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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盛世修志、资政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乡城县志（1991

年～2005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的指导下，在全县各部门和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广征博采、精心著述，

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乡城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可喜可贺。

康巴江南——乡城，地处川滇咽喉，大香格里拉旅游腹心区，人杰地灵、山川秀

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自然风光雄奇秀丽，康巴文化积淀深厚，民风民俗多姿多

彩，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在这5 01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藏、汉、彝、回、蒙

古、羌等民族。各族儿女长期和睦相处，生生不息，孕育了香巴拉乡城绚丽多彩的历

史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乡城经济驶入了历史

发展的快车道，顺利实现了“八五”、“九五”、“十五”计划目标任务；乡城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县域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乡城县志（1991年～2005年）》，全书近70万字，详细记述了1991年～2005

年期间，全县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变发展；全面、系统、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15年间，乡城各族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指引下，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

大旗帜，发扬团结拼搏、敬业图强、求真务实的精神，加快全县经济建设步伐，推动

“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使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编纂《乡城县志（1991年～2005年）》是一项规范性、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在县委、县政府的主持下，全县各级各部门同心协力提供专志资料，全体编纂人员辛

勤耕耘、精心撰稿和认真编审，方使这部力作如期完成。在此，谨向这些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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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表示诚挚的感谢。

“以志为鉴、继往开来。”《乡城县志（1991年～2005年）》是继首编《乡城

县志》后，又一部主线突出、内容完整、体例规范、表达准确、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

浓郁地方特色的权威性文献资料。作为献给当地改革开放的一份厚礼，既能发挥“资

治、教化、存史”之功能，又能为今天及明天的施政者提供决策依据，亦有利于各级

干部进一步认识县情、励精图治、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更为激励全县各族人民怀着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豪情，共同创造乡城美好的明天，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再续青

史！

中共乡城县委员会书记　刘志东

乡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成康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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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现代科学理论

和方法，客观公正、全面真实地记述志书断限内乡城县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乡城县志》的续志，其上限为1991年，与前志下限（1990年）相接，其下限断至

2005年。为记述完整和门类衔接，个别重大事件作了适当上溯与延伸。

三、全志由卷首、专志、卷尾三大部分组成。卷首为序、凡例、大事记和概述；专志为志书主

体，按事物分类，依次设篇、章、节、分目、条目、子目，横排竖写，层次分明；卷尾设附录、前

志勘误与后记。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记述，突出要点；概述为全志之纲，总览全貌，略有议论；政区、自然、

地理、社会风土从简记述，避免与前志重复；附录收入清末川边军务参赞刘赞挺编著的《定乡县

志》，尽可能使修志资料连贯，方便查阅。

五、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言进行记述，只记实事，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行文力求

简明、朴实、流畅、准确；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法定的规范书写；历史纪年、地

理名称、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官职等，按当时称谓记述。本志的纪年用公元纪年，记述中涉及

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六、记述人物在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对全县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不论籍

属何地的已故人物入传；对有突出事迹的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或以机构、职称系人的方法记入有

关章节。

七、本志统计数据，采用县统计部门资料。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择用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提供

的资料。

八、本志入志资料取自旧志、档案、文件、报刊、人物及知情人回忆录等，均经考证鉴别和核

实，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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