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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富’

序? 言

， 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 ．

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改革与发展并进的伟

大年代，我们开始了纂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宏伟事业。《甘南县

． 志》，在中共甘南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各乡镇、各

部门、各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的数年努力．现

在编辑出版了。这是甘南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是一项重要的

历史文化工程，是全县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可以预料。这部志书将

对甘南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 ．

《甘南县志》记载了清末时期、民国初期、日伪时期、解放战
． 一一．⋯⋯。一 ：一、

——一争时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1985年的全县自然、社会方面
‘’

的历史全貌。在新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在纵的方面。既述
’

历史，又载今事；在横的方面，既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
’

育、民情、风俗的史实，又述地理位置、区域面积：地质地貌、山

脉河流、土壤植被、物种气候及自然资源的状况。全书力求思想性、

．-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史．以马克

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去叙述史实和重要事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成立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

i

’

．

“

．歹 ．，



·2· 甘南昙志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其经验

与教训，基本上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况。《甘南县志》内容简明

朴实、通俗易懂，资料有稽可考，翔实可靠，是一部记载本县历史

的百科全书。可资政、可教化、亦存史。它将为甘南县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f为淳化人民风情提供乡土教材；为今人、

后人续史修志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甘南县志》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全县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的

热切关注，各部门、各单位给予了积极的协助配合，特别是新中国

建立前后在甘南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一些原籍在甘南现于外地工

作的老干部都给予过大力的支持。原甘南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

长翟劲，原中共甘南县委第二任书记朱寨等一大批老干部曾回县热

心参加座谈，商讨县志篇目，追忆斗争往事，总结甘南工作的历史

经验与教训，这为《甘南县志》提供了大量的口碑材料。在此，我

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甘南县志》内容繁博，历史跨度80载。但因编辑人员水平有

·限，加之许多历史资料残缺，管见谬误、遗漏赘繁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或续修县志时，予以订补。

甘南县县长赵云喜

一九九O年八月三十日

}

：
眉

≯

／‘：
耳



凡 例

凡， 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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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甘南县志》是甘南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为追本溯
。

源，各篇内容上限取“不等高限一。但取事主要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建甘井子荒务行局起，下限断在1985年底。历史沿革和

少数内容，则上溯有人类活动时期或迄于1989年编成志稿之日。
． 二、志书的编写以。略古详今一．“立足当代"为原则，着重记． ：

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史实．

力求突出地方特点，同时也把1945年前辑成的县史资料客观地作

；2 以记载，以达存史、“鉴古知今一的目的。

三、《甘南县志》体例为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体．，横排门类，纵向记述。全志系按社会分工，

分门别类地设立篇、章、节，节下以黑体字标出的为目。

四、为方便读者了解县内全貌，在志首设了《概述》．概要地
．． 介绍全县的历史和现状；在各篇中不宜归类叙述的重要历史事件和
”

资料，则设《附录》，作专题记载。

五、《大事记》的上限起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采用编

L——年体和记事本末体记述r一一一
六、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未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

记》和各篇章内。
‘

七、历史纪年，1945年以前一律采用习惯纪年方式，括号夹注

公元纪年I民国以前纪年、月、El均用汉字。《大事记》纪年统_

用公元纪年排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口文中

‘，度量衡记法，1949年以前按当时通称记载．1949年后。用中国市

制或公制记述。 ．

、pX．、人物按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规定，生不立传。立传人

物以较著名的革命先烈和知名人士为主记载，也选择少数反动人物

1．
‘’

入传。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设《革命烈士英名录》，以昭
‘

r后人。 ÷j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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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县志

九、《甘南县志》各篇记载资料的详略．均取决于不同历史时

期史实的繁简。虽然对史料几经广征博采。或时人经闻、。口碑"信

证，但仍然有颇多遗漏难补。特别是民国初期文档材料甚微；日伪

时期资料大部分无稽可查，1945年至1949年期间。重要经济、政

治活动有所记载又残缺不全；“文革"期间，战备转移．档案又遭

销毁，致使志书难于达到史料完整的程度。

十、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和省、市、县档案，不足部分补充一

些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档案与口碑资料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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