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亡斗争

庆阳市西峰区建设委员会编篡

方志出版社





~ 

P 

西峰区建设委员会 编篡

方志出版社



一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峰城乡建设志/西峰区建设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20 1 1. 2 

ISBN 978 - 7 - 5144 - 0064 - 9 

1 . ①西… II . ①四… 皿 . ①区(城市) -城乡建设

一概况-庆阳市 N. ①F299.274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 11 )第 008236 号

西峰城乡建设志

编 者:西峰区建设委员会

责任编辑:金出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 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up: llwww. fzph. org 

行: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 10 )851958 14 85 19628 1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七点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

印 刷:庆阳市鹤原印务有限公司

发

1/16 本 :787 x 1092 

张:: 25.75

数 : 356 千字

次 : 2011 年 2 月第 l 版

数 :0001 -1000 册

开
印
字
版
印

2011 年 2 月第 l 次印刷

定价: 15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978 -7 -5 144 -0064 -9/ F . 6 ISB 



《西峰城乡建设志》编篡委员会

主 任 麻新明

成 员 巨永芝 柳国瑞张商杜立群李淑均吴德林

主 编 曹孝民(特聘)

副主编 吴德林

编 委 曹志峰尚奋年宋来福张继涛金治中孟晓力

刘自 刚 钱锋李强任钊王兆南夏征东

郭东鹏

资料员 李苏芳李雪梅王弘宜陈丽芳王浩赵立鑫

李温宝

图片提供 郭东鹏曹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原新城一一西峰的城市建设历程

高原新城一一西峰的城市建设历程

西峰是一个年轻的高原城市 O 但是 ， 在西峰现行区划内 ， 建城置邑

的历史却很久远 O 早在西周之时周宣王"料民于太原 " 。 到战国时代 ，

这里是义渠戎国之要塞。 秦建立统一的大陆帝国之时 ，这里是其重要的

战略高地，成为辅翼咸阳的战略支撑点 O 汉代置彭阳县，治在今彭原乡 O

属北地郡 O 因此，也可以说 ， 西峰是陇东高原上最为古老的驿站 O

西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锁钥 ， 其陇上重镇的地位无可

替代 O 西峰历来都是沟通关内与塞外的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 明清

时，设有董志县 ， 西峰成为陇东重要的茶市和米市 O 近至民国 ， 设镇置

守，西峰由村镇驿站而成为一方重镇 。

随着历史演变的步伐 ， 西峰由战略前沿而渐次成为内地的一个集

镇，其战略的意义相对被内地经营所取代而淡出视线 O 又由于所处边远

且以自然经济为主体而渐渐落后于相邻的关中地区 O 反映在城市的建

设与发展上，虽历数千年，仍然封问于古老的观念而没有得到突进式的

发展 ，保留了农业自然经济的超稳定性 ， 也同样局限了城镇的发展，如同

静止的定格状态 O " 聚屋成城、集众为市 " 正是当时西峰城邑的基本特

占 O

西峰作为一个近代地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发展 ， 却是不久之

前的事情 O 具体地说 ， 是在清未之后 ， 国共两党竞相发展的时期 ， 1935

年在西峰镇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 O 西峰由商业贸易集散驿

镇转型为战略意义上的前沿重镇 ， 集驻了国共两党的政治机关与临时

办事机构，成为陇上要害城镇 。

由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沿革兴替，西峰远古城邑建设的历史，已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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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到记载 O 又由于彭原古城早已消失 ， 而无从觅迹。 同样的，董志的

城邑 ， 也了无痕迹。 以至于无从确定遗迹之具体位置，只是残存的文献

中略晓其大概之方位，成为西峰城镇发展史的憾事。

其实 ，根据历史演进的逻辑 ， 我们可以想象 ， 那时的城邑 ， 也只是拥

有浓厚村堡性质的堡寨 ， 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 O 这

从沿袭至今的地名 ， 即可得到旁证 ， 如寨子、后官寨等 O

西峰作为城市的建制与发展 ， 精确地说是近三十年的事 ， 西峰作为

区域性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具备了城市建构的客观条件。 由此经历了

村 、镇、市 、 区的行政演变 ， 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正是与其相应时代同步 ，

体现的是其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总体综合发展水平 O

1985 年西峰设置县级建制市 ， 其城市建成区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 O

机关及商业用房大都为砖木结构平房 ，这也是当时最为时尚的建筑 O 居

民住宅大多则是土坯箍窑或地坑院 ，体现着高原质朴的民风。 各项城市

基础设施几乎处在 " 零 " 状态 ， 只是行政名义上的市而不具备城市的规

模与规划意义。

西峰市的建立 ， 拉开了西峰作为高原新型城市建设的序幕，西峰城

市建设以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O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规划和新建 ， 至

2010 年底 ， 西峰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25 平方公里 ， 是 1949 年的 25 倍 ， 是

1985 年底的 8 倍 ; 城市人口增加到 15 万人 ， 是 1985 年底的 4 倍 ; 绿化覆

盖率达到 30% ; 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25 平方米以上。 重点推进建设 7 个

小城镇 ，初步形成了以市区为核心、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O

城市建筑是" 凝固的音乐" 。 纵观西峰 25 年城市建设翻天覆地的

跨越式变化 ， 如同一首慷慨激昂、动人心弦 、令人振奋的进行曲 O 改革开

放以来 ， 西峰实施" 东扩南进、西延北连 " 的发展战略，城市框架实现了

从"村镇集贸时代" 到 " 现代区域中心城市时代 " 的大跨越 ， 由一个村镇

驿站型小城镇 ， 打开了迈向未来区域型重要城市的广阔发展前景 O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 ， 改革开放创造的历史性机遇，为西峰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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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大发展、超常规发展的良机。 自 2000 年起 ， 西峰城市建设步伐开

始加快。 随着"一年打好基础，三年形成框架，五年再建一个新西峰"发

展方向和 " 12345 城镇化发展战略(即 : 1 轴一一以世纪大道为主轴 ;2 中

心一一新城区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旧城区定位为市级商贸中心 ; 3 

带一一董志工业区至南五环环保隔离带、后官寨乡高速公路两侧西部

生态带、千亩湖生态 园 及小山空响旅游区东部旅游带 ;4 座人造湖一一南

湖、东湖、西湖、北湖 ;5 区一一空港产品加工区和汽车城、石油化工区、

物流贸易区、科技创智区、农业示范区) "的实施，以把西峰建设成为庆

阳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活力城市、人文魅力城市、黄土生态城市为总体目

标 。 集中精力抓西峰城市建设，重点推进 7 个小城镇建设 ， 初步形成了

以市区为核心、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D 极大地提升了西峰的形象和品

位，也明显地拉开了西峰城市框架和拓展了西峰的城市版图 O

区位条件是西峰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先天的元素 O 西峰城市的

建设与发展，则是时代的基本主题。 西峰城市建设的历程 ， 体现的是西

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旋律，是西峰人民建设家园、创造幸福生活

的缩影 。 远溯历史，近历事功，西峰城市建设事业是值得记载与总结的，

将西峰城市建设的探索之路予以详备的记述，以存史实 ， 以备借鉴 O 因

此我们组织编撰了这部《西峰城乡建设志~ ，旨在真实记录西峰城市发

展的历史资料，保存在西峰建设与发展历程中的探索与奋斗总结，以期

为西峰未来的发展留下一条辙迹。

《西峰城乡建设志》是对三十年来西峰城市发展的具体记载，是西

峰城乡建设战线的又一成果，是迄今第一部完整记载西峰城乡建设历

程的志书 。 《西峰城乡建设志》真实地记载了西峰城市的变迁和西峰城

乡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一部西峰城乡建设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O

《西峰城乡建设志》的编撰经过二年努力，择删剔抉，反复研讨 ， 并

多次征求相关单位和专家意见，数易其稿，精益求精，于 2010 年 11 月 通

过评审定稿，并付梓出版发行。 《西峰城乡建设志》以翔实的史料、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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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据 、朴实的语言 ， 以大量的原始资料真实地记载了西峰城乡建设的

史实 ， 又集时代特点、地方特色、行业特征于一书 O 市区相关部门和有关

人士给予了大力支持 ，提供了大量宝贵照片和珍贵资料 ， 使编篡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 O 在此深致谢忱 O

《西峰城乡建设志》是西峰第一部系统地记述其城市建设和乡村建

设事业的志书 O 为了编修好这部志书 ， 从 2009 年开始 ，在翻阅整理西峰

城乡建设档案的基础上 ，走访了西峰城建系统的老工作人士 ， 收集资料

近 500 万字 ， 图片 400 余张 。 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以科学、严

谨 、一丝不苟的态度 ，广泛搜集资料 ， 广采博议 ， 析异辨误 ， 历时二年 ， 几

经修改 ， 反复推敲 O 但因西峰存史文献大少 ， 而难免缺漏 ， 因此这部志稿

虽 已成 书，缺点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 竭诚希望各界批评指正 O

特此为序 O

麻新明

2010 年 11 月 11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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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由两峰区建设委员会组织编篡，系西峰设置县级建置以来建

设系统的专业志目。 本志坚持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的原则，遵

从现状，客观、实事求是地记述两峰建市设区二十五年来城乡建设的成就。

二、本志上限趋于 1985 年西峰市成立，下限断于 2010 年 6 月 。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于西峰城乡建设档案、西峰区党政领导机关的

文件，相关部门也为木志提供了资料。

四、本志编排采用章、节、日三个层次。 设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与职

贞、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村镇规划与建设、城乡管理、建设系统党群组织建

设、建设系统职工名录、建设系统各单位获奖记述、建设系统获奖个人及专

业技术人员等十一部分，后列附录与全志内容相佐证。

五、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相辅相成，共同说明相关

内容。

八、本忐采用公元纪年法。

七、本忐的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个别情况

下，为保恃资料原貌及特定语言习惯，面积单位采用了非法定计量单位

"亩" (市亩) 。 文字记述中用汉字表述计量单位名称，不采用单位符号标示

的形式(表格除外) 。

八、本志对"西峰市"与"西峰区"两个行政概念的运用，遵从设置时限:

从 1985 年 6 月到 2002 年 9 月表述为"西峰市"不采用"原西峰市"的形

式，从 2002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表述为"西峰区" 。 "庆阳地区"与"庆阳

市"的行政概念亦照此运用。

儿、本忐中数字的书写形式遵从国家有关规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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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西峰位于董志原腹地，是西峰区的行政中心，也是庆阳市党政领导机

关所在地，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信中心。

1985 年，西峰在原庆阳县建制镇的基础上成立县级市。 建市初期，由

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上理念制约，城市延袭了原来集镇

的规模 :城区面积较小，大约只有 5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4 万多，道路仅有 3

条大道、4 条大街、 19 条窄巷。 建筑物大多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青

砖青瓦平房，只有小什字的百货大楼算是时兴的建筑。 人们出行的主要工

具为门行车，街道上没有行道标志，只有小什字和汽车西站附近的十字路

口设有红绿灯。 城市绿化带有明显的村镇特点，街道两侧稀疏地栽着一些

国槐和杨柳。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备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供水、排水、用

电、通信、取暖、燃料使用、购物等，都显得滞后，总是不能如人所愿。 公益

设施建设更不完备，孩子仁学难和市民住房困难，成了影响生活的两大难

题。 低水准的城市建设局限了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步伐逐渐加快，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进入 21 世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建设理念的更新"建管并重，加快发

展"的方针取得了切实有效的贯彻，城建职工以"自我加压、勇于创新、顽强

拼博"的精神和"坚守使命、坚定信心、坚强不屈、坚持到底"的态度，苦干实

干，使两峰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功能有了较大提升、城市性质也

出现了较大转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城市规模逐步扩大。 到 2009 年底，城区面积扩大到 24 平方公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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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的 4 倍多;城区人口达到了 13 万人，是 1985 年的 3 倍。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形成了"五纵六横"的路网构架，已拓展

建成主要街路 46 条 120 公里，正在修建街路 22 条 43 公里，即将开工建设

街路 32 条 120 公里。 道路的建设促进了土地开发，以土地开发带动城市建

设，如世纪大道的修建，促进了通信、卫生、银行、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大道

两侧的建设项目遍地开花。 新区、东区、北区所有新开迫路全部配套建设

了综合公共管沟。 规划建设了天湖、北湖、东郊湖、两湖、东湖五个人工湖，

并结合农灌改造工程配套建设水系，项目总占地面积 7156 亩，水域总面积

1970 亩，总容积 287 万立方米，年复蓄水量 685 万立方米。 供水、排水、供

电、供暖、供天然气、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等生活设施稳定可靠，超

市、市场等服务设施布局合理，健全配套，数字电视、网络宽带、移动电话与

电信业务迅速发展，加快了城市信息化步伐。

公益设施得到改善。 广场、公园、健身娱乐场所相继建成。 "学生进

城、医生下乡、农民入校"的建设布局思路，加大了城市规划区内学校扩容

改造力度，整体推进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采用共驻共建、商家

代建、财政以奖代补的办法，使 15 个社区拥有了自主产权的办公场所。 公

交车、出租车等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较快，为人们的出行提供 f便利 。

绿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生态防护林带建设占地 6600 亩，城市道路绿化面

积累计 1 1. 6 万平方米，在彭原三里沟肤至飞机场建成长 6.9 公里，两侧纵

深 25 米的城市景观绿化带，公共绿地建设以游园、街头绿地、休闲广场、单

位庭院绿化为重点，建成城市小游园 4 处，街头绿地 6 处。

小区建设全面提速O 实施了锦绣花园等房地产开发项目 24 个，建筑

面积 58.6 万平方米。 在城市规划区新建新港新村、新城等失地农民集中

安置小区 9 处。 开工建设经济适用房及廉租住宅小区 2 处，总建筑面积7.8

万平方米，用于解决城市困难人口住房问题。

园区建设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促进和带动作用。 已经建成或在建的工

业园区有西峰工业园区(南部队北区清洁工业同区，以石油加工、石油天然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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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工、精细化工及相关联产业开发、食品、医药、机械、建材等为主要发展

项目 D 西峰经济开发区以农业及第三产业开发为主要内容。 肖金万亩设

施蔬菜基地计划投资 8 亿元，流转土地2 万亩，利用三年时间新建优质蔬菜

生产基地。 肖金物流园区规划依托西长凤高速、西平铁路，集物流运输、包

装、贸易、餐饮等功能为一体占地 4273.5 亩的现代物流园 。

城市管理力度加大口 按照"城市规划管理在市上，建设运营在区上，综

合执法授权给区上，督查检查在市上"的城市管理模式，成立了庆阳市城乡

规划委员会，对重大规划问题、重要建设项目和规划方案实行委员票决制，

扎实开展违法占地、违章工程集中清理，建立了市区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 。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目标，针对城区环境"脏、乱、差、散"的问题，开展综合治

理，落实"三包六禁" (包卫生保洁、包市容管理、包绿化爱护、禁止乱泼乱

倒、禁止乱贴乱画、禁止乱拴乱挂、禁止乱挖乱占、禁止乱停乱放、禁止乱搭

乱建)责任制，实行旬检查、月评比、月通报和年终总评奖罚制度，建立城市

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促使城市管理上台阶。 建立社区警务室、村警务

室，招聘社区巡逻队员、协警人员，初步形成街道有巡警、社区有民警、小区

有保安的巡逻防范机制 。 建成了"三台合一"综合指挥系统，在城区新建路

段和老城区技防设施未覆盖路段新安装视频监控探头，实现了对城区主干

道和交通卡口的全覆盖。 将城市规划区内所有主次道路全部纳入管理，为

老城区主干街道安装了隔离护栏，增设了路标和指示牌，为所有新开道路

及时配套建设路灯和交通指挥信号灯，使用高档反光漆定期刷新人行横道

线、分道线、车位标识线，在所有出入城路口、重点区域安装了电子监控系

统，规范了交通。

城市运营理念和方式有了较大进步。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城市

运营理念，积极探索城市运营的新路子，采用启动民间资金、运用新的道路

建设模式和银行信贷支持等方式，多方融资，化解财政压力，实现提速发

展。 同时，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完善土地储备制

度，全面清查和盘活城区存量土地，对闲置土地依法予以收回，对新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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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和存量建设用地，有计划地纳入政府储备库，以有偿使用方

式供应，对旧城改造、企业改制等涉及国有土地资产的，纳入有偿使用范

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城市运营理念的转变，为城市建设筹集了强

力的资金，加速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建设的变化和进步，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着方便，同时也在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

西峰的乡村建设，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 乡村建设分集镇建

设和村庄建设两个层次。

西峰市成立后，在重视城市建设的同时，也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乡村建

设。 首先着力进行了集镇和乡村的规划，在此基础上狠抓了集镇建设，以

集镇建设为龙头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集镇建设以强化基础为主要内容，要

求"三通一平"即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道路平整。 村庄建设主要是改善

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 到 20 世纪末，西峰的集镇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建

设，集镇规模初步形成，面貌较之以前大为改观，成为各乡域间经济、文化

的支撑点 。 村庄面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主要是乱占耕地、私搭滥建的

现象得到了有效抑制，村庄建设走上了有章可循的路子。

进入 21 世纪，乡村建设跨入了快车道，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的原则和"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加大规划和建设力度，区上一方面

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任务，另一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各乡

镇的努力下，建设规模明显加大，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乡村建设工作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势头。 集镇建设坚持小城镇的标准和方向，突出了市场、通讯

和文化功能，集镇区要求绿化、亮化、硬化、净化和美化。 村庄建设按照"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通过小康住宅

建设、新农村建设、危旧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道路村村通工程、节能



概述

减排工程等一系列建设项口的实施，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居民的住房、

行路、人畜饮水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使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改

变。 如今，两峰乡村大都按规划修建了居民点，节约了土地，加强了村民的

联系、协作。 住宅环境好、设施齐全、质量好、样子新。 道路平坦畅通，村容

村貌整洁美观，出行方便。 饮水方便、干净。 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质

量有了提高，呈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

2010 年 2 月由庆阳市人民政府颁布、2010 年 7 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

准的《庆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9 - 2025 ) ~ ，对西峰城区未来的发展作了新

的规划 O 规划对西峰城市未来的性质定位是: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活力城

市，人文魅力城市，黄土生态城市。 西峰城市的建设目标是:陕甘宁接壤地

区的经济发展强城、黄土高原上的生态建设绿城、大型能源化工基地的生

产指挥中心和生活基地，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 根据以上精神，西峰

城区的规划范围将要大力扩展:北至现彭原乡北侧，南至现董志镇周庄村，

东至现温泉村西头组，西至现在后官寨乡西平铁路规划处，面积约 210 平

方公里。 建设用地总面积 60. 8 平方公里，分三个区域:中心城区面积约

49.8 平方公里，南区工业园区面积约 6 平方公里，彭原北侧清洁工业区面

积约 5 平方公里。 城市主干道为"八纵十三横"路网结构，城区道路共 100

条 283 公里，路网密度为 4.6 公里/平方千米。 到 2020 年城区人口达到万

人，到 2025 年城区人门规模为 53 万人。

实现这个规划任重道远。 为把西峰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繁荣、更加

富有现代化气息，不断满足广大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后还要继续破解

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为了少走弯路，取得较好效果，必

须建立长效机制，牢牢树立"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的思想

意识，坚持规划和建设的科学性、稳定性。 要从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积累

的成功经验，克服人为的随意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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