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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喜闻《碌曲县志》即将付梓，感慨颇多。它的出版问世，是在历届中共碌曲县委、县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碌曲县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该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广泛征集、鉴别、分析和选用志书资料，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地方性和资

料性的完整统一。志书略古详今，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既突出了历史特征，又

突显了地方和民族特色，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点。这是一部融古通

今的资料书，是用之于当代、传之于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碌曲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非常生动的教材。

县志作为资政之书，不光要记述-地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要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是非曲

直、成败得失。《碌曲县志》着重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给碌曲县带来的勃勃生机和巨大变化，以大量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碌曲今天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不隐讳走过的弯

路、出现过的失误，坚持成绩与失误并存，正确与错误共书，客观地再现了碌曲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所走过的历程，给后继者留下了可贵的借鉴。

《碌曲县志》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选取资料、衡量是非的标准，以较为清晰的脉络记述

了生产力曲折艰难的发展轨迹，这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有益尝试。它的出版发行，在

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碌曲县曾是我多年任职工作过的地方，因此，我对碌曲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任之

时，非常关心并经常过问《碌曲县志》的编纂情况，也抽时间翻阅过部分初稿内容。离任不

久，欣逢《碌曲县志》的出版，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我殷切希望在碌曲生活、工作而又有阅

读能力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能读一读《碌曲县志》，加深对碌曲的了解和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从而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碌曲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同

时也希望碌曲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共碌曲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扎实工

作，为建设一个社会更加安定、民族团结和谐、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向小康迈进的

新碌曲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值此《碌曲县志》出版之际，我怀着诚挚之情，谨向碌曲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崇高的敬意，对参与编纂和关心支持县志的全体同志，深表谢意!

县志编委会的同志邀我作序，盛情难却，略抒由衷之情，以为序。

中共碌曲县委书记安志英

200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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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县志为资政、辅治之书，系之于政，用之于政，所以自古以来，地方官都以修志为己任，

不修乃为失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突飞猛进。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逐渐被提上日程。这为推动民族地区文

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我们编写碌曲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指明了方向。

县志，是一县之百科全书，它记载着一个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

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然而，碌曲县建县

至今已五十载，却因各种客观条件所限，没有编纂出版过一部县志，实为一大憾事。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碌曲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于1986年选调人员，组建修志机构，

着手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碌曲县志》。之后因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修志工作一

直未能按计划进行。1995年始，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志编委会，再次调整充实修志人

员，落实了工作责任制，使县志编纂工作逐步摆脱了起步晚、进度慢的困境而走上了正轨。

期间，修志工作者跑遍县内外各有关档案馆，查阅各类书籍资料，无数次调查走访，从片言

只语入手，搜集整理有关碌曲的历史文献资料，广泛借鉴省内外已出版志书的成功经验，

虚心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士，前后历经十年，五易其稿，终于定稿出版，这无疑是

／、 为推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所做的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和好事。

碌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有较为丰富的草畜、水能、矿产和旅游资源，境内佛教

文化浓厚，民俗独特，民风淳朴。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碌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族干部

群众同心同德，求真务实，团结进取，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牧民生活蒸蒸日上，

科技、教育、卫生、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等各行各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所有这一切，

都是《碌曲县志》编纂过程中最珍贵的素材，也都在志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和高度

的提炼。

治县维艰，志县亦难。一部县志，不但要记述山川、土地、物产、河流、道路之变迁，经

济、政治、文化之发展，还要记述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以达到“追述往事而思来者"，以便

“温故而知新”之目的。在这一点上，县志能做到十之七八也是难能可贵的。县志对经济

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既有宏观概括，又有微观记述。对各类人物的收录以褒为主，褒贬

兼收，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有以楷模垂范后人者，也有以劣迹警训后来者。《碌曲县志》在

这些方面尽了最大努力，我也了却了一桩心愿，如释重负。

“志以致用"，历经十年，花费诸多人力、财力编修志书，目的在于实用，希望全县各界，

特别是工作、生活在碌曲的各级干部能置于案头、身边，经常翻阅细研，以更加了解碌曲，

鉴戒自己并教育后代，使其成为工作争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由于历史原因和编写人员的知识水平局限，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

读者诸君批评指正，并有待后世贤达补正。

碌曲县人民政府县长才尕

2005年7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实事求

记述碌曲县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事物发端，不谋划一，下限至于1995年底，个别卷章人物及图

料延至定稿。

三、本志以卷、章、节、日设篇布局，分类设卷，卷下设章节，节下设日，记述史实，并以

作补充。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解放前"，其后称“解放后"。1955年6月碌曲县人民委

成立前称“建政前"，其后称“建政后"。解放前用历史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

元纪年。

五、数字表述，除成语、顺序号及习惯语用汉字外，凡表示数量的通用阿拉伯数字。志

字根据以县统计局资料为主，不足之处使用部门数字。

六、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为主，记及对本县有重大贡献的外籍人士。

故名人、流落红军、革命烈士和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以传略记述。对历次

各类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正县级以上领导职务和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公职人

员，州政协常委以上职务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省部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人物，予以

简介。对受到地厅级部门表彰的各类先进人物、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专业

技术人员列表介绍。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档案馆案卷和本县各部门档案、文献、报纸，部分资料由调查

采访取得。入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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