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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迭部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处白龙江上游的甘川两省结合部。
境内居民以藏族为主，还有汉族、回族、东乡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
这里万山苍翠，风光秀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展现出诱人的魅力与风韵。
　　县境内自然景点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有和红军长征途经迭部有关的俄界会议遗址、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崔古仓放粮地以及为纪念腊子口战
役而修筑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等红色革命遗址，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遗存和古叠
州、芳州城等遗址，有全省唯一的萨迦。
派多儿白古寺等23座藏传佛教寺院。
特别是浩翰苍茫的原始森林、纵横交错的山川河流、丰富的矿产资源，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给到过
这里的人们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自设县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
，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康、宗教和顺的喜人景象
。
　　鉴古知今，温旧思新。
了解迭部的过去，是为了立足现在，开创未来。
迭部县党史办组织编写的《迭部史话》，分“沧桑岁月”、“往事峥嵘”、“红色印记”、“人物春
秋”、“藏传佛教”、“艺文荟萃”、“名胜奇观”、“民族风情”等11个板块，全方位多角度地浓
缩介绍了迭部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独特的民俗，资料丰富，文图并茂，通俗生动，可读性强。
它的出版与发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迭部历史和县情的了解与认识，也有助于激发家乡人民热爱迭部
、建设迭部的热情和信心，对于传承历史、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为
国内外人士了解迭部、认识迭部、支持迭部提供一个窗口和指南。
　　我们要大力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整理工作，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培育民族文化产
业，全力打造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迭部，使迭部这片红色热土、绿色家园，在建
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变得更加美丽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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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古知今，温旧思新。
了解迭部的过去，是为了立足现在，开创未来。
迭部县党史办组织编写的《迭部史话》，分“沧桑岁月”、“往事峥嵘”、“红色印记”、“人物春
秋”、“藏传佛教”、“艺文荟萃”、“名胜奇观”、“民族风情”等11个板块，全方位多角度地浓
缩介绍了迭部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独特的民俗，资料丰富，文图并茂，通俗生动，可读性强。
它的出版与发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迭部历史和县情的了解与认识，也有助于激发家乡人民热爱迭部
、建设迭部的热情和信心，对于传承历史、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为
国内外人士了解迭部、认识迭部、支持迭部提供一个窗口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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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9月，迭部地区迎来了和平解放，翻开了民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从此，迭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封建势力和旧制度的桎梏，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光明大道。
　　解放前的迭部，因历来地处偏僻，舟车不通，生产条件极为落后，数百年土司封疆自治，闭关自
守，与外界交往甚少，民众常受兵燹匪患、纠纷械斗、自然灾害、疫病等天灾人祸的侵扰和折磨，生
活穷困，苦不堪言，过着原始的农奴式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迭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开展剿匪、建政、禁毒、
平叛等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迭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在曲折中前进和发展。
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
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落实各项政策，全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农业上彻底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生产方式。
先后通过改革耕作制度、推广新式农具、发展农业机械、培育引进良种、兴修农业水利等一系列措施
以及农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使全县农业不断增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粮食总产达到2250.26万斤，比解放前的133万斤增长616.9倍。
　　牧业生产上，在继承和发扬本地藏族人民经营畜牧业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改良
畜种、改造畜群结构、保养草场、加强疫病防治、改革经营体制、退耕还牧等重要措施，使牧业得到
稳步发展，各类牲畜总数达到15.89万头，比解放前增长5.4倍。
　　林业生产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办国营省属森工企业起，大量采伐林木，通过水陆远销省内外，
支援国家的建设。
至1980年，根据甘肃省委（1980）94号文件批准本县贯彻“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后，迭部县每年平
均生产20万立方米的商品木材，为国家建设和迭部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因过量采伐，森林资源消耗量大于生长量，木材蓄积锐减，濒临枯竭。
1998年，国家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迭部林区禁止采伐，对破坏的生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才得以
逐渐恢复。
　　公路交通发展尤为显著。
旧时迭部交通闭塞，舟车不通，靠盘山羊肠小道或悬空栈道通行，运输全靠人背马驮。
如今交通落后的状况已得到彻底改变，主要沟谷都已修通公路。
县境有省道2条，境内长148.9公里；县、乡道路6条，长146.8公里；林区和矿区专用简易公路28条，长
约463公里；11个乡（镇）、49个村委会、146个自然村全通汽车。
近年改善的公路有“江迭”公路、“两郎”公路；正在建设中的有“岷九”（岷县至九寨沟）公路、
“达黄”（迭部达拉沟至四川黄龙）公路。
在白龙江和主要河沟上共修建桥梁51座。
　　水利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迭部的水电建设起步于1966年县城附近修建第一座36千瓦水轮泵发电站。
此后，县乡各级政府逐步重视对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先后投资建成24座中小型水利发电站，使县内
水电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截至1990年，实际运行的水电站只有16座。
改革开放以来，县上围绕“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加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先后共建各类水利工程329
项，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水资源。
通过对原有水电站的改建、扩建和新建，共有21座水电站正常运行，同时完成联网线路改造，使全
县11个乡（镇）全部实现了通电，告别了昔日靠松明照明的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县确定了“加快水电工程建设，实现滚动发展”的水利资源
发展思路，通过招商引资、独资、合资、股份制等形式融资兴建了尼傲峡水电站、达拉河水电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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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河口水电站、尼傲加尕水电站、卡坝班九水电站、代古寺水电站等，先后投入使用。
高峡处处起平湖，龙江处处亮明珠，成为白龙江流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矿产开发完成从联合办矿到独立办矿的过渡。
迭部“十沟九有水，十山九有矿”。
据调查，迭部地下矿产资源种类较多，初步统计矿藏有金、铜、铁等18种，岩金矿和沙金矿分布范围
广，主要分布在桑坝、腊子、洛大、多儿一带；铁矿点15处，总储量约1.4亿吨，主要分布在白龙江地
区。
近年，随着区域性经济结构调整。
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优惠政策，迭部把发展地矿业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源建设项
目来抓，根据国家经济和发展长远规划要求和产业政策，确立了“立足资源、科学规划、加快发展、
依法保护、提高效益”的地矿工作方针，以资源为依托、地勘为重点、黄金生产为龙头，引进资金、
人才和设备，对矿产资源进行了地勘和开发。
以加勒克矿和卡玛金矿点为中心，与烟台科技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联合，实现采、选、冶一条线的生产
模式，在桑坝建立一日处理矿石100吨的金矿选矿厂。
2000年县矿业公司成立，独立开发查布金矿，标志着迭部完成了从联合办矿到独立办矿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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