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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玛多则是滔滔黄河的起点。生活在这

片古老而神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世代代与艰苦的自然

环境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

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玛多，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疫病流行，

民不聊生，广大藏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特别是在马步芳和牧

主头人的黑暗统治下，牧业生产十分落后，部落民众颠沛流离，处境

悲惨。

1950年，2．5万平方公里的玛多草原获得解放，祖祖辈辈当牛作

马的藏族牧民见到了光明。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

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使昔日的穷荒僻壤，沧桑巨变，旧貌换新颜。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玛多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在牧

区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畜牧业生产责任制，强化经营管理，经过

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80年开始，创造了人均收入突破500元，

名冠全国3年之久的辉煌业绩o 1998年全县实现牧业产值1314．8万

元．牧民人均收入1109．05元，各类牲畜存栏299219头只。近年来，

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机遇，大搞草原基础

建设，加快工业和交通建设，营造宽松环境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呈现出社

会政治安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玛多县志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3．

凡 例

一、《玛多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玛

多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玛多县志》采用编、记、传、图、表、录综合体，由大事

记、各编、附录组成。各编基本按章、节、目层次编写。力求体现地

方特点和民族特色。

三、《玛多县志》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起自清代，下限

断为1995年。

四、本志所载各种数据，除引文、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码，

主要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部分采用经有关业务部门核实的数据。

五、《玛多县志》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州、省档案资料、口碑和

回忆资料，经核实亦适当采用。

六、文中须注之处，采用夹注形式o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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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有人类生息繁衍。玛多属羌人居地。

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至宋代，包括玛多在内的甘青地区羌人，多次迁徙与其他

各民族互相融合。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

三月，忽必烈派都实为招讨史进入上果洛(玛多)地区，首次探访黄河源，

绘有河源图。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康熙皇帝派侍卫拉锡等人进入果洛星宿海，探查黄河源流，绘成《星宿河源

图》o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

清廷驻藏蒙古王爷额附阿宝上奏，郭罗克部骚扰抢掠蒙古商队和驻青海柴达

木的索罗木兵站，请求派兵剿办。年羹尧派四川提都岳钟琪率杂谷、士司及松潘

驻军进袭郭罗克，攻克四十寨，擒获乱首酸他尔、索布六戈等屠戮，上中下郭罗

克3部归附，玛多属上果洛。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划果洛地区归四川成绵龙茂道松潘镇漳腊营管辖。清廷曾授予“上部罗史车

木塘寨泽楞查什为上百户职”，并颁发号纸。 ，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清廷派侍卫阿弥达进人果洛，再次考查黄河源，将河源西溯至噶达素齐老峰。

乾隆皇帝作《河源诗》，并命人编辑《河源纪略》一书。

清嘉庆五年(1800年)

俄国地理学会组织西藏探险队至鄂陵、扎陵湖探险，南行越巴颜喀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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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七年(1827年)

头人合琼杰从今班玛县吉里堂康干部落带领7户牧民星夜逃至今玛多县黑河

乡尕拉拉错一带居住。

民国10年(1921年)

5月23日，马麒派马麟为“征果洛司令”，以贡玛仑部落藏民聚众劫夺马麒派

往玉树之军用驮队为由，率兵镇压果洛藏族群。

民国29年(1940年)

马步芳在昂欠多巴的莫坝、查郎、黄河岸一带，设立和顺设治局，和顺设治

局形同虚设o

’

民国30年(1941年)

马步芳进入果洛，成立哈姜设治局，大征盐税。同年，马步芳派兵偷袭夸科

部，把40户、100多人赶至旷野，男的砍头，妇的剖腹，无一生存。

民国33年(1944年)

马步芳为加强对玉树的统治，便于在中印边境和康藏地区走私用兵，1937年

以“事关国防”为由，报国民政府批准拨款，修建青康公路。征用几万民工，历

时8年，1944年底公路修至玉树，耗资银元10万元。

10月，玛多县内降雪成灾，牧民执贝等人赴都兰山出售羊毛，返途行至长石

头，因大雪封山，遍地无草，80多头驮牛全被饿死。

1951年

7月，果洛地区头人官拉、康克明等指派头人血吾、然洛、尔金索南前往四

川请求人民解放军进军果洛，在康定受到进藏解放军负责人张国华、天保的接见。

11月，然洛等头人派尕尔万、尔金索南(尕尔万之子)，代表“三果洛”上层

人士到西宁，请求果洛建政后由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扎喜旺徐带领前往北京，向

中央人民政府汇报果洛的情况。

1952年

人民解放军进驻果洛、玉树，果洛地区全境解放。

黄河沿气象站建立，是全国解放后在青海省建立最早的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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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7月17日黄河沿大桥建成。

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甘、青、新3省边境各族访问团到达果洛，召开头人会

议，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并放电影，开展贸易，防病治病，发

救济款，加强了人民政府同群众的联系。

中国人民银行果洛州中心支行花石峡办事处成立。

同年，黑河桥(江曲桥)建成。

1954年

1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区成立。

花石峡商业转运站建立，经营各种民族用品、百货商品，收购畜产品，营业

员2人，是活动帐房商店。

花石峡食宿站建立。

花石峡招待站、粮站、派出所、邮电局、贸易公司、运输站成立。

1955年

4月，果洛州工作团达日分团派出骆殿安为队长的和科区工作队进入和科部

落，筹备建区工作。

6月，中共花石峡区委成立o

6月21日，黄河沿水文站建立。隶属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兰州水文总站

领导o

12月14日，花石峡区委归属中共甘德县委领导。

1956年

1月1日，花石峡招待站归属甘德县o

5月16日，成立花石峡工作队。

9月，花石峡医疗组建立，为玛多设立最早的医疗卫生机构。

9月9日，中共和科区委成立。

9月10日，和科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和科区人民委员会，

和科区正式成立，隶属中共达日县委和县人委领导。

12月17日，花石峡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选举产生了花石峡区人民

委员会，花石峡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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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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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中共玛多县委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中共果洛州委领导，县委机关

驻地由玛查理迁到黄河沿。

12月。玛多第一支放映队建立。

是年，花石峡粮站建立。

玛多县民政局设立。

在平叛斗争中，全县寺院僧人(阿卡)被还俗，寺院被关闭，宗教团体解体，

宗教活动禁止。

1959年

3月。玛多县委设立书记处。

6月，玛多县人民武装部正式建立，隶属果洛军分区建制。

6月25日，玛多县划归海南州领导o

7月16日，中共玛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7月，平叛部队大规模作战8次，干部、民兵组成的武工队单独作战35次，

击毙叛匪187名，击伤120余名，．俘虏6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150支，长刀352

把。先后派出招降人员23批96人次，招回逃亡和参叛牧民162户、553人，缴获

步枪18支，子弹351发，长刀29把，马317匹，牛595头，羊8512只o

9月，县委生产部改为农牧部o

10月5日，花石峡公社召开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建立妇联组织。

10月8日，玛多县妇联筹委会在玛多县城召开，正式成立县妇女联合筹备委

员会o

10月，玛多县人武部划归海南州军分区建制。

县委秘书处改为县委办公室，秘书改称主任。

玛多县划归海南州建制后，民警队隶属玛多县公安局和海南州公安处民警支

队领导。

11月21日，黄河公社召开了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建立妇联组织。

是年，根据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和省州委的具体部署，在全县党员干

部中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使部分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花石峡、黄河公社办起帐房小学。

玛多县水产机构成立o

1960年

2月23日，玛多县野牛沟民警队合并到玛多县公安局民警队。

4月19日，县捕鱼队在鄂陵湖捕捞作业时，船只翻沉，淹死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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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玛多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玛多县城召开o

5月9日，省水电厅在鄂陵湖捕鱼，船被大风吹至海心不能上岸，冻死1人o

7月，县鱼场以地拖网捕鱼，创网产7万斤、网Fi产15万斤的最高纪录o

9月26日，玛多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o

10月7日，省公路局驻鄂陵湖捕鱼队在湖上捕鱼时，遭受暴风，船只翻沉，9

人落水淹死。

11月7日，省公路局捕鱼队在鄂陵湖面上行船搬家，途遇暴风船被掀翻，11

人落水，8人淹死o

11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玛多县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o

12月，县人民委员会增设工商科和水产科。

12月10日，黄河出现断流。

是年，玛多县贯彻“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的方针，从县级机关和各乡抽调263

人，到布青山计划垦荒种地360亩，派606人往河卡大办农场，计划种地1万亩。

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先后死亡74人，逃离69人。

1961年

3月15日，黄河断流后开始回流，流量O．008m3／秒o

5月，成立县人民委员党组和县财贸党组。

12月20日，玛多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

1962年

2月，精减机构，撤销水产科。

5月1日，玛多县又由海南藏族自治州划归果洛藏族自治州管辖o

5月，撤销县委书记处o

6月，3个公社配备人民武装干事各1名。

花石峡公社划分为花石峡、黑海、清水，黄河公社划分为黄河、扎陵湖、黑

河等6个政社合一，两级核算，两级管理的人民公社。
玛多县渔厂撤销。

7月21日，玛多县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o

8月，纠正“一平二调”，省哈姜牧场被撤销，牲畜分别归于公社所有。

12月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玛多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

是年，县广播站建立o

1963年

7月，县委农牧部改为牧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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