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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里乾坤大，鉴中天地宽。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方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著述，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瑰宝，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编纂出版地方志我国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

建设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重要事业。

《理塘县志·续编》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地方志办

公室的业务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呕心沥血、勤奋笔耕和有关部

门通力合作，现已问世。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理塘县志·续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四、十五、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

为本，并以“补千年历史、续十五年辉煌、补前志之缺、创续志之新”为编纂思

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准确、详实地记述了理塘县

1991年至 200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重点反映了理塘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三农工作、两

基攻坚、扶贫开发等各个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对理塘县的民情风俗和宗

教文化进行了展示。我们认为该书资料详实、内容完整、体例得当、文风端正、

结构紧密、体裁新颖、表述准确、文字简洁、主线突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

貌，是我们了解县情，进行决策以及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建设必要的并带有权威性的文献资料，也是我们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县情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极好教材。

1991～2005年，是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理塘县委、理塘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按照各个时期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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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 15年。为及时记载

全县人民的丰功伟绩，县委、县政府决定对新编《理塘县志》进行续编，它必将

对理塘县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进步、民族团结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理塘县志·续编》是一部

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地方文献，它既具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

又将为各级党政领导施政和决策提供翔实可靠的科学依据，还将为科研单位、国

内外人士了解理塘、认识理塘、开发和振兴理塘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我们谨

代表中共理塘县委、理塘县人大常委会、理塘县人民政府、政协理塘县委员会、

理塘县人武部以及全县各族人民向全体编修人员以及关心、支持《理塘县志·续

编》编写工作的单位和各界志士仁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要求，全县各族干

部、职工要认真研读《理塘县志·续编》，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

成果”的热潮，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我们要用十五年辉煌的历史来团结人、

教育人、鼓舞人。

我们坚信，勤劳勇敢的理塘人民会在中共理塘县委、理塘县人民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光辉灿烂的崭新世纪里，鉴古知今、

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知难而上，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理塘而努力奋斗。

中共理塘县委书记 陈德贵

中共理塘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阿 冲

二○○九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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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横

断山脉中段，地处东经 99°19′～100°56′，北纬 28°57′～30°43′。东毗

雅江，南邻木里、稻城、乡城县，西接巴塘，北连白玉、新龙县。全县版图南北

最长 215公里，东西最宽 155公里，总幅员 14182平方公里。县政府驻地高城镇，

平均海拔 4014.178米，距州人民政府驻地康定 285公里，距四川省会成都 654公

里。县城地处平坦的理塘草坝，四周群山环抱、山峦起伏，是连接国道 318 线和

省道 217线的结合部,素有“西藏门户”、 “中华高城”、“雪域圣地”、“草原明珠”

之称，又是成都—康定—理塘—亚丁—香格里拉旅游大环线上的中心城市，是甘

孜州南部地区重要的物质中转地和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南部五县经济文化和

社会服务中心。自古以来，茶马互市、商贾云集、是甘孜州南部交通、商贸中心

（亦称康南贸易中心），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地理位置。2005年，全县辖 5个片区工

作委员会、24 个乡（镇），231 个村民委员会，282个村民小组。有藏族、汉族、

蒙古族、回族、纳西族、土家族、彝族、苗族、羌族 9 个民族，共有人口 50740

人，其中藏族 47918人，占总人口的 94%。

理塘因广袤无垠的毛垭草坝而得名。藏语称“勒通”，“勒”意为青铜，“通”

意为草坝、地势平坦；语意为平坦如铜镜似的草坝。境域隋属利豆，唐属吐蕃，

元属山西行省。元至元九年（1272 年）置李唐州，后设奔不儿亦失刚招讨使司；

元二十五年（1288年）设钱粮总管府。明置里塘宣抚司，后为扎兀东思麻千户所；

明末清初为固始汗属地；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设正副营官，属青海和硕特

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内附四川省；雍正七年（1729年）置里塘正副宣抚

司，属打箭炉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置理化县；宣统三年（1911年）奏准

置里化厅，辖稻坝（稻城）、定乡（乡城）、顺化（理塘）等县。土司制度始于元，

至清而兴。民国元年（1912年）设里化府，民国三年（1914年）置理化县。1950

年 5月 31日理化县解放，翌年 5月更名为理塘县。

解放前，由于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理塘丰富的自然资

源一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经济十分落实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解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