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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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是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之一，是在各有关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各自治地方分别编写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缔造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建立，实现了各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的民主权利，体现
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三十多年来，各民族自治地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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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条例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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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末，大通为蒙古贵族麦力干所居。
清顺治十年（1653年）麦力干在今门源回族自治县大营宫室，其长子南力木居此。
清初对甘肃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沿用明朝制度，并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藏、土、蒙古族。
雍正三年（1725年），清王朝为加强集权统治，增设军政设施，在设西宁府及西宁县的同时，设大通
卫②，筑大通白塔、永安二城，分兵驻守。
乾隆九年（1744年）经西宁道杨应琚和卫守备孙捷联名详请，大通卫署迁白塔③，从此门源为大通卫
的北大通营，称北大通。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大通卫为大通县。
从此白塔城成为大通县治所在地。
民国二年（1913年）始，大通县由西宁道管辖。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大通为青海省直属县，同时将原大通县红山堡划归新置门源县
辖。
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任命马麒为西宁镇总兵。
马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开始扩编宁海巡防军，所有军官均由家族成员和亲友担任，并实行兄终弟
及，父死子继，形成一个地区性家族世袭军阀集团，开始了对青海长达40年的马家统治。
马步芳执政时期，派骑兵八旅驻守大通，由其堂弟马步銮担任旅长。
为了巩固其军阀家天下地位，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严密统治。
1938年青海省开始实施保甲制度和壮丁训练，大通县分编为4个区，38个乡镇，142保，1548甲（后缩
编为29个乡镇，97保，1060甲）。
凡年满18岁以上至45岁（实际执行中扩大为17岁至50岁）的男性青壮年一律要参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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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是《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
是遵照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统一规划和要求，在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具
体指导下，在中共大通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和各级干部、广大各族群众大力协
助下编写的。
1986年元月，根据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和安排，中共大通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
人民政府责成大通县志编纂委员会组成《概况》编写组，着手撰稿编辑。
编写组由季学银同志任组长，有季学银、任国安、王成铭、汤伯铭、阿怀俊、郭练世、高占元、李葆
艺、刘宗玲九位成员。
编写工作是在县委副书记雍有忠（回族）和副县长马新民（撒拉族）主持下进行的。
由汤伯铭撰写第一、二、七、十章、四、九章的一部分和结束语；任国安、王成铭撰写第三、五、八
、九章和大事年表；郭练世、高占元撰写第四章的一部分；季学银、阿怀俊撰写第六章；李葆艺负责
照片征集；刘宗玲负责誉印。
最后由季学银、汤伯铭、王成铭、任国安修改、统编。
经过3个月时间的努力，于1986年4月底写出送审稿。
5月5-10日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召开审稿会，对书稿进行了审查。
根据审稿会的意见，我们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尔后，由编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审改定稿交付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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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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