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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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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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17.7℃，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9℃，年积温3 595.1℃。极端最高气温为

32.3℃（1998年6月15日），极端最低气温为-11℃（1999年1月3日）。年均降水量501毫米，多集

中于6月～9月，年均蒸发量2 178毫米；光热资源丰富，年均日照为2 137小时，年均无霜期147天。

2005年，全县有耕地2 333公顷，主要分布于海拔2 500～3 400米的河谷阶地内，小麦、青稞、

大麦生长良好，单产量高。此外还有玉米、荞麦、马铃薯、圆根、油菜等农作物。经济林木有苹

果、梨子、水蜜桃、李子、杏子、樱桃、柿子、石榴、葡萄、核桃、板栗、花椒等。

乡城动植物种类繁多。林业用地299 881.9公顷，有杉树、松树、柏树、桦树、杨树等树种，

活立木总蓄积2 007.60万立方米。草地面积178 663公顷，珍稀濒危植物有金铁锁、长苞冷杉、海菜

花、延龄草等。名贵药材有虫草、贝母、黄芪、秦艽、雪莲花、红景天、雪山一枝蒿等。松茸和野

生食用菌产量大，质量好，境内12个乡（镇）均有分布，年产松茸400吨左右。乡城以松茸为龙头

的土特产品远销国内外，素有“中国松茸之乡”的称誉。属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54种，其中：一、

二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云豹、雪豹、白唇鹿、黑颈鹤、金雕、玉带雕、水獭、猞猁、石貂、棕

熊、黑熊、豺、牛羚、猕猴、藏酋猴、小熊猫、林麝、马麝等53种。常见鸟类有野鸽、鹦鹉、秃

鹫、藏马鸡、松鸡、乌鸦、大杜鹃、小云雀、画眉等数十种。野生鱼类有裂腹鱼、土鱼、裸鱼等。

乡城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的有锡、锌、钨、铝、锑、蛋白石、硫等矿源41处。

乡城水域面积达2 780公顷，境内河流水系发达，主要有硕曲河、玛依河、定曲河形成的三大流

域，由北向南经得荣县境（其中硕曲河部分河段流经云南香格里拉县境）汇合后流入金沙江。县境内

有一级支流21条，有大小不等的高原湖泊（海子）44个，有天然温泉11处。年水总流量22 926.75万立

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6.66万千瓦，可开发利用80.12万千瓦。

1991年以来，全县经济持续发展。“八五”、“九五”期间，全县人民紧紧围绕“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实施扶贫攻

坚战略，狠抓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制定和实施了“1135”发展战略：

即强化一个基础（大农业），突出一个重点（资源开发），加速三个发展（林果业、畜牧业、矿

产业），建立健全五大体系（农业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商品生产基础建设体系、科技支撑体系、

加工服务体系、市场流通体系）。“十五”期间，在重新吃透县情的基础上，提出了“163”发展

战略：即构建一个目标（大香格里拉经济强县的目标），做好六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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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三大支柱产业（生态农业、生态能

源、生态旅游三大支柱产业）。通过15年的艰苦努力，全县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200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3 479万元，比1991年的2 716万元，增长

396%；一、二、三产业比由1991年的42∶24∶34，调整为2005年的23∶23∶54。其中，农业总产

值6 781万元，比1991年的1 735万元增加了5 046万元，增长291%；工业总产值1 660万元，比1991

年的542万元增加了1 118万元，增长206%。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50万元，比1991年的167万元

增加了183万元，增长110%。粮食总产量因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而略有下降，达

到8 804吨，比1991年的9109吨降低了305吨，减少3%。年末牲畜存栏数119 103头（只、匹），比

1991年的101 099头（只、匹）增加了18 004头（只、匹），增长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 312万

元，比1991年的1 128万元增加了1 184万元，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 778万元，比1991年



·  3 ·

◎ 概　述

的390万元增加了16 388万元，增长4 202%。

农牧业处于全县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2005年，有耕地面积2 333公顷，其中：一年一熟地1 324

公顷，两年三熟地671公顷，一年两熟地338公顷。耕地占全县总面积的0.5%。全县牧业用地

189 860公顷，占总面积的37.85%。15年间，县委、县政府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经济工作的首

位，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按照“农业增产、农牧民增收、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依靠

科技兴农，加强农业综合开发，狠抓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开展农牧区扶贫越温工作。全县12

个乡（镇）均建立了农牧综合站，有农技、农经、畜牧专业技术人员64人。通过农业产业结构和生

产方式的调整，全县粮食单产由1991年的205千克，提高到2005年的227千克。畜牧业生产得到较快

发展，先后实施了网围栏建设11 137公顷，“人、草、畜”三配套住房建设6 900平方米、牲畜棚圈

建设4 500平方米，人工草地建设134公顷，组织实施“燎原计划”，大力推广“草、病、改、管”

等实用技术，加强对草场病虫害和动物疫情的防治，提高牧场的产草量和载畜量，畜牧业产值由

1991年的714万元，提高到2005年的1 794万元。

扶贫攻坚成效显著，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94年乡城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后，制定并认真

组织实施了《乡城县扶贫攻坚计划》，对全县1 260户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建卡户进行了重

点扶持。截至1999年底，90.7%的贫困户越过了温饱线，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

“十五”期间，乡城县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各项投入资金达3 700万元。免征了农业税，

兑付粮食直补资金37.89万元，兑现退耕还林补助粮7 063.2吨，农牧民人均占有粮食365千克。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由1991年的296元增加到2005年的1 285元，增加989元，增长334％。

生态建设步伐加快。实施封山育林1.18万公顷、人工造林0.33万公顷、飞播造林11.25万公顷、

退一还二荒山造林0.12万公顷、退耕还林0.2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8.1%，24.5万公顷森林得

到有效管护。

教育事业明显改观。2005年，全县有学校33所，其中：县中学1所，城区完小1所，乡中心完小

11所，村小19所，县幼儿园1所。全县有教职工363人。全县中小学在校生4 063人，其中，初中生

843人，小学生3 220人；中小学在校寄宿制学生2 540人。幼儿园和学前班189人。1991年，全县消

除了中小学危房，1994年，全县“双基”工作顺利通过省、州督导评估，1995年，率先在四川省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六年义务教育和实验教学的同步普及，1999年10月，全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2004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通过省、州督导评估。

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1991年，乡城县有县级医疗单位4个，区乡中心卫生院3个，乡卫生

院8个，村医疗站1个，医务室2个，开设病床数145张，实际使用床位50张。2005年，乡城县有县级

医疗单位6个，区乡中心卫生院3个，乡卫生院8个，村医疗站30个，医务室2所，个体诊所1所，开

设病床数150张，实际使用床位85张。1991年，从事卫生工作的人数为 102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86人（中级职称3人，中级以下职称83人）。到2005年，从事卫生工作的人数为169人，其中：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146人，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为67人，副主任医师7人，中级职称19人。1997年，

县人民医院被纳入1/3重点县建设项目，投资170余万元，从县政府新综合楼处搬迁至老县委住址。

1999年，乡城藏医院成功研制出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甘露治肝胶囊”1、2号和滋阴补肾药“康巴雄

丸”。1999年12月，县人民医院创“二级乙等医院”达标。2000年，县妇幼保健院创“一级乙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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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院”达标。2004年10月，热打乡卫生院创“一级甲等卫生院”达标。2004年11月，康南（乡城）

中心血库获四川省卫生厅颁发的《中心血库采供血许可证》，中心血库的建立，为广大献血、输血

者提供了安全保障。

交通、广电、邮电、金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县境内有公路里程835千米，其中：省道152

千米，县道100千米，区乡道64.8千米，村道518.2千米，与1991年前的411.6千米相比，增加了423.4千

米。到2005年，全县51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130个村民小组中的124个实现了初步通车。有线

电视节目从1套发展至多套：1993年9月，开播6套电视节目，结束了乡城县只能接收1套电视节目的

历史，实现了电视节目传输从无线到有线、从单一节目到多套节目的转变，首期用户300余户，2002

年，传输节目套数增加到30套，用户达1 000余户，2005年，光缆通信从无到有，实现州、县节目互

转，转播了《甘孜新闻》节目。1998年11月，顺利开通光缆通信，电话号码由原来的5位升至7位，

进出电路增至32条，实现了全国直拨。2005年，建成桑堆至乡城县城，县城至得荣，县城至黑达新

村，正斗至定波共计205千米的光缆传输线路。在白依乡、然乌乡安装了卫星电话，实现全县乡乡通

电话、手机和小灵通。乡城金融业持续发展，储蓄存款余额由1991年的1 187万元，发展到2005年的

13 062万元，增长了10倍，贷款余额由1991年的54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9 282万元，增长了16倍。

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稳步发展，1991年，乡镇个体私营企业593户，从业人员603人，企业总产值371万

元，经营收入350万元，利税总额39万元。截至2005年，全县民营经济中，个体工商户282户，注册资

本289万元，从业人员402人，临时经营户105户，私营企业14户，注册资本2 777万元，民营经济总产

值6 889万元，增加值3 719万元，营业收入5 218万元，利税总额436万元。形成了一批以野生食用菌生

产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有3家企业获得出口经营权，已具备完成深加工订单的能力。

经营城市工作迅速推进。通过招商、拍卖、挂牌、土地置换等多种形式，共筹集经营城市资本

626.9万元。对沿街13个部门的15幢房屋进行了重建、10个部门的13幢房屋进行了“穿衣戴帽”。截

至2005年底，旧城改造完成房屋拆迁3.3万平方米，总投资达7 000余万元。投资1 200万元新建了居民

住宅小区、县政府办公楼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引资4 000万元建设了160套干部安心工程住房

和香巴拉休闲广场。投资1 180万元实施了城市街道“亮化”工程，改造了城区路长0.97千米的过境公

路，完成了巴姆路、墨学街、桑披寺街、金珠路、德西街、硕曲河街共计2.2千米的水泥路路面改造

任务，县城“两横五纵”的城市框架已初步形成，全县城镇化水平达18％。

改革促进了乡城发展，开放振兴了乡城经济，拼搏改变了乡城旧貌，创新换上了乡城新颜。在

“康巴江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有众多资源吸引人们去开发，有众多项目等待人们去择投，有众

多名胜古迹吸引人们去观赏，有众多天然食品诱惑人们去品尝。坚信乡城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沿着党的十七大所指引的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拼搏，攻坚破难，就

一定会赢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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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区　域

乡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属青、滇、藏“歹”字形构造体系中部。地跨东

经99°22′～100°04′，北纬28°34′～29°39′。东与稻城县接壤，南和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毗

邻，西靠巴塘、得荣两县，北连理塘县。境域南北长120.7千米，东西宽68.6千米，总面积5 016平方

千米。县城所在地香巴拉镇，海拔2 865米，距州府康定488千米，距省会成都860千米。

第二节　建制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乡城县境内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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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平定乡城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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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隶属四川省至今。2005

年，乡城县辖3个片区工委会，即墨学片区工委会、黑达片区工委会、学竹片区工委会，设1镇11

乡，即香巴拉镇，沙贡乡、水洼乡、尼斯乡、青德乡、青麦乡、然乌乡、洞松乡、热打乡、正斗

乡、定波乡、白依乡。

第一章　境　域

第一篇　境域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