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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供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我们在地名普查成果

的基础上编订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地名录》。

道孚地处边远山区，交通闭塞，有关历史沿革，民族变迁等情况，史书上很少记载，也

无其它形式的记载。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名随历史的演变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有的

重名或一名多写多意，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甚至带有歧视少数民族或侮辱劳动人

民的地名色彩。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反映当地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为群众长期使

用的正常地名，被“一片红黟弄得更加混乱，这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带来许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贯彻四川省人民政

府有关文件精神，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州府的重视和州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从

1984年3月开始，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这次普查以1：lO万地形图(1971年版)为基础，对

县境内1240条地名(包括新增地名440条)进行了核查，删去了不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

34条，纠正了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185条。其中行政村以上行政区划地名175条，自然村

地名546条(包括牧业点)，企事业单位名称70条，人工建筑、寺庙，陵园及古迹名称46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03条，按期完成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四项成果

资料。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的丰硕成果，是我县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总结。

从此结束了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状况，亦为今后编纂县志，地方志提供了一部完

整准确的地名资料。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 s 10万地形图缩制成l：25万全县地图，标

注了行政村以上及大部分自然村地名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绘制了县城主要街道示意图，搜

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文字材料48篇，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意作了筒

要说明，文内配有照片22幅，附录了有关通告2份，以及首字笔画索引。

本《地名录》汉语地名按普通话语音拼写，藏语地名按《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

写法》转写。藏语方言名并在“民族文字"栏中以“豢"符号表示。引用的各类数字是1983

年年报数字，由统计、农牧等有关部门提供，人口、户数据1982年人口普查实数，区、乡，

村数为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道孚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甘孜州道孚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6年3月



目 录

一、前言

二、道孚县地图

三、道孚县概况⋯⋯⋯⋯⋯⋯⋯⋯⋯⋯⋯⋯⋯⋯⋯⋯⋯⋯⋯⋯⋯⋯⋯⋯⋯⋯⋯⋯．．(1)
四、行政区划，自然村

鲜水概况⋯⋯⋯⋯⋯⋯⋯⋯⋯⋯⋯⋯⋯⋯⋯⋯⋯⋯⋯⋯⋯⋯⋯⋯⋯⋯⋯⋯⋯⋯⋯(22)

尼措区概况⋯⋯⋯⋯⋯⋯⋯⋯⋯⋯⋯⋯⋯⋯⋯⋯⋯⋯⋯⋯⋯⋯⋯⋯⋯⋯⋯⋯⋯⋯(24)

鲜水乡概况⋯⋯⋯⋯⋯⋯⋯⋯⋯⋯⋯⋯⋯⋯⋯⋯⋯⋯⋯⋯⋯⋯⋯⋯⋯⋯⋯⋯“ (25)

格西乡概况⋯⋯⋯⋯⋯⋯⋯⋯⋯⋯⋯⋯⋯⋯⋯⋯⋯⋯⋯⋯⋯⋯⋯⋯⋯⋯⋯⋯⋯(28)

葛卡乡概况⋯⋯⋯⋯⋯⋯⋯⋯⋯⋯⋯⋯⋯⋯⋯⋯⋯⋯⋯⋯⋯⋯⋯⋯⋯⋯⋯⋯⋯(31)

麻孜乡概况⋯⋯⋯⋯⋯⋯⋯⋯⋯⋯⋯⋯⋯⋯⋯⋯⋯⋯⋯⋯⋯⋯⋯⋯⋯⋯⋯⋯一 (33)

孔色乡概况⋯⋯⋯⋯⋯⋯⋯⋯⋯⋯⋯⋯⋯⋯⋯⋯⋯⋯⋯⋯⋯⋯⋯⋯⋯⋯⋯⋯⋯(36)

瓦日区概况⋯⋯⋯⋯⋯⋯⋯⋯⋯⋯⋯⋯⋯⋯⋯⋯⋯⋯⋯⋯⋯⋯⋯⋯⋯⋯⋯⋯⋯⋯ (39)

瓦日乡概况⋯⋯⋯⋯⋯⋯⋯⋯⋯⋯⋯⋯⋯⋯⋯⋯⋯⋯⋯⋯⋯⋯⋯⋯⋯⋯⋯⋯⋯(40)

木茹乡概况⋯⋯⋯⋯⋯⋯⋯⋯⋯⋯⋯⋯⋯⋯⋯⋯⋯⋯⋯⋯⋯⋯⋯⋯⋯⋯⋯⋯⋯(43)

上甲乡概况⋯⋯⋯⋯⋯⋯⋯⋯⋯⋯⋯⋯⋯⋯⋯⋯⋯⋯⋯⋯⋯⋯⋯⋯⋯⋯⋯⋯⋯(46)

下甲乡概况⋯⋯⋯⋯⋯⋯⋯⋯⋯⋯⋯⋯⋯⋯⋯⋯⋯⋯⋯⋯⋯⋯⋯⋯⋯⋯⋯⋯⋯(48)

八美区概况⋯⋯⋯⋯⋯⋯⋯⋯⋯⋯⋯⋯⋯⋯⋯⋯⋯⋯⋯⋯⋯⋯⋯⋯⋯⋯⋯⋯⋯⋯(50)

八美乡概况⋯⋯⋯⋯⋯⋯⋯⋯⋯⋯⋯⋯⋯⋯⋯⋯⋯⋯⋯⋯⋯⋯⋯⋯⋯⋯⋯⋯⋯(51)

协德乡概况⋯⋯⋯⋯⋯⋯⋯⋯⋯⋯⋯⋯⋯⋯⋯⋯⋯⋯⋯⋯⋯⋯⋯⋯⋯⋯⋯⋯⋯(54)

沙冲乡概况⋯⋯⋯⋯⋯⋯⋯⋯⋯⋯⋯⋯⋯?⋯⋯⋯⋯⋯⋯⋯⋯⋯⋯⋯⋯⋯⋯⋯一(57)

龙灯乡概况⋯⋯⋯⋯⋯⋯⋯⋯⋯⋯⋯⋯⋯⋯⋯⋯⋯⋯⋯⋯⋯⋯⋯⋯⋯⋯⋯⋯⋯(59)

色卡乡概况⋯⋯⋯⋯⋯⋯⋯⋯⋯⋯⋯⋯⋯⋯⋯⋯⋯⋯⋯⋯⋯⋯⋯⋯⋯⋯⋯⋯⋯(61)

扎坝区概况⋯⋯⋯⋯⋯⋯⋯⋯⋯⋯⋯⋯⋯⋯⋯⋯⋯⋯⋯⋯⋯⋯⋯⋯⋯⋯⋯⋯⋯⋯(64)^

亚卓乡概况⋯⋯⋯⋯⋯⋯⋯⋯⋯⋯⋯⋯⋯⋯⋯⋯⋯⋯⋯⋯⋯⋯⋯⋯⋯⋯⋯⋯⋯(65)

红顶乡概况⋯⋯⋯⋯⋯⋯⋯⋯⋯⋯⋯⋯⋯⋯⋯⋯⋯⋯⋯⋯⋯⋯⋯⋯⋯⋯⋯⋯·(68)

仲尼乡概况⋯⋯⋯⋯⋯⋯⋯⋯⋯⋯⋯⋯⋯⋯⋯⋯⋯⋯⋯⋯⋯⋯⋯⋯⋯⋯⋯⋯⋯(71)

扎拖乡概况⋯⋯⋯⋯⋯⋯⋯⋯⋯⋯⋯⋯⋯⋯⋯⋯⋯⋯⋯⋯⋯⋯⋯⋯⋯i⋯⋯⋯“(74)

下拖乡概况⋯⋯⋯⋯⋯⋯⋯⋯⋯⋯⋯⋯⋯⋯⋯⋯⋯⋯⋯⋯⋯⋯⋯⋯⋯⋯⋯⋯⋯(77)

玉科区概况⋯⋯⋯⋯⋯⋯⋯⋯⋯⋯⋯⋯⋯⋯⋯⋯⋯⋯⋯⋯⋯⋯⋯⋯⋯⋯⋯⋯⋯⋯(80)

甲宗乡概况⋯⋯⋯⋯⋯⋯⋯⋯⋯⋯⋯⋯⋯⋯⋯⋯⋯⋯⋯⋯⋯⋯⋯⋯⋯⋯⋯⋯⋯(81)

维它乡概况⋯⋯⋯⋯⋯⋯⋯⋯⋯⋯⋯⋯⋯⋯⋯⋯⋯⋯‘⋯⋯⋯⋯⋯⋯⋯⋯⋯⋯⋯(83)

七美乡概况⋯⋯⋯⋯⋯⋯⋯⋯⋯⋯⋯⋯⋯⋯⋯⋯⋯⋯⋯⋯⋯⋯⋯⋯⋯⋯⋯⋯⋯(85)
’

· 1 ·

L

'l*

0

1
w

a

㈨一㈧



银恩乡概况⋯⋯⋯⋯⋯⋯⋯⋯⋯⋯⋯⋯⋯⋯⋯⋯⋯⋯⋯⋯⋯⋯⋯⋯⋯⋯⋯⋯⋯(88)．

五、自然地理实体

大神山概况⋯⋯⋯⋯⋯⋯⋯⋯⋯⋯⋯⋯⋯⋯⋯⋯⋯⋯⋯⋯⋯⋯⋯⋯⋯⋯⋯⋯⋯

鲜水河(道孚段)概况⋯⋯⋯⋯⋯⋯⋯⋯⋯⋯⋯⋯⋯⋯⋯⋯⋯⋯⋯⋯⋯⋯⋯⋯

山，河，海子，垭口．峰，泉、沟⋯⋯⋯⋯⋯⋯⋯⋯⋯⋯⋯⋯⋯⋯⋯⋯⋯⋯⋯

六、企事业单位

道孚地震台概况⋯⋯⋯⋯⋯⋯⋯⋯⋯⋯⋯⋯⋯⋯⋯⋯⋯⋯⋯⋯⋯⋯⋯⋯⋯⋯⋯

道孚汽车站概况⋯⋯⋯⋯⋯⋯⋯⋯⋯⋯⋯⋯⋯⋯⋯⋯⋯⋯⋯⋯⋯⋯⋯⋯⋯”．．．·

通孚县水电厂概况⋯⋯⋯⋯⋯⋯⋯⋯⋯⋯⋯⋯⋯⋯⋯⋯⋯⋯⋯⋯⋯⋯⋯⋯⋯⋯

甘孜州道孚液氮站概况⋯⋯⋯⋯⋯⋯⋯⋯⋯⋯⋯⋯⋯⋯⋯⋯⋯⋯⋯⋯⋯⋯⋯⋯

道孚气象站概况⋯⋯⋯⋯⋯⋯⋯⋯⋯⋯⋯⋯⋯⋯⋯⋯⋯⋯⋯⋯⋯⋯⋯⋯⋯⋯⋯

甘孜州道孚火柴厂概况⋯⋯⋯⋯⋯⋯⋯⋯⋯⋯⋯⋯⋯⋯⋯⋯⋯⋯⋯⋯⋯⋯⋯⋯

甘孜州道孚林业局概况⋯⋯⋯⋯⋯⋯⋯⋯⋯⋯⋯⋯⋯⋯⋯⋯⋯⋯⋯⋯⋯⋯⋯⋯

道孚水运处概况⋯⋯⋯⋯⋯⋯⋯⋯⋯⋯⋯⋯⋯⋯⋯⋯⋯⋯⋯⋯⋯⋯⋯⋯⋯⋯⋯

道孚县林业局概况⋯⋯⋯⋯⋯⋯⋯⋯⋯⋯⋯⋯⋯⋯⋯⋯⋯⋯⋯⋯⋯⋯⋯⋯⋯⋯

道孚县第一中学校概况⋯⋯⋯⋯⋯⋯⋯⋯⋯⋯⋯⋯⋯⋯⋯⋯⋯⋯⋯⋯⋯⋯⋯⋯

道孚县人民医院概况⋯⋯⋯⋯⋯⋯⋯⋯⋯⋯⋯⋯⋯⋯⋯⋯⋯⋯⋯⋯⋯⋯．⋯⋯“

七、人工建筑 一

(90>

(91>

(92)一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甲斯孔大桥概况⋯⋯⋯⋯⋯⋯⋯⋯⋯⋯⋯⋯⋯⋯⋯⋯⋯⋯⋯⋯⋯⋯⋯⋯⋯⋯⋯(123>

八，名胜古迹

灵雀寺概况⋯⋯⋯⋯⋯⋯⋯⋯⋯⋯⋯⋯⋯⋯⋯⋯⋯⋯⋯⋯⋯⋯⋯⋯⋯⋯⋯⋯⋯

惠远寺概况⋯⋯⋯⋯⋯⋯⋯⋯⋯⋯⋯⋯⋯⋯⋯⋯⋯⋯⋯⋯⋯⋯⋯⋯⋯⋯⋯⋯⋯

道孚县革命公墓概况⋯⋯⋯⋯⋯⋯⋯⋯⋯⋯⋯⋯⋯⋯⋯⋯⋯⋯⋯⋯⋯⋯⋯⋯⋯

九、附录

一、甘孜州关于全州各县、区、乡，镇标准名称的通告⋯⋯⋯⋯⋯⋯⋯⋯⋯⋯

二，道孚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区，乡，行政村标准名称的通告⋯⋯⋯⋯⋯⋯

三，道孚县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四、行政村以上行政区划统计表⋯⋯⋯⋯⋯⋯⋯⋯⋯⋯⋯⋯⋯⋯：⋯⋯⋯⋯⋯··

十，编后记⋯⋯⋯⋯⋯⋯⋯⋯⋯⋯⋯⋯⋯⋯⋯⋯⋯⋯⋯⋯⋯⋯⋯⋯⋯⋯⋯⋯⋯⋯·

·2·

(126)-

(127>

(128)"

(130>

(133>

(137)·

(153>

(15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道孚县概况
h

道孚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部，雅砻江支流鲜水河中下游。

东邻康定县；东北与丹巴县相接；北与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连界；

西与炉霍县接壤；南与雅江县为邻；西南与新龙县毗连。地跨北纬

30。207～31。327，东经100。327～101。447之间。东西长约116公里，

南北宽约132公里。全县面积7546平方公里，辖5个区，23个乡，144

个行政村，450个自然村，牧业点96个，1982年人口普查有8099户，

4173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303人，总人口中有藏族3 2677人，汉族

＼8949人、回族48人、羌族24人、彝族21人、其他民族14入，人口密度

平均每平方公里5．6人。，．

县人民政府驻鲜水>位于柳日河(默日杰曲)汇入鲜水河合口北

岸，地理坐标北纬30。597，东经101。077，海拔3007米。

(一)历 史 沿 革

道孚旧名道坞，藏语译意为“马驹”，县名依地形而定，从(县

城后面)山上俯视县城，其形如马，故名。

道坞∥隋为附国地，唐属吐蕃。元置宁远宣抚司，清康熙初年建

灵雀寺，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勒令川

边关外(指今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各地土司

呈缴印信改土归流，玉科土司抗不缴印，并纠结下罗科玛共谋叛乱，

抗拒改土归流，赵以兵取之，击毙玉科土司，玉科百姓投诚后，

，一、y?■=-∥弘，，。+

一

一～■孔l自i_目》m自



便改土归流设道坞委员．民国元年(公元19 12年)设置道坞县，翌年更

名道孚县，属边东道。19 14年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十四年(公元

1925年)属西康屯垦使行署。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红四方面

军长征过此，成立道孚苏维埃博巴(情巴)政府。民国二十八年(公

元1939年)属西康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西康省康定专区，十

二月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属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辖尼措、瓦日、玉科三区，1978年7月乾宁县撒销，所辖

．的协德区、扎坝区划归道孚县，故道孚现行行政所辖尼措、瓦日、玉

科、八美、扎坝共五个区。

(二)自 然 条 件

道孚地处川西北青藏高原的东南山原地带。山原约占总面积的

80％，顶面辽阔平缓，丘陵起伏，水草丰茂．高山分布于县境东部和

鲜水河两岸，与丹巴县接界的大雪山和海子山峰5800米，为全县最高

峰，终年白雪皑皑，雄伟壮观，少数平坝分布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河

谷地带，鲜水河谷县城地段为县内最低点，海拔仅2800米，河流以大

雪山为分水岭，东坡有沙冲沟，东谷河向东流入大渡河和东北部玉科

区的玉曲流域属大渡河水系，其余均系雅砻江水系。鲜水河由西北入

境，至尼措，区折向南流，县内流长120余公里。鲜水河主要支流甲斯孔

河流长60余公里。诸河均具山区性特征，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富．

河谷地带平坝呈串珠状分布，点缀着翻身农奴的新居村寨。橡皮山至

松林口一带是宽谷平坝，多属山地草甸土，土质肥沃，是主要产粮

区．玉科河流量虽小，但流经地区水草丰茂，为县内主要牧场。道孚

属高原河谷气候，冬季严寒，夏季温和，日照充足，无霜期短，昼夜温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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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大，干湿季分明。县城一带年平均气温7．8。C，一月均温一2．5。C，

七月均温16。C，极端最高温32。C，极端最低温一22。C，无霜期123

天，年日照2224dx时，年降水量569毫米，集中降于5—9月，年平均

相对湿度58％，降水量多的七月，相对湿度也不过73吻，整个气候空

气干燥，扬尘甚重。八美区属高原气候，冬季漫长，多霜雪，夏季温和

多降雨，干湿季分明，无霜期很短，仅78天。全县除规律性春旱外，

常有伏旱，冰雹和早春雪灾等，对农、牧区的威胁都较大。 ．

土壤植被，本县多属山地草甸土，地表为半分解或未分解盘根生

草层，对控制水土流失起到很好作用。典下为腐殖质，草地辽阔，水

草丰茂．发展牧业潜力很大。植被多为亚高山常绿针叶林和落叶松

林，主要树种有冷杉、云杉、铁杉、红松、落叶松、桦木等。全县森

林面积有40m万亩，林副产品多，林业生产是本县优势之一．经济林

木主要是鲜水河流域的苹果、核桃、花椒、桃子等。

矿产资源有哈罗山的水晶，容须卡的锂铌矿，农戈山的铅锌矿，

菜子坡的优质铁矿(含铁60％)，曾采掘炼铁．砂金、稀有金属和放

射性矿产也很丰富。

本县位于鲜水河地震带，近1 70年来曾发生多次地震．1 98 1年1月

24日曾发生过6．9级地震。

(三)经 济 状 况

道孚属山原地带，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宜以林为主，林牧

农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1983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 493．09万

元，其中林牧农副业总产值1077．03万元。工业总产值416．06万元。



农业：全县多属高原一熟地区．现农耕净地8．7万亩．1983年粮

食总产量为1 634．3万斤，粮食作物以青稞、小麦为主，次有洋芋、胡豆．

豌豆、玉米。八美农试站培育的青稞、小麦良种，已先后在一些地区

试种，获得丰收。1975年开始种植西藏“肥麦一获得高产。解放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塘

90余口，水渠140余条，能灌面积2万余亩，饱灌面积1．2万亩。全县农

村共有大小拖拉机253台，脱粒机、磨面机等加工机械发展较快．

牧业：我县天然草场面积有500余万亩，分布全县，为发展畜牧

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发展牧业的潜力很大，是我县以后经济的主攻

方向，全县有1个牧业区，4个半农半牧区，6个牧业乡，1 7个半农半

牧乡。玉科区，草、林交错，水草丰茂，是县内的主要牧场·全县在牧区

大搞草原基本建设，建立了兽医站网，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和品种改良

等工作，促进了全县牧业的发展。1983年各类牲畜20．IT头(只，匹)，

其中牛10．5万头，马7．6万匹，羊1．7万只，猪0．6万头，全县按人口

平均，每人有各类牲畜5．99头(只、匹)。

林业：全县有林地面积400余万亩，宜林荒山荒坡23万亩。由此

可见，林业是本县的一大优势。主要树种有冷杉、云杉、铁杉、红

杉、落叶松、桧柏、红桦等。集中分布于沙冲沟、庆大沟、玉科和鲜

水河流域。为了实行有计划的采伐，坚决按照“以营林为基础，造管

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方针，加强林业管理。

1984年成立了“道孚县林工商联合总公司”，区成立分公司，对木材的

生产及加工，销售实行统一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不仅有丰富的

森林资源， 而且还有珍贵的稀有动物，鹿子、獐子、豹子、黑



熊、猴子、岩羊等．

多种经营：道孚多种经营的资源较丰富，潜力大，门路广。经济

林木有苹果、桃子、杏子、花椒、木耳等。尤以苹果味道香、甜，风

味独特。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土特产以大黄、知母、贝母、羌活、

虫草、麝香、鹿茸等名贵药材著称，是重要的外贸物资。鹿、獐、水

獭、豹、狐狸等珍贵动物与皮毛作轻工业原料，远销国内外，是少数

民族地区致富门路之一。

工业：道孚的工业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1951年从内地引进缝纫

工业，建立集体所有制“五一”、 “八美”缝纫社。1976年建立钟表

修理、自行车修理、汽车、拖拉机修配店，现发展到农机修理、电力、

建材、火柴、食品加工等中小厂矿，州属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已销售全

州。1980年由州、县联办道孚钨矿，最高年产量生产三氧化钨20吨，

此外，还有州属道孚液氮站、道孚林业局等工业单位。
、

交通：解放前交通极其不便。没有公路，运输全靠人背马驮。群

众生产、生活物资相当困难。解放后，公路建设迅速发展。1955年川

藏线建成通车，由东南至西北横贯县境124公里，与康定、成都直接

相通，是内地物资进藏和来往旅客的必经之道，促进了我县经济的发

展。1959年修筑了八(美)丹(巴)公路，全长11 7．5公里，1966年由川

林筑路一处修筑了道(孚)玉(科)公路，直接与阿坝州马尔康、成都相

接，县境内长96公里，使玉科区的4个乡与县城相连。1974年又修了

雅(江)道(孚)公路，县境内长88公里，途经瓦日区、扎坝区。道玉、

雅道两条公路由北向南接通， 在县城附近与川藏公路“十”字

交汇．成为县内东西、 南北的两条主干道， 以及后来修



筑的乡村公路塔子坝公路、龙普沟公路、瞻泥公路，忠新公路、忠孔

公路、木茹公路、庆大沟矿山公路、铁矿山公路等总共有公路16条，

通车602．5公里，构成了全县公路交通运输网，交通比较方便．

运输：1951年成立道孚县群众运输合作社，有几部马拉车、架架

车，现群运社发展到拥有东风牌汽车2辆，拖拉机3台。1978年成立道

孚国营汽车队一个，拥有汽车10辆，1983年货运周转量124．6万吨／公

里．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各类汽车85辆，拖拉机253台，总共有机动车

401辆(台)，这对促进道孚的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起

到了很好地推动作用。

邮电：邮电局(所)6个，其中农村邮电所4个， 农村邮路总长

361公里，全县五个区，二十三个乡通电话。

商业：解放前，道孚的商业，全靠少数行商往来，边远地区群众

吃、穿、用都很困难，有的地方连盐巴也买不到，群众生活极其贫

困。解放后，在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1983年

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商业网点14个，分布在全县每个区、乡，有商业职

_2：：269人，年销售额659；4万元。除此之外，个体商贩392人，也是一

支重要力量。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道孚县解放前在封建官僚和土司头人的残酷统治下，

广大群众过着奴隶生活，文化也极其落后。全县解放初仅有省立道孚

小学和泰宁小学，有教职：Y-11人，学生90人左右。解放后，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办学校，发展文教卫生事业，1983年发展到有学

校50所，其中高完中一所．初中一所，小学46所，教师进修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所，县幼儿园一所，在校学生3034人；其中，中学生730人，小学

生2143人，少数民族学生189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39．7％；在校学生

比解放初增长337倍，教职：Y_-317人．其中民族教职212143人，民族干

部、科技人员正在迅速成长。

文化设施：有县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职工俱

乐部、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各一个。5个区有电影放映队，乡办电影

队3个，全县已建立乡文化站3个，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体

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从198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职工业余篮球“鲜

水杯一赛和从198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县小学生篮球运动会。

卫生事业：解放前，县仅有简陋的两个中药铺。劳动人民长期处于

有病无处治的境地，只好求神打卦。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民

的身体健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1983年止，全县已有医疗单位

，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各一个，区医院4

个，麻疯卫生所一所，有各类医务人员170人，病床75张，还有村医

疗站8个，有不脱产医务人员30人．

境内有著名的惠远寺、灵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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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弓’营气7q’1气斟’巷网’嗣专气’司琶斟1

弓g’善E’气’气1天’5I毒坍’葺气’瓮1≈’墨式’踅c’思冈’孕’g式’1弋’季1q’憨’酒气’目’

气c’硐弋’习式’珂}苔￡’竭茂’雹’珂’硼耳’冈1’髫1’忑’雹’葺茂’日天’蓟气’冈’1气固’罚气’舍式’『

1弋’季1弼’智’气弋’司专’专只’气只’R雷冈’日’气乓’『 9<’1弋’季1碍’翟’≮乓’目1’葶<”’

气只’R营冈’列是气f 9<’季1羽’≈’置’日’珂气’瓮1司’弋只’琴<’思冈’9’3气’再气’专E””

气式’≈’5I岙训≈’R营冈’日l 鱼日’萼1翻’恐’目1’硼币’善式’气式’R雷冈f 琴’季1 zsl’毽’

多1’雹’善￡’气￡’q’R§冈’qf 琴’趸q’季1嗣’母’多1’≮<’专式’气只’R营冈’日掣气”

两气I 8式’q’R自气’茸目l’13 0。2 0 7气≈’3 1。3 2 7日弋’气￡’q弋’孕’目I g只’茸目I”"r

1 0 o
O

3 2 7气喝’1 0 1
o

4 4 7日弋’S’丕1固’阕气’r-I’暮气f 1天’惠目’瓮c’墨气’鸯’自，

1 1 6气<’琴’9<’强E’岙气’§’两’1 3 2苔硼’两气’r．1’暮气f簧<’两只镧’孕’营茂’固’酉呵’

专’§’两’骂’日冒’75 4 6呙气’q’气只’专茂’芦式母’1可c1铡’毽’雹q’5气只’1c’2 3『封气’

R鲁耳’蜀式’鼋’1 4 4f 弋c’要式’萄只7鼋’4 5 o l R百1’冈铡’卷’q’9 6l 1 9 8 2两弋”

胬’司只捌’q日’气g气’誊气75 q’S气’尸’8 0 9 9 f 胬’团只羽’4 1 7 3 3日6鹬’莎气’日7

寒气f 萄’习c捌’专茂’呵式’q只’冈zSl’自ai’日茂r萄’母<礴’1 0 3 0 3躅气’r-4’气<’f

叠茂’&’哥￡羽’气工’葺气’衾玎}翻’3 2 6 7 7气c’雹’衾1斛’8 9 4 9f 尸’昌’瓮1镧748 l

丕R工’皋1翻’2 4f 气9≈’瓮目『q’2 1『 萄’瓮玎l斟’1q ai’气蜀叮’1 4日6翻’罚气f

萄’日<≈’R5斛’岙气’五’琴碉’9斟’呵’孕’商’雩’日耷’交天’自’5．6蠢i5f

善只’胬’气硼只斟’窝气’1弓工’气’弓目l’忑’冈’1气翻’罚气’目7气E’琴气’安问’恿’(萄1””

瓮’雹冈’秀、雹’专’91’忑’恿’巧’气c’R《5l’斛茂’雹’尸’9冀’鼍冈’冈’囱ai『 翻’尸田斟’孕”

訇目『’岙气’专’9式’唧7R香气’自1’3 0。5 9 7气只’1弋’9’目『9只’茸目『’1 0 1。0 7’囱ai’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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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式’莒’列誉茂，芒捌’气羽’舍司’气’列葛’岙气’自’3 0 0 7罚气’r4’寒气f

气气’奄I 商’是曩lI’代自冈’拿斟I

哆g’碣斛’r-,I’韵E’专’日1气’酉冈’5’善c’专茂’莒日’雪目I嗣’孕’瓮’R坼’ai羽’斛弋’日穹翻’

耳’捌’囱’丕1冈’毒冈’专’弓’q目I’气互’R5’q斛l

司’羔气f

专E’专茂’胬冀’冈’亏s’竭对’目多目I鹤”

丐g’专’≈茂’5q’≈7嗲弋7孕’q’1气q’囱可’日’气式’习E’q’5羽’急’莳气’9’捌’目I气捌’

囱刁i’q式’l 罚气’5q’天日q’孕’爿日鞠’≈’两只’蠲巧’q巧’运’两’R91鹤’目I
赛≮’

严工’日羽’5坍’弋日鹤’R币’珂1’硼茂’爿目≈’翌’萝’铡誉’气奇i al’目’R专目『翻’目’暮气f 赛式’

5斟’天日坍’孕’q气’gE’两’日7≈羽’目弋’(彗’两’1 9 1 1两)固’明’R日c1’qq’两’再气”¨’

专只’是s’萄翻7目茂’孕’舟日’气砑气’巧’9气’爿q斛’两’再气’斛习R’御岙硼司’闽式R’苠1”””

(气’穹茂’莳气’聋只捌’五日’司专’q’您冈’气c’jlj’再ai’气1弋’司宣q’n5’瓮1≈’式仁’琴只”

您冈’9’捌’委气)q’q’日『ai铡’尸1’唧’R币’日’冈’习硼’1’坼只75’封气’气可q’目度’日1R”’
五{日’奄q’慧g’斟茂’冈两’91zsl’翻’气币鹤’目’目茸羽7 ai叠；I’≈工’硼捌’日辫碍’日q1’9羽’日茂’

气萄气’巧捌’习气’1天’专’气硼’9气’量茂7冈硼’91≈’目《目『q’日乓’f 目l粤’产目}’R币’司q’

习硼’1’闪弋’自’封气’日’硼’岙气’5’§式’两’产目I’硼’司气’碉’气c’硼多硼’§目’9羽’弓’鹭只”，

R恩1’冈￡翻’气羽’想§’目茂’冈硼’g目|对’胬’气彳捌’目’目葺斛’ai≈’莳『只’羽羽’日研斛’日q1”

8q’日茂’气巧ai’茸羽’习气’1弋’专’气硼’雪气’量茂’冈司’懋目l圈’专’冈’R币1’币冈’9斛I

司习弋’莒’硼’R日1’唧羽’气胡1’卸q’R5冈’事’固冈’『q’珂日’目捌f 目I懋’产1’R币’r-,I’气’

目翻≮f 1懋’『j旨1’胬’两天’苇硼鞠’列币’日哆1斛’善q’想S’目茂’冈硐’目目Iq’胬’气币≈7日’

司茸羽’呵羽’坼式’羽翻’日爵羽’司q目I’9斛’目茂’气萄ai’蜀羽’习气’1天’专’气司’亘气’霉茂’冈司’

g目I捌’日§目『翊’弓’弓S’懋’罚ai’9≈’气日c’目气1’9镧’q’暮气f 萄ai’坼’两’气工’萄””

(营’蠲’1 9 1 2两)辱s’善<’司蔫目I斛’司’气工’两’c1芗镧’日天’丐s’善≮’萄jsl’胬￡’与芒≈’
恕’日多可『铡’ai剞’列习R’羽岙阚翻’1弋’冈硼’5’目I可1q’r-4’天气『 萤’两’1 9 1 4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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蓐ai’硼习R’捌岙硼q’孕’气胬目lq’日q冈’封￡i’R鲁气’≈’恩冈’5’目|可1q’r4’气c’萄气’币’，-

iji’日歪’q肆’目’(营’两1 9 2 5两’)q镧’尸硼对’目『q弋’萄冈’封气’R鲁气’孕’产c翻’憩一¨”．

日1可目|≈『胬气’币’蠲’事弋’霉’(孕’两’l 9 3 6两’)￡i硼弋’‘i司目|’吾只’萄气’§ai’目q’目’翻’
qI气鹤’专’目I弋’R季弋’ai捌’憩s’自’两气’n5’r-4’窝气’日Ig式’日《日I斟l 萄气’币’西’萝天’

日雪￡i’冈’(孕’两1 9 3 9两)q鹤’尸羽捌’耷≮’盖ai’封气’R皋呵’号日7q 7q日’q’思冈’啊<”

￡i式’蜀茂’芦c对’恕’目『可目Iqf l 9 5 o两’对q’严硼母’碍只’毒ai’气弋’司丐’珂ai’否翻’孕’

产E捌’≈’日I可目l斛I 两’专iii’禺’日’日歪’目『萝鹤’日弋’≈讨’尸胡翻’斜工’毒可’@’曰q’尸硼羽’

莳。气’瓮目I羽’弋式’琴只’鹤’思冈’9’产只捌’翘’1可日I翻『 1 95 5两茂’胃’日’日歪’目弋’q羽7

『q司q’qE’盂ai’自’气备fq’r．1’日茸司’气斟’两’雨ai’碍只’盂可’气1弋’斛茸穰’莳气’瓮目IjsI’天式’

琴只’熙冈’9’产￡q’≈’目『可1斛『 葺只’专茂’硼只R’蔑日l’是’萝’硼嚣’气c’气司R+q目q『

1鬯’芦1’日6镧’再捌’日I憩列’罚气I 1 9 78两茂’囝’日’q5气’日弋’硼1弋’习天’专工’萄7

气坼稍’rd’目茸捌’可斛’专茂’司<R’苠日|’是’1可习『q’日茂’肆’日专’雹斛’气只’R5’目7奄翻”¨’

目『梦羽’专’亏s’专只’q’产cIsl’憩’日q目『’目’交气f 专茂’气日只’qq’辱g’菅E’气’穹茂’

封气’R警巧’硼ER’莨1’曼’萝’司嚣’气≮’气日R’q日翻『 1恐’产目7 日’罚气f R5’

司’日6剞’雹斛’霉’斛’1萝日I羽’自气f

1碜嗣’qI 气气’恩气’昌’意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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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毒7曰≮’习工7日专’日f 司’R日弋’R目天’列芒呵’日『 青’雹’R暮司’萄’日6锅’气只7

掣ai’目f 皋’硼珂呵’砑’善瓦’产只斛’孕’1天’季目『村’气式’髫日『’§’雹’莳’R司因’1梦q’冈’

丕目『2sI’≈E’『 ≮c’习1’簧只’气式’斟’嗣墨嗣圈’R苕冈’目茂’1式斟’瓮’磊气’巧’气乓’嗣瑟7

瓮茂，瓮’宫’专茂’司珂’岙气’窝’5 8 0 Q罚气’日’专’专只’罚只q’孕’盒’言’列酉’ii≈’岗ai’日””

气<’两’马冈’巧’目1只剞’气1天’丕1网’目羽’目善气’多硼翻’毒’耷<’司专≈’g目l’气￡’穹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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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气f 习式’日专’砑’乏<’1对’专’季’田苦茂，芒对’呵≈’司珂’岙气’葑’30 ow ai’司呵’罚气’

司’专’gE’19式’羽’重气’冈’丕目|斛’两气『 髫目l’忑’秀’莳’目E’r-,I’专’专式’气只’唧’羽’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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