(蒙古族) 徐秀山

吴 星(蒙古族)权炳兴(藏族)

《乌兰县志》终审单位

海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乌兰县志》终审人员

三木才(藏族)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刘树军 李 萍(女)

童智渊 刘艳萍(女)



顾 问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副 主编

编修人员

巩志勇 杜维东

卫 民(蒙古族)

巴 图(蒙古族)

李昌国 董国J顿

塔尔新(蒙古族)

汪进英 雷良元

韩伟一

韩伟一

董国顺

段传海马玉仲

任永锋(蒙古族)沈明喜

党育生(女，蒙古族) 王锋

韩伟一

缪善良

吴 元

王智伟

雷掌云

韩伟一刘玉环(-k-)权炳兴(藏族)

郭生青(女，蒙古族)

摄 影 姜维周 秦玉东 巴力生(蒙古族) 徐秀山

吴 星(蒙古族)权炳兴(藏族)

《乌兰县志》终审单位

海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乌兰县志》终审人员

三木才(藏族)

才仁道尔吉(蒙古族)

刘树军 李 萍(女)

童智渊 刘艳萍(女)



序

光阴荏苒，笔耕数载，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修志

工作者们经过辛勤努力，终使《乌兰县志》脱颖而出。回首旧

径，前瞻新途，感慨之情油然而生o《乌兰县志》昭示着几千

年来乌兰地区的伟大历史变革，它是时代发展的借鉴，是时代

进取的新起点。

这是一本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乌兰漫长历史的史

记，它是民族的、传统的，承传着源远流长的蒙古族文化，铸

造自家特色；它是开放的、进取的，汲取了中华多民族之长，

谱写新的篇章；它是质朴的、通俗的，拓印着劳动人民的丰功

伟绩，弘扬创业精神。它尊重客观，翔实地记录历史的变迁；

它纵览全局，包容了发展的轨迹；它囊括八方，揭开了广袤土

地的面纱；它回顾往事，镌刻了建设者的丰碑；它放眼未来，

展示了今日之现状。在继承创新间，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时光

流转中，寻求持久的本质。

人生时代无穷已，世间甲子只须臾。日月生生不息，事业

永无止境。让《乌兰县志》在改革春风吹拂下，散发出一些自

己的新绿，为弄潮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

导下，经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和关心支持县志编纂的

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以及省、州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和

积极帮助’，此志得以顺利成书，出版问世。



乌兰县志



序

《鸟兰县志》作为我县的第一部方志著作问世了，．这是全

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硕果，是4万

各族人民的大喜事，值得我们庆贺。

鸟兰地处“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地东部，有．“海西小

江南"之美誉，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历代兵家所

争之地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今乌兰地区社会衰败，经济落

后，生产力低下。封建牧主和军阀的统治、剥削与压迫，加之

频繁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o

1949年9月，今乌兰地区解放，人民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辉煌成就，乌兰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o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各级党政组织和全县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

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全

县上下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社会事业不断进步，鸟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使前人辛勤劳

动所开创的业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盛世景观

不被泯灭，成立了鸟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乌兰县志》，

以作资政、存史、教化之需。县志编纂人员不辞辛苦，广征博

采，精心著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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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今略古、去伪存

则，实事求是地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逐项进行研究整理，终成其就。县志纵述历史之轨

迹，展示今日之现状，为掌握县情、资政、教育提供有益的借

鉴o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承蒙历届领导的关心，全县各部门及各乡镇的大力支

持j各行各业各族群众紧密配合及省、州有关专家、学者们的

热心指教和帮助， 《乌兰县志》得以顺利与世人见面。在此：

谨向为编纂出版《乌兰县志》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 ：，

日月相继，征途遥遥。确信全县各族人民能以《鸟兰县

志》为鉴，接受教益，乘西部大开发之东风，‘再创光辉灿烂的

明天，再续永世不朽的新方志o．，

谨此为序o

。．鸟兰县人民政府县长 田 更(蒙古族)

， 2000年lO月18日



志以载史，志以资政，盛世修志，利在千秋o《乌兰县志》作

为鸟兰县第一部方志著作问世了，它凝聚着全县各族人民的心

血，镌刻了无数建设者的丰碑，记载了鸟兰历史发展的足迹o

《乌兰县志》是一部大型地方资料文献，上溯周秦时期，

下限断止1995年底，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全面、

系统、真实地记述了乌兰县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乌兰县各族

人民开拓发展的创业史和革命建设的宏伟业绩。从《乌兰县

志》里，我们领略到了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乌兰o

《鸟兰县志》的编纂出版与全县各级党委的关心和支持是

分不开的，她浸润着县志编纂者的心血和专家、学者们的汗

水。

今天，鸟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期显得那么年轻，富有朝

气，有着更多的思索和展望，．对社会、对经济、对自然、对

⋯⋯她始终紧跟着时代巨人的步伐，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

展望着美好的未来o

我坚信，全县各族人民一定能以《鸟兰县志》为鉴，乘着改革

的春风，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跃马扬鞭，再创不朽的辉煌。

谨以上为序。

中共鸟兰县委书记王智伟

2002年2月24日



序

乌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东部，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草原辽阔、气候宜人。牧草资源、地下水资源、矿产资源、风

能资源、太阳能资源得天独厚，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是一个

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在周

秦时期，羌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公元4世纪初，鲜卑

族吐谷浑部落徙居柴达木地区，今乌兰地区开始走上相对的繁

荣。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封

建王朝几经换代，今乌兰地区也数度易主，频繁的民族迁徙和

民族战争，使今乌兰地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凋敝，百姓

流离失所。近代以来，生活在今鸟兰地区的蒙古、藏、汉、回

等各族群众，又饱受封建牧主和军阀的统治与残酷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犹如一盏明灯在沉沉黑夜里照亮了

乌兰的希望，给苦难深重的鸟兰人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力

量，鸟兰也从此走向繁荣，走向富强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认真

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锐意改革，为鸟兰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

活力，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o 1983年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分户经营、包干分配”生产责任制，1984年

电视差转台建成试播，青藏铁路从境内通过，1985年牧区全部

实行“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生产责任

制，1987年培育的青海高原毛肉兼用半细毛羊新品种通过省

砂



2

级鉴定，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086．51万公斤，创乌兰历史最高

纪录，1992年开通程控电话交换网，1995年中国3557项目竣

工，完成县城10千伏电网改造工程⋯⋯这一部部气壮山河的

乐章，展现了乌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奋斗足迹o

《鸟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求真务实的原

则，纪事始于周秦，迄止1995年，史料翔实，记述全面，融

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是一部资政、教化、存史、育人的著

作，是认识乌兰、了解乌兰的地方文献，具有研究、使用、收

藏价值。

《鸟兰县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县上下各行各业数以

百计的人员投入了此项工程o 1986年9月17日成立乌兰县县

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室，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编纂《乌兰县志》07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制定编目、分

写总纂，县志办公室全体人员辛勤笔耕，精心著述，终使《乌

兰县志》昭著于世。在《乌兰县志》编纂过程中，社会各界密

切关注并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全县各族人民向为编纂出版

《乌兰县志》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一个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技进步、

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的鸟兰屹立于浩瀚的柴达木盆地，迈

着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乌兰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正值《鸟兰县志》出版之际，承全县各界之愿，特为之序。

乌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呼和巴拉(蒙古族)
。

2002年7月2日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

二、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九部分组成。

三、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

四、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以记述1959年建县后的历史

为主，上限根据资料穷溯往古，下限断止1995年底。

五、全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使用现代语

体文，引文用原文，不作注释，但注明出处。

六、本志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传统

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用公元纪年o

， 七、本志地名除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

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州县档案资料、正式出版的史志

文献资料和有关文字资料，口碑及回忆资料经考证核实后亦采

。用o

九、本志各项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核定数据为准(1962—

1987年的数据均包括西部1区5乡的数据)，统计局没有的数据，

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并经调查核实后的数据。

十、数字除引文、历史年号，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o

7,-f



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各民族凡是对乌兰

献或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不论籍隶何地，均予立

序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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