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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德令哈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德令哈市志》，经修志工作

者们10余年的辛勤耕耘，三改篇目，四易其稿，今天终于问世了。这是

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情。

鉴往昭来，资治当今，惠及后世，利市益民。《德令哈市志》记述了

德令哈历史之轨迹、社会之变迁，展示了自然之壮美、物产之富足，展现

了文化之丰厚、民风之淳朴，讴歌了开发之壮举、建设之风采，具有资政

当代、惠及千秋、启迪后人之裨益，对研究德令哈、认识德令哈、振兴德

令哈甚为有益。谨向为编纂出版《德令哈市志》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德令哈古老而神奇，早在周朝就有西羌人在此游牧。千百年来，德

令哈的先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创造。境内的“诺木

洪"文化遗址给德令哈增添了深深的历史文化底蕴，托素湖畔的“外星

人遗址"给这块土地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贝壳化石山使人对远古的德令

哈浮想联翩，古柏蓊翳的柏树山，碧波粼粼的黑石山水库，一咸一淡、生

态各异、遥相连接、神韵悠长的“褡裢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然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她却是大地沉睡，古道西风，派兵拉夫，封闭

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德令哈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征途。一批批开拓者、建设者们在“开发柴达木"的召唤下，从祖国

的四面八方潮涌而来，在当地民族群众的紧密配合下，以大无畏的无私

奉献精神，揭开了德令哈历史划时代的一页。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德令哈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励精图治，战天斗地，开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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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不断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谱写了一

曲曲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和民族团结的壮歌。如今，作为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的首府，海西州东部经济区的中心和青海省第三城市，德令哈

正以她的富有和神奇，引起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向往。看今日德令

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资源开发方兴未艾，绿洲农业铺金叠翠，现代牧

业蒸蒸日上，开发建设热火朝天，各族同胞团结和睦，人民生活El新月

异，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绚丽景象，一座高原绿洲新城

蓬勃崛起。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o《德令哈市志》以丰富的史料给后来者一面镜

子。我们要充分利用市志所提供的丰富史料，继承先辈们开创的业绩，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共海西州委、海西

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更好地把握今朝、设计未来，使这颗高原明

珠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华，再续永世不朽的新志。

中共海西．州参，委毛占彪
德令哈市委书记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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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德令哈市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境

内地势平坦，幅原辽阔，草丰水美，资源富集，土地肥沃，光热充足，是青

海省生态绿州农牧业的重点地区之一。德令哈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

在商周时期，古羌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游牧生息，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自

己的文明。德令哈地域重要，著名的“丝绸之路"南线由此经过，是南进

西藏，北上甘肃，西通新疆，东接省会西宁的交通枢纽。

然而，近代以来，生活在德令哈地区的蒙古、藏、哈萨克、汉、回以及

其他民族的人民群众，饱受历代封建农奴制度和军阀的统治、剥削和压

迫，社会封闭，经济落后，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生产落后，管理粗放，百

业萧条，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揭

开了德令哈经济发展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德令哈

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带领德令哈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了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为及时记载全市人民的丰功伟绩，市委、

市政府决定从1990年开始编纂市志，并成立了市志编纂委员会。由

于，德令哈市建市时间短，经济发展缓慢，财力不济，修志专业人才匮

乏，行政隶属关系多次变动，史料亡佚，给编写市志带来了诸多不便。

然而编纂人员筚路蓝缕，史海勾沉，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在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焚膏继晷，笔耕不缀，为市志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同时也得到了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在此，谨向为市志成书而不辞辛

苦，呕心沥血，勤奋笔耕的全体编纂人员以及给予我们关心、支持、帮

助、指导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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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o《德令哈市志》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

到政治，从文化到人物，重点记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

1995年的历史和现状，不但如实反映了德令哈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拼搏奋进的光辉历程和在

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充分展示了德令哈人杰地灵、物华

天宝、资源丰富、山川秀美、文化灿烂、风土绚丽的独特神韵，是一部具

有资政"-3代、惠及千秋、启迪后人的成功之作o

《德令哈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补千年历史，续十年辉煌"为编纂思路，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一、《德令哈市志》编纂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生产活动是人类基本活

动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

改革、开放政策。

二、《德令哈市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由概述、大事记、地理、城

建、经济、政治、文教卫生、社会、人物及附录十部分组成。采用编、章、

节、目四级结构形式o

三、本志内容上溯自上古时期，下限至1995年。对1949年以后的

内容重点记述，之前从略。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使用现代汉语，行文

不作注释。

五、《大事记》为本志之经，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六、本志资料主要依据州、县(市)档案资料和正式出版的史志文献

资料；口碑及回忆资料，经核实亦采用。

七、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选列对本地区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

的人物立传，以卒年为序。

八、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

纪年；之后均用公元纪年。农历记日一般用汉字数码，公历记日均用阿

拉伯数码。

九、本志对交叉重复出现的内容，在主要相关章节重点叙述，其他

章节从略。

十、本志数据一般以县市统计数据为准，个别有质疑的数字经核实

后采用，数字书写均用阿拉伯数码。

十一、本志地名除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一般以现行标准地名为

准。对人物直书其名，交待身份时不用尊称或贬语。

十二、本志表格标注均按顺序统一用表1、表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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