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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剑城遗址

全剑城遗址出土的钱币

19弱年香子城遗址出

土的铁锅。

齐家文化型遗址马家堡，扬台村出土的石凿

石锛等。

香子城遗迹 1975年金剑域遗址

出土的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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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田问管理

车鱼望要

康家坪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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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蕨菜、蚕豆出口产品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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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竞和豉县第三次代表走会(19骑车4月嬲日'

和政县第一届人民代表走会第一次套议(1954年7片勰日)



和政县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郭栋(1984·2——1985·12)

马海林(1985·12——1989·12)
t沙仲才(1991·8_)

副主任：石宗源(1984·2——1985·3)

刘佩(1984·2——1986·12)

．杨春昌(1985·12——1991·9)

姚奉平(1984·2叫
宋有良(1985·12_)
田亚平(1991·8叫 。

尹 华(1991·8_)
方登科(1991·8-)

委员：马希曾、汪益宝、马希援、包登科、马得清、
’

乔文、王．敦、乔玉宝、I张仲华l

《和政县志》编辑部组成人员

总编辑：．方登科

副总编辑：乔文、邵敏、柳华麓、马秉华、孙玉珠。

工作人员：宗万明、祁建荣，董青山、宁效贤、

，董玉、康万福、姚占林、张永成，

董国璋、董延森、陈昌元、邵瑞英。

摄 影：朱生虎、方登科、芦仲云、柳华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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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县地处黄河上游，是西北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的交汇地带。早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设县，初为金剑、后改宁河、今称和政。县境内多

处发现原始社会人类活动的半山、齐家、寺洼等文化遗迹，证明4000年前

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今天这儿居住着15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一个以

汉、回、东乡三个民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

建设逐年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向着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道路迈进。

和政，是我工作过八个年头的地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

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政县志》的编写是我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开始

的。1984年春成立和政县志编纂委员会，拟定编修方案，抽调专门力量，

从事新县志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1986年又成立县志编辑部，在

省、州地方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县志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县政协副主

席方登科为总编，与编委会成员和参加编写的全体同志一道，废寝忘食，广

征博采，经过六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和政县志》的编写、审稿、定稿

工作，与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见面了。这是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新

型地方志。

这部地方志，反映了和政县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与自然的真实面貌。

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为我们共产党提出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项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后世的

千秋大业。

这部地方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的真实面f

貌编写历史，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记述事物，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立足当

代，重点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同时，还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坚持马

列主义的民族观，遵守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共同繁荣的原则。

在编写体裁上，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等体，以志为主，分别

运用。篇目设置从现代社会分工和志书编写的特点出发，突出和政地方特点

和时代风貌。大事记，贯通古今，以今为主，按时间顺序，记述和政县历史

上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界的重大事件。所有这些，都是



认识和政、建设和政的珍贵资料．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我殷切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和在和政土地上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全体同志，以古为镜，总结经验，艰苦奋斗，振兴经济，繁荣文化，在和

政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这部县志的序言，我们共同的意见，邀请中国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

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和政籍牙含章

同志撰写，他也答应这个请求．牙含章同志看阅《和政县志》修改稿，并来

信一再肯定这部县志。是下了功夫的，是为和政人民办了一件大事”。不幸的

是牙含章同志尚未给《和政县志》着手写序就因病离开人世。在此我们表示

沉痛哀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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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栋

1990年1月



新修《和政县志》题记

和政，小县也，修志，大事也。而和政县诸同志措置得宜，早观厥成j

其绩懋哉!民国十八年分县设治，时普修地方志，经官绅并力，于民国十九

年纂成《和政县志》八卷。赍送甘肃省通志馆之清抄本，曾由马敬堂先生寄

余校字。此和政县第一部县志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敬堂先生任甘

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又加增补，成《和政县志稿》上下二册，并由和政籍

馆员陈隽臣先生手抄成帙。1957年春，余至和政，马先生以稿相示．窃以

《志稿、纪事门、灾异》未记地震，商请补充，先生慨允，不意是年即归道

山。此稿交我携至兰州，尚得保存。近年全国又普修地方志，规模宏大，用

．力空前，体例求新，详今略古。经和政县志编辑部全体同志努力，在和政县

党政领导及省，州地方志编委指导下，与全县各部门共同撰写，又经反复修

改，历时五年，三易其稿，草创完成。我复有幸得见部分原稿，许参末议，

不辞固陋，辄抒己见。今此稿将送临夏州审阅核定。编志同志嘱作题记，‘因

述经过，以识与《和政县志》之因缘，并见和政县重视编修地方志，撰写之

勤且速若此，从事诸同志之劳可称也。
’

公元1990年1月8日临夏张思温谨识

侈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载和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取事地域范围以现行甘肃省和政县行政区为准，历史地理沿革

之记载则有例外。在记述早期建置沿革时文中出现的。和政。，是指今日和政

县地域范围，并非当时有。和政”之称。

三、本志非续志，故力求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底。

四、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30章，章下有节、目。

五、本志以志为主，辅以传，表、图、录和照片；文体为语体文，

记述体。

六、人物一章分传略，简介、名表三部分，遵守“生不立传”的通例。立

传人物均为和政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士，以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在

世名人及部分较有影响的已故人士，列入简介．传略中英烈置前，余不区别

人物类别，以生年为序排列。

七、数字用法，遵循1986年12月3l El《人民日报》登载的国家《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的历史年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公历月、日以阿拉伯

数字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中简称共和国前后。。解放前”，“解放

后”是指1949年8月21日和政解放的前或后。

九、本志所用数据，均由和政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则由有关部门

和单位提供。广河、康乐两县并人和政县时期的统计数字，凡不加注明者，

均不含广河、康乐二县的数字。

十、计量单位，建国后的统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各个朝代的计量单位均以当时使用的单位记载。建

国后的货币计量，统以1953年发行的新人民币单位表示。

十一、本志注释，均采用文中加括号注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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