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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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middot;北川羌族自治县概况》内容为国家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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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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水电一、发电（一）电站建设北川境内溪流密布，分别形成以湔江（通口河）、平通河、苏宝
河为干流的树枝状水系。
县境西部的高大山岭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东南面的甘溪、香泉等地海拔高度仅五六百米，因而河床
比降大，水能资源丰富。
据测算，全县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9万千瓦，主要集中于湔江及其支流白草河、青片河，以及发源
于平武县流经北川的平通河。
千百年来，丰富的水能资源除了沿河地带修建水磨坊，部分河道用于竹木漂运之外，大部分均未加以
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北川才开始兴建电站，半个多世纪以来，由遍地开花，大建微型、小型电站，到淘汰
小电站，改造、巩固骨干电站，重视建设规模型电站，完成了电站开发方式的转型。
1954年，由县长肖首财倡导，县政务会议决定，在曲山龙尾挖渠引湔江水建发电站。
1955年动工修建，1957年7月建成发电，装机1台24千瓦，解决了县城机关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问题。
此为北川第一座电站。
1958年，大力提倡办电，以解决农副产品加工为目的，区、乡掀起办电热潮。
到1960年，小坝、治城、复兴公社和位于青片境内的县伐木厂先后建成小水电站，总装机48．5千瓦，
供当地照明和小型加工使用。
当时所需设备奇缺，和龙尾电站一样，各电站均请能工巧匠用木材自制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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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6月，根据国家民委的部署，开始修订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由于北川是2003年新建的羌族自治县，本书的编写就不是修订，而是编写，工作从零开始，面临很大
的困难。
对此，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经大忠县长为组长的编纂领导小组，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具
体组织人员编写。
编写小组由赵兴武执笔，其余人员协助收集资料。
由于编写人员概系本地人士，对县内自然状况、人文风情、经济发展等情况较为熟悉，又得到有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任务，于2007年4月上报了送审稿。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修订办公室也高度重视这本新编概况的编写工作，自始至终指导本书的编写
工作，并在2007年两次组织专家审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在2007年第二稿完成后，组织了由袁晓文、李锦、耿静、张朴、刘俊波五人组成的修改小组，对稿件
作了进一步修改，在此深表谢意。
2008年5月12日龙门山脉发生8级特大地震，北川受灾情况极为惨烈。
这个全国最年轻的自治县因为是极重灾区而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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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概况》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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