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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史以来，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局面，积淀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资

源。丰富璀璨的宁夏历史文化遗存，既蕴含了物换星移、兵戎玉帛的沧

桑往事，也呈现出厚重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分

重视历史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依托宁夏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辛勤耕耘，忘我奉献，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宁夏历史文化

的研究成果，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展现了新的窗口，对人们

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继续深入挖掘宁夏历

史文化资源，推出大批适合时代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研究成果，不仅

是宁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也是建设和谐富裕新

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宁夏地方史话丛

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产物。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旨在以宁夏多元文化为主线，分门别类，按

照地域和行业来分类，以重大历史事件来陈述，打造一整套宁夏地方

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这套丛书不仅展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不同侧

面，而且系统介绍宁夏历史发展进程，是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打造

宁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历史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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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以来，宁夏各地地方志、年鉴、地情资

料丛书的大量出版，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培养了一批文

字功底强、业务能力精的史志专家队伍。各级领导对地方史志工作也

给予了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打造品质一流、特色浓厚

的《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宁夏地方史话丛

书》，人们可以感受宁夏历史文化的苍凉厚重，领略宁夏历史文化的奇

特魅力。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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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史话》出版了，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可喜可贺！

纵观红寺堡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移民开发建设史。春秋战国

时期，朐衍民族在这里定居，过着游牧、狩猎生活。秦将蒙恬北击匈奴，

收河南，迁发数 10万人修筑长城，红寺堡也在其中。汉代，这里曾安置

匈奴、西羌降民，内迁边民。盛唐时期，徙置于红寺堡的吐谷浑部，为民

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朝在红寺堡的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朱元

璋将这里作为安置归附土达族的重要地区之一，庆王朱栴在韦州生活

长达 9年，红寺堡迁入大量的江淮人。清朝末期，吏治腐败，战事频繁，

人口减少，红寺堡也逐渐荒废。除各种志书记载外，红柳沟边墙、红寺

堡旧城、明王陵和遍布红寺堡境内的烽火墩等旧址、遗址，以及庆王朱

栴的诗篇都佐证了红寺堡地区曾为历史上多民族迁居的事实。

世纪之交的红寺堡，是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生态扶贫移民安置

区。1995年，国务院立项建设宁夏扶贫扬黄工程（“1236”工程），红寺堡

是主战场。开发建设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红寺堡历届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八七”和自治区“双百”扶贫攻坚计划，按照“边开发、边搬迁、边

建设、边发展”的要求和“搬得来、稳得住、管得好、逐步能致富”的目

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移民搬迁安置为重点，以生产发展、社会管

序

中共吴忠市红寺堡区委书记 丁建成

吴 忠 市 红 寺 堡 区 区 长 谭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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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核心，有效促进移民生产、生活永续和谐发展。截至 2016年年底，

累计开发水浇地 70余万亩，搬迁安置宁南山区贫困群众 23.3万人，形

成了 2镇、3乡、1个街道办事处、65个行政村、5 个城镇社区的建制规

模。广大移民群众经过 18年的负重拼搏，在“白草飞沙，飞鸿过断”的

荒漠上，创造了“旱塬流碧玉，荒漠崛新城”的人间奇迹，呈现出社会事

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欣欣向荣的局面。

知古鉴今，继往开来。红寺堡区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三大战略”

“五个扎实推进”，坚持以“脱贫攻坚、增收富民”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多元化“三化进程”，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产业提档升级、社会综合治理、美丽红寺堡建设“四

场硬战”，统筹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全力打造生态

移民样板区、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明星区、高效节水示范区、慈善产业

发展先行区，奋力谱写“五个红寺堡”建设新篇章。

古之源，今之流。《红寺堡史话》是全方位介绍红寺堡历史、讲述红

寺堡开发建设的通俗读物，史料充实，略古详今，立意新颖，图文并茂，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我们相信，一部史话在手，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

移民群众“共产党好，黄河水甜”的共同心声，必将对人们走进红寺堡、

认识红寺堡发挥重要作用，必将对红寺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欣值《红寺堡史话》付梓之际，我们衷心感谢给予《红寺堡史话》悉

心指导的自治区方志办领导、专家和各界同仁，感谢为《红寺堡史话》

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编辑。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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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足音留余韵 红寺移民创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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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足音留余韵
红寺移民创伟业

宁夏，历来是中国西北边陲重镇，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会处。农

牧皆宜的自然环境和战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使宁夏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的

政治、军事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宁夏的移民开发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先民们不断开发这块土地。秦汉时期，为了巩固关中、防御匈奴、开拓边疆，宁

夏地区便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千余年来的移民、屯垦、戍边深刻影响了

宁夏历史发展及文化演变。据史料记载，西戎、匈奴、羌族、鲜卑、突厥、党项等众

多的古代民族曾在宁夏生息繁衍过，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各族劳动人

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共同建设宁夏这片富饶美丽的地方。

红寺堡位于宁夏中部，外来移民在开发建设红寺堡的过程中同样立下了不

可磨灭的历史功劳。

春秋时期，宁夏境内西戎部族分为义渠、乌氏和朐衍三支，其中义渠最强大，

居今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一带，乌氏与义渠相邻，居六盘山麓，朐衍则居于宁夏

北部河东地区（含今红寺堡地区）。西戎主要以游牧、狩猎为业，农业经济尚未发

展，各部族都善武惯战。

战国初期，宁夏境内乌氏和义渠等部族隶属秦国。秦昭王时（前 306 年—

前 251 年），秦发兵伐义渠，迫使义渠等部族北迁，并逐渐与匈奴（当时称为

“胡”）融合。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将

全国划为 36 郡，宁夏属北地郡。《史记》记载，北地等郡畜牧业发达。公元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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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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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套南北，3 年后又迁 3

万户居民到“新秦中”一带。又自榆中（今甘肃兰州市）起沿黄河北上，直至内蒙古

阴山，一路设置了 36 个县，在今宁夏吴忠（含红寺堡地区）、陶乐境内设置“神泉

障”和“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还迁发士卒和罪徒数十万人，修筑长城（今红寺堡

大河乡还有长城遗址）。随着农业界限的北移，实行兴修水利、屯垦种植的政策，

使宁夏地区人口大幅增加。几年后，秦王朝土崩瓦解，“徙谪戍边者皆复出”。匈奴

人随即南下，重新占领了这一带。秦末河套南北的这次人口大迁徙和大更替，是

宁夏中北部在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起大落。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汉朝，将全国分为 103 郡，宁夏地区分属当时的安

定郡（含红寺堡地区）和北地郡。西汉初年，经济凋零，人口锐减，是刘氏政权面临

的严重问题。因此，整理户籍、发展人口成为稳定封建秩序、恢复社会经济、巩固

国家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御史大夫晁错总结了秦代徙谪戍边者“有万死之害而

忘铢两之报”“功未立而天下乱”的历史教训，建议组织边疆军屯。汉武帝在位的

50多年间（前 140年—前 87年），是宁夏北部的经济由游牧业发展为灌溉农业

的重要时期，也是历史上宁夏人口第一次转向稳定发展和汉民族成为宁夏人口

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时期。

汉武帝时，开始在边郡安置匈奴降民。汉代，在宁夏地区属国中，最为著名的为

安定郡三水县之属国，其长官称属国都尉，称安定属国都尉。按《辞源》（1984年版）

对“三水”县的注解：“因县界内有罗山谷三泉并流，故名。”三水县城，即今同心县

韦州平原的红城水古城。三水县域，推测包括今同心、盐池、红寺堡等部分地区。

《汉书·地理志》称：“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即指管理今盐池县惠安堡等地

盐池，有产盐之利。《水经注·卷二》《后汉书·卢芳传》《后汉书·张奂传》等均有关

于三水县故城、安定属国都尉之叙述，表明红寺堡地区安置有匈奴、西羌降民。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复古改制，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破坏了与

边疆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加深了社会动乱，红寺堡乃至宁夏地区良好的农业发

展环境遭到破坏。

东汉时期，是宁夏人口大变动时期，南部有隗嚣、北部有卢芳（时居三水县，

含红寺堡地区）这两支叛乱军队的骚扰。东汉后期又有历时 60多年（107—169

年）的三次西北羌人大起义。宁夏是东羌人聚居地之一。三次起义先后遭受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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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本地居民大量逃亡。“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起义中，皇甫规

曾招抚羌人 20 万，但后来段颎竟屠杀羌人数万。官府为了对付羌人起义，多次强

制边民内迁，红寺堡平原成为搬迁地之一。

盛唐时代，国力强盛，加之气候温暖，宁夏北部大兴屯田，内地军卒、移民进

入宁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如突厥、铁勒、党项、昭武九姓、吐蕃等内

附部族，居于宁夏地区甚多。其中徙置于红寺堡地区的吐谷浑部，也为促进民族

融合、开发红寺堡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西夏时期，宁夏地区北中部作为西夏的核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以韦州

城为中心的红韦平原是西夏的军镇要地。

明朝时，早在洪武初年，在韦州设立“群牧千户所”，这是宁夏“两镇”“五卫”

“七所”“八十六屯堡”中重要的一所。明朝初年，由于与元朝残余势力斗争的需

要，明廷一度将宁夏民众迁往外地，使宁夏变成了“空城”。但到洪武九年（1376

年），还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明廷又将移出之民移入原地，并“迁五方之人以实

之”。 明代，宁夏镇与延绥、甘肃三镇和固原总制府形成掎角之势，作为防范残

元势力南下的一道的重要军事防线，红寺堡及周边地区为藩王牧地，且为“套虏

举众寇固原，往返必经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在此驻军防守，对于阻止残元

势力南下侵掠固原及其以南地区有着重要的防御作用。明正统年间，宁夏战事频

繁，红寺堡及周边地区在蒙古势力的侵扰之下，军屯渐趋衰落。明廷为巩固边防，

积极招募和迁徙民户屯田，以补军屯之不足。所以，景泰、正德年间，韦州、红寺堡

地区的民屯规模逐渐扩大。明政府大力支持民屯，“请令各屯原额地土有抛荒及

空闲者，无论土豪官民军余尽力开耕垦，永不起科”。到了明万历后期，大批的军

屯已转化为民屯。明庆王朱栴居韦州时，红寺堡及周边地区军政位置更加重要。

红寺堡在明朝时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

明初，有相当数量逃往境外的元蒙古族官民，由于汉文化的熏陶，已经不习

惯漠北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了，决定接受更朝换代的残酷现实，归顺明朝。于是，

从明洪武初年到宣德年间，大量的外逃蒙古人纷纷拖家带口，甚至整部落地赶着

牛羊等牲畜陆续返回内地。朱元璋对此是欢迎的，他认为：“人性皆可为善，用夏

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理义，

以革其故俗。”这些内附的蒙古人也被称为“土达”，而包括吴忠、韦州、红寺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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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在内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安置“归附土达”的重要地区。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5岁的庆王朱栴从南京西来，先到封地庆阳，然

后，自庆阳徙居韦州，在红寺堡东南韦州修建庆王府，明初的韦州、红寺堡一带

“地土高凉，人少病疾，地宜畜牧”。当时随从庆王到韦州的护卫接近 2000人。据

《明实录》卷二三五记载：“洪武初，置中护卫，扈从庆王……护卫一千七百人屯

田。”这些人与朱栴都是江淮人氏，若是再加上韦州群牧千户所的 1120名军士，

则仅韦州一地就有江淮人氏近 3000人。朱栴在此生活了长达 9年的时间。

红寺堡及周边地区的官府屯垦在庆王府建成后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据《明

史·食货志》载：“太祖赐……亲王庄田千顷。”庆王府的庄田、牧场、园林，在明初

即已遍布固原、同心城、韦州、红寺堡、中卫、鸣沙、盐池、灵武、吴忠、银川等地。

《平远县志》载：“预旺、夹道、可可水三堡，皆明韩藩牧地。韦州、同心城，皆明庆

藩牧地。毛居士井、白马城，皆明肃藩牧地。”明正统二年（1437），宁夏总兵官史昭

曾上奏皇帝告庆王“尽占灵州草场放牧孳畜”，皇帝也因此致书朱栴，说甘肃总兵

官奏缺马，闻你府中马多，可选取两三千或四五千匹，给他们军骑操练，即“遣人

赉价奉酬”“足感盛德之助也”。（《明实录》）

从洪武初至永乐年间，由于连年的屯垦开发，包括韦州、红寺堡在内的地区，

已是一派富饶景象，军屯收获的粮食已完全满足军用所需。但大规模的开发、滥

垦滥牧却导致了生态失衡的进一步加剧。据《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今罗

山脚下，包括红寺堡开发区东南部、明代红寺堡（旧寺堡子）地区，自古就是水草

丰美的地区，罗山更是草木繁茂、山泉众多，正德初年修建红寺堡城之前，这里仍

然是生态环境良好的草原地区。明代后期，随着无序开发、气候变化等众多原因。

红寺堡的生态环境日渐遭到破坏。

清初，由于连年战争，宁夏很多地方出现了“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

社灶烟冷”的景象。因此，清廷要求官吏督垦荒地，发展生产，实行“有田功者升，

无田功者黜”的奖罚制度。原朱明宗藩官僚随着明朝的灭亡失去了勋戚的地位，

原来属于他们的许多屯田大都回到当地农民或兵丁的手中。此时，红寺堡及周边

地区的开发规模超过前代。河川、谷道、盆地、山坡、草场、林地被不断开垦。清朝

末期，吏治腐败和民族压迫，终于导致西北回族多次揭竿而起。在持续十余年

之久的起义过程中，西北地区人口急剧减少。据《朔方道志》载，同治兵燹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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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明清宁夏修的著名堡寨，如

红山堡、磁窑堡、红寺堡等，都在“同治之变”时遭到巨大破坏，后逐渐荒废。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民国

时期政局依旧动荡，包括西北地区仍处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之中。1929年 1月

1 日，宁夏正式建省，从 1933 年初起，马鸿逵以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宁夏省

党部主任、十五路军总指挥等职，统治宁夏长达 17年。1945年后，马鸿逵将银南

9县划为银南专区，并设立专署，红寺堡地区先后分属镇戎、金积、中宁等县。在

此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在今红寺堡地区活动达半年之久，成为红寺堡地区

的红色记忆。1947年 8月上旬起，回汉支队坚持在盐环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1949年 9月 15日，红寺堡地区全境获得解放。

1950年之后，今新庄集乡为同心县 7个区的第三区驻地，辖吴家堡、新庄集、

徐冰水、马断头、耍艺山等 5个乡。1958 年 10 月，人民公社化，今新庄集乡被组

建为 7个人民公社之一的金铜人民公社。1961年 9月，金铜公社更名为新庄集

公社。1992年 8月，新庄集乡为同心县 6镇 11乡中的一乡。1999年，新庄集乡由

同心县划入红寺堡开发区。

今天的红寺堡区行政区域是由同心县原新庄集乡、韦州镇北部、石炭沟乡，

中宁县东部、吴忠市利通区、盐池县西部等地经多次划归而成。

1998年 9月 5日，经自治区党委第三十五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共红

寺堡开发区工委、管委会，行使县级党委、政府的职能，实行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1999年 1月 30日，中共红寺堡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与红寺堡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挂

牌仪式在红寺堡开发区双井乡举行。

2001 年 12 月 7 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八十次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批准成

立了红寺堡开发区红寺堡镇、沙泉乡、买河乡、大河乡、白墩乡。2002 年 1 月，根

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精神，红寺堡开发区成立工委职能

部门 6 个、管委会职能部门 14 个，形成了红寺堡、大河、沙泉、买河、白墩、新庄

集、红崖和石炭沟共 8个乡镇 79个行政村的行政管辖规模。10月 25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宁政发〔2002〕93号）决定，红寺堡开发区划归吴忠市管辖，

作为吴忠市管辖的县（市、区）之一，并明确工委、管委会继续行使县级职能。

2004年 7月 3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三次调整红寺堡开发区行政区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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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盐兴公路北约 3.5 公里处的山脊线为界，将同心县韦州镇巴庄村北部 27 平

方公里的区域划归红寺堡开发区管辖；同意将盐池县惠安堡镇的小泉、乱山子、

牛记圈、林小庄 4个自然村共计 114 户 382人，约 76.5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归红寺

堡开发区管辖，两处区域共计 103.5平方公里。至此，红寺堡开发区行政区划面

积达 1999.12平方公里。

2005年，红寺堡开发区 83个行政村合并为 42个行政村。10 月，根据《自治

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红寺堡扶贫开发区发展思路及管理体制的意见》（宁党发

〔2003〕36 号），对红寺堡开发区工委、管委会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工委原

来的 6 个机构、管委会的 14 个机构综合设置为 15 个，合署办公机构 3个，挂牌

机构 15个。12月，自治区编办批准增设科级事业机构 11个。

2007年，红寺堡开发区对行政村做了

大范围调整，形成了 2 乡、2 镇、40 个行政

村、2个居委会建制。

2009 年 9 月 20 日，国务院下发国函

〔2009〕12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同意宁夏

回族自治区设立吴忠市红寺堡区的批

复》，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设立吴忠市红寺堡区的请示》（宁政发

〔2009〕90 号），同意设立吴忠市红寺堡

区，以吴忠市红寺堡镇、太阳山镇、大河

乡、南川乡行政区域为红寺堡区行政区

域，红寺堡区人民政府驻红寺堡镇。10月

28日，红寺堡区举行了设立暨红寺堡开发

区成立 10周年庆祝大会。此时，红寺堡总

面积达到 1999.12平方公里，辖 2镇 2乡

47个行政村，2个城镇社区。

2010年，宁夏再次调整红寺堡区与相

邻县区的行政区划，通过划归，红寺堡行

政区域总面积达到了 2767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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