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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1991年～2005年乡城县档案馆档案抢救情况表

年份 抢救卷数（卷） 抢救件数（件） 抢救字数（字）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4

6

11

7

21

19

18

17

92

21

21

6

21

6

5

—

—

—

—

—

—

—

—

—

205

210

200

200

200

200

325000

558000

706400

386600

427700

416100

323500

351700

465000

104400

192400

—

—

—

—

三、档案业务指导

根据《关于开展机关档案工作达标升级工作的实施意见》（甘档发〔1989〕第27号）、《关于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档案管理达标上等级活动实施意见》（甘档发〔1990〕第15号）等文件精

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档案管理工作达标升级工作。截至2005年，全县共有2个单位达到了省一

级标准，2个单位达到了省二级标准，11个单位达到了省三级标准。

第二节　地方志

一、机构

遵照国务院〔1979〕第305号文件和省、州有关指示精神，1984年4月，成立乡城县地名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1984年12月，根据《关于四川省编委、省财政厅、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编制

和经费问题的通知》（川志发〔1984〕第8号）和乡府发〔1984〕第53号文件，成立乡城县地方志

办公室（正科级事业单位）。乡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与乡城县地名办公室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1998年，乡城县地名办公室划归乡城县民政局。根据乡府办发〔1997〕第36号文件精神，县

志办事业编制为5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1名。按照甘人公〔2002〕第07号文件要求，乡城县

志办职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2005年，乡城县志办有干部职工4人。1984年～2005年，县志

办历任主任为谭永辉、赵一新、蒋亚林、夏格达洼、阿嘎佐、欧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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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纂工作

（一）《乡城县地名录》编撰

1984年4月，为全面开展地名普查工作，乡城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副县长傅显江为组长的地名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谭永辉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先后调入地名办的工作人员有丹巴降称、彭先

凯、周雄海、袁圣发、胡朝龙、祝志祥、刘渝、陈延孝、王云杰等同志。于1984年4月～10月，对

乡城县501条地名进行普查核实，纠正错音、错字、错位的94条，从图上删去不复存在的25条，新

增加地名86条，经州、县批准更名的9条。最后经核定上成果表的地名共有562条，其中行政区划和

自然村225条，企事业单位11条，自然地理实体204条，牧场、牧点（主要指冬春季放牧点）90条，

人工建筑及园林名胜23条，其他地名9条。为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满

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要和群众要求，《乡城县地名录》于1987年10月正式编制出版。

（二）县志编修

1989年，乡城县召开首次县志工作会议，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文秘人员及区乡主要负责人

共89人出席会议。布置了部门志资料编写任务，确定编写小组25个，县志办提交了县志编目初稿。

随后县志办对部门志及资料给予了编写辅导、检查，使编写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同时，县志办业务

人员着手史籍资料的摘录工作和在县境内查找资料工作。

1991年初，县委、县政府调整了县志编纂委员会人员，同年6月4日，召开县级机关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部门修志工作，要求各单位于1992年底前完成此项任务。本县民主

改革前的资料奇缺，民国时期时而失治，时而复治，档案极少，县志办自身人员不足，抽不出人员

去省、州有关部门查阅资料，也就无法为各单位提供资料，加之许多部门的编写人员都是在岗不脱

产，影响了部门志的编写进程。到1993年底，完成部门志资料的只占28%。

1995年3月，县委、县政府要求在年内一定要完成县志初稿的脱稿送审工作，并借调3人到县志

办工作。4月，县志办派出2人到康定、成都查阅资料，其余人员着手编写县志第一稿。同年10月，

完成县志初稿，县委、县政府又重新调整充实了县志编纂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县志评审领导小组。

评审领导小组先后召开6次评审会，对《乡城县志》第一稿进行了逐篇、逐章、逐节的评议审查，

提出修改意见后交修改小组修改。稿件再由县志办定稿后，提交县志编纂委员会审查。11月初，县

政府拨出《乡城县志》专款。 1996年1月，完成了《乡城县志》的送审稿打印装订工作并送州志办

审查。7月9日，《乡城县志》通过州地方志编纂审查小组审查验收，经州政府研究同意，《乡城县

志》交付印刷出版。1997年3月，《乡城县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发行。该志为乡城县有史以来第

一部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新方志，1998年，荣获四川省第八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5年3月，按照四川省第七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和甘孜州第二轮续修志工作会议精神，乡城县

地方志办公室全面启动了《乡城县志（1991年～2005年）》的续修工作。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

于同年10月31日，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作出调整充实，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欧阳东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具体成员是：

特邀顾问　肖福荣　杨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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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范文华

副主任　谭智泉　刘　宾　谢　均　欧阳东

成　员　胡德凯　任智勇　洛绒一西　赵启明　胡　明　罗文良　巴登尼玛

　　　　邓　珠　何述斌　郦　勇　孙向革　阿布仁巴　中　则　周雄飞

　　　　丁红英　林　兰　谭　萌　日然尼玛　唐康良　唐金贵　曾维勇

　　　　格绒占争　纳如丁真　洛绒丹巴　李红春　洛绒尼玛　多　吉

　　　　泽仁多吉　洛绒更登　四郎尼玛　批龚丁真　曲　扎　阿　金

　　　　加草扎扎　四郎泽仁

（三）年鉴编纂

鉴于《乡城县志》下限时间至1990年，而1990年以后时期，正是乡城县抓住机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为此，紧接《乡城县志》下限时间，乡城县志办于1996年11

月，开展了年鉴编写工作。经过努力，1997年4月，《乡城年鉴（1991～1995卷）》总纂脱稿，经

《乡城年鉴》编纂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评审小组初审，由州文化局审查批准，于同年5月出版发

行。

1998年初，搜集编纂了《乡城年鉴（1996～1997卷）》，7月15日，完成总纂任务，经年鉴评

审小组分篇目分任务认真初审，于8月11日，完成审稿并经县志编纂委员会正式定稿，交甘孜州新

闻出版局审核。9月，《乡城年鉴（1996～1997卷）》出版。

2000年，县志办开始搜集编纂了《乡城年鉴（1998～1999卷）》，2001年7月，完成该年鉴的

编纂任务，并提交年鉴评审小组通过，于2002年3月出版。

2003年，收集编纂审定出版了《乡城年鉴（2000～2001卷）》。

三、地情资料编辑

围绕全县旅游业的发展，1999年，编辑出版了《乡城县旅游指南》和编纂完成了VCD光碟《巴

姆颂》中的雪域佛光的解说词，搜集编写了《巴姆山的传说》。2002年，编辑出版了《香巴拉旅

游》，同时在“巴姆山节”前后接待旅行社、出版社、图片社以及摄影家协会的记者40余人次，向

他们介绍了乡城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乡城县经济和社会事业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向外界广泛

宣传乡城。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地方志办公室充分发挥了地情资料的优势和“资治、存史、教化”的

功能，为各级各部门和上级领导提供县志、年鉴以及地情资料3 000余册（本），为乡城县三个文

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重要奖项

2000年，县志办荣获“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2001年，县志办荣获“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年鉴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04年，县志办荣获“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年鉴工作先进单位”及“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地情信息

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  285 ·

◎ 第七篇　民族　社会风土

乡城县境属藏族聚居区。2005年，全县共有藏、汉、彝、回、羌、蒙古、土家、白8个民族27 862

人，其中藏族26 392人，占总人口的94.72%，汉族1 446人，占总人口的5.19%，彝族10人，回族4

人，羌族4人，蒙古族3人，土家族2人，白族1人。

第一节　藏　族

乡城藏族以本地土著人为主，“公元658年，吐蕃出动12万人马出击白兰，南线深入到康南及

滇西北”。乡城沦于吐蕃，吐蕃移民亦迁徙来此，促成土著人和吐蕃的融合。1252年，蒙古族以兀

良合台为先锋的西路大军征服南诏，途经乡城，留驻部分兵马，其中少数人在乡城安家落户，与当

地藏族相融合。1554年至1640年，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占领乡城，移来大批纳西族人开垦种植。1640

年，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南下打败木氏土司，部分纳西族人逃回云南，部分留在乡

城同藏族一起生活，经过明清两代，乡城的纳西族与藏族逐渐融合。1950年，甘孜藏区解放后，从

内地和外县到乡城工作、学习的其他民族逐步增多，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相互通婚的

现象普遍。

乡城藏族语言属康区藏语，又自成一系，其文字系藏文。

第二节　汉　族

1905年底，赵尔丰率边军进入乡城，第二年平定了乡城桑披岭寺，有少数驻军在此安家。同时

从四川内地招引农民来乡城进行屯垦，这是汉族首次进入乡城定居。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札发乡城委员垦费银一万两”、“内地资遣垦夫……制农具，造垦房，购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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