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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和政县地处黄河上游，是西北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的交汇地带。早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设县，初为金剑、后改宁河、今称和政。县境内多

处发现原始社会人类活动的半山、齐家、寺洼等文化遗迹，证明4000年前

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今天这儿居住着15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一个以

汉、回、东乡三个民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

建设逐年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向着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道路迈进。

和政，是我工作过八个年头的地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

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政县志》的编写是我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开始

的。1984年春成立和政县志编纂委员会，拟定编修方案，抽调专门力量，

从事新县志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1986年又成立县志编辑部，在

省、州地方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县志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县政协副主

席方登科为总编，与编委会成员和参加编写的全体同志一道，废寝忘食，广

征博采，经过六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和政县志》的编写、审稿、定稿

工作，与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见面了。这是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新

型地方志。

这部地方志，反映了和政县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与自然的真实面貌。

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为我们共产党提出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项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后世的

千秋大业。

这部地方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的真实面f

貌编写历史，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记述事物，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立足当

代，重点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同时，还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坚持马

列主义的民族观，遵守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共同繁荣的原则。

在编写体裁上，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等体，以志为主，分别

运用。篇目设置从现代社会分工和志书编写的特点出发，突出和政地方特点

和时代风貌。大事记，贯通古今，以今为主，按时间顺序，记述和政县历史

上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界的重大事件。所有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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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政、建设和政的珍贵资料．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我殷切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和在和政土地上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全体同志，以古为镜，总结经验，艰苦奋斗，振兴经济，繁荣文化，在和

政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这部县志的序言，我们共同的意见，邀请中国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

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和政籍牙含章

同志撰写，他也答应这个请求．牙含章同志看阅《和政县志》修改稿，并来

信一再肯定这部县志。是下了功夫的，是为和政人民办了一件大事”。不幸的

是牙含章同志尚未给《和政县志》着手写序就因病离开人世。在此我们表示

沉痛哀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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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和政县志》题记

和政，小县也，修志，大事也。而和政县诸同志措置得宜，早观厥成j

其绩懋哉!民国十八年分县设治，时普修地方志，经官绅并力，于民国十九

年纂成《和政县志》八卷。赍送甘肃省通志馆之清抄本，曾由马敬堂先生寄

余校字。此和政县第一部县志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敬堂先生任甘

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又加增补，成《和政县志稿》上下二册，并由和政籍

馆员陈隽臣先生手抄成帙。1957年春，余至和政，马先生以稿相示．窃以

《志稿、纪事门、灾异》未记地震，商请补充，先生慨允，不意是年即归道

山。此稿交我携至兰州，尚得保存。近年全国又普修地方志，规模宏大，用

．力空前，体例求新，详今略古。经和政县志编辑部全体同志努力，在和政县

党政领导及省，州地方志编委指导下，与全县各部门共同撰写，又经反复修

改，历时五年，三易其稿，草创完成。我复有幸得见部分原稿，许参末议，

不辞固陋，辄抒己见。今此稿将送临夏州审阅核定。编志同志嘱作题记，‘因

述经过，以识与《和政县志》之因缘，并见和政县重视编修地方志，撰写之

勤且速若此，从事诸同志之劳可称也。
’

公元1990年1月8日临夏张思温谨识

侈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载和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取事地域范围以现行甘肃省和政县行政区为准，历史地理沿革

之记载则有例外。在记述早期建置沿革时文中出现的。和政。，是指今日和政

县地域范围，并非当时有。和政”之称。

三、本志非续志，故力求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底。

四、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30章，章下有节、目。

五、本志以志为主，辅以传，表、图、录和照片；文体为语体文，

记述体。

六、人物一章分传略，简介、名表三部分，遵守“生不立传”的通例。立

传人物均为和政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士，以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在

世名人及部分较有影响的已故人士，列入简介．传略中英烈置前，余不区别

人物类别，以生年为序排列。

七、数字用法，遵循1986年12月3l El《人民日报》登载的国家《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的历史年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公历月、日以阿拉伯

数字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中简称共和国前后。。解放前”，“解放

后”是指1949年8月21日和政解放的前或后。

九、本志所用数据，均由和政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则由有关部门

和单位提供。广河、康乐两县并人和政县时期的统计数字，凡不加注明者，

均不含广河、康乐二县的数字。

十、计量单位，建国后的统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各个朝代的计量单位均以当时使用的单位记载。建

国后的货币计量，统以1953年发行的新人民币单位表示。

十一、本志注释，均采用文中加括号注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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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和政县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部，东与广河、康乐县接壤，南同

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夏河县隔太子山相邻，西与临夏县毗连，北与临夏

县、东乡族自治县交界。东西宽37．5公里，南北长46公里。总面积为960

平方公里，正好是祖国版图的万分之一。东经103
o

5 7——103 o

30 7，北

纬35
o

7 7——35。32 7。县城距省城兰州120公里，距临夏州政府所在地

—一临夏市30公里；东去广河县城25公里，东南去康乐县城70公里。
和政在汉以前为西羌之地，西汉初属陇西郡。东晋太宁三年(325年)，

前凉在县境设置金剑县，属河州大夏郡，县治在今蒿支沟口。此后归属屡有
· 变动。唐宝应元年(762年)为吐蕃所属。宋熙宁六年(1073年)被宋收复，

崇宁四年(1105年)设宁河县，属河州，县治香子城(今旧城)。金大定二十九

年(1189年)仍置宁河县，属河州路。元代沿旧制设宁河县，仍属河州路。明

洪武八年(1375年)筑宁河城(今Et县城)，废香子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

废宁河县，设守祟所，属河州卫。明嘉靖十年(1531年)设和政驿，和政之称

自此始。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6日设和政县。民国二十三年属临夏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三十三年属甘肃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

年8月21日解放，9月5 El成立和政县人民政府，属临夏专员公署。1956

年11月19 El后属临夏回族自治州。1958年12月，广河、康乐二县并入．

1961年12月，广河、康乐析出，和政县辖区自此定格。1985年，全县共

辖1个镇、13个乡、119个行政村。

和政处于青藏高原与西北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是秦

岭山系西延形成的石质高山区，北部为黄土高原特征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以

太子山为主山脉形成南北向伸延的4条山系和东西向伸延的2条山系将全境

分割为4个河谷地带和2个沟谷地带。整个地貌特征是：层峦迭嶂，河流交

错，沟壑纵横，水流湍急。南部太子山系最高峰海拔4368米，北部接近临

夏盆地中心的最低处海拔1900米，县城附近的河谷开阔地带海拔在2200

米左右。全境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又有。春迟秋早，冬长夏短”的高原气
· ， ·



燥；春季多雨雪；夏季短而少高温，并多暴雨和冰雹；

阴雨。年平均降雨量639毫米，且多集中在农历七八月

间，农作物易受秋涝灾害。又因南北地势高低悬殊，地域之间气候差异较
‘

大，往往出现南适北旱或北适南涝现象，有时还发生南涝北旱情况。平均年

日照为2457小时，无霜期为133天，年均气温5℃。
‘

全县已开发利用的农耕地33．9万多亩，占总面积的23．6％；林业用地

35．84万多亩，占总面积的25％；草地(含疏林草地)40多万亩，占总面积的

28．4％。全县以农业为主，以种植粮食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春小麦、青

稞、蚕豆和洋芋，其次还有豌豆、玉米、荞麦、縻子，谷子、大燕麦、小燕

麦等。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芥子、胡麻、大麻、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粮食

作物种植，建国之前以青稞为主，建国后逐步发展为以春小麦为主。1978

年后蚕豆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当地自然条件种植蚕豆颇为适应，且有悠久历

史，尤其在南部地区生产的蚕豆有粒大、色白、质优的特点，1983年被国

家外经部定为优质产品出口，多运销日本和美国。党参、当归、贝母等中药

材，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产品已为药材市场所重视。

和政县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分丰富的森林资源。后来，随着人I：1递增，过

量垦殖，过度砍伐，再加自然灾害，结果导致森林资源大量减少，甚至出现

北部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南部 ．

太子山区尚有大量的天然森林，各地也开始注重人工造林。1958年大炼钢

铁和之后的三年困难时天然林和人工林均受到严重损失。现今全县实有森林

面积11．47万亩，活木蓄积量19．08万立方，森林覆盖率为15．86％。毛

竹、柳条、杂木杆条等林产品，是群众竹柳编生产的重要原料；天然药材颇

为丰富，计有27科138种。林区适宜生长蕨菜，每年有数千吨蕨菜可供出

口。县境有较多的草地和饲料资源，适宜办牧场，发展大牲畜和各类家禽。 1

全县有草场面积52．28万亩，可利用面积47．74万亩。天然草场年产草

2217．15万公斤；各类农作物桔杆、装草、苜蓿、燕麦及各类下角料等饲草

总产约1．24亿公斤。 1

县内已经发现的矿产资源有lO余种，其中金属类有铁、铜、沙金、

铅、锌等矿，非金属类有大理石，石灰石，方解石、硅灰石及磷矿等。主要

分布在太子山区的石灰石。储量在8000万吨以上，已为县水泥厂开发利

用。大理石也分布在太子山区，初步探明其储量在2．2亿立方米左右，有金

墨玉、翡翠玉、豹皮玉、肉红玉、汉白玉等品种。

丰富的水能资源是和政县的资源优势之一，其理论蕴藏量约1万多千 、 】

瓦，可开发量为8790千瓦，现在已开发利用2370千瓦，占可开发量的

26．9％。今后发展水电事业有较大潜力。 J
． 2 ． I

．

． j
’

J



和政山川秀丽，风景优美，有松鸣岩、滴珠山、南阳山等“和政八景”；

有大南岔、小南岔、新营、牙塘、三岔沟等关隘深峡；有香子城，宁河城、

通会关等古城遗迹；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及道教的不同风格的寺观建筑。

(二)

共和国建立前，纯为农业的和政县经济，处于封闭状态，在封建剥削制

度的桎梏之下凋蔽不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困难，许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农业生产及其它

各项经济建设不断得到发展。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435．4万元，1985年

为2486．3万元，36年间增长5倍多。 j

旧社会的农业生产，完全是。靠天吃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微

弱。共和国建立后，在国家扶持下农民依靠集体力量，通过推广良种、改革

耕作制度、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等有效措施，逐步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民国时期和政没有水利设施。自1954年修建和广渠开始至1985

年，修成发挥效益的干渠5条，总长53．62公里，总流量3．2立方米／秒，

发展有效灌溉面积2万余亩；修建水库3座，总水面550亩，总容量327万

立方米，增加有效灌溉面积9000多亩；全县增加水浇地3．72万亩，人均

0．27亩。粮食生产，1949年平均亩产仅为55公斤，总产1024．5万公斤；

1957年亩产达到140公斤，总产达到2864万公斤；1985年亩产增为166

公斤，总产增为3600万公斤。农业总产值，1950年只有433．80万元，

1985年达到2486．3万元。经济作物，1985年油料面积1．14万亩，单产92

公斤，总产104．9万公斤，产值97．98万元。畜牧业，1985年大家畜发展到

3．37万头，比1978年增长1．56倍，其中牛2．75万头，比1978年增长1．37

倍；马0．33万匹、骡0．15万匹，分别比1978年增长1．74、2．14倍；驴

0．14万头，比1978年下降18％；羊6．53万只、猪2．56万口，分别比1978

年增长1．26、。1．31倍。植树造林面积1985年达到6．1万亩，比1978年增长

l倍多。水土保持，经过科学地、有重点地小流域综合治理，到1985年共

治理流失面积1 58平方公里，占应治理面积的26．8％。

和政工业建设，共和国建立后从零起步。1958年始有县办工业，至

1985年已有水电、农机、建材、粮油加工、食品加工、酿酒、采矿、饲料

加工等工矿企业8个，其固定资产原值1921．7万元，生产建筑面积1．78万

平方米，大中型机械设备126台(套)，总动力865千瓦；工业总产值282．83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74％。改革开放为发展乡镇企业注人新的活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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