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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弹指之间，同仁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社

会变迁，历史钩沉，期间有多少史料值得珍惜，有多少史实值得借鉴。

值千年更迭之际，建国以来第一部《同仁县志》终于面世了，这是全县

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当表祝贺!

同仁，是青藏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化深蕴，历史悠久。灵秀

奔腾的隆务河不仅孕育了江河源头新石器时代的远古文明，见证了吐

谷浑帝国的兴衰演变，也目睹了热贡儿女追求真理的急切脚步。我们的

祖先，世世代代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耕田养畜，兴文治武，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历史。

一个多世纪以来，智慧勇敢的同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下，前赴后继，奋发图强，为争自由幸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建县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社会、经济、文

化等各项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百废俱兴，

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古人云：“览往可以昭来”。今天的辉煌，缘

于昔日的奋斗。全面地了解过去，正确地把握未来，客观地总结历史，

不断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是修志的根本。我工作生活于同仁，不仅

深深地钟爱和眷恋着这方热土，也最能深切地感受到兴修同仁新方志

是全县人民梦寐以求的宿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功在当代，惠泽后世的事业，也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八十年代末，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组建了同仁县地方

志办公室，1989年即着手搜集县志资料。编纂县志，工程浩繁，任务艰

巨。本志编纂工作者团结奋斗，广搜博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辛勤

耕耘，几易其稿，历时十余载，终于有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同仁地

方志书。

《同仁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实的手法和凝炼的笔墨，以

史为线，详今略古，客观、准确地记录了有史以来同仁地区社会、人文、

民族、宗教、历史演变的全过程；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同仁各族人民摒弃

黑暗，追求光明，捍卫真理的斗争历程；详尽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各族人民在建设家园，振兴同仁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

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仁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细研志

书，眼前豁然为之一亮；掩卷沉思，心胸为之一宽。日月穿梭，逝者如

斯，然历史因志而永久常新。

千年交替，世纪更迭。在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重要时刻，生活在56个

民族大家庭中的同仁各族儿女正意气风发，满怀豪情，抢抓机遇，拼搏



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盛世修志，一部社会主义的新

方志《同仁县志》诞生了。这是同仁历史上第一部独立完整的志书，它

凝聚着历届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凝聚着同仁人

民的智慧和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值此，谨表诚挚的谢意和热烈的祝

贺。 。

同仁，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同仁，藏语称为“热贡’’，意

为极乐的金色谷地。这里有广袤的草原，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物产，千

姿百态的动植物，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还有精巧绝伦的热贡艺术珍品

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千百年来热贡先民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仁

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政治、经济、文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建设成效显著，农、林、牧、水全面发展，现代工

业从无到有，交通、通讯迅速发展，商业贸易逐步兴旺，城镇建设初具

规模；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欣欣向荣，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发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县人民基本摆脱

贫困开始向小康迈进。《同仁县志》便是同仁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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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真实写照。

《同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

线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历史事实。

本志以编、章、节、目为框架，以记、传、图、表、录为形式，横排门

类，纵列史实，略古详今，重在当代，全面反映了同仁的历史现状，地

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同仁县志》的出版发行将为我们了解同仁的过去，

把握县情，探求发展规律，正确决策，制定发展目标以及弘扬先辈美德，

激励今人，启迪后人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沟通同仁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温故而知新，鉴古以创新。同仁各族人民，在西部开发的滚滚大潮

中必将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再创新业，再铸辉

煌。

同仁县人民政府县长然整序胄
2001年5月1日



兕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认真遴选资料，实事求是地客观记述史实，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科教文卫、社会、

人物、附录九编构成。横排门类，纵列史实，详今略古，重在当代，力

求全面反映同仁县的历史与现状，体现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

三、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等形式，各编以章、节、目层次

编写。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编年为经，记事为纬，其余各

编以类系事，以事系人。

四、本志上不封顶，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 990年底，着力记述共

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和各

行各业的主要史实。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各朝代庙号年代加括

号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

“解放后”，以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为界限。

六、本志资料分别采自省、州、县档案馆、图书、报刊以及相关单

位提供的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采用的数据，以州县统计资料为主，未作统计的业务数据，

由相关部门提供，经核实后采用。

八、本志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各族各界对地方

有贡献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生平事迹，以卒年为序排列。

九、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除引用古籍外，·律采用简化

字。计量单位除引用旧制计量单位资料外，均用公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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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商业体制⋯⋯⋯⋯⋯⋯⋯⋯⋯⋯⋯⋯⋯⋯⋯⋯⋯⋯⋯⋯⋯

第二节商业经营⋯⋯⋯⋯⋯⋯⋯⋯⋯⋯⋯⋯⋯⋯⋯⋯⋯⋯⋯⋯⋯

第三节饮食服务⋯⋯⋯⋯⋯⋯⋯⋯⋯⋯⋯⋯⋯⋯⋯⋯⋯⋯⋯⋯⋯

第四节集市贸易⋯⋯⋯⋯⋯⋯⋯⋯⋯⋯⋯⋯⋯⋯⋯⋯⋯⋯⋯⋯⋯

第五节机 构⋯⋯⋯⋯⋯⋯⋯⋯⋯··⋯⋯⋯⋯⋯⋯⋯⋯⋯⋯⋯·

第十章粮油⋯⋯⋯⋯⋯⋯⋯⋯⋯⋯⋯⋯⋯⋯⋯⋯⋯⋯⋯⋯⋯⋯⋯
第一节粮油征购⋯⋯⋯⋯⋯⋯⋯⋯⋯⋯⋯⋯⋯⋯⋯⋯⋯⋯⋯⋯⋯

第二节粮油储运⋯⋯⋯⋯⋯⋯⋯⋯⋯⋯⋯⋯⋯⋯⋯⋯⋯⋯⋯⋯⋯

第三节粮油加工⋯⋯⋯⋯⋯⋯⋯⋯⋯⋯⋯⋯⋯⋯⋯⋯⋯⋯⋯⋯⋯

(329)

(337)

(343)

(345)

(346)

(347)

(347)

(349)

(351)

(354)

(35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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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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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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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376)

(380)

(384)

(384)

(392)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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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粮油供销⋯⋯⋯⋯⋯⋯⋯⋯⋯⋯⋯⋯⋯⋯⋯⋯⋯⋯⋯⋯⋯

机构与队伍⋯⋯⋯⋯⋯⋯⋯⋯⋯⋯⋯⋯⋯⋯⋯⋯⋯⋯⋯⋯

财政⋯⋯⋯⋯⋯⋯⋯。⋯⋯⋯⋯⋯⋯⋯⋯⋯⋯⋯⋯⋯⋯⋯

财政体制⋯⋯⋯⋯⋯⋯⋯⋯⋯⋯⋯⋯⋯⋯⋯⋯⋯⋯⋯⋯⋯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财政管理⋯⋯⋯⋯⋯⋯⋯⋯⋯⋯⋯⋯⋯⋯⋯⋯⋯⋯⋯⋯⋯

机 构⋯⋯⋯⋯⋯，⋯⋯⋯⋯⋯⋯⋯⋯⋯⋯⋯⋯⋯⋯⋯··

税务⋯⋯⋯⋯⋯⋯⋯⋯⋯⋯⋯⋯⋯⋯⋯⋯⋯⋯⋯⋯⋯⋯
税制与税种⋯⋯⋯⋯⋯⋯⋯⋯⋯⋯⋯⋯⋯⋯⋯⋯⋯⋯⋯⋯

农业税⋯⋯⋯⋯⋯⋯⋯⋯⋯⋯⋯⋯⋯⋯⋯⋯⋯⋯⋯⋯⋯⋯

牧业税⋯⋯⋯⋯⋯．．．⋯⋯⋯⋯⋯⋯⋯⋯⋯⋯⋯⋯⋯⋯⋯⋯

工商税⋯⋯⋯⋯⋯⋯⋯⋯⋯⋯⋯⋯⋯⋯⋯⋯⋯⋯⋯⋯⋯⋯

(415)

(420)

(421)

(421)

(422)

(428)

(434)

(436)

(437)

(437)

(439)

(44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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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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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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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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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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