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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部县志》的出版问世，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可喜可贺j
‘’

，

迭部县是甘肃省内一块富饶美丽的、熠熠生辉的绿色宝石，又是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的古文化发祥地区之一。千百年来，勤劳质朴的藏族人民在这

片沃土上，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与可歌可泣的

发展历史。现代史上，迭部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途经迭部时，当地进步群众和上层人士给予红军协助与接济，他们让道

引路、开仓放粮，协助修复栈道、支持红军北上抗日，与红军建立了深厚的

革命情谊；长征又在迭部留下了腊子口战役和中共中央俄界会议遗址等革命

胜迹，如今成为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

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迭部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

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工、农、林、牧业生产及交通、水电、通讯、文教、卫

生、商业、城乡建设等项事业的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县境丰富的森林资

源在30年的开发利用中，为国家建设提供了近千万立方米的优质木材，创造

了近40亿元的产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迭部悠久的历史和巨变的现实，应

该荣载史册，誉传后世。 ’，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我县修志人员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及省州修志机构的指导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呕

心沥血，披历寒暑十载，终于完成了《迭部县志》这部浩大的系统工程。县

志忠于史实，纵贯历史、横陈百科，门类齐全，体例完备，地方特点突出，客

观的记述了迭部的历史和现状，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它

弥补了我县历史上无志书的空白。

新县志概观本地千年历史于眼底，堪称“一方古今之总览’’。它必将能为

今后迭部两个文明建设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也为关心、了解和支持迭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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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事业的外地朋友提供可靠的咨询依据；同时也为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

利用资料，认识迭部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进而热爱迭部、宣

传迭部、激发建设热情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迭部县志》的出版，是本县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凝聚着

全体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有益于当代，功垂于千秋。

中共迭部县委书记杨加措

迭部县县长虎英海

‘ 1997年8月



凡 例

一、《迭部县志》是在迭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本志编辑部编

纂的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全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朴实记述。志书力求统合古今、上下贯通，上限尽力追溯事物发端，

下限止于1990年底，个别章节依据资料占有实际略有参差，唯人物编和县级

党政换届及领导人变动情况则止于1995年底。

二、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色为依据，谋编设章，全志由编、章、节

三层构成，节下一般设目’。志书集志、记、传、图、表、录为一本i以志为主，横排

纵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记事用语体文、记述体。彩色和黑白照片、图表附

于相关的章节之前或之后。

三、志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志尾设附录。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的办法，记述自古以来县境内发生的大事、要事和新事。古代纪年、地

名、官职等称谓，均依当时史志习惯，古代纪年后注明公元纪年；从民国起均用

现行的公元纪年、职称及标准地名。古地名首次出现时括号注明今地名。。

四、人物传记中主要收录了历代在县境任职或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和作

为的军政人物，迭部籍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亦有部分在迭部有重要业绩的已故

’外籍名人或英模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人物表中收录了本地区为革命英勇

献身的革命烈士，获得省级以上表彰的各界英模人物，本籍副县(处)级以上军

政人物，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五、数字除引文和不具有统计意义的习惯用语、特定词素中的数字用汉文

外，其余各种统计数据、百分比、小数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除亩、万

斤以外，均以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六、志书资料力求翔实准确。古代史料主要来源于史志和图书资料；近、现

代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文献及省、州、县档案资料，各业务部门撰写或提供的

资料，县志编纂人员社会调查、考察实录和口碑资料。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统

计局的统计年报，部分采用业务部门的年报表和社会调查核实的数据。

七、志书中“解放前后’’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之称，均以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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