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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连县 志
ANNALS OF QI LIAN COUNTRY

甘肃人民出版社



《祁连县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 986年1 0月6日～1 988年1 1月23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编修人员

苏廷贤

李生荣

马廷贵

孙庆余

辛得时

马青峰

(以下均按姓氏笔划为序)

骆宝山

扎西才让孔庆琦

辛得时 ’罗如锦

(兼)

全多杰张宗益辛得时

第二届(1 988年1 1月24日一--1 989年3月21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童主任

副主任

编修人员

苏廷贤

李生荣

马廷贵

辛得时

辛得时

海显仑

马青峰

辛得时

骆宝山

孙庆余辛秉虎

罗如锦海显仑

(兼)

全多杰张宗益

海显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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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1 989年3月22日"--'1990年6月22日)

主 任骆宝山

副主任李生荣褚缜1

委 员孙庆余张杰辛秉虎

辛得时罗如锦海显仑

办公室主任辛得时(兼)
’’ ，．

副主任海显仑

编修人员马青峰全多杰张宗益

辛得时周异远海显仑

第四届(1 990年6月23日～1 991年1 2月9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办公室主任

主 编

编修人员

工作人员

焦 巴

马廷贵

。l塞查!垄I

加木存

张杰

罗如锦

徐遵宪

海显仑

海显仑

马生林

肖，琳

马文军

辛得时李嘉义

褚缜 、

朱永邦刘正俭任志毅

辛秉虎李贵富李洪耀

查科郭纪生海显仑

崔君英 ÷’

’。

一

”

．．， +； “

马裕禄任国鼎：b

周异远海显仑÷’矗．

郭雪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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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1 991年1 2月1 0日始)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修人员

工作人员

摄 影

焦 巴

马永基邹建胜辛得时l秦加友I

马成德华旦汪生鲸陈国正

李洪耀陈卿保罗如锦段永红

姚琳郭纪生海显仑崔君英

海显仑

马生林

海显仑

马生林 ⋯ 。、

马生林马裕禄 肖 琳海显仑

马延红(女)‘晦莲清(女)．，’j

马裕禄’加木存华：旦 ．、．

张立润顾海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复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审《祁连县志》人员

马石纪姚聪吉吉樊继文阎瑶莲(女) 魏廷玉

周新会沈雪岩曹琦吴斌卿

终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祁连县志》人员

医羽 马石纪 姚聪吉吉 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



复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审《祁连县志》人员

马石纪姚聪吉吉樊继文阎瑶莲(女) 魏廷玉

周新会沈雪岩曹琦吴斌卿

终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祁连县志》人员

医羽 马石纪 姚聪吉吉 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



复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审《祁连县志》人员

马石纪姚聪吉吉樊继文阎瑶莲(女) 魏廷玉

周新会沈雪岩曹琦吴斌卿

终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祁连县志》人员

医羽 马石纪 姚聪吉吉 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



复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审《祁连县志》人员

马石纪姚聪吉吉樊继文阎瑶莲(女) 魏廷玉

周新会沈雪岩曹琦吴斌卿

终审《祁连县志》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祁连县志》人员

医羽 马石纪 姚聪吉吉 樊继文 阎瑶莲(女) 周新会



序 ·1·

序

祁连县是青藏高原北缘地区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境内雪峰

耸立，松林环抱，草原辽阔，河川秀丽，是一个风景如画的胜地。

‘祁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新石器时代，羌人就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tt己的文明，并与中原地区有着联

系。祁连地域重要，自古以来便是河湟地区通向河西走廊的交通要

道。一个时期，它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然而，近代以来，生活在祁连地区的藏、蒙古、汉、回以及其

他民族的人民群众，饱受封建牧主和军阀的统治剥削与压迫，社会

封闭、经济落后，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因而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1949年11月22日祁连解放，人民获得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经过40多年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辉煌成就，祁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更加兴旺，工农(牧)业产值翻番，粮食产量超千万斤。

党的富民政策结出了硕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在这美好的年代里，为了使前人辛勤劳动所开创的业绩不被泯灭，

为了记叙好解放以来的建设成就，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盛世



·2· 序

景况，中共祁连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县志编委会编纂《祁连

县志》。从1986年10月组建修志机构，制定篇目，搜集资料，试

写志稿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修人员忘我工作，广收博采，

辛勤劳动，精心著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

导，本着详今略古，去伪存真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各个时期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逐项进行研究和整理。其间六改篇

目，五易其稿，历时七载，经过各方面努力，终于编纂出《祁连县

志》。

《祁连县志》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编纂成书，是全县人

民的一件喜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县志纵述历史之轨迹，

展示今日之现状，为掌握县情、资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县委领导～县政府主持

下，县直各部门和各乡大力支持，各行各业、各族群众紧密配合，

同心协力，而且还得到了省、州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热心指教和积

极帮助，在此，．我代表全县各族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如今，《祁

连县志》得以顺利成书，出版问，世，县志办公室嘱我为其作序，浮

想联翩，感奋之余，j略表心意，谨以为序。

祁连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3年3月29，日 胗一t．．．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祁连县志》横排l'-J类，纵写史实，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九编组成。

二、本志记事从1939年置设治局起，部分内容追溯到汉代，下限1985

年，畜牧、财政及农业章延伸至1989年和1990年。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引文用原文，不．

作注释，但注明出处。

四、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括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解放前后，系指1949

年11月22日祁连解放以前或以后。

五、本志地名除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一般用现行标准地名。

六、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之原则，主要收录祁连籍有重要影响的已

故知名人士，对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定居本地且有重要业绩者，也予立传，以

卒年为序排列。r

七、数字除引文、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码。各种数据采用县统计局

核定之数据为准，亦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和调查核实之有关数据。

八、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省档案资料，口碑和回忆资料，经核实亦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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