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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编委会

(1995．4—1996．8)

名誉主任：圃 代茂

主 任：杜根存

副主任：扎西热布旦

委 员：文继承罗尔旦 程明新 李世宁 才让道尔吉 梁旺俊安吉祥

固
第二届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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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l杨镇海l代茂

主 任：杜根存

副主任：扎西热布旦桑吉甲

委 员：文继承 罗尔旦 程明新 李世宁 才让道尔吉 梁旺俊 安吉祥

I卢桂兰I邵壹黄剑

第三届编委会

．(1998．5—2004．10)

名誉主任：南 考代 茂 扎西热布旦 安志英历逼雁网
主 任：杜根存

副主任：斗 绕安吉祥梁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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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保道尔吉邵壹马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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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来碌曲视察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碌曲尕海湖边撒宝

原甘肃省委书记孙英来碌魏视察畜

甘肃省省长陆浩来碌盐视察

甘肃省人大常委舍副主任嘉木

样．图丹却吉尼玛来碌衄视察

原甘肃省委书记柬照肃来碌曲视察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贡唐仓

丹贝旺旭为碌曲教育捐双

鲠甘肃省副省长洛桑灵智多杰

来碌曲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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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四大班子领导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动员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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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曲县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投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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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中心广场

十字街区

县城变电所

新建的滨河路

公用车站

宽阔整洁的主街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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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海湖风景

则岔瀑布

虎头峰

佛教圣地『郎木寺

人同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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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注射疆苗

卫生事业

防病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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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署教育工作

§电化教育

课同音乐惩动

志愿者来碌曲助教

贫困生攫受援助

名誉佼长为学生授课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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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晒大佛

固国

僧侣参加旅游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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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皇帝为西仓寺院所赠匾额

道捂尔石碑

明万历年同魏廷为西仓寺院所赠法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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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曲县人民政府县长才尕致开幕词

甘南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石为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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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文化局局长云丹龙珠发表评审意见

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赵翰豪在评审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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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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