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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达日县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巴颜

山，草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羌人牧地。元

以后，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用自

智慧和辛勤劳动，与青藏高原艰苦的自然环境顽强地进

争，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占 ．

然而，解放前达日人民饱受封建牧主的剥削和压迫

期封闭，文化落后，生产低下，生活贫困，广大藏族人

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军阀马麒、马步

队的轮番“清剿一下，牧业生产遭到破坏，部落民众流离失

所，境况十分悲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达日县委和达日县政府在中共果洛

州委和州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促进部落之间的团结，因而推动

了达日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此后，又根据藏族人民的愿

望，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

度，昔日贫困的牧羊人成了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

解放以来，达日人民在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帮助下，

建设草原，改良牲畜，积极发展畜牧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方针

指引下，达日地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

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全面发

展。1 985年底，全县牲畜存栏数达到5 2万头(只)，较

1 9 58年的1 2万头(只)，增长了3倍多。牧民平均收入较



解放初期提高2～3倍。与此同时，全县工业交通和文教卫

生事业亦有很大的发展，民族贸易也日益兴旺，达甘草原从

此出现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建设事业

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千百年来，特别是建县以后，达日人民在生产实践、阶

级斗争、科学实验方面所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曲折

的，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如何反映达日地区政治、经济和

文化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所

借鉴，有所教益，编修一部县志是意义重大的事情。我国有

“盛世修志一的传统。达日地区没有旧志，这就使编纂《达日

县志》更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共达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决定编纂县志，这是一项。功在今日，惠及千秋一的大事。这

部《达日县志》在达日县和省、州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全

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几经春秋，数易其稿，终于成

书，可庆可贺。

《达日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实

事求是精神，客观、全面地记载了达日地区的自然面貌，历

史沿革，民族状况，充分体现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编纂者还

．注意经济问题，尤其是记述了改革开放的业绩，使这部县志

具有显明的时代性。它作为达日县的一部“百科全书”，一定

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资治、教育和存史的作

用，为达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值《达日县志》出版之际，我们略叙此言，谨以为序。

县委书记唐世杰

县 长久美

1992年lO月1日



凡 例

一、：《达日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指南，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记述各

类事物，图表列于各章节之中。

三、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经纬结合j时类并

举。全书分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人

物、附录等九编，编下分设章、节、目。

四、对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设章，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随

记于有关编章中。

五、鉴于达日没有旧志，本志编写的时限，追溯到秦汉时期，下限截止

1985年底。

六、本志所载各种数据，主要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部分数据源于各

业务部门。

七二文中涉及的数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有关度量衡的计算，除沿用历

史习用的市亩外，均以现行的公斤、公里、米、厘米等为基本单位。

八、人物传，按照。生不立传"的惯例，以近、现代人物为主。立传人物

按卒年排列。 ．

九、文中须注之处，采用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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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日县，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属县，位于果洛南部，东与久治县相

接，东南与班玛县相连，南部和西部与四川省石渠县、色达县为邻，北与甘

德县隔黄河相望，西北部与玛多县、玛沁县接壤。全县总面积16466平方

公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海拔5200米，最

低标高3844米。 、

? ·，’一

达日地区，秦汉时属西羌部落活动之域。南北朝以后，为党项羌人牧

地。唐贞观年间，党项一些部落内附，中央王朝一度在这里设置过羁縻州，

委任党项主要部落首领为刺史。唐高宗时，吐蕃王朝吞并党项诸部，今达日

地区归属吐蕃。元代属朵甘思元帅府辖地，明代隶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明

末清初系。果洛克松一(三果洛)中的昂欠本，属和硕特蒙古右翼盟辖。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中央王朝在三郭罗克地区封授千、百户，今

达日地属上郭罗克百户辖地。清末，称“旺青九族疗。民国十年(1921年)

冬，青海地方军阀武装征伐果洛地区，任命红科部落头人为干户，各小部落

头人为百户。民国十八年(1929年)，青海建省后属青海省辖。民国二十四

年(1935年)十月以后，归青海省果洛行政督察区管辖。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四月，青海省政府在今达日县地设置和顺设治局。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和顺设治局归属青海省第三行政督察区管辖，次年2月裁撤和

顺设治局，仍由当地千百户统治。

新中国建立之初，今达日县境内居住有红科、上莫坝、冈巴、达哇、查

郎、周吉、多日哇、官科、藏吉、和科、特合土、桑日麻等12个大部落，

50余个小部落。

达日县域东西长152公里，南北宽126公里，呈蝴蝶状。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山脉连绵，沟谷纵横，巴颜喀拉山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境内。黄河由

西北向东流经5个乡。境内大小河流分布如网。天然草原辽阔，面积约占土

地面积的63％，生长高原低草，适于放牧牦牛、藏系羊等高原畜种。

达日气候寒冷，日照充足，四季不明，风云多变。县府所在地吉迈年平

均气温只有一1．3℃，最高温度24．6℃，最低温度一34．5。C，昼夜温差10—

20。C。没有无霜期。平均气压627．7毫巴。空气密度Q774公斤／米3，含氧

量Q 186公斤／米3，仅为海平面的66％。实际纯水沸点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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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540毫米。春季常降大雪。全年风日近百天，冬春季节，6级以上大

风频繁。

达日境内水源充足，植被茂盛，常见牧草种类多，产草量较高。经初步

踏查，有24科、32属、150余种。主要优势品种有胡氏剪腹颖、雀麦、短

芒披碱草、老芒麦、早熟禾、垂穗鹅冠草、导针茅、苔草、水里苔草、线叶

蒿草、四川蒿草等。

植物药源计有中草药69种，藏草药79种，均为中、藏医常用药物。大

黄、贝母、冬虫夏草、党参、当归、秦艽、黄芪、雪莲、羌活等，产量较

大。．

达日境内，野生动物种类亦多：盘羊、』黄羊、岩羊、猞猁、旱獭、水

獭、艾虎、狗獾、棕熊、麝、野驴、雪豹、白唇鹿等，县内各地均有分布。

野禽有秃鹫、雪鸡、尕拉鸡、天鹅、黑颈鹤等。

达日地区矿藏资源有铁、铜、金、锡、煤、铝、石棉、水晶等。目前，

除桑日麻煤矿已开采外，其余矿点均未开采利用。 ．

达日水能资源丰富。全县有大小河流74条，其中主要河流5条。经初

步测量，l临近黄河河道的特合土、建设两地，可建中型水电站。特合土站，

年发电量可达z 18亿千瓦时。建设站，年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吉

迈、柯曲两条河可建小型水电站，理论蕴藏量3万千瓦以上。

1952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果洛工作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

工作团进驻查郎寺，达日地区宣告解放。1953年4月，果洛工作团派出第

二分团，在达日金渡成立达日工作委员会，筹备建县。1955年4月26日，

中国共产党达日县委员会成立。同年7月17日，达日县人民委员会成立，

驻多尔哇达。随后，将所属部落，按习惯驻牧地区，划设8个区，先后成立

各区政府。1957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第58次全会决定和州人代会通

过，将和科区划归玛多县，将甘德县同治区划归达日县。1958年8月，撤

销区政府建制，相继成立达日河、莫坝。红科、桑日麻4个人民公社和一个

红科国营牧场。1961年10月，县人民委员会由多尔哇达迁驻吉迈。1962

年4月，全县设10个乡、73个公社、213个生产队。1965年8月，撤销乡

级建制，改为10个公社、73个生产大队，213个生产队。1967年12月12

日达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80年改称县人民政府，辖吉迈、上红科、下

红科、桑日麻、特合土、建设、满掌、窝赛、德昂等9个人民公社，33个

生产大队，111个生产队。1984年，人民公社改设为乡．乡辖牧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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