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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对此，我们首先表示热烈祝贺!

贵南地区历史悠久，经考古发现的拉乙亥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七千

多年前，这里就已经存在着人类活动。公元5至7世纪，南北朝和隋唐时

期的二百多年问，贵南地区曾经是吐谷浑“河南王国”的中心居地。“河南

道”的开通为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贸易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我

国古代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勇敢智慧、朴实善

良的贵南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

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贵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扬眉吐气，从此步入了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贵南县从1953年建政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贵南这块古老的土地、这个年轻的县份焕发

了勃勃生机。党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在农

村牧区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贯彻落实，带来了全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

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大好形势，各行各业又呈现出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喜人

景象。全县各族人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伟大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谱

写了贵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新篇章。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贵南历史上无志书，贵南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奋斗

的历史足迹，不论是解放前的苦难史、抗争史，还是解放后的翻身史、创

业史，均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为了真实记录贵南的过去，也为了

全面反映贵南的现在，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为贵南未来的建设和发展

服务，在新的形势下，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纂贵南历史上第一部志书

势在必行。这是时代赋于我们的责任，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

是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共同愿望。1982年，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中，《贵南县志》的编纂工作开始筹备，1984年初

正式着手，从此，十度寒暑，四易其稿，在全县上下的热切盼望中，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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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严谨规范的志书终于面世了。这一令人

高兴、令人振奋的成果，不啻填补了我县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四化大业

铺垫了一块五彩斑斓的基石。对此，相信全县各族人民会引以为荣。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也是地区开发、改革、开放的一

项极其紧迫的基础工作，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而深远。贵南地

处高原牧区，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料奇缺，编纂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志书就

更加不易。可喜的是在中共费南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数以百计

的专职和兼职修志工作者，肩负全县各族人民的重托，矢志不渝，内查外

调，．广征博采，取实存真，年复一年的忘我工作，终于交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贵南县志》的编纂成功得到了县级各大班子、全县许多部门、单位、

各行各业、各界人士还有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及县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

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省、州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和诚恳帮助。因

此，我们说，即将出版的《贵南县志》既凝聚着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同时也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辉。借此机会，我们一并向所有为《贵南县

志》的编修付出辛勤劳动、做出积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由于资料缺乏和编修人员经验之不足，《贵南县志》肯定还会存在

许多缺点错误，但毕竟瑕不掩瑜。作为贵南县的第一部集政治、经济、文

化、物产、人文等于一册的百科全书，《贵南县志》必定会在资政、教育、

存史诸方面越来越多地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册志书在手，将会使我

们更加全面、完整地了解和审视贵南的过去；她也将使我们对贵南的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让我们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历

史规律，更新观念，调整思路，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兴利除弊，

开拓奋进，再创辉煌。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向大西北的

转移，随着青海省资源开发计划的付诸实施，我们又会迎来一个新的良好

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全县上下，团结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发挥地区优

势，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建设和发展贵南的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一

个文明、富裕、繁荣兴旺的新贵南一定会早日建成。

中共贵南县委书记： 吕鸿海

贵南县人民政府县长：多杰才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凡 例

一、《贵南县志》坚持“详今略古，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原则，对各门

各类进行全面记述，使读者对贵南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得以了解；重点记述

四十余年来建设、改革的成就和经验。

二、《贵南县志》表述形式为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文为主，

辅以图表。
‘

三、《贵南县志》采取编、章、节三级结构，节中分目。由概述、大事记、

各专业志、人物和附录组成。

四、《贵南县志》借鉴古今修志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记事上限尽

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之初，下限迄于1985年底。鉴于本志出版与下限间隔较

长，为全面反映其间县内情况起见，大事记、经济编中的某些章节、附录中

的重要文献辑存等均延止1994年底。 ，

五、《贵南县志》资料取自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农业区划资料、人口普查

资料、地名普查资料等；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属其它历史书籍及实地

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

六、《贵南县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对社会和人民做出贡献的模

范人物，同时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阻碍社会前进的反面人物。

七、《贵南县志》对县境内的省、卅I属单位的记述，根据行业性质，归并

于有关章节。

八、《贵南县志》记年，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九、《贵南县志》各类数据，主要依据县统计部门资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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