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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人民致力于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带入2 1世

纪，迎接中华民族全面腾飞的伟大时代之际，果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志书一《果洛藏族自治州志》，在中共果洛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和

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广大编纂工作者历时六载的辛勤耕

耘，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果洛州志》作为果洛州情的重要载体，

是一部包含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百科全书，具有为政存绩，为史立

鉴，服务当代，惠及千秋的深远意义。它的问世，标志着果洛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最为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顺利完成，是全州各族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果洛，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资源富

集、藏民族聚居的自治州。自隋、唐以来，繁衍生息在这块古老土地

上的藏族人民，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开拓，在同民族压迫制度的抗争

中奋进，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用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创造了

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解放后，这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实现了果洛历史上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此，文明的脚步履平了千百

年的荒芜与贫困，万里高原百废俱兴，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果洛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果洛各族儿女艰苦奋斗，团结拼

搏，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非凡业绩，呈现出一派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果洛州志》作为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资料性的地情著述，紧扣地

区发展的脉络，着重反映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果洛建州以来各方面的

发展变化，通过追寻地区历史发展轨迹，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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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有果洛的振兴和繁荣。它将激

励全州各族人民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现

代化建设事业，阔步迈向新世纪。

果洛是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这里景色壮丽，风物独特。这里是

万里黄河的发源地，绿色草原一望无际，群群牛羊如祥云飘逸，星罗

棋布的湖泊如宝石镶嵌；这里有冰峰雄峙、巍峨壮观的阿尼玛卿雪

山，有神秘瑰丽、湖光山色的年宝叶什则山，瀚海般的原始森林，林深

木秀，其间有无数的珍禽异兽栖息繁衍⋯⋯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令

世人关注和向往。果洛也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在其七万多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有五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场资源，有几百亿元潜在工业价值

的矿产资源，有蕴藏量丰富的水能资源，也有种类繁多、稀有名贵的

动植物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将成为果洛未来发展的巨大

潜力，等待着有识之士去投资、开发。如果说果洛在世人眼里还是一

个神秘的“不毛之地’’，人们对果洛的一切还知之甚少的话，那么《果

洛州志》通过系统介绍果洛的历史沿革、．山川风貌、物产资源、文化风

尚和建设成就，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把一个美丽富饶、开放进取

的果洛展现在世人面前，使省内外、国内外的读者进一步认识果洛、

了解果洛，进而参与果洛的开发建设。．1+1． ，

果洛是一个初步走向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

响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起点低，条件差，和其他地区相比；今后改革和

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任务还相当艰巨。在过去四十多年现代化建

设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j《果洛州志》

在记述改革和建设业绩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把符合时

代要求与修志结合起来，全面、客观、准确、翔实地记述了各个时期工

作的成绩与缺点、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i为我们识史察今，鉴往知

来，进一步研究果洛的历史和现状，深化对州情的认识，提供了大量

的基础性资料和历史借鉴。它将使我们经常对照历史，正确把握现

在，在制定规划、基本建设、资源开发、招商引资、防灾减害等方面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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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学决策，避免挫折和失误，引导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

展。同时，《果洛州志》作为一部资政育人、荫及后代的难得教材，对

我们开展国情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

中记述的丰富史料及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果洛各族人民，

更加热爱果洛，建设果洛，振兴果洛。

《果洛州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

性融为一体，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果洛自然、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

展，以系统的历史时序感和全面的历史活动感，突出了浓郁的民族特

色和显明的地方特色。整个方志虽文出多人，稿经数易，但广征博

来，去芜存精，终得集合众长，积数载之功，竟初创之业，为果洛业已

辉煌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中共果洛州委书记’矿_筘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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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前’’、“建政后”系指。1954年1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区成立之前
或之后。

九、《果洛州志》在取材-9编辑手法上，立足全州总揽六县，对县

志所记述的内容不再收入，对县志未记述的内容则作详细记述，力求

展现果洛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0

十、《果洛州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在果洛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为主，均以卒年为序排列，入志人物以“因事系人"，

记入各有关章节。

十一、《果洛州志》收入的地图，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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