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葛每地方志从书

㈣斓‘!：，赫{f置÷雒X： 鬻黜
㈣

五，L'嗣H—口，■■墨，—昂曼

●Kt—M，、■

趱麟螨耀越隧辩搿蕙淤鬻鼯黔嫩篷多



f

．遭
f

I

贵德·县志

p7Z一≥



字

》



《贵德县志》编纂委员会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第一届：(1984．7—1985．2)

主任：郭文兴

副主任：史国枢解成林浪肉尖措(藏)

委 员：文翰 切 合(藏) 刘存诚朱昌荣李长俊 李掌乾

徐连宝袁廷俊崔子文熊永安谢文龙

办公室主任：袁廷俊

副主任：叶甫

第二届：(1985．2—1986．1)

主任：张德武

副主任：史国枢解成林浪肉尖措(藏)

委 员：扎 西 文 翰 切 合(藏)区圃 朱昌荣 李长俊

李掌乾张志忠徐连宝袁廷俊 唐振麟崔子文

熊永安谢文龙

办公室主任：解成林

副主任：张志忠

编采人员：李士发罗玉华(女) 张志忠解成林

第三届：(1986．1—1987．3)

主任：何春俊

副主任：解成林

委员：王惠珍切合(藏)史国枢朱昌荣严志全拉保(藏)

陈志张志忠浪肉尖措(藏) 袁廷俊



办公室主任：解成林

副主任：张志忠

编修人员：李士发余生荣张志忠轩锡明解成林

工作人员：罗玉华(女) 张海萍(女)

第四届：(1987．4一1990．4)

主任：何春俊

副主任：祁生奎解成林

委 员：王学文匪盈 严志全 朱昌荣 余生荣 拉加太(藏)

张志忠匮圈 阎智海 窦建德 熊永安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编修人员：

工作人员：

解成林

张志忠

王学文李士发李鸿鼎余生荣张志忠轩锡明

渭建勋解成林阎智海窦建德蔡得栋

罗玉华(女)张海萍(女)

第五届：(1990．4—1993．2)

主任：何春俊

副主任：渭洪解成林

委员：王学文 叶甫尕藏太(藏)朱昌荣余生荣张志忠

袁廷俊 唐振麟匿囹 熊永安

办公室主任：张志忠

副主任：余生荣(1991年8月任)

主编：解成林

副主编：张志忠余生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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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贵德是青海东部的瑰丽一角，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这

片热土上就有先民们耕耘放牧，繁衍生息。西汉设县，后凉置郡，元代

建州，明清设所、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以超常的毅力改造着

自然，改造着自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给社会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和物质财富，同时留下一部兴衰史。 ‘

大河日夜流，星光照古今。贵德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新中

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四年，贵德儿女意气

奋发，开拓进取，使贵德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片钟灵毓秀之地，’这

块3504平方公里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

落木萧萧而下，江河滚滚而来。历史毕竟是历史，重要的是现实和

未来。我们回忆和写下历史，是为了把现实和以后的事业干得更好，编

写县志的意义正在于此。

洋洋70万言的《贵德县志》就要付梓，这是贵德县的一件大事，也

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幸事，这项文化工程的告竣，上可告慰祖先，下

可无愧子孙。县志不仅仅是对历史机械简单的纪录，更是教育人、激励

人、启示人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以便改
f

进工作。

县志办公室的全体编纂人员，克服资料匮乏，经验不足等困难，内

查外调，整理归纳，分工编写，历时八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新型志书。它对人们了解贵德的自然、地理、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历史沿革与现状，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文

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我们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成与其事的所有

专家、学者、单位、编写人员和提供资料的热心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共贵德县委副书记
贵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月O1俊洪年2

眷

蚰
何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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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历史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但它具有无可少易的流动性和消弭性。正

如一位学者所说：“过去的一秒钟和过去的一万年都永远地成了历史。’’

曾经无比鲜活无比生动的社会生活，在历史长河中或淹没或生发，

或沉淀或流失，或淘洗成零星的记载，愈漂愈少；或曲变为似是而非的

揣测，愈传愈讹。’诚然，那些与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有关的内容，或可孕

育为源远流长的传统，虽不见枝叶，尚有根脉可寻；而许多本质地反映

社会发展轨迹的东西，已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就造成一个时代对另一些时代的认识常常出现断层，尽管历史本

身是连贯的。 ．

于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进行的修志工作，成为人类文化建设中，不

可缺少的项目。‘，

贵德——这是青海东部无论从地质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或

经济学的角度看都具有代表性的一片土地。载衰载盛的经济开发史，儒

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消长互补，战乱频仍的历史苦难，各民族习俗的交

叉渗透，共性和个性同样鲜明的高原自然特色⋯⋯为今天的中兴和未来

的发展昭示着多少可资借鉴的信息，留下了多少值得探讨的话题。

然而，试问今天逐渐富裕起来和文明起来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对自

己脚下这片热土的昨天知道个大概的脉络?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编纂一

部地方志的深远意义?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但它作为镜子的价值总

是隐蔽在时间和现象的背后，如果不去挖掘，这种价值将永远晦光韬明，

直至湮灭。

根据天才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观点，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与其它动物

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后者以本能的需要影响着世界；人类以理智之光

影响着世界。

理智之光无疑来自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科学借鉴。

佛家关心的是处于不自觉状态的生命和精神。从何处来，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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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问题；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则关心的是群体自身从何处来，到

何处去的问题。唯其如此，“盛世修志"标志着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者的内在关系寻求把握的自信力和进取精神。

应该感谢贵德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特殊奉献。他们鏖心八

载，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做为一个对本土历史知之不多的

贵德人，我对这部巨幅长卷充满了敬意。可以想见，面对史料匮乏的高

原文化大背景；面对历代留下的许多空白、断层和舛误，县志编写人员

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由于这部内容完备、资料翔实的县志的诞生，我

们才得以避免对昨天进行片面推测和以讹传讹；我们才能大致地窥见从

今天上溯两千多年的大跨度里，这块土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诸

方面的变迁；我们才能从风雨沧桑中抽象出更深远、更宏观的认识，从

而科学地设计它的未来。

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众多读者来说，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有“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的自觉。但我期望着，人们在翻阅贵德历史时，如能萌生一

点“我们也该为后代人留下点什么"的意识，那么，贵德幸甚!未来幸

甚!

注：王文泸，青海日报社副总编。

王文泸

1993年元月于西宁

舡叠謦霉器量鬻霍嚣薯j§2攀。和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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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贵德县志》编纂工作历时八年，即将问世。

这是贵德县历届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

编纂人员同心协力，积数年之功，锲而不舍，辛勤劳动的结果。它为子

孙后代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卷。一

这部县志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比较客观、准确地记述了贵德的历

史演变、发展进步的脉络走向，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在贯穿贵德县古

今的同时，却又详今略古，着重反映了现时代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的大好形势。读过这部县志，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贵德历史的本来

面目，而且透过历史的帏幕，觉得今日之贵德来之不易，因而更为倍加

珍惜。我想这部史卷的真正价值，将寓于未来岁月更替的光辉和人们勇

于拓展的广阔蓝图之中，并且在一个社会宏大的展望台上，使各族人民

忖度深远，涤故更新，创造不息。

世界伟大的思想家们认为，数千年来，历史车轮的启动者是人民，创

造两个文明财富的也是人民。从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出发，就能寻找到社

会各个时期发生变革、停滞或前进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把握了这个基

本观点，方能准确地判断、分析、推理和解释人们生存进步的内在力量，

也是唯一叙述、评论和观察社会生活各个侧面与整体的依据。我想历史

不容有断层的缺面，因断层而使人们产生的某种缺憾应当补充、连贯和

完善，这是社会的责任。

县志架设了一座人们能缩短漫长历史的桥梁，有助于透视、了解先

辈们的功绩与自己的责任，同时在历史的反射镜中看到社会不甘沉浮于

封闭枯萎的状态，而必然走向盛世的规律。人们捧起史帙，回顾往事，热

望探索多方位的领域，并在未来的战略方针上把握宏观的趋势，不断推

进事业向前。
‘

历史是最公正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民族团结关系国家盛衰、生

命休戚，是各民族必须牢记和全力维护的大局。追溯贵德的古今，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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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相互依存，共同开发建设着这块热土。

这是载入青史的事实，如同山河一样壮丽。时代发展和共同的命运，要

求各民族共负兴衰的重任，故而对得失荣枯的复杂社会问题，慎之再慎，

万不可疏忽。谁怀疑这个立足点，谁就将有负于历史的重托，有损于安

定团结的大局，将为历史所不容。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各族人民需要

亲同手足，共图宏业，努力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物阜民殷的大家庭和永

久的光明前程。

编纂工作纵观横述，广阅博闻沧海桑田之知识，稽查考证，以科学

的态度，严格的选择，牵住大事记、大变革的主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等归

类记述。客观地反映社会变迁，又突出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真正当家

做主人，重新安排河山，发展经济，不断解放生产力的深刻变化，展现

了故乡日新月异的新面貌。尤其是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实施富民政策的过程中，千家万户走向丰衣足食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

英明决定顺乎民意，大得人心。

历史史料的见证，负载了社会发展天平上的重量。历史客观规律的

航船，总要满载光明和厚爱的种子，冲破阴疆迷雾，碾碎羞愧与困惑，毫

不犹豫地扬起风帆，乘风破浪，驶向春风满宇的彼岸。是为序。

格桑多杰

1993年11月11日

注：格桑多杰，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贵德县志》记事上限起于汉代，下限迄于1985年，大事记和部分

内容延伸至1990年。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全志为编、章、节、

目四级结构形式，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六编，共43章。 c

三、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元纪

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所谓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18日

贵德解放以前和以后。 。
．

四、全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引文使用原文，一般不注明出处，文言

文不作注释。

五、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已故知名人

士为主，也收入个别劣迹昭著的人物。

六、本志文字资料主要依据省、县文书、．档案和图书、报刊、旧方志。对

家谱及调查访问资料，经核实后也予采用。

七、数字资料基本采用统计局资料，少数利用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贵

德县于1952年、1953年析置尖扎：贵南县，本志所用数据，解放前的都含二

县数字，1949年后的数字均已删除。
，

／寥



1

序一

序二

序三

凡例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目 录

第一编地 理

位置境域⋯⋯⋯⋯⋯⋯·(45)
位置⋯⋯⋯⋯⋯⋯⋯⋯⋯⋯(45)

境域⋯⋯⋯⋯⋯⋯⋯⋯⋯⋯(45)

建置与区划⋯⋯⋯⋯⋯⋯·(46)
建置沿革⋯⋯⋯⋯⋯⋯⋯(46)

行政区划⋯⋯⋯⋯⋯⋯⋯⋯(48)

县域⋯⋯⋯⋯⋯．．．⋯⋯⋯⋯(54)

乡村⋯⋯⋯⋯⋯⋯⋯⋯⋯⋯(57)

自然环境⋯⋯⋯⋯⋯⋯⋯”(73)
地质⋯一⋯⋯⋯⋯⋯⋯⋯⋯(73)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编经’ 济

第一章农业⋯⋯⋯⋯⋯⋯⋯⋯⋯(121)

第一节体制⋯⋯⋯⋯⋯⋯⋯⋯⋯⋯(121)

第二节耕地与农业区划⋯⋯⋯⋯⋯(128)

第三节农作物种类及布局．．．⋯⋯⋯(134)

第四节耕作制度⋯⋯⋯⋯⋯⋯⋯⋯(143)

第五节农田基本建设⋯⋯⋯⋯⋯⋯(145)

第六节农业技术推广⋯⋯⋯⋯⋯⋯(147)

第七节农业机具⋯⋯⋯⋯⋯⋯⋯⋯(151)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

(2)

(4)

(1)

(1)

(7)

地貌⋯⋯⋯⋯⋯⋯⋯⋯⋯⋯(75)

气候⋯⋯⋯⋯⋯⋯⋯⋯⋯⋯(78)

水文⋯⋯⋯⋯⋯⋯⋯⋯⋯⋯(88)

土壤⋯⋯⋯⋯⋯⋯⋯⋯⋯⋯(93)

自然资源⋯⋯⋯⋯⋯⋯⋯⋯(96)

自然灾害⋯⋯⋯⋯⋯⋯⋯⋯(102)

人口⋯⋯⋯⋯⋯⋯⋯⋯“⋯·(106)

人口数量与分布⋯⋯⋯⋯⋯(106)

人口构成一⋯⋯⋯⋯⋯⋯⋯(111)

人口控制⋯⋯⋯⋯⋯⋯⋯⋯(115)

土地征用与管理⋯⋯⋯⋯⋯

国营农场．．．⋯⋯⋯⋯⋯一⋯

机构与队伍⋯⋯⋯⋯⋯⋯⋯

畜牧业¨．．．⋯⋯⋯：⋯⋯⋯··

体制⋯⋯⋯⋯⋯⋯⋯⋯⋯⋯

草原⋯⋯⋯．．．⋯⋯⋯⋯⋯⋯

草原管理、保护与建设⋯⋯

牲畜种类与分布⋯⋯⋯⋯⋯

(飞

电

．

))))))))

3

4

4

5

5

9

3

5

5

5

5

5

5

5

6

6

1

1

1l

1■l

1

1

1((((((((



2贵德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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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贵德县地处黄河上游，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东部，东与尖扎、化

隆县为邻，南与泽库、同仁县毗连，西临龙羊峡与共和、贵南县交界，北和

湟中、湟源县接壤，总面积3504平方公里。境内东有神保山，南有扎木日根

山，西有巴吉、歪拉、野牛山，北有拉鸡山。以扎木日根最高，海拔5011米，．

最低点松巴峡上口，海拔2170米。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江拉、尕让、

贺尔加、尼那、昨那、曲乃亥河由北而南，东河、西河、暖泉河由南向北辐

集于黄河。全境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形成四山环抱的河谷盆地。以河阴、河

东、河西(简称三河地区)为主的川I水地区，林木葱郁，阡陌纵横，春则百

花灿烂，清香四溢；夏则绿荫盈野，凉爽宜人；秋则果实累累，一派梨黄，素

称“瓜果之乡"。浅、脑山区的四沟(东沟、莫曲沟、罗汉堂沟、尕让沟)山

峦起伏，沟壑纵横，低温潮湿，土壤肥沃，青稞碧绿，油菜金黄，水草丰美，

牛羊遍野。 ’

贵德深居内陆，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春季干

旱多风，夏季短促凉爽，秋季阴湿多雨，冬季漫长干燥，气温日差较大。全

县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2．2—7．2。。C，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为6．8—

18．3。C。最冷的元月份平均气温为一6．6一一15；7℃。县城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7．2℃。历年最高极端温度34℃，极端最低温度一23．8。C。年平均降水量250一

559毫米，无霜期166天，作物生长期223天。 ：

贵德开发历史悠久，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两岸的台

地上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公元前60年，西汉在今贵德地区置河关县。

后凉吕光置浇河郡，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置廓州，隋初设河津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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