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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泽县志》复审

复 审临泽县人民政府

复审小组组长杨友让

复审小组副组长翁世泽
。

复审小组成员陈生蕃唐培仙杨志宣马兴骐马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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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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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纯何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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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修《临泽县志》面世了。这是临泽县文化建设J的一项重要成果，值

得欣慰。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各地留给今人的志书，

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临泽历史悠久，但自汉代置县，历三国、两晋，

沿至北魏并于永平，迄清乾隆十五年分置抚彝分府，其间1800年，鲜

有此举。直至20世纪；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

要》，要求省、市、县修方志，临泽遂有县志局之设，终在1941年纂成

《创修临泽县志》一部。1984年1月，临泽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

《关于重视编修临泽县县志的决议》，次年组建修志机构，投入纂修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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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的《临泽县志》正是在改革

开放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形势下纂修的。它以翔实的史料，

全面展现了临泽县自汉迄今两千余年的灿烂历史，特别是从各方面展

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1990年这不平凡的41年中，临泽人民不

屈不挠、卓绝奋进的历史画卷。足以使人们从不同视角领略前人创业之

艰辛，激发、坚定人们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自强不息的自豪感和自信

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现实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

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临泽，是无数代英雄

儿女含辛茹苦奋斗的硕果，是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积累。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认识现实的临泽，而且需要认识

历史的临泽，倡先辈之精神，扬先辈之美德，在继承、借鉴历史经验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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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三

基础上，求发展之坦途，辟振兴之蹊径。

由于诸多方面的客观因素，临泽县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存世的

史料极其匮乏，《临泽县志》的编修经历了十多个春秋。自临泽县人民

代表大会作出编修临泽县志的决议后，中共临泽县委、临泽县人大常委

会、临泽县人民政府、政协临泽县委员会历届领导，为精心组织县志的

编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全县各部门、单位及社会各阶层对此项工作给

予了热情支持。承担编修任务的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与《临

泽县志》共存同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临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政协

临泽县委员会主席、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李文秀同志，为完成县志的编

修，精心组织，着力协调，十年如一日；原’县志办公室主任马丰林同志

为资料的挖掘、初稿的撰写作出了较大的奉献；担任县志顾问的10多

名老同志为修志出谋献策，斟酌字句，发挥了琢玉点金的作用。在《临

泽县志》的编修过程中，始终得到省、地主管领导及方志界领导、专家、

学者及全区兄弟县、市修志同仁的热情关怀、指导和帮助；诸多曾在临

泽工作过的老领导，临泽籍在外工作的志士仁人，以各种方式支持、关

心我们的修志工作；甘肃省档案馆、图书馆，张掖地区档案馆，酒泉地

区档案馆以及临泽县档案馆为初稿撰写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

料。在此，我们谨向这些个人和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修志贵在用志，．愿《临泽县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临泽县委书记张育忠

l|缶泽县人民政府县长 贾登龙

199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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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他们的一部分骨灰撒在

河西走廊，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河西人民的殷切

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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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志编委会￡任贸登龙主持编委会议．审议县志终市^

▲《临泽县志》部分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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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反映临泽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作。门类齐全，略

≯ 古详今，重在当代。以“资政、教化、存史"为目的。

二、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卷首为“序’’，志首为“概述"，“大事记”置于

“概述’’后。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除涉及历史变迁的有关内容外，均以现行政区为

限。

四、本志记事，上限为各类事物之始，下限迄1990年底。有些事类为全始末，

下限适当延伸。 ， t

五、本志以图、述、志、表、传、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书前附若干照片，各

编亦随文适当设置。

六、本志记述文字中必要的注释缀于页末。
·1 o



凡 例

七、时间表述，1949年以前，以历史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

1日起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官职等均为当时的称谓。

八、本志计量单位的使用：一般为资料年代的通用计量单位，1949年10月1

日起使用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使用的货币单位：历代为当时通用的货币单位；1949年10月1日起

使用人民币单位。

十、本志出现的历史人名、地名和引文中不宜简化的字，均保留繁体。

十一、本志采用的数据，原则上以档案和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

十二、本志“人物编”设传、简介、表录三种形式，坚持。生不立传一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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