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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
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
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
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
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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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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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1949年以来大墩的行政建制　　1956年冬，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五工作队保安
语调查组，选点大墩村进行保安语调查，当时大墩村共有保安族118户，602人。
　　大墩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4年，大河家区增设了六个乡，其中就有大墩乡。
大墩村所属基层政权前后变更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后，今县境内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人民政权。
其基本政权形式由民国时期区、乡、村的三级结构逐步演变为人民公社、生产合作社、生产队的三级
结构，并最终过渡到乡、村、组的政权新结构，受辖于中共临夏县（州），并在各级党委组织指导下
开展日常工作和生产、生活。
1949年8月至年底，大墩村属临夏县积石乡。
1952年大河家成立保安族自治乡，后改保安族民族乡，下辖大墩。
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后，大墩作为大河家人民公社属下的一个生产合作社，受大河家
人民公社管辖。
1961年撤市划县，重归临夏县。
1980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次年9月30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县直属的民族自治地区。
由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保安、东乡、撒拉）共同治理，大墩大队乃属大河家公社。
1983年全县完成农村体制改革，公社改乡，保安三庄——大墩、梅坡、甘河滩均改为行政村。
2000年11月25日，经甘肃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大河家正式撤乡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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