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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新

叶城县南倚喀喇昆仑，北临塔里木瀚海。南部山区丛

山叠嶂，长年积雪，沟壑纵横，冰川覆盖，阶地与盆地错

落，森林与草场相间。山中有奇景，地下多宝藏。五千年

前“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周穆王西巡，循黑

水至于群玉之山。叶城因密尔岱玉名扬天下，“玉在深山

有人采。”

秦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西夜仅“户三百五十、

口四千、胜兵千人”。及至张骞凿通丝绸之路时，叶城(西夜)“户三千，口万余，胜

兵三千”，已发展成丝绸之路南道要冲上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地区。“一驿过一驿，

驿骑如星流，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几千年来，跋涉在丝路古道上的先辈们

不畏艰险，远涉万水千山，为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丝

路在沟通中、西、南亚文化交流和推动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

用。它像一条纽带，将中原和西域紧紧维系在一起。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

西域虽几度被割据，政权几度易手，但西域对中原的政治依附、与中原的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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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一

神圣家园，繁荣了叶城这块荒芜而又富饶的热土。

几度风雨，几度沧桑。当祖国大家庭一员的叶城回到人民自己手中的那一

天起，荒僻的小城焕发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4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成就，使叶城“旧貌换新颜’’。从柯克亚一号井喷出滚滚石油的那一刻起，沉睡多

年几被遗忘的玉石城重新为世界所瞩目。在改革大潮中，叶城县各族人民正一

步一个深深的脚印，坚定地迈进在通向繁荣富裕的大道上。希望在喀喇昆仑，希

望在瀚海戈壁，希望在37万叶城各族人民。

《叶城县志》经过近16年的编修，今天终于可以面世致用了。这是叶城县的

一件大事，也是叶城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叶城县志》不

仅如实记载了叶城自然地理、人文经济诸方面宝贵的历史，更详尽地反映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叶城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和辉煌业绩。一部县志就是一部县情书，对我们全面地、历史地认识叶城，探求

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决策，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了解叶城，研究

叶城，振兴叶城，繁荣叶城，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历史重任。县委、县人民政

府不惜人力、财力和物力编修《叶城县志》的初衷和远虑，就是要让它为了解叶

城、振兴叶城服务，提供全面、翔实的县情和有益的借鉴，帮助我们做好各方面

的工作，更好地完成历史重任。

中共叶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历任领导十余年如一日关心、支持县志编修工

作，是《叶城县志》今天顺利问世的关键。以县志历任主编为主的叶城县史志办

几届编修人员十余年不辍笔耕，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功不可没。地委史

志办两位领导、主审在县志修订过程中经常莅临指导，并帮助增补、修订，使《叶

城县志》更为完善。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8年12月



序二 3

序 二

库来西·吐尔逊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通过县志编纂

工作人员历时十余年的辛苦努力，在即将跨世纪之际，叶

城县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叶城县志》问

世，成为叶城县文化建设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叶城县志》是在全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适应领

导决策科学化的需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叶城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适应各行各业对信息资料日益强烈的需求应

运而编写的，全书120万字，忠实地记录了叶城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信息和资料，既是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

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叶城县志》是全疆乃至全国

了解叶域的窗口，是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县志是信息载体，它记载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政治、经济、人文等自然与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情况，其内容全面，资料翔

实，文字流畅，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要把县志作为信息产业来看待，

在编修过程中，除了县志办同志的努力外，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的支持和

社会各界的关怀。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县志撰稿人一如既往，热心关怀和支持

方志事业，让它在促进叶城县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叶城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新疆的一块宝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注：序二作者库来西·吐尔逊，1996年9月起任叶城县代理县长，1998年1月被选为叶城县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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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二

叶城各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经过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日的叶城，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到处一派蒸蒸El上的景象。当前，国家提出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制定了

一系列加快新疆开发建设的政策措施。国家在新疆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建设和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叶城的经济振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还

存在着许多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各界人士和各

族人民群众一定要了解县情，认识县情，充分发挥叶城的优势，克服不利因素，

树立信心，共同奋斗，力争将一个繁荣、稳定、文明的叶城县带入二十一世纪。

《叶城县志》正是大家了解认识县情的极好的资料性工具书。我希望全县各族各

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县志，学>---／县志，科学地使用县志，使自己从

中得到教益和启迪，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并从多方面支持和关心县志工作，

最大限度地发挥县志的社会功能，使它更好地为叶城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1999年5月



库三

序 三

赵福生

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之际，新编社会

主义方志——《叶城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37万人民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又

一硕果。

位于昆仑山麓的叶城县，虽处祖国西北边陲，但也有

编史修志的传统。清光绪末年编有《叶城县乡土志》，民国

初年有知县邓缵先编撰的《叶城县志》问世。新中国成立魄
后，叶城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编章。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剥削制

度，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各项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忠实记载下这一

改天换地的伟大壮举，中共叶城县委计划组织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并为此

于1960年10月29日下发了编修《叶城县志》的通知。遗憾的是，由于客观政治、

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计划终未实施。

光阴荏苒，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盛世修志”的局面形成了。1983

年6月，中共叶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联合发文成立“编写党史和编纂县志领导小

组”的通知，编修新方志的工作再次纳入议事日程。此后，历任县党政领导都热

心关怀、大力支持修志工作，积极解决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史

志办每住工作者筚路蓝缕、辛勤笔耕。他们淡薄名利，甘于寂寞，抱着“功崇惟

志、业广惟勤”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常年坚持奋斗在修志战线上。经过十几年

的不懈努力，现在近120万字的《叶城县志》终于要出版了，这能不让人欢欣鼓

舞?!

新编《叶城县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记载了叶城

县有史以来的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发展变化的情况，凸现出历史兴衰起

脉络。它的问世，必将为叶城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决策提供依据和借鉴；为

注：序三作者赵福生，199zi．年3月起任中共叶城县委副书记，

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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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序三

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可资查考的文献、史料；为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和民族团结教育提供翔实、全面的教材。不愧是认识叶城、了解叶城的一个“窗

口”。

当前，叶城作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

迫切需要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精神武器。宏扬爱国主义
和民族团结时代主弦律的《叶城县志》的出版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用无可

辩驳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叶城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自古就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什么时候，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社会就稳定，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国家内乱、民族分裂，就给各族人

民造成巨大灾难，社会就动乱，经济就倒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过分裂与仇

杀的逆流，但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主流。在叶城这片土地上，民族分裂主义进

行分裂、颠覆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各族人民与之英勇斗争也一天没有中断。清

代，境内维吾尔等民族多次配合清军平定和卓后裔勾结浩罕国发动的叛乱；阿

古柏入侵期间，更是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争。民国以来，民族分裂分子发动的动

乱波及叶城时，都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宗

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更加亲密无间，共建美好家园。但民族分裂分子

们决不甘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乘机制造事端，捣乱破坏，挠乱社会安宁，对此我

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眼睛那样，珍视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

和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

族)思想，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军民、军政团结，建起一道维护祖国统

一与民族团结的万里长城，为全县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了解叶城、认识叶城是建设、振兴叶城的前提，编写县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

让人们更好、更全地认识县情，为叶城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希望县志出版后，

大家能用好志书，充分发挥其功能，促进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

一个实现崭新、繁荣、文明、富足的新叶城的美好蓝图已展现在全县各族人

民面前，愿叶城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叶城中，锐意改革、团结奋进，创造出
更大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1999年7月



凡例

凡 例

一、《叶城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记述叶城县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叶城县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分编、章、节、

目四个层次编排，横列门类，纵写史实。概述、大事记置于编首，附录置于编末，

专志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林业、畜牧业、园艺养殖、水利、工业、商

业粮油、交通邮电、财政税务、金融、城乡建设、经济管理、政党群团、政权政协、

民政、劳动人事、政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族宗教、社会风尚、人

物等27编。

三、《叶城县志》记述时限一般上限为清光绪十年十一月(1885年1月)叶城

建县时，下限止于1990年。为反映历史背景，适当追溯各项事业的历史渊源，建

县前重大事件亦择要入志。记述空间则以1955年划定的叶城县境为限。重点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城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为弥补下限后

的1991---,1998年资料空缺，在附录中收录1991一--1998年叶城县大事记、经济和

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四、《叶城县志》以档案、史籍资料为主，辅以调查资料。资料采自自治区、喀

什地区、叶城县档案馆，部分为县直各专业单位提供。民国时期各类数字多从零

星档案中查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字，则以县档案馆、统计局、财政局

等资料为依据，部分数据以专业单位提供的数字为准。

五、《叶城县志》中所记人名、地名，按《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书

写。现代地名一般按《叶城县地名图志》标准地名书写，历史地名尊重当时的译

音用字，并尽量括注现代地名。人名除个别历史人物和外籍人士无从查核者外，

原则上写全称。政区及机关名称均采用当时法定名称。

六、《叶城县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年号纪年，并括注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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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试行)》，力求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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