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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通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大通县志》终于问

世了。这是大通文化史上的一项壮举。作为中共大通县委、

县人民政府现任书记、县长，我们感到欣慰。

大通地处祖国大西北，山雄水秀，地灵人杰。在历史的

长河中，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前仆后继，披荆斩

棘，拓土开边，繁衍生息。据考古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

大通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以舞蹈纹饰彩陶盆为代表的远古文

化。清道光六年(1 8 2 6年)，大通县训导问昙著有《大通草

志》，其志已佚，仅存序文一篇。光绪年间所编《采录大通

县乘帙稿》，无撰纂者及成书年月。民国8年(1 9 1 9年)，

县知事刘运新领衔修纂《大通县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文化遗产。但旧志因历史的局限，或失于简略，或多有漏

误，无法总瞰大通历史之全貌。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编修

一代新志，堤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通迈入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县委和县政府毅然决策，编纂

大通新志。在省、市、县地方志编委领导及广大干部、群众

的热情支持下，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夜以继日，忘我劳

动，历尽九载艰辛，六订纲目，五易其稿，殚精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虑，终于成书。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准绳，采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进行编纂，力求真实、全

面、系统地记述大通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点。在内容上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立足当代，侧重近代，追溯古代，贯通古今，力求反映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这部新县志将在大通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功用。

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一项新事业，工程浩繁，缺乏经

验，加之大通历史上资料匮乏，这部县志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诚望读者指正。

县委书记 周学仓

县 长 吕尚文

199e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真实地记载大通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内容贯彻“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溯至

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底，突出记述大通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个别

事物延伸至1987年。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卷首设总述、大事

记；中设28篇专志，为全志主体；后有附录。

四、总述综叙全县概况和特点，总摄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

记事本末体，纵贯古今，记叙本县大事要事，为全志之经。

五、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采取篇、章、节、目结构，以社会分工

和科学分类设置，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物质后精神，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

的顺序排列。

六、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选择在本地区影响较大，有一定代

表性的人物入传。入传人物的顺序按卒年排列。

七、附录收录旧志述略、文献辑存、艺文选录等不宜入正文而又具有资

料保存价值的内容。

八、纪年方法，凡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用朝代年号，括号注以公元纪

年，新中国建立后统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青海省、西宁市和县档案馆，对有关旧志、报

刊、专著以及家谱、口碑等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另注出处。各

项数据，除少数引用旧志和有关资料外，均由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则

采用有关单位的数字。各项数字，除注明者外，均不包括在大通的中央、

省、市属单位。数字表述，除专用名词、人名、地名中的数字用汉字外，一

律用阿拉伯数码。



2 大通县志

十、本县全称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了行文方便简约，本志文中

一律称“大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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