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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位于自治州南端。东邻汶川县，北接马尔康县，西北与金

川县相连，西南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雅安地区的宝兴

县交界。地理座标介于北纬30°35’～31°43’、东经102

°01’～102°59’之间。地形狭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属高山峡谷区。面积5582.4平方公里。县治美兴镇，离成

都293公里，距马尔康143公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邛

崃山脉西侧，夹金山北侧与西北侧。山脉呈南北和北东走向

，构成岷江与大渡河及青衣江水系分水岭。地形复杂，万山

丛矗，千峰峭立，山川并列，沟谷纵横，切割深重，褶皱强

烈。北部虹桥山海拔5200米，东部四姑娘山高达6250米，一

般高山脊达4500米。河谷地区多在3000米以下，垂直距离

约1500～2500米。全县坡度15°以下的缓坡与平坦地仅占总面

积的41％。地层多系三叠纪，气候、土壤和地理景观呈明显

的垂直分布，海拔2000～3000米的高度，土壤为发育在波积

砾石土壤母质上的山地灰褐土或山地褐色土，构成早生灌木

草地景观，成为别具一格的干旱河谷。部分地区分布桦、杨

为主要树种的阔叶林带。河谷地带多系山地棕褐土、黄壤土

和沙壤土，是培垣农作物的主要地区。县境属亚热带气候型

。由于高原地形，气候冬寒夏凉，常年干燥，雨量稀少，气

温变化剧烈，四季不甚明显，日差较大，有时达20c以上。年

蒸发量1500毫米，无霜期220天，年平均气温12.2°c，全年光

照2214小时。建置沿革：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禹贡



》归梁州之域。东汉列为大奘、龙桥、薄中等辖地。南北朝

归党项。隋属附国嘉良地。唐纳入剑南道雅州之东西嘉良州

。北宋、南宋时均属成都府路西山野川诸部。元系宣政院辖

之吐善等路宣慰司属地。明属朵甘都司董卜韩胡宣慰司管辖

。明初改其地为“金川寺”。清乾隆两征金川后设懋功屯务

厅。民国3年（1914年）改设懋功县，隶川西道。民国24年

（1935年）隶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解放后，1953年政

懋功县为小金县。辖4区、1镇（乡级）、21乡、131村、420个

村民小组。县名来历：藏名赞拉，凶神之意。因境内小金川

得名。小金川因沿河产砂金得名。人口：1990年，全县人

口72510人。清代之前全是藏族聚居地，人口众多、经乾隆两

征金川之后，人口骤减。战后，清廷推行改土归流，移民设

屯。大量相领屯土移民和内地民户进入，人口有所回升。现

有城镇人口8013人、农村人口64497人。人口出生率2531‰，

自然增长率13．81‰。民族：县境属藏族聚居地之一。总人

口中藏族34458人；汉族35002人；回族2529人；其他少数民

族16o人。经济资源：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生长。河谷地区出产玉米，高山盛产小麦、青稞、洋芋、胡

豆、油菜。深山密林中栖息着扭角羚、苏门羚、鹿、小熊猫

、雪豹、角雉、藏马鸡等珍稀动物。出产虫草、贝母、羌活

、泡泡参、黄芪、大黄、五甲皮以及麝香等药材。矿产资源

丰富，有金、银、锑、锌、石棉、硫磺、毒砂、水晶石、绿

柱石等矿藏。其中金矿量多、质高，分布较广，达维的“广

金坝”、宅垄的“万空洞”均以产金在民间久负盛名。日隆

乡境内的四姑娘山雪峰挺拔秀丽，双桥沟、长坪沟、海子沟

景色宜人，为中外旅游和登山运动者所仰慕，是省级风景名



胜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了美国、日本、加拿大、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许多登山队和游客。解放前，

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加之烟毒泛滥，兵燹匪患

，地方械斗连年，工农业生产得不到发展，各族人民群众生

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全县人民持续进行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生产

迅速发展，耕地面积增加三分之一，土地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连年兴修水利，扩充灌溉系统，增大灌溉面积，建引水

渠192条，灌面达3．34万亩。在中央发展农业“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等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县开展了以推

广良种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造。1981年以来，全面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认真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

多种经营”的方针，取得了农业生产的重大突破。1990年全

县粮食总产量2206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5.6倍。油菜总产量

达82.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118倍。全县自然林面积152万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18．4％。活立木蓄积量2713立方米，宜林

荒山15万亩。河谷地区有苹果、雪梨、核桃、花椒、花红、

林檎、葡萄等经济林木。苹果质地优良驰名国内外，已列为

四川省苹果外贸基地县，1990年苹果总产量达350万公斤。全

县有草场280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3．9％，适于放牧

牦牛、犏牛、骡马及山羊、绵羊等。1990年各类牲畜存栏数

为21．7万头，比1949增长4.1倍。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发展，农业生产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原来那种单一经营的

城乡分割产业结构已被突破，逐步走上多门类综合经营的新

格局。全县农村逐步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从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生产发展



较快。有木材采伐、木制品加工、电力、农机、印刷、粮油

加工、食品酿造等工业，计州属企业1个，县属全民企业7个

、集体企业35个。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894万元，比1957年

增长62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12.2

％上升到1990年的24.9％，工业生产方兴未艾。邮电、交通运

输事业欣欣向荣。解放后陆续扩大了国内外各项邮政业务，

逐步实现了电信半自动化。交通运输解放前只有骡马小道，

仅靠人力、畜力载运物资。“幅员仅四百里，而马道盘曲，

行辙经旬”，行路之难，可见一斑。解放后交通事业迅速发

展，先后兴建了卓（克基）小（金），中（滩堡）小（金）

，小（金）丹（巴）3条公路干线，计长372公里，乘车1天之

内可分别从县城达州府和省府。境内修筑乡村简易公路12条

，全县乡乡通汽车。交通状况的改善，缩短了与内地的距离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繁荣。解放前是一

种以贩运鸦片为主的畸形经济，仅有少数行南往来于灌（县

）雅（安）之间，以药材、皮毛等换回食盐、大米及布匹等

物。畸形经济的产物-烟会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了商业的萧条。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各乡和重要村寨都设

立了商业、供销网点，扩大了人民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用

品的供给，城乡市场活跃，商品供应充足。1990年全县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2314万元，比1950年增长256．l倍。集市贸易成

交额比1952年增长234．5倍，流通领域不断扩大，多层次、

多渠道、多形式的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已逐步形成。小金县

各族人民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经济日趋繁荣。1990年国民收入人平849元。1990年工农业



总产值达5973万元，平均年增长2．4％。其中，工业总产

值894万元，平均年增长15．58％。农业总产值5079万元，农

民人平纯收入425元，年均增加17．7元。财政收入371万元，

年均增长6．4％。粮食总产量2205．9万公斤，农民人平有

粮340公斤。城乡储蓄2682万元。城乡市场趋旺，供应充足，

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秩序正常。禽蛋、肉类等副食品供应充

足。人民群众吃、穿、住、行条件有很大改善。电视机、收

录机、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购买力逐步增强，精神文明建设

深入开展。文化：文教、科技、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解放前全县仅有小学3所，教师20人，学生200人。解放后党

和政府大力倡导教育事业，相继办起了小学、中学，敦促学

龄儿童入学。1990年有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5所，教职

工358人，学生2135人；小学147所，教师636人，学生9634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3％。文化设施逐步完善，陆续建立

了文化馆、新华书店、体育场、影剧院、广播站、电视卫星

地面接收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

养。科学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的专

业科技队伍。解放前，仅有城关三家小药铺，卫生条件差，

群众有病无法治疗，病疫流行，麻风、天花、结核等疾病蔓

延，严重危害了人民身体健康。解放后，相继建起了县医院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乡设立了卫生所，培养了一批各

民族的医护人员。1990年全县有医疗机构36个，医护人员267

人，病床199张。卫生机构总数比1953年增长8倍，医护人员

比1953年增长18．7％，病床增至171张。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

展，城乡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蓬勃开展，体育设施日趋完善，体育人才的培养造就成绩显



著。境内文物胜迹众多。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一是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一、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地的达维桥和会师

会议地址天主教堂；二是红军长征停留时召开中央政治局“

两河口会议”所在地的两河口关帝庙。有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关桥、猛因铁索桥和营盘街清真寺、结斯喇嘛寺、沃日土

司经楼和石碉。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关“革命烈士纪念塔

”和“达维革命烈士陵园”。 其它：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

过许多动人的“史剧”。有两金川藏民反抗乾隆帝两次征剿

金川的斗争；宣统三年参与保路运动；民国6年查都若巴等发

起的“八角暴动”；民国24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懋功建立根

据地的光荣历史，民国31年新桥等地乡民集结2000多人围攻

县城的事件。1950年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懋功县城

，宣告懋功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