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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次全体委员会议期间有关提案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以“玛依河水利工程”、“个体私营

经济”、“三农问题”、“旅游环线”4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重点提案。

6月7日～8日，乡城县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培训，甘孜州委副书记、州纪委书

记毛云辉亲临授课，全县1 268名区科级（含享受待遇）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7月，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摄制组在乡城县拍摄电视纪录片《康藏入梦·文明印迹》。

8月12日～15日，政协甘孜州委员会主席洛松曲批率队，在乡城开展生态能源发展状况调查研

究。先后视察了曲堆电站、黑达电站、硕曲河电站，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乡城县水电开发工作的

情况汇报和县政协的工作汇报。

8月，由省总工会朱新华副主席率队的工作组到乡城检查指导工会工作，并召开南路5县工会工

作汇报会。

9月，全州党风廉政现场会在乡城县召开。甘孜州委副书记、州纪委书记毛云辉，州级相关部

门领导和全州18个县的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及财政局长参加现场会。

10月11日上午，川、滇两州四县（两州：甘孜州、迪庆州，四县：乡城县、香格里拉县、稻城

县、得荣县）第十三届护林防火联防会议在乡城召开，会议肯定了第十二届联防会议以来的工作，

签订了第十三届《两州四县护林防火联防协议》。

10月17日，政协甘孜州委员会副主席呷洛一行就乡城县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视

察了桑披寺、民居白藏房，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县政协起草并形成了《关于乡城民族文化

产业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

12月10日～12日，中共乡城县委召开九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调整确立了“树立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切实做好经营城市、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对外开放、民营经济、人才工程六篇文章，

大力培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能源三大支柱产业，努力构建大香格里拉经济强县”的发展思

路，制定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是年，乡城县委宣传部首次对32名县级机关副科级（实职）以上领导干部进行理论考试；在

“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暨首届中国甘孜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期间，乡城县委宣传部组织参加了外宣

品展销和“网上游甘孜”活动；全县“双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

作顺利通过省、州督导评估，同时，全面启动“两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攻坚工程；县统计

局获“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省级先进集体”称号，曹正烈获“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国家级先进个

人”称号；县建设国土资源局被四川省国土厅评为国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2005年

1月4日～7日，乡城县第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补选肖福荣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4月6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县城所在地桑披镇更名为香巴拉镇。

4月，乡城县洞松乡群众在卡心村移民搬迁规划区内进行垦荒过程中，挖掘出大量石棺和石

器。据考古专家鉴定，出土的石棺和石器系春秋战国时期文物。

5月，团县委组织全县青年干部职工植树造林1万余株。

6月，云南省迪庆州政协主席陈永生一行来乡城，开展以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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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活动。

7月1日～4日，州政协副主席柏承刚、副秘书长陈中华一行5人到乡城开展县卫生事业发展情

况、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

7月26日，装机4 000千瓦、总投资3 497万元的乡城县麻拉生态电站试运行发电。

7月，乡城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大楼竣工。总面积为3 870平方米，总投资476万元。

8月，乡城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乡城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9月24日～26日，经政协乡城县第九届委员会倡议，甘孜州南路6县政协首届“围绕中心、履行

职能”经验交流会在乡城县召开，6县政协主席和州政协副主席兰木加参加了经验交流会。

9月27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罗祚民在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怀林的陪同下，来

乡城县开展民族地区宣传思想工作调研。

10月，全县“双基”工作顺利通过省、州复查评估；甘孜州人民医院专家组来乡城，免费对乡

城和稻城274名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

12月21日，中共乡城县委召开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八届六次全会和州

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中共乡城县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

议（草案）》；审议《中共乡城九届县委常委会2005年工作报告》和《中共乡城县委2006年工作要

点》；安排部署2006年经济工作。

12月，乡城县召开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是年，乡城县委、县政府将2005年确定为经营城市年，实施旧城改造、“穿衣戴帽”、城市道

路改造等工程。成功引进彭山县强祥房地产开发公司、眉山静远房地产开发公司等5家城市经营商

来县投资开发，引资总额4 000万元，吸引民间资金1 260万元参与城市建设；启动房屋建设面积5万

平方米，建成住宅小区集资房80套，启动“安心工程”住房建设130套，建成县政府综合办公楼、

公安局大楼、粮食局大楼、休闲广场等；改造和新建街道共计3 980米，使县城内形成“两横五

纵”公路交通环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乡城县县直机关49个党支部，693名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一

批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12个乡镇机关党支部209名党员参加了第二批次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乡城县纪委、组织部、人事局组织开展县中学和县城小所需教师的考调工作，对

出题、制卷、考试、阅卷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县纪委研究制定《乡城县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

开实施方案》。县交通局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投资1 250万元，完成乡（城）香（格里拉）公路

乡城县城区至然乌温泉36千米景区柏油路路面摊铺建设任务。云南香格里拉县及四川得荣、雅江等

邻县教育工作组到乡城考察基础教育工作。在尼斯乡建立蔬菜种植点，搭建大棚14个，占地0.92公

顷，并成立马色村亩冲组妇女种植协会，建立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完成则鲁村“新三村”建设，

入户路硬化700米，改灶37户，建洗脸台43户。乡城县检察院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清理纠正超期羁

押先进集体；乡城县气象局被中国气象局授予“全国气象部门局务公开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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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乡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东邻稻城县，南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原

中甸县）接壤，西靠巴塘县和得荣县，北连理塘县。地跨东经99°22′～100°04′，北纬

28°34′～29°39′。县域在平面上呈近南北向带状分布，南北长120.7千米，东西宽68.6千米，

总面积5 016平方千米。县城距州府康定488千米，距省会成都860千米，距云南省香格里拉县222千

米，距昆明930千米。全县辖3个片区工委、1个镇、11个乡，有藏族、汉族、彝族、回族、羌族、

蒙古族、土族、白族8个民族。2005年，总户数有4 663户，总人口有2.76万人，其中藏族为2.6万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4.2%。县城所在地香巴拉镇（原桑披镇，2005年4月更名为香巴拉镇），海拔

2 865米。

乡城县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为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位于横断山脉中

北段，沙鲁里山系南端，地势由东北部向西南部逐渐降低。县境内最高点为北部的结略峰，海拔5 336

米，最低点为南部洞松乡仲达村附近的硕曲河谷，海拔2 480米。全县主要为高原高山峡谷地貌，

三条由北向南纵贯全境的主干河流硕曲河、玛依河、定曲河，将全县地貌分割为三谷四山六面坡。

定曲河以西及其上游、硕曲河以东和玛依河上游地区为山原地貌，约占总面积的68%，中部和南部

主要为高山峡谷地带，约占29%，平坝分布零散，仅占3%。境内有36座5 000米以上的高山雪峰。

“乡城”是藏语“卡称”的音译，意为佛珠。因境内的硕曲河把坐落在沿河两岸的白色村寨连在一

起，犹如一串佛珠，乡城由此而得名。

乡城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2005年4月，在洞松乡卡心村的移民搬迁建设过程中，发现并出

土了距今约2 500年的古石棺墓群遗址文物。出土文物显示，乡城县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以手

工业经济为主的具有等级差别的部族群落。后为白狼羌地。唐属吐蕃。元属吐蕃等路宣慰司。明属

朵甘都司地，明万历五年（1577）被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征服，明崇祯十二年（1639），受青海蒙古

族和硕特部控制。清雍正七年（1729）设理塘宣抚司，乡城受其管辖，光绪三十四年（1908）置定

乡县，隶属巴安府。民国二十八年（1939）属西康省管辖。1951年7月，更名为乡城县，1955年10

月至今，隶属四川省。

乡城属大陆性季风高原型气候，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和垂直变化，昼夜温差大，雨量

少而集中，干湿季分明，干燥度大等特点。县城位于硕曲河中游，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0.8℃。

概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