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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海地大物博，是我们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
从昆仑山巅到可可西里，从江河源头到河湟谷地，在72.1 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可以看到麦浪滚滚
、果蔬飘香的田园风光，亦可以体验风吹草低、牛羊遍野的草原牧歌，还可以领略盐田荡漾、循环发
展的现代化工业。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青海正是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美之地。
这里地域辽阔，资源富集，蕴藏着丰富的水电、盐湖、石油、天然气、太阳能、风能以及特有的高原
动植物、农牧业和旅游业资源，是我国资源的重要战略接续区。
这里山川壮美，生态重要，不仅有青藏高原的博大壮美和瀚海大漠的广袤雄浑，亦有河湟谷地的繁荣
富庶和江南水乡般的旖旎多姿。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从这里起步，东流入海；巍巍昆仑、莽莽祁连横空出世，绵延不绝
。
青海自然景观、地理地貌、民族文化、人文风情等具有原生态、多样性和不可替代的特点，到处呈现
着一派雄浑磅礴的壮丽之美。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是“唐蕃古道”、“丝绸之路”的要地，是中原与边塞、东方与西方文明
交流传播的桥梁。
当年，文成公主就是翻日月山，越青海湖，经玉树抵拉萨，谱写了唐蕃和亲、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柳湾彩陶、喇家遗址、西汉虎符、吐蕃古墓、北禅寺、塔尔寺等等见证着多民族、
多文化、多宗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融合、交流、激荡，展现了一幅青海文明进步的绚丽画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儿女汇聚到美丽的青海，同青海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青海的发
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开
拓创新，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青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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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海省情教育读本：大美青海》青海地大物博，是我们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
从昆仑山巅到可可西里，从江河源头到河湟谷地，在72.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可以看到麦浪滚滚
、果蔬飘香的田园风光，亦可以体验风吹草低、牛羊遍野的草原牧歌，还可以领略盐田荡漾、循环发
展的现代化工业。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青海正是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美之地。
这里地域辽阔，资源富集，蕴藏着丰富的水电、盐湖、石油、天然气、太阳能、风能以及特有的高原
动植物、农牧业和旅游业资源，是我国资源的重要战略接续区。
这里山川壮美，生态重要，不仅有青藏高原的博大壮美和瀚海大漠的广袤雄浑，亦有河湟谷地的繁荣
富庶和江南水乡般的旖旎多姿。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从这里起步，东流入海；巍巍昆仑、莽莽祁连横空出世，绵延不绝
。
青海自然景观、地理地貌、民族文化、人文风情等具有原生态、多样性和不可替代的特点，到处呈现
着一派雄浑磅礴的壮丽之美。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是“唐蕃古道”、“丝绸之路”的要地，是中原与边塞、东方与西方文明
交流传播的桥梁。
当年，文成公主就是翻日月山，越青海湖，经玉树抵拉萨，谱写了唐蕃和亲、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柳湾彩陶、喇家遗址、西汉虎符、吐蕃古墓、北禅寺、塔尔寺等等见证着多民族、
多文化、多宗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融合、交流、激荡，展现了一幅青海文明进步的绚丽画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儿女汇聚到美丽的青海，同青海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青海的发
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开
拓创新，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青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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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青海历史悠久。
据考古发现，这片土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以湟水河谷
为中心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彩陶文化。
秦汉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以古羌族为核心的各族各部，悠扬动人的羌笛吹奏出了青海文明史
的开篇部分。
此后，历代在这里建邑置郡，经营相继，各民族在这里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开拓了这片边地沃土。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湟水谷地建立西平亭，在今西宁市以西设置临羌县。
青海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体系。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在这里设护羌校尉，对诸羌部落进行有效管理。
汉平帝（公元1年～公元5年）时期，王莽在今青海湖周围的广大地区设西海郡，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
向今青海腹地开拓。
东汉时期又在湟水流域置西平郡，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建制等级。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后秦、西秦、吐谷浑等地方政权都曾在青海逐鹿。
其中。
南凉政权与吐谷浑政权对青海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初青海全境在中央政权与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分别控制之下，隋击败吐谷浑以后在青海设西海、
河源二郡。
唐代在青海东部设鄯、廓二州，属陇右节度使管辖。
吐蕃王朝崛起以后，势力扩展到青海牧区，并与唐形成对峙。
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陇右地区唐军悉数东撤，青海全境被吐蕃所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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