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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前进结硕果，深化改革树新风。

以上为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全县商业受到甘孜州委、州政府表彰的锦旗。



纵情歌颂伟_人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九九0年春节，li{『业职工在全县歌咏比赛巾获人台啊‘等奖。



工作”H-苦，藏汉手足情。

以j：州罔为藏汉族职工都穿上藏民旗盛装J川台演出后的留影。



上图为商业乐器组在露天球场为本局舞蹈队演出时伴奏。

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

白玉县商业局棋类比赛历届均取得个^和团体冠、砸军。F凰为一九八九年元旦

取得的象棋团体第一名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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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一九八七年修建的城区削食品门市。下图为该门市营业室一角。



上为现在的城区医药门市部。下图为该门市的营业室一角。



蒸遴
上图为A十年代初经改造后的城腻『j市。

下图为六十年代的办公室和职工宿舍楼。



前 言

建国前，白玉县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之后，才缓缓地进入了封

建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速度极慢，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商业

活动也微不足道。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人民政权的

建立，一九五二年末才正式设置了国营民贸机构。从此，结束了以

唯利是图为目的的旧商业历史，进入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商业的新阶段。三十七年来，它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部份，为

扩大我县和其他地区之问的物资交流，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发挥了必不可少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尤其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国营商业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改革经营机制，搞活流通领

域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个体商业也相应发展。展望未来，

民贸工作方兴未艾，前程似锦，但也任重而道远。

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如实记载我县商业的发展状

况，以利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启迪后代，惠及未来，本应早日着手

商业志的编写工作，但由于涉及面广，对建国前的有关资料了解甚

少，加之人力不足，因而迟至去年夏季才决定编写，并请前局长何

英贤同志主笔，在县委、县府、州商业局的关怀和县志办的具体指

导下，在广大商业职工和知情群众的支持下，编写人员尽心尽力，

本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先后三次修改，才写成了这本《白玉县商

业志》．在此，对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对为本志提供资料的职工



和群众，我局衷心感谢。

编写志书是一项新工作，缺乏经验，疏漏和锴处实难避免，敬

祈县委，县府，州商业局指正，也盼我州各兄弟局司不吝赐教．

曾泉吉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目



《白玉县商业志》编写领导小组

及编辑人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曾泉吉、昂翁坚赞、、周先根、麦拖、高红

英、陈明珍、郑安荣、王建八同志组成。由曾泉吉同志任

组长：昂翁坚赞同志任副组长。

二、编辑：

主编：何英贤

编辑：束昭明、何明清、高红英．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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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白玉县商业志》是以国营商业为主线、结合建国前后私

营商业变化而编写的一本资料性分志。县的在于真实地反映这一时

期的商业实际，保存史料，供后人参阅。

二’、本志以时阔先后为序，以记叙文体编写．在记述各个时期

的商业概况时，着重于记述近期商业。

三、本志分章、节、目编排．时间一律使用公历纪年．涉及建

国前的清朝、民国时期，均注明公历年份。

四、重要表格及大事记，均附于本志后面，以供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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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_章白玉概貌

第一节建置沿革

白玉县原系德格土司属地。明史称朵甘思。清初为青海部落后

属；雍正七年(’1730年)内附于打箭炉厅；宣统二年(1910年)赵

尔丰改土归流置白玉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置白玉县：民国

三年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七年(1918年)为藏军统治；民国二

十一年(1932年)复归川边；民国二十八年西康建省，白玉属第四

行政督察区。建国后，原西康省管辖之康巴各县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白玉县属自治区管辖。1955年1 o月，西康省与四川合并，西康省

藏族自治区改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即为自治州管辖。

第二节地理位置和自然概况

白玉县位于问西边陲，地处青藏高原，东经98。36’至9旷56 7之

间；北纬30。24’至31"41卜之间。东接新龙；北连甘孜；南邻巴塘：

西与西藏自治区的贡觉、江达二县隔江相望。

全县总面积10591平方公里。可。耕地93080亩。可牧草地

10353311亩。林地4433889亩。森林覆盖率为27．7％。河流有昌

曲。、欧曲、降曲贯穿全境。水面达107277亩。公路面积为。25680

亩，其余为灌木丛及岩滩地。这里气候高寒，年平均气温为7．8C 6。

无霜期为144天．日照2076小时。平均降雨量为549．7毫米，多集

中在六至九月份，四至五月常出现大雪封山，交通受阻，物资不能

正常运输。
1



第三节主要物产

白玉县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长期以来在这块土地

上繁愆生患的藏族人民，勤劳耕作，为白玉县生产的发展，文化的进

步，作过长期的努力。

l，牧业：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谷和缓坡上，在大片牧草

丰盛的平坝和浅谷中；到处都有放牧牲畜的草地。全县除昌台纯牧

区五个乡外，还有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的正科、灯龙、麻绒、沙马四

乡，其余八个农业乡也多兼营牧业。主要畜种有牦牛、犏牛、黄牛、

绵羊、山羊，马、骡，驴、猪等。建国初期全县仅有各类牲畜近八

万头、支、匹。至1979年，‘牲畜总头数已达到二十万头、支、匹以上。

主要畜产品有牛毛、牛绒、羊毛，羊绒、牛皮，羊皮、酥油，奶渣、牛

肉、羊肉等，历来是牧民生活用品或用来向农民交换农产品，多余

部份用来向商人交换盐、茶及其他生活用品。建国后，牧民多余的

畜产品主要向民贸公司交售，所得现金又从公司买回生活用品．

2、农业：在海拔3500米以下的河谷及平缓坡地上，从事种植

的农民占全县人口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有青稞、小麦、豌豆、葫

豆、荞子、元根及少量大麦、洋芋。绝大部份土地为一年一熟，也

有个别村寨如劣巴及巴巴的沿江一带收了大麦种养子属一年两熟。

耕作方式粗糙、原始，多用二牛抬杠耕地。春天撒种；夏天锄草；

秋天收割；冬天脱粒，亩产百来斤．建国后，由于推广良种，改进

了耕作方式，做好防虫治病，并兼施化肥，单位产量平均已达到二

百斤左右。农民全年的食粮基本上可以达到自给。

3、林业：白玉县的林业资源丰富，占全甘孜州第一位．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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