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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琢7～．．志
《康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编 黄俊武 副主编 雍维铭

甘肃人民出版社



《康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文丕谟(1985．"--'1988年)

郝洪涛(1984年)

申 科(1983年)

副主任 蒲廷荣 管世杰谭培基

杨志奇黄俊武 ．‘

委 员 王守智 郭正成 赵松山

许永常李峰刘海东

《康县志》总编室人员

总编黄俊武

副总编 雍维铭

编 辑 李争楠 张肇础 鲜开广

荐笑舌李享纪李希杰杨康玲何晓玲
摄影黄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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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中共中央思书记胡握邦来康县视察



胡耀邦视察康县时挥笔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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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志劳编纂委员台成员台影

前排左起：黄俊武管世杰文丕谟都洪涛 蒲廷荣 谭培基杨志奇

后排左起，刘海东郭正成赵松山 王守智许永常

；
Ⅸ康县志》忌编室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张肇础 雍维铭黄傻武李争楠鲜开广

后排壶起：何晓玲 李享纪李希杰杨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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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镇(古白马关)

平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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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坝镇

长坝镇



两河镇

士击塔身f古苦禀毽1



北部地貌之一

北部地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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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山舒(古截关)

鲜开广摄

今存白马关东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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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坝核桃山

康县油桶树



康县多种经营试验站产品标本

康县木制品综合厂产品



康县制药厂产品

寺台酒厂生产的“陇南麦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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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木器厂制做的雕花油漆家具(1—2)

康县食品厂产品



公路穿过猫儿峡

平洛镇团庄龙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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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商业综合服务大楼

康县供镝社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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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8牟-同的县委办公楼

1975-4}-后的县委办公楼



1962--1983年问，相继为康县人民委员

会、康县革命委员会、康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1983年后的县人民政月于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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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第一中学

白云山公园一角



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台议康县委员会办公楼





清代咸丰二年建在迷规境对对山腰的威丰塔

马连山堡子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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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民间扇鼓

存藏在台云山公园的铜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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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秦剧团演出的古典泰居，：“柜中缘∞

康县文化馆收藏的本县出土陶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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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富

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部《康县志》编修告竣，这是康县文化建设

上的一大成就，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大喜事，可庆可贺!

康县境内人类生活斗争的历史悠久。这里资源丰富，气候温和，

宜农宜林，一宜牧宜副。劳苦大众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开

发建设，洒汗流血，其事迹可歌可泣。只因文化历来比较落后，．著述

极少，他们的历史功绩多未记载于书，长存于世，实为历史的缺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极高的热忱投身于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事业，

使长期贫穷落后的康县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尽管三十余载政治风云多变，道路崎岖坎坷，经济发展有起

有伏，甚至蒙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

发展还是不断前进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康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

人民安居乐业，改革春风浩荡，呈现一派升平景象。这正是修志的大

好时机o

“盛世修志"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 “志载盛世"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历史责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鉴往知来，

服务当代，启迪后世，将康县人民古往今来的斗争史迹和壮举载入史

册，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县志。从1983年4月

中旬开始工作以来，由县委领导，政府主持，在人大，政协和社会各

界大力支持下，县志编纂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特别应该称誉的是，编

F



纂办公室全体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奔走四方，问故访今，披阅摘抄，广征博采，以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和对人民事业无限负责的精神，呕心沥血，刻苦努力，从书

稿体例篇目的设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初稿的编写到系统的总纂，五

度寒暑，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定稿工作。

全书溯古通端，依时为序，纵贯历史，横陈百科；体例完备，门

目齐全；不泥古因循，富于创新；叙事言物，忠于史实，记述人物，

善恶并著，其最大特点是突出了康县的历史特点、自然特点和经济特

点，堪称“一县之全史”，“一方古今之总览，，。它必将对振兴康县

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一部志书在手，可挈康县千古历史于眼底，实为我县各级领导襁

广大干部职工必捧之卷，必读之书。

中共康县委员会书记刘守业

康县人民政府县长 文丕谟

％％IⅧll§《≈#，，



凡 1歹U

一、本志记事力求统合古今，上下贯通。因本县建县前除南北朝

耐曾先后属修城等郡百余年外，余皆属武都郡(或州、县)所辖，故

大事记从设武都郡起记述，历史沿革从夏代开始记述，其余根据史料

情况，多从该事物在本县境的发端记起。上限不等，下限基本断止

1985年底。

二、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谋篇析章，层次结构

基本为编、章、节三层，部分节下设目。横排纵述，一贯到底，不划

时段。

三、志书体例为史志合一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照

片多种体载并用，以志为主，图、表及黑白照片附于相关文字处。彩

色和部分黑白照片设专页分组附于相关内容的编、章之前。志书文体

为语体文，记述体。

四、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历史年

号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古地名首次出现时于其后括号内注明今地

名。

五，数字用法，遵循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国家语

委等七部门发出的联合通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其它行文按甘肃省志编委会制订的《关于县志行文规定的!通知》执

行。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选择记

述了本县境内从公元前111年军_1985年间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大事、



要事和新事，作为了解全志内容之纲领。

七、因康县于1949年12月7日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

月余，故志书中“解放前"或“解放后"之称，是以1949年12月7日

为分界。

八、人物部分分别以人物传、简介、表记入，并以出生时间先后

为序排列。在基本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的基础上，个别年事已高、．

政绩突出、影响深广，且已离退休的老干部也酌情立传。

九，书中所用古、近、现代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和

各种旧地方志；有关当代的资料多从档案和社会调查获得，其经济数

字均为各部门提供，多出不一者，以县统计局的为准。为节省篇幅，

书中未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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