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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
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
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
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
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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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ISBN：9787105086245，作者：《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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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第一节 自然环境第二节 物产资源一、植被与土壤二、水文三、矿藏四、气候资源五
、森林资源第三节 人口、民族、宗教信仰一、人口二、民族三、宗教第四节 行政区划一、区域位置
二、乡镇简介第五节 名胜古迹一、古脊椎生物化石点二、古文化遗址三、古城堡遗址四、古建筑五、
古长城、古烽墩遗址六、藏传佛教寺院第二章 历史沿革与社会变革第一节 历代行政区划设置一、历
史沿革二、行政区域第二节 人民政权的建立第三节 农牧业互助合作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一、公私合
营牧场二、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人民公社化第五节 拨乱反正一、平反冤、假、
错案二、给地(牧)富分子摘帽并给其子女改变成分三、对错划右派平反四、其他方面的政策落实第六
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二、经济运行三、基础设施建设四、项目工作五、改革
开放六、特色经济七、扶贫开发八、社会事业九、城乡居民生活第三章 民族区域自治第一节 自治地
方的建立一、地方权力机构二、地方行政机构第二节 法制建设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二、行政法
规的执行三、行政复议四、地方立法五、普法宣传教育第三节 民族关系第四节 人民生活一、衣着二
、饮食三、居住四、农具五、家具六、家用电器七、文化生活八、社会福利事业第四章 农业第一节 
农业一、种植业二、农牧机械第二节 林业一、历代林业二、森林的培育和发展三、退耕还林(草)四、
森林分布和蓄积五、林业管理经营机构六、天然林保护工程七、经济林建设八、造林绿化九、科研成
果第三节 畜牧业一、历代畜牧业二、畜牧业的发展三、饲草饲料四、畜禽疫病防治第四节 水利一、
灌溉工程二、人畜饮水工程三、蓄水工程四、机电井灌溉五、提灌六、河道堤防七、草地节水灌溉工
程八、水土保持九、管理机构第五节 特色农业一、高原无公害蔬菜种植二、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三、
油菜杂交制种第六节 乡镇企业第五章 工业第六章 交通通信第七章 财政金融第八章 贸易第九章 旅游第
十章 对外开放第十一章 社会事业第十二章 城乡建设第十三章 环境保护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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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地貌类型天祝县地貌以山地为主，众多的山脉纵横交错，不仅构成了地貌格局的骨架，而且形
成了地理上的重要界线。西北部高山高原区金强河上游以北的冷龙岭、卡洼掌、磨脐山、响水顶、代
乾山、雷公山一带，地势高峻，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山峰则只有4100～4847米，相对高度不太显著
，呈现出地势开阔坦荡，气势雄伟的高原特色，是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雪线以上，广布着现代冰川
，冰雪资源丰富，以卡洼掌为极高点，发源了许多向四周分流的放射状河流，河流切割山地，形成了
许多深邃的峡谷，山间谷地和开阔的高原上，水草丰美，是优良的牧场。西南部高山峡谷区金强河（
包括金强河谷）以南的马牙雪山、五台岭、桌子山、三宝山一带，海拔在3000米以上，山脉呈西北一
东南走向，在马牙雪山与青海省仙密大山、青石岭之间的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大通河、马牙雪山与雷公
山之间的金强河山地岭谷紧密相间，高山与深谷高差悬殊，山坡陡峭，尤其马牙雪山轴部为性质较脆
的深层石灰岩构成，山地海拔特高，气候酷寒，冻裂风化十分强烈，形成了山峰峻峭，壁立万仞，嶙
峋崎岖的景象。在蓝天红日映射下，早晨像涂了一层胭脂，中午泛出耀眼的白光，傍晚则一抹金黄，
玲珑剔透，气象万千，古人有诗日：“马齿天成银作骨，龙鳞日积玉为胎。”河谷由西北部的3000米
左右向东南下降至2000米以下。大通河和金强河两岸，形成狭长的谷地，谷地两岸，地势广阔平坦，
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主要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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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是在中共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曾于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
年和一九七九年组织人力编写过，但未成书。一九八四年元月又重新组织了编写委员会，其成员为：
主任刘延礼，副主任董福寿、乔有成，委员王日芬、赵执中、张国升、王述麟。同时成立编写组，其
成员有王述麟、高祖芳、卢满仓、乔高才让、李生兰、颜明东、杨育彬、李永亨、武克乾。尕藏顿珠
、桑尕两同志也参加过一段工作。王日芬、赵执中参加了修改工作。本书执笔人员有：颜明东（第一
章），乔高才让（第二章），卢满仓（第三章），杨育彬（第四章），李生兰、武可乾（第五、六章
），高祖芳（第七章），李永亨（大事记）。本书照片除采用了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的部分展览
图片外，其余由李鸿玉等同志摄影。本书所采用的资料，均系重新调查搜集、整理编写的，曾四易其
稿，并经县、地、省先后会审定稿。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共甘隶省委、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编
委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中共武威地委的指导支持，以及自治县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协助
，在此致以衷心感谢。由于编写者所掌握的资料不足，水平有限，难免会有舛误，谨请专家、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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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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