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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江县志》编审机构及人员名单
‘

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周文芒(第一任) 杨迫(第二任) 龙斯交(第三任)

副主任：赵德廉(第一任) 杨基明(第一任) 董祖烈(第二任)

唐冬梅(第三任) 钟正良(第三任)

县志编辑室

主任：林夕寿(1987．6—1992．6) 杨长生(1993． )

主编：匝圈(1990．3。1994．11) 钟正良(1995．3． )

副主编：杨长生(1990．3一 ) 何宗灵(1990．3。1993)

县志办公室成员

副主任林夕寿(1985．11。1992) 毛春富(1985．11．1986．8)
杨长生(1993．3一 )

工作人员张平西杨成英 (李世英、毛春富、阿华、钟耕耘、李树春等

于1992年先后调出，林夕寿退休)

摄影或提供照片冷吉平、杨长生、钟正良、辛沂、江错、代世礼、蒲永乐、
‘

刘泽、王明阳、解世明、文化馆j档案馆、体委

雅江县志审查验收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龙斯交

副组长邢立伍多吉

成员杨双寿 石成荣曹辉娣李大光钟正良 马平安周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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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巴群迫

何仁柱

毛润生

马礼

雅江县志

周正才邓荣华徐德安拉西 多吉彭错

杨长生李伍富张晋洪汪修 ．李碧蓉李春光

曾清双吴毓友刘 洪 陈国荣 贾真 昌贡布

李定侃

县政府历届分管县志工作的副县长

董祖烈(1990．3—1996．1)

周道君(1997．10—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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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志名称

概述

建置沿革

中共雅江县委

宣传

党校

监察

人大

政协

共青团

劳动

民政

公安

审判

土司

筑路工程处

水运

农牧

乡镇企业

水电

商贸

农机物资

金融

计划

工商

物价

科技

电影

图书发行

卫生

体育

风俗

人口

《雅江县志》各分志初稿编写单位

初稿编写单位

县志办

县志办

县委办

宣传部

党校

监察局

人大办

政协办

团县委

劳动局

民政局

公安局

法院

县志办

甘孜州工程处

水运处

农牧局

乡企局

水电局

商业局

物资局

农行

计经委

工商局

物价局

科委

电影公司

新华书店

卫生局

体委

县志办

县志办

分志名称

大事记

自然环境

组织

统战

纪检

国民党县党部

政府

工会

妇联

人事

军事

检察

司法

气象

宗教

地方志

林业

工业、交通

城乡建设

粮食

财税

建行

统计

审计 。．

教育

文化

广播电视

档案

计生

水文

人物

地名

民族

初稿编写单位

县志办

县志办

组织部

统战部

纪委、监察局

县委办

政府办

总工会

县妇联

人事局

武装部

检察院

司法局

气象局

宗教局

县志办

林业局

。工交局

建委

粮食局

财政局、税务局

建行

统计局

审计局

教育局

文化馆

广播电视局

档案局

计生委

．水文站

县志办

地名办

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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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雅江县志》是我县广大修志工作者在中共雅江县委、雅江县人民政

府领导下。在省志编委会和州志办的关心指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是

雅江有史以来第一部记录历史和现状的方志，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

成果，具有较高的实用参考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雅江方圆7000多平方公里，地处康南要塞，全境峰峦起伏，沟壑纵

横，江水奔腾，溪流潺潺；草原游牧，牛羊成群，低谷农作，五谷丰登，

林海莽莽，盛产松茸；高山湖泊，景观奇异，人杰地灵，风俗独特。解放

后，尤其是民主改革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

绩，值得大书特书。

为官一任，要富民兴县，造福一方，须纵观古今历史的风云变幻，横

看各行各业之兴衰成败；漫漫致富路，孜孜以求，艰苦奋斗。本志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了雅江建县

以来各个方面的发展概况，是后来治雅者了解县情、掌握县情、发展雅江

不可多得的一部志书。希一切有志于振兴雅江的志士仁人认认真真地读一

读，群策群力，把雅江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商品优势、市场优势，大步流星

奔小康。

，雅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今天并非从天而降，是一

代又一代的创业者们在这块原始而圣洁的土地上含辛茹苦、奋斗不息，促

进其不断发展而来的；是红军、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广大参加民主改革的

干部职工、参战民兵、藏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广大干部群众用

汗水浇灌的。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略古详今，述而不

论，始终坚持以史实为依据，力求做到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融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使之更好

地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我们当以史为鉴，继往井来，用自己的

双手和聪明才智把这块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编修县志，是一次全面系统严肃认真的县情大调查。早在8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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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就研究确定编纂《雅江县志》，掌握县情、总结经验、以利
建设，1985年7月正式成立县志办公室，先后调集诸路人马，拟篇目、查

档案、摘资料、取口碑、撰初稿，历9载之功夫，广征博采，有所成就。

雅江县曾于民国19年(1930年)火烧县衙门，档案资料被焚毁；“文

革”中的1968年又人为焚烧档案资料三天三夜；1992年2月14日原政府

大楼毁于火灾，许多单位收集的大量珍贵资料及图片、表格付之一炬；

1994年11月16日，本志原主编l张良成l同志，中道谢世。在资料奇缺、

修志人员缺乏的严重困境中，重整军容，星移斗转，人事数迁，修志矢志

未渝o 1995年后又再定主编，历五载之艰辛，更改篇目、修订志稿，去粗

取精、去芜存菁，数易其稿，以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数据，对本县之自然

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优势与劣势、成就与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综合的

记述o 1998年7月初，在州志办和州志编审组具体指导下，确定总纂篇

目，对全书进行总纂，删节30万字，增补10多万字，增加少许篇章，历

半年之劳苦，终成今日之大器。捧书于手，雅江古今风貌历历在目，为发

展雅江、研究雅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切盼各界人士在本志中获得启

迪，为雅江的繁荣昌盛奉献良策。

编纂《雅江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承县级各单位、省州属企

事业单位、驻雅部队提供各种翔实的资料，承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承

省志编委会、州志办和州志编审组精心指导，值此《雅江县志》出版之

际，我们谨代表中共雅江县委、雅江县人民政府向全体编纂人员及一切关

心支持本志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祝雅江繁荣

昌盛，祝人民幸福安康!扎西德勒!

再过若干年，重读此书，忆往昔岁月峥嵘，看未来前程似锦，定会感

到此志所书更具意义。是为序也。

中共雅江县委书记李小康

雅江县人民政府县长龙斯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6· 雅江县志

凡 例

一、《雅江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述而不论。

二、本志为雅江有史以来首次编修的方志：上限起于事物在本县的发端，下限至

1990年。

三、本志以“志”为主，兼述、记、传、图、表、录。根据行业特点设篇，篇目

分为篇、章、节三个层次，全志共16篇、67章、272节。序列为序言、凡例、概述、

大事记，各篇章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以事系人，随文附图附表；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和《新华字

典》附录的标点符号。

五、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我国历史年号括注公历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用公历纪年．农历年、藏历年均套人公历纪年。公元1950年5

月24日雅江和平解放，以此为界划分解放前后。

六、本志对人皆直呼其名，不加尊称，不含贬义。志中藏族干部职工的汉文译名

以县委组织部和县人事局任免调动或安排工作时的用名为准，其他民族干部职工以参

加工作时的姓名为准。地名和单位以《雅江县地名录》所列地名名称和单位名称为

准。对人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烈士英名列表陈述。

七、本志货币计量单位，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依据。民国时期，本县银元、藏

洋、法币并用；解放初期，银元、人民币并用；1955年货币改革前的人民币1万元

折算1元；民主改革后通用人民币，其他货币一律不再流通。

八、本志所载其他计量单位，系当时使用的单位。其中“石”为容量单位，10

斗为l石；“担”为重量单位，100市斤为l担；“克”、“批”为雅江地区容量单位，

未予换算，志中加注。建国后的重量单位，采用“公斤”、“吨”；长度单位，采用米、

“公里”；土地面积单位采用“亩”、“公顷”。

九、本志所用数据，由县统计局提供，以统计核定数据为准(包括人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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