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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华 县委书记、彝族、调离

单真罗布县长、藏族、调离

南斯挖挖县长、彝族

陈洪枢 县委副书记、汉族、调离

周德荣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汉族、退休

西拉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藏族、退休

江郎阿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彝族

叶子木呷县政协主席、县志编委顾问、彝族、退休

王路它 县政协主席、藏族

王天才 副县长、藏族

壬梦西 县志办公室主任、主编、副编审、汉族

王全忠 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编辑、汉族

周以忠 县政协副主席、汉族、退休’

封荣钦 县政协副主席、汉族

杜聪华 县政协副主席、汉族 ．

八期克哈县委宣传部长、彝族．

耿金元 县委组织部长、藏族

杨保寿 县卫生局长、藏族、调离

朱正刚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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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县人事局长、汉族

县教育局长、藏族、调离

县档案局长、藏族、调离

县档案局长、藏族

县财政局长、汉族

县政协秘书长、藏族’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汉族、调离

县委办公室主任、汉族、调离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彝族

农艺师、汉族

原县政协委员、汉族、退休

县政协委员、藏族 ．

龚山遂 助理编辑

刘汉俊 调离

余全海 助理编辑

邓玉萍 打字

<九龙县志>各分纂、总纂人员

编 名 分纂 总纂 编 名 分纂 总纂

卷 首 王梦西 王梦西 林 业 王梦西 王道敏

概 述 王梦西 王梦西 32 业 王梦西 王梦西

大 事 记 王梦西 王梦西 交通 邮电 刘汉俊 王梦西

建置沿革 王道敏 王道敏 城乡建设 王梦西 王梦西

自然地理 王道敏 王道敏 商 业、 王梦西 王梦西

民 族 王梦西 王梦西 财 税 王梦西 王梦西

人 口 壬梦西 王梦西 金 融 王梦西 王梦西

综合经济管理 王梦西 王梦西 党派群团 王梦西 王梦西

农 业 王道敏 王道敏 政权 政协 王全忠 王梦西



续表

编 名 分纂 总纂 编 名 分纂 总纂

政 法 龚山遂 王道敏 医药卫生 王道敏 王道敏

军 事 余全海 王道敏 人 物． 龚山遂 王梦西

民 政 王梦西 王梦西 附 录 王道敏

劳动人事 王梦西 王梦西 图 ‘片 龚山遂

教 育 王梦西 王梦西 罗进雄彭基泰刘强

刘雅夫陈明凯，赵宏
文 化 王道敏 王道敏 摄 影

洪显烈王全忠

体 育 王道敏 王道敏 尼克尔他

审验单位

审定单位：甘孜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审领导小组

终审验收单位：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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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全国人民发奋图强，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逢此盛世，<九

龙县志>问世了。

九龙是一个以藏、汉、彝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县。这里的山水养育了勤

劳、善良的九龙人民。县志一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九龙的自然地理及丰富

的自然资源；客观地反映了本县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真实地再现了各

族人民治理九龙山山水水的近代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振兴九龙，从贫困、落后中挣脱出来，从封建、奴隶

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辛勤耕耘几十个春秋所作出的光辉业绩。

<九龙县志>是我县设治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志书，这是全体修志人员共

同努力的成果。1986年，经县委指示，在政府的领导下，调集人才，成立

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并号召各部门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为县志的编

纂工作排忧解难。历时七年，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大量查阅历史文献、图

书档案，四处走访知情人士，搜集整理出文字资料百余万字，又精雕细琢、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略兼顾、统筹编排，最后完成了志书的编纂工作。

我县首次在社会科学领域完成的这一系统工程，必将达到以史资政、服务当

今，存书传世、惠及子孙的“存史、资政、教育”的目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愿我们借鉴历史，注重县情，乘改革之风，



不断拓新我县的改革开放局面。相信九龙各族人民一定会与全国人民一道团

结奋进，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九龙县人民政府县长

南斯挖挖(彝族)

1993年9月



序 二

历时七载，在县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修志人员广泛查

阅档案、图书，进行社会调查和专题访问，汇集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地理等各方面的史料，经过核实整理，按照方志体例，编成九龙县第一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九龙县志》。这是九龙四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在此，

向参与提供资料的各单位、各界人士，辛勤耕耘、精心著述的修志工作者表

示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九龙于民国15年(1926)正式建县，时间不长，但半个多世纪以来，

岁月峥嵘，沧桑巨变，社会面貌今非昔比。藏、汉、彝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环

境，复杂的横断山区的地理环境，使本县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独具特色。

解放前，各族劳动人民在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灾难深重。解放后，

废除民族压迫，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

过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奴隶制度，

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经

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

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出光辉业绩，作出了前人未有的贡

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显示出盛世局面，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创造了良好条件，党把修志工

作列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提上了议事日程。

编纂<九龙县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造福人民、惠及子孙的

千秋大业。



<九龙县志>是一本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是一县之百科全书，

以“存史、资政、教育”为宗旨，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

方法，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九龙的地理风貌、民族宗

教、风俗习惯、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人物胜迹等咯方面的发展

演变，反映了我县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和建国后的各项成就。观点正确，思

想倾向健康，布局合理，内容详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体现

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点。有了这部新方志，即可了解县情，掌握县情，从

九龙的实际出发，探究各项工作之得失，发挥优势，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不致再走弯路，重蹈覆辙。它将为我县改革开放、发

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决策时，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九龙目前还处于贫困状态，但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蕴藏着丰

富的矿藏，有奔腾的江河、茂密的森林、辽阔的草原⋯⋯我们相信，勤劳勇

敢的九龙人民一定会把潜力变为实力，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谱写出更

加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共九龙县委副书记

藩银全(藏族)

t993年9月



凡 例

一、编纂<九龙县志>，以存史、资政，为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教材

为宗旨。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准确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三、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注重如实反映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四、本志断限，上限溯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下限在1985年。为了保留事件的

完整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突出成果，以及补史、续史的要求，<工业>、<人物>。两编下

限至1990年。

五、本志以类分编，共分24编，另立卷首与附录。各编不求平衡，根据资料多少，

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县情实际出发设置编目。
‘

本县多民族杂居，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各具特色，设民族编。’民俗与宗教，因民族

而异，故不单独设编，一并纳入民族编有关章节记述。

本县科技工作，重在引进实验、推广外地科技成果，应用成效分别记入有关事业

编．未单独立编。

自然地理、农业、林业等编记述内容，为发挥资政功能，保持了必要的专业内涵。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另立章节，分别载入大事记或有关编。

六、引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级各部门志、专业志、长篇资料及各级档案馆、图书

馆资料及口碑记录。解放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一律采用县统计局的统计资

料，与州统计局经过调整、折算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概述中的土地分类数据采用

1985年后的林地详查数据，农业编中的土壤分类数据采用1982年农业资源调查数据，



与统计部门使用习惯数据出入较大。

七、地名、历代政权和官职等，沿用历史称谓：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首次使用全

称，．其余用简称。以少数民族语命名的地名、人名，按习惯使用汉字著录，但求字音近

似。凡第一次出现的方言、少数民族专门用语，均加以注明。

八、本志所称“解放前”，指民国时期及其以前朝代。“解放后”，指1951年3月人

民政府接管政权以后。解放前，一律用旧纪年，民国纪年不夹注公元，民国元年即

1912年。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凡每编首次出现的历史年号，均用公元纪年注明。

大事记则逐年注明。

九、数字使用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执行。币制和计量单位，一般沿用各个历史时期的习惯用法著录，不作换算，但对

解放后的币制以现行为准，作出换算。

十、传记人物，本“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卒年时序排列，直书其名，不冠职称，

不加褒贬。

十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使用简化汉字。标点

符号按<新华字典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的规定使用。

十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体裁，以文为主，系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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