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餐，÷墼
’1’

Xq’蹂罨{1

黪慧
每篓黛÷喊．．·，



中 甸 县 志

主编段志诚

云南省中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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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句县委书记齐扎拉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经县志编纂人员十年奋战，新修社

会主义第一代<中甸县志>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县志溯古及今，体例完备，资料

翔实，洋洋150万余言，堪称中甸县情百科全书，足资我们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中取法借鉴，同时，还可作为我们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极好教

材，因此，(中甸县志>的出版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o

历史上，中甸也编过几部县志，诸如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新修中甸志书稿

本>，还有民国编修的三部县志。这些县志都是我们研究中句历史的极其珍贵的

文献，但是，这些县志编纂者受时代及条件的局限，重人文、轻经济，记述史实

考证不详，偏爱猎奇，这些在今人眼中不免成为缺憾o

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编<中甸县志>，注意继承中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克服

旧方志的弊端，从整体上凸现了中句的特点o 、

什么是中甸的特点?中句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地域辽阔，资

源丰富，发展极不平衡的高寒山区农业贫困县。这一特征既有别于云南省的127

个县(市)，也有别于全国藏区149个县(市)o全县国土面积为11 613平方公

里，是云南省第一大县。与之相适应，1中甸有着得天独厚的六大资源优势：首为

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高山牧场面积，人均占有量均居全省第一；另则为年

产量在600吨以上的珍稀食用茵栎松茸及其它丰裕的生物资源，也是独步全国

的；再是中甸县境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金、银、铜、钨、铍等有待开发的有色金属

矿藏；以硕多岗河为主的既丰沛，又易作梯级开发的水能资源；从旅游资源角度

看，中甸县集中了雪山牧场，高原湖泊、高山花卉、峡谷溶洞，宗教文化、多民

族民情风俗等，古人即赞之曰：“群山蕴宝，众水流金”o

富集的资源之树本应开满丰硕的经济之花，但直到前些年，中甸还是一个社

会生产力水平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缓慢，劳动者整体素质差，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农牧业生产基础脆弱的县，用四个字概括即是“县穷民困”o

怎样才能解开富饶的贫困这个千古之谜，如何抓住中甸独特优势促其形成经

济优势而实现民富县强，四十多年来，中甸县历届党政领导班子及全县各族人民

都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其间有过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生产力得到解放的喜悦，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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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句县志

也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影响使生产力再次受束缚的痛苦；也有过丰富资源

得到开发的欣慰，还有过廉价开发带来的生态局部失衡的悲哀⋯⋯o

认识正是在错误或失败中接近真理，历史是在曲折中走近深刻的。中甸人民

在唯物史观的启迪下，一步步深化了县情的认识。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

谈话及中共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共中甸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

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探索

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基础先行，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协调发展”

的方针，制定了中甸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跻身全国藏

区十强县，经过努力，1996年底，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目前，中甸人民正脚踏

实地朝着第二步目标，把中甸建成经济上繁荣，政治上安定团结，社会文明进步

的全国藏区第一强县和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居中上游的县迈进。为实现这一目

标，1996年8月举行的中共中甸县委员会七届三次全会制定了“三五九一八”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培育

旅游、生物、林业、矿业、畜牧业五大产业，建立九大基地，落实18项工程。

随着“三五九一八”战略进程的推进，中甸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新的增长点不

断出现，全县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社会各项事业有了极大发展。可

以说一个经济发展超过任何历史时期，有别于云南任何一县，也有别于藏区各县

的新中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独具特色的方式运行着。

我们所有的成就源于实事求是，源于特点把握。但应该说，实践是无止境

的，县域经济的特色认识也是无止境的。任何时代都会需要县情基础材料的广泛

搜集，才会有对县情真理性的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高度肯定<中甸县

志》出版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应该强调的另一层意思是：县志出版了，不能束之高阁，而是要用它来为

我们的工作服务。因此，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应静下心来读上几遍。这样才能提高

自己，才会指导工作。因为只有较好地认识历史的同志，才会有一种宽阔的胸

襟，豁达的情操，才会对进步产生无比的欣慰之情，才会对创造明天的业绩充满

激情并满腔热情地为之奋斗。

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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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淼羹擞差稂才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1’氏～

新编<中甸县志>终于定稿出版，我和我的前任们都由衷地感到十分高兴。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为历代统

治者和有识之士所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使中甸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遇上了千载

难逢的良机。抓住良机，加快发展，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o“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o全面认识了解县情，是我们发挥优势，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文化的前提。

在四、五、六、七届县委和七、八、九、十届县人民政府始终不渝的领导和支持

下，修志人员不负众望，筚路蓝缕，十载艰辛，广征文献、口碑，全面开展县情

调查，在资料收集、考证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详定义

例。精心磨励。全志百五十余万言，分三十二篇详述历史、地理、民族、宗教、

政治、经济、文化，前置概述、大事记，后殿人物、附载。体例完整，结构严

谨，文风扑实，文字通顺流畅，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中甸一千余载的自然

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可称得上是一部“县情大全”或“县情百科全书”。它为

中甸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同时也是一部惠

及子孙的重要历史遗产。新编<中甸县志>成书出版，是中甸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一大硕果，是中甸县十二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

事。编纂县志，“非示观美”，而在于“资政?、“育人”中可用、实用。新编<中

甸县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记述历史，资料翔实、

记事客观、史实可信，全县各族人民、广大干部职工都应该认真读一读，研究研

究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

遇，去开创我们的明天。

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是新编<中甸县志>贯穿全志的主线。中旬从有史可考

的唐代以来，即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历一千二百余载，发展成今天以藏族

为主体，有25个少数民族融洽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家庭，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发
展了中甸绚丽多彩的灿烂文化。特别是中甸解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团结

平等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尽管经历了不少艰难与曲折，中甸的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我县的优良

7己‘



2 中句县志

传统。民族团结是我们过去和今后取得一切胜利的首要保证。今后，我们要继续

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为把我县建成富裕文明的藏区第一强县

而共同奋斗1

1997年5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准绳，体现党的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中甸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小篇平列结构，前设概述、大事记，中置专志32篇，后殿人物、附裁。

分类以科学体系与社会分工相结合，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序言、概述以叙为主，叙论结

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志、传为记叙文体，叙事以节、目为主体。

例、图、表、注为说明文体。附裁为纂辑体。

三、中句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独特，本志为记述中句解放前“政

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特设“解放前社会制度”一篇；为充分体现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特

点，特设“民族”一篇。

四、本志立足当代，统合古今，上限不限，根据史实、存史价值及资料情况，选择记事

起点。下限断至1990年12月31日。个别重大史事下延至终稿前。

五、本志中“解放”一词，特指1950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中句县城，中

句和平解放这一特定时间。“新中国建立前(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10月

1日)前(后)。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生人主要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篇、章。在外

工作副教授以上科技人员，副师级以上党政军干部入人物表；当地工作的副处级以上党政军

干部及中级以上科技人员入有关专志。本籍革命烈士入烈士英名录。鉴于篇幅，外籍在本地

牺牲烈士不入本志，可见民政局编<革命烈士英名录>。

七、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用历史朝代纪年，有的史事也采用藏历纪年，皆在括号内

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朝代纪年、公元纪年并用。1949年10月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

八、古今地名不一致者，沿用当时地名，并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地名。

九、使用民族语言音译汉字，主要者首次出现时加注国际音标。

十、计量单位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使用历史及民族

计量单位，加注换算法定计量单位。 ，

十一、专用名词过长使用简称者，在首次出现时加注。

十二、本志各项数据，一般以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统计数据为准，统计确有失误者或多数

并出者，以考证实际者为准。

十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云南省档案馆、图书馆、丽江地区档案馆、丽江县图书馆、剑

川县图书馆、中甸县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南

民院图书馆及有关史志资料，除特殊情况需说明者，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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