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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后在县志编辑部实际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员有：

匿囵、唐华亭、马才福、马国军、
马志新、汪玉强、马玉娟(女)、汪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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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提请终审：．，

《东乡族自治县志》的请示

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东乡族自治县志》在州委、州政府统一规划部署和州地方

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历经八年，五定编目，六易其稿，并

经州志编辑部去今两年的大力帮助修改，于1994年6月纂成东乡

县志送审稿。志稿共32个部分，29章117节，约60多万字、内

涵概述、大事记、人物传、附录及28个专志。

根据省志编委会<关于甘肃省地方志书审定出版的暂行规

定>和州志编委会《关于审定州、县市志的暂行办法>规定审稿

程序，承写单位三审上报的志稿，经县志编辑部初审修改后，分

送编委会各成员、顾问及党政部门领导进行了复审。对部分专业

性、科学性较强的志稿和民族宗教志、人物志等重点志稿，特请

州上专家和我县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专题讨论，广泛征询意

见，最后由县志编辑部根据各方面复审意见，再次作总纂修改，

并报州志编辑部修改，总纂成稿。经县编委会于1994年lo月进

行复审认为，东乡县志总纂稿修志指导思想明确，政治观点正

L--IIlrl-；l}II-r『●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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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志

确，较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历史和现状资料

丰富翔实；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较为突出；体例得

当，基本符合志体，故原则通过。-．现报临夏回族自治州地方史志

编纂委员会终审o 。 ，二一．?“ 、∥，： 。． ⋯；、、

中共东乡县委
‘东乡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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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志》一j，'

h一?评审意见?一!．’一。‘。‘．．一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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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乡族自治县志》从总体上来说，指导思想正确，观

点明确。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以辩证唯物
一： ．v’。． ’’i、‘·‘．√’，．： ．-．：t’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
●‘，一t‘

客观如实地记述了东乡县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各项事业的兴

衰起伏，在略古详今的原则下记述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巨大成就和功过得失。具有很强的“存史、资政、教化"价

值。

二、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资料丰富。对东乡县

各民族尤其是东乡民族的渊源，淳朴民风、语言特点、斗争历

史、宗教文化、经济建设和耐吃苦、善经营、开放精神与创业精

神，作了充分反映。

三、志书体例完备，结构严谨，纵不断线，门类齐全，记、

志、传、图、表、录、照片俱全，前后照应，连成一气。文字朴

实流畅，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可读性强，符合志书体例要求。

经州地方史志编委会讨论，认为《东乡县志》是一部质量较

好、记述得当、资料丰富、文字精炼、经得起检验的志书。通过／／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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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志

终审。符合出版标准，准予出版。不足之处尽快补充处理，

完善。一是对有些资料单薄的章节，再进行挖掘，予以补充；二

是对时间、年代、图表、计量、符号要准确规范统一；三是对个

别事实不清楚或与事实有出入的还要复核纠正。对宗教章中的个
-

．’：1 ：
’

。

别内容，再斟酌，尽力作到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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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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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志》．，

。，评审人员，j，

敏政(州编委会主任、州长)

李效祖(州编委会副主任、政协主席)
’

●

李建国(州编委会副主任、副州长)。 一‘t’

E

马德安(州编委会委员、州政府秘书长)
，

马效华(州编委会委员、计委主任)
‘

-}

马正廉(州编委会委员、农委主任) 一，

范振国(州编委会委员、副研究馆员)
j

方钰(州编委会委员、州志编辑部总编、副编审)

张魁武(州编委会委员、州志编辑部副总编)

马志勇(州编委会委员、州志编辑部副总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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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东乡族．自治县志》

准予出’版的通知

＼二：，、 -．，。j 一．。_’、j’

中共东乡族自治县委只会：二。r。 √}_。‘∥．．。．7，

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政麻：。：．_。。．：、：3÷，哆 ，√?二、。

来文收悉，《东乡族自治县志》已由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组织力量于1994年12月2日召开会议进行了终审，经审查认为

《东乡族自治县志》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文字流畅，，．资料

丰富翔实，记述方法得当，，地方、民族特点突出，符合志书体

例，准予出版?!：_：r 一√t一．。j一。 ，一：，．，7．，!，。． _j 。

(：～，；i·} ．．j： ≯囊：冀．’j。一。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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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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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东乡族自治县志》编成，由衷欣慰。翻阅志稿，令人思绪万端，欣然命笔。

东乡族自治县，东边有滚滚的洮河，盛产大接杏、苹果、红枣的唐汪川、达

板川，风光秀丽，土地肥沃。西边的大夏河畔，有著名的林家古文化遗址，有风

光旖旎、盛产桃梨的喇嘛川。北边的黄河汇聚在蔚蓝的刘家峡水库，甚为壮

观。南面半山半川区的那勒寺川道，有巴谢河潺潺流过。东乡虽四面环水，但

境内大部分地区却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地支离破碎。“山高没尖子，沟深没

底子”，“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陇中”就是这些地方的形象写照。这里

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是甘肃中部干旱贫困县之一c：1

东乡，是东乡民族的发祥地。自秦汉至唐宋，历代封建王朝和地方割据政

权都曾以河州为中心，建立过岁月久暂、地域广狭、形式不同的政权机构，辖及

东乡。除汉族外，这里还曾有过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活动的遗迹。十三世

纪二十年代，成吉思汗西征，将中亚回回色目人壮丁和大量工匠编入蒙古军随

同作战。成吉思汗西征归来时，自积石关过东乡居临洮J为保中亚通道、防御

吐蕃，在东乡这块当时林木繁茂、草坡宽广、宜农宜牧的土地上，驻扎了一批蒙

古人统治下的以回回色目人为主组成的军队。自此，来自中亚不同地方、操不

同语言的回回色目人长期和蒙古人生活在一起，融合当地的一部分汉族人，放

弃自己原来的语言，接受当时的官方语言——蒙古语为共同语，逐渐形成了一

种新的语言——东乡语。同时，自称“撒尔塔”的东乡族——个新的民族共
同体也随之形成，并不断繁衍发展o

‘1

东乡族的形成，虽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但建国前从未被承认是一个单

独的民族，或由于其语言像蒙古语而混同于蒙古族(多见于明和清初)，或由于

其信仰伊斯兰教而混同于回族(多见于清后)，被称为“蒙古回回”、“东乡回

回”；加之自元明至清，东乡地区一直受河州管辖，未曾建立过单独的政权设

置，民国时期又分属临夏、宁定(今广河)、和政、永靖四县管辖，因而历史上未

曾有过县志，各类正史和有关的河州志、导河县志中，关于东乡族和东乡的记

载犹如凤毛麟角，使我们对东乡族和东乡的过去了解甚少。作为第一部志书，

东乡县志采用略古详今的原则编写，既符合党和政府关于编纂新县志的要求，

也符合东乡的实际。

建国后，东乡人民获得了新生，第一次享受到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于

1950年建立了东乡族自治县(当时称东乡自治区)o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

．厂D



2 东乡族自治县志

照耀下，在国家扶持下，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

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县委、县政

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东乡的面貌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

，|

+一部好的志书，除了要真实、全面地记述本地的历史和现实外，还要写出

自己的特点。就我县而言，其特点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

其一，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差，群众生活困难，制约了教育、卫生、

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县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县，山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87％，雨养农业，靠天吃饭，产量低而不稳，至今仍有25．03％(不包括5．94％

的社救户)的农户未解决温饱；部分地区人畜饮水仍有严重困难。矿产资源贫

乏，工业起步晚、摊子小、效益低，地方财政收入微薄。境内山大沟深，交通不

便，居住分散，儿童入学率低，医疗网点稀少，卫生等各类科技人员匮乏，科技

事业发展缓慢o． ii

， 其二，由于主体民族——东乡族占总人口的70％多，因而这里有充溢着
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历史人物和独特的语言

现象等等。东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有不屈不挠进行反清起义、抗击外

国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荣历史，也有参加过革命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

东乡健儿。自治县成立以来，在党的培养下，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自治权

力得到有效行使；通过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两个离不开”的教育，并针对

东乡族伊斯兰教内部教派、门宦较多的实际，反复宣传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使县内各民族间结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安

定团结，和睦相处。

上述两个特点，在《东乡族自治县志>中已基本得到体现。可以说《东乡族

自治县志>是一部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兼具的志书。
<东乡族自治县志>全面、真实地记述了东乡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反映了我县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

综合性的县情资料书，对我县今天和明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

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我相信，县志的出版，将有助于各族群众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凝聚起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以上有感而发，权且为序。

马正廉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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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东乡族自治县志>，历经八年时间的辛勤编写，即将问

世。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大喜事。

它的出版发行，必将对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项事业产生积极的

作用。

东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有人

类活动的地区。自治县境内的林家遗址出土过属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青铜铸

器，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铸器，证明4700年前东乡地区已进人了新石器

时代中期。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东乡地区的先民到这里定居，并吸收了当地

各民族，逐步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一东乡族。东乡族形成后，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开发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创

造了东乡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东乡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历史上东乡地区没有县的建置，东乡民族更得不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

承认，被称为“土著回回”或“东乡回回”，受尽了压迫和欺辱，但是富有顽强反

抗精神的东乡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

挠的斗争，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民族政

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了崭新的民族关系，各族人民和

睦相处，安居乐业，共同建设着这块贫瘠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

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与提高。现在自治县内民族团结，社

会安定，经济平稳发展，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盛世修志，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又是中华各民族的优良传统o“治

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东乡族自治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

方志，是鉴古知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艰巨而系统的工程。我县修志工

作起步较晚，始于1987年，但修志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县委、人大、政府、政

协领导的重视，历届领导班子，把修志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接力持续地抓了下

来，并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和社 。

。 ／|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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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方面通力配合，众手志成。尤其志书即将完成的关键时期，得到了州志编

辑部的具体指导和大力帮助，使我县修志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即将编纂成

书。在此定稿付梓之际，我对所有关心支持我县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部好的志书，除了要真实，全面地记述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外，还要写

出自己的特点。就我县而言，其特点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民族特色和地方

特色。这两个特色，在《东乡族自治县志>中已基本得到体现，可以说是一部融

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为一体的志书o

从总体上看，《东乡族自治县志>观点正确，资料详实，体例严谨，内容丰

富。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态度，对浩瀚如海的大量史料分析辨别，去粗留精，去伪存真；纵贯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原则。坚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进行筛选，基

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横及百科，较为全面真实地记载了东

乡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反映

了我县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共和国建立36年来各项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

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依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揭示了各项事业发展规

律。它对我县今天和明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意义。我相信，《东乡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发行，将更加激发全县各族人民热爱

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为创造东乡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共同努力o

马进龙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I{j，1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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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j“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真实

地记载本县政区范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事业立志，事以类从，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按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结构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以章统一全

志，节下设目，目下以一、二、三、⋯⋯为序。章首设序言、概述、大事记，有些章

冠以小序或简述，以追本溯源，综述始末，概括反映事业发展的过程。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表、录综合体，以志为主，史志一体，随文配有图、

表、照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断限，上限虽不止，但因资料残缺不一，多以1950年东乡自治区起始，

间有少数事件，上朔至有史记载；下限断至1985年，但为了完整的保存史料，

对199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列入附录之中。

五、本志要求全面记述与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相结合，以利

发挥地方优势。

六、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当代为主、以人民群众为

主，适当选录外籍在本地有影响的人物，同时也选择极少数反面人物人传。在

世人物的突出业绩，以事系人，记人有关章节。

七、本志各章使用党、政、军、企事业单位名称时，首次写全称，再出现时一

般用简称。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用公元纪年；以前之各朝代均

以史书通称记载当时的朝代年号，后加括号注以公元年份、纪年数字，公元年、

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余用小写汉字表示。

九、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统用1984年国务

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以前各朝代的均

以当时的单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货币计量，统以1953年发行

之新人民币单位。

十、数据包括实数和约数，均用阿拉伯数字，序数、代数用汉字，数字后的

量词一律用汉字。数字大的用“千”、“万”做计量单位。



2 东乡族自治县志

十一、本志使用地名时，均记当时地名。有变动的在括号内注明。

十二、本志材料，主要来自本县各部门承写的分志，辅之于省、州、县史料、

档案及采访、信访、回忆录、社会调查等资料，使用时不注明出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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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福利和对职工遗属生活补助⋯⋯⋯⋯⋯⋯⋯⋯⋯⋯⋯⋯⋯⋯⋯

第二十二章政法⋯⋯⋯⋯⋯⋯⋯⋯⋯⋯⋯⋯⋯⋯⋯⋯⋯⋯⋯⋯⋯⋯⋯⋯⋯⋯⋯

第一节公安⋯⋯⋯⋯⋯⋯⋯⋯⋯⋯⋯⋯⋯⋯⋯⋯⋯⋯⋯⋯⋯⋯⋯⋯⋯⋯⋯

一、机构设置⋯⋯⋯⋯⋯⋯⋯⋯⋯⋯⋯⋯⋯⋯⋯⋯⋯⋯⋯⋯⋯⋯⋯⋯⋯

二、职能工作⋯⋯⋯⋯⋯⋯⋯⋯⋯⋯⋯⋯⋯⋯⋯⋯⋯⋯⋯⋯⋯⋯⋯⋯⋯

第二节检察⋯⋯⋯⋯⋯⋯⋯⋯⋯⋯⋯⋯⋯⋯⋯⋯⋯⋯⋯⋯⋯⋯⋯⋯⋯⋯

一、机构⋯⋯⋯⋯⋯⋯⋯⋯⋯⋯⋯⋯⋯⋯⋯一“⋯⋯⋯⋯⋯⋯⋯⋯⋯⋯”

二、职能工作⋯⋯⋯⋯⋯⋯⋯⋯⋯⋯⋯⋯⋯⋯⋯⋯⋯⋯⋯⋯⋯⋯⋯⋯⋯

第三节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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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能工作⋯⋯⋯⋯⋯⋯⋯⋯⋯⋯⋯⋯⋯⋯⋯⋯⋯⋯⋯⋯⋯⋯⋯⋯⋯(451)

第二十三章军事⋯⋯⋯⋯⋯⋯⋯⋯⋯⋯⋯⋯⋯⋯⋯⋯⋯⋯⋯⋯⋯⋯⋯⋯⋯⋯⋯(453)

第一节反抗斗争⋯⋯⋯⋯⋯⋯⋯⋯⋯⋯⋯⋯⋯⋯⋯⋯⋯⋯⋯⋯⋯⋯⋯⋯⋯(453)

一、闯塌天反清斗争⋯⋯⋯⋯⋯⋯⋯⋯⋯⋯⋯⋯⋯⋯⋯⋯“，⋯⋯⋯⋯⋯·(453)

二、配合苏四十三反清⋯⋯⋯⋯⋯⋯⋯⋯⋯⋯⋯⋯⋯⋯⋯⋯⋯⋯⋯⋯⋯(453)

三、阿不都举旗反清⋯⋯⋯⋯⋯⋯⋯⋯⋯⋯⋯⋯⋯⋯⋯⋯⋯⋯⋯⋯⋯⋯(454)

四、马悟真反清起义⋯⋯⋯⋯⋯⋯⋯⋯⋯⋯⋯⋯⋯⋯⋯⋯⋯⋯⋯⋯⋯⋯(454)

五、参加光绪二十一年反清斗争⋯⋯⋯⋯⋯⋯⋯⋯⋯⋯⋯⋯⋯⋯⋯⋯⋯(455)

六、抗击八国侵华联军⋯⋯⋯⋯⋯⋯⋯⋯⋯⋯⋯⋯⋯⋯⋯⋯⋯⋯⋯⋯⋯(456)

七、参加马仲英反对国民军斗争⋯⋯⋯⋯⋯⋯⋯⋯⋯⋯⋯⋯⋯⋯⋯⋯⋯(456)

八、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镇压⋯⋯⋯⋯⋯⋯⋯⋯⋯⋯⋯⋯⋯⋯⋯⋯⋯⋯⋯(457)

九、东乡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457)

十、参加甘南农民起义⋯⋯⋯⋯⋯⋯⋯⋯⋯⋯⋯⋯⋯⋯⋯⋯⋯⋯⋯⋯⋯(4ss)

第二节武装⋯⋯⋯⋯⋯⋯⋯⋯⋯⋯⋯⋯⋯⋯⋯⋯⋯⋯⋯⋯⋯⋯⋯⋯⋯⋯(45s)

一、民兵⋯⋯⋯⋯⋯⋯⋯⋯⋯⋯⋯⋯⋯⋯⋯⋯⋯⋯⋯⋯⋯⋯⋯⋯⋯⋯⋯(4sa)

二、人民武装⋯⋯⋯⋯⋯⋯⋯⋯⋯⋯⋯⋯⋯⋯⋯⋯⋯⋯⋯⋯⋯⋯⋯⋯⋯(460)

第三节军事设施⋯⋯⋯⋯⋯⋯⋯⋯⋯⋯⋯⋯⋯⋯⋯⋯⋯⋯⋯⋯⋯⋯⋯⋯⋯(463)

第四节兵役⋯⋯⋯⋯⋯⋯⋯⋯⋯⋯⋯⋯⋯⋯⋯⋯⋯⋯⋯⋯⋯⋯⋯⋯⋯⋯⋯(453)

一、历代兵役⋯⋯⋯⋯⋯⋯⋯⋯⋯⋯⋯⋯⋯⋯⋯⋯⋯⋯⋯⋯⋯⋯⋯⋯⋯(463)

二、新中国兵役⋯⋯⋯⋯⋯⋯⋯⋯⋯⋯⋯⋯⋯⋯⋯⋯⋯⋯⋯⋯⋯⋯⋯⋯(464)

第二十四章文化艺术⋯⋯⋯⋯⋯⋯⋯⋯⋯⋯⋯⋯⋯⋯⋯⋯⋯⋯⋯⋯⋯⋯⋯⋯⋯(466)

第一节文化艺术⋯⋯⋯⋯⋯⋯⋯⋯⋯⋯⋯⋯⋯⋯⋯⋯⋯⋯⋯⋯⋯⋯⋯⋯⋯(466)

一、文化馆(站)⋯⋯⋯⋯⋯⋯⋯⋯⋯⋯⋯⋯⋯⋯⋯⋯⋯⋯⋯⋯⋯⋯⋯⋯(466)

二、电影⋯⋯⋯⋯⋯⋯⋯⋯⋯⋯⋯⋯⋯⋯⋯⋯⋯⋯⋯⋯⋯⋯⋯⋯⋯⋯⋯(467)

三、图书发行⋯⋯⋯⋯⋯⋯⋯⋯⋯⋯⋯⋯⋯⋯⋯⋯⋯⋯⋯⋯⋯⋯⋯⋯⋯(468)

四、广播、电视⋯⋯⋯⋯⋯⋯⋯⋯⋯⋯⋯⋯⋯⋯⋯⋯⋯⋯⋯⋯⋯⋯⋯⋯⋯(468)

五、新闻报道⋯⋯⋯⋯⋯⋯⋯⋯⋯⋯⋯⋯⋯⋯⋯⋯⋯⋯⋯⋯⋯⋯⋯⋯⋯(471)

第二节民族文艺⋯⋯⋯⋯⋯⋯⋯⋯⋯⋯⋯⋯⋯⋯⋯⋯⋯⋯⋯⋯⋯⋯⋯⋯⋯(472)

一、民问文学艺术⋯⋯⋯⋯⋯⋯⋯⋯⋯⋯⋯⋯⋯⋯⋯⋯⋯⋯⋯⋯⋯⋯⋯(472)

二、著书作品和诗文选辑⋯⋯⋯⋯⋯⋯⋯⋯⋯⋯⋯⋯⋯⋯⋯⋯⋯⋯⋯⋯(478)

三、文艺演出⋯⋯⋯⋯⋯⋯⋯⋯⋯⋯⋯⋯⋯⋯⋯m⋯⋯⋯⋯⋯⋯⋯⋯⋯(a91)

四、美术、书法、摄影⋯⋯⋯⋯⋯⋯⋯⋯⋯⋯⋯⋯⋯⋯⋯⋯⋯⋯⋯⋯⋯⋯(493)

第三节文物古迹⋯⋯⋯⋯⋯⋯⋯⋯⋯⋯⋯⋯⋯⋯⋯⋯⋯⋯⋯⋯⋯⋯⋯⋯⋯(494)

第二十五章东乡语⋯⋯⋯⋯⋯⋯⋯⋯⋯⋯⋯⋯⋯⋯⋯⋯⋯⋯⋯⋯⋯⋯⋯⋯⋯⋯(49s)

第一节语音⋯⋯⋯⋯⋯⋯⋯⋯⋯⋯⋯⋯⋯⋯⋯⋯⋯⋯⋯⋯⋯⋯⋯⋯⋯⋯⋯(199)

第二节词汇⋯⋯⋯⋯⋯⋯⋯⋯⋯⋯⋯⋯⋯⋯⋯⋯⋯⋯⋯⋯⋯⋯⋯⋯⋯⋯⋯(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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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学教育⋯⋯⋯⋯⋯⋯⋯⋯⋯⋯⋯⋯⋯⋯⋯⋯⋯⋯⋯⋯⋯⋯⋯⋯⋯(531)

第三节中学教育⋯⋯⋯⋯⋯⋯⋯⋯⋯⋯⋯⋯⋯⋯⋯⋯⋯⋯⋯⋯⋯⋯⋯⋯⋯(535)

第四节·专业教育师范教育⋯⋯⋯⋯⋯⋯⋯⋯⋯⋯⋯⋯⋯⋯⋯⋯⋯⋯⋯⋯(538)

一、农业中学⋯⋯⋯⋯⋯⋯⋯⋯⋯⋯⋯⋯⋯⋯⋯⋯⋯⋯⋯⋯⋯⋯⋯⋯⋯(539)

二、医护教育⋯⋯⋯⋯⋯⋯⋯⋯⋯⋯⋯⋯⋯⋯⋯⋯⋯⋯⋯⋯⋯⋯⋯⋯⋯(539)

三、成人教育⋯⋯⋯⋯⋯⋯⋯⋯⋯⋯⋯⋯⋯⋯⋯⋯⋯⋯⋯⋯⋯⋯⋯⋯⋯(539)

．四、工农教育⋯⋯⋯⋯⋯⋯⋯⋯⋯⋯⋯⋯⋯⋯⋯⋯⋯⋯⋯⋯⋯⋯⋯⋯⋯(539)

五、职工业余教育⋯⋯⋯⋯⋯⋯⋯⋯⋯⋯⋯⋯⋯⋯⋯⋯⋯⋯⋯⋯⋯⋯⋯(540)

第五节民族教育⋯⋯⋯⋯⋯⋯⋯⋯⋯⋯⋯⋯⋯⋯⋯⋯⋯⋯⋯⋯⋯⋯⋯⋯⋯(540)

一、回教教育促进会⋯⋯⋯⋯⋯⋯⋯⋯⋯⋯⋯⋯⋯⋯⋯⋯⋯⋯⋯⋯⋯⋯(540)

二、学校教育⋯⋯⋯⋯⋯⋯⋯⋯⋯⋯⋯⋯⋯⋯⋯⋯⋯⋯⋯⋯⋯⋯⋯⋯⋯(541)

第六节教师、经费⋯⋯⋯⋯⋯⋯⋯⋯⋯⋯⋯⋯⋯⋯⋯⋯⋯⋯⋯⋯⋯⋯⋯⋯(541)

一、队伍⋯⋯⋯⋯⋯⋯⋯⋯⋯⋯⋯⋯⋯⋯⋯⋯⋯⋯⋯⋯⋯⋯⋯⋯⋯⋯⋯(542)

二、培训⋯⋯⋯⋯⋯⋯⋯⋯⋯⋯⋯⋯⋯⋯⋯⋯⋯⋯⋯⋯⋯⋯⋯⋯⋯⋯⋯(542)

三、经费⋯⋯⋯⋯⋯⋯⋯⋯⋯⋯⋯⋯⋯⋯⋯⋯⋯⋯⋯⋯⋯⋯⋯⋯⋯⋯⋯(543)

第七节主要学校简介⋯⋯⋯⋯⋯⋯⋯⋯⋯⋯⋯⋯⋯⋯⋯⋯⋯一一⋯⋯⋯⋯一(545)

一、锁南民族小学_⋯⋯⋯⋯⋯⋯⋯⋯⋯⋯⋯⋯⋯⋯⋯⋯⋯⋯⋯⋯⋯⋯(545)

二、唐汪回民小学⋯⋯⋯⋯⋯⋯⋯⋯⋯⋯⋯⋯⋯⋯⋯⋯⋯⋯⋯⋯⋯⋯⋯(545)

三、东乡民族中学⋯⋯⋯⋯⋯⋯⋯⋯⋯⋯⋯⋯⋯⋯⋯⋯⋯⋯⋯⋯⋯⋯⋯(546)

四、东乡民族师范学校⋯⋯⋯⋯⋯⋯⋯⋯⋯⋯⋯⋯⋯⋯⋯⋯⋯⋯⋯⋯⋯(546)

第二十七章医疗卫生⋯⋯⋯⋯⋯⋯⋯⋯⋯⋯⋯⋯⋯⋯⋯⋯⋯⋯⋯⋯⋯⋯⋯⋯⋯(549)

第一节机构⋯⋯⋯⋯⋯⋯⋯⋯⋯⋯⋯⋯⋯⋯⋯⋯⋯⋯⋯⋯⋯⋯⋯⋯⋯⋯⋯(549)

一、行政机构⋯⋯⋯⋯⋯⋯⋯⋯⋯⋯⋯⋯⋯⋯⋯⋯⋯⋯⋯⋯⋯⋯⋯⋯⋯(549)

二、事业机构⋯⋯⋯⋯⋯⋯⋯⋯⋯⋯⋯⋯⋯⋯⋯⋯⋯⋯⋯⋯⋯⋯⋯⋯⋯(549)

第二节医疗⋯⋯⋯⋯⋯⋯⋯⋯⋯⋯⋯⋯⋯⋯⋯⋯⋯⋯⋯⋯⋯⋯⋯⋯⋯⋯⋯(550)

一、医疗设施⋯⋯⋯⋯⋯⋯⋯⋯⋯⋯⋯⋯⋯⋯⋯⋯⋯⋯⋯⋯⋯⋯⋯⋯⋯(550)

二、医疗技术⋯⋯⋯⋯⋯⋯⋯⋯⋯⋯⋯⋯⋯⋯⋯⋯⋯⋯⋯⋯⋯⋯⋯⋯⋯(551)

第三节医药⋯⋯⋯⋯⋯⋯⋯⋯⋯⋯⋯⋯⋯⋯⋯⋯⋯⋯．．f⋯⋯⋯⋯⋯⋯⋯．．(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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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品供应⋯⋯⋯⋯⋯⋯⋯⋯⋯⋯⋯⋯⋯⋯⋯⋯⋯⋯⋯⋯⋯⋯⋯⋯⋯(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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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产药材⋯⋯⋯⋯⋯⋯⋯⋯⋯⋯⋯⋯⋯⋯⋯⋯⋯⋯⋯⋯⋯⋯⋯⋯⋯(554)

第四节防疫⋯⋯⋯⋯⋯⋯⋯⋯⋯⋯⋯⋯⋯⋯⋯⋯⋯⋯⋯⋯⋯⋯⋯⋯⋯⋯·(557)
一、地方病⋯⋯⋯⋯⋯⋯⋯⋯⋯⋯⋯⋯⋯⋯⋯⋯⋯⋯⋯⋯⋯⋯⋯⋯⋯⋯(557)

二、传染病防治⋯⋯⋯⋯⋯⋯⋯⋯⋯⋯⋯⋯⋯⋯⋯⋯⋯⋯⋯⋯⋯⋯⋯⋯(558)

三、结核病⋯⋯⋯⋯⋯⋯⋯⋯⋯⋯⋯⋯⋯⋯⋯⋯⋯⋯⋯⋯⋯⋯⋯⋯⋯⋯(561)

第五节妇幼卫生⋯⋯⋯⋯⋯⋯⋯⋯⋯⋯⋯⋯⋯⋯⋯⋯⋯⋯⋯⋯⋯⋯⋯⋯⋯(561)

一、妇女保健⋯⋯⋯⋯⋯⋯⋯⋯⋯⋯⋯⋯⋯⋯⋯⋯⋯⋯⋯⋯⋯⋯⋯⋯⋯(561)
。

二、幼儿保健⋯⋯⋯⋯⋯⋯⋯⋯⋯⋯⋯⋯⋯⋯⋯⋯⋯⋯⋯⋯⋯⋯⋯⋯⋯(562)

第六节爱国卫生⋯⋯⋯⋯⋯⋯⋯⋯⋯⋯⋯⋯⋯⋯⋯⋯⋯⋯⋯⋯⋯⋯⋯⋯⋯(563)

一、环境卫生⋯⋯⋯⋯⋯⋯⋯⋯⋯⋯⋯⋯⋯⋯⋯⋯⋯⋯⋯⋯⋯⋯⋯⋯⋯(563)

二、饮水卫生⋯⋯⋯⋯⋯⋯⋯⋯⋯⋯⋯⋯⋯⋯⋯⋯⋯⋯⋯⋯⋯⋯⋯⋯⋯(564)

三、除兽灭病⋯一⋯⋯⋯⋯⋯⋯⋯⋯⋯⋯⋯⋯⋯⋯⋯⋯⋯⋯⋯⋯⋯⋯⋯·(564)

四、食品卫生⋯⋯⋯⋯⋯⋯⋯⋯⋯⋯⋯⋯⋯⋯⋯⋯⋯⋯⋯⋯⋯⋯⋯⋯⋯(564)

第二十八章体育⋯⋯⋯⋯⋯⋯⋯⋯⋯⋯⋯⋯⋯⋯⋯⋯⋯⋯⋯⋯⋯⋯⋯⋯⋯⋯⋯(566)

第一节传统体育⋯⋯⋯⋯⋯⋯⋯⋯⋯⋯⋯⋯⋯⋯⋯⋯⋯⋯⋯⋯⋯⋯⋯⋯⋯(566)

一、传统体育⋯⋯⋯⋯⋯⋯⋯⋯⋯⋯⋯⋯⋯⋯⋯⋯⋯⋯⋯⋯⋯⋯⋯⋯⋯(566)

二、民间游戏⋯⋯⋯⋯⋯⋯⋯⋯⋯⋯⋯⋯⋯⋯⋯⋯⋯⋯⋯⋯⋯⋯⋯⋯⋯(567)

．第二节学校体育⋯⋯⋯⋯⋯⋯⋯⋯⋯⋯⋯⋯⋯⋯⋯⋯⋯⋯⋯⋯⋯⋯⋯⋯一(568)

第三节群众体育⋯⋯⋯⋯⋯⋯⋯⋯⋯⋯⋯⋯⋯⋯⋯⋯⋯⋯⋯⋯⋯⋯⋯⋯⋯(569)

第四节体育竞赛⋯⋯⋯⋯⋯⋯⋯⋯⋯⋯⋯⋯⋯⋯⋯⋯⋯⋯⋯⋯⋯⋯⋯⋯⋯(569)

第二十九章人物⋯⋯⋯⋯⋯⋯⋯⋯⋯⋯⋯⋯⋯⋯⋯⋯⋯⋯⋯⋯⋯⋯⋯⋯⋯⋯⋯(574)

一、人物传⋯⋯⋯⋯⋯⋯⋯⋯⋯⋯⋯⋯⋯⋯⋯⋯⋯⋯⋯⋯⋯⋯⋯⋯⋯⋯(574)

二、人物简介⋯⋯⋯⋯⋯⋯⋯⋯⋯⋯⋯⋯⋯⋯⋯⋯⋯⋯⋯⋯⋯⋯⋯⋯⋯(585)

三、人物简表⋯⋯⋯⋯⋯⋯⋯⋯⋯⋯⋯⋯⋯⋯⋯⋯⋯⋯⋯⋯⋯⋯⋯⋯⋯(593)

第三十章附录⋯⋯⋯⋯⋯⋯⋯⋯⋯⋯⋯⋯⋯⋯⋯⋯⋯⋯⋯⋯⋯⋯⋯⋯⋯⋯⋯⋯(599)

一、修志文件选录⋯⋯⋯⋯⋯⋯⋯⋯⋯⋯⋯⋯⋯⋯⋯⋯⋯⋯⋯⋯⋯⋯⋯⋯⋯(599)

二、编修始末⋯⋯⋯⋯⋯⋯⋯⋯⋯⋯⋯⋯⋯⋯⋯⋯⋯⋯⋯⋯⋯⋯⋯⋯⋯⋯⋯(601)

三、关于<东乡族自治县志>编纂情况汇报⋯⋯⋯⋯⋯⋯⋯⋯⋯⋯⋯⋯⋯⋯⋯(602)

四、“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608)

五、东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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