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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兰州市榆中县

筲 青城镇

青城镇属兰州市榆中县，又名一条城，位于兰州下游 50 公里处，是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根据 《甘肃通志》、《兰州府志》、《皋兰县志》、《榆中县志》、《金县志》记

载，青城为宋代大将狄青擢秦州刺史巡边时所筑。 《宋史·狄青传》也记载：

“宝元间，元吴反，青为延州指使，以功累迁西上总领事门副使，擢秦州刺

史、泾原路都总管，经略招讨使。 ”青城原名“一条城”，约二里许，东西长、

南北狭，民国时期老百姓简称为“条城”。 东门名“巩安门”，上有朝阳阁，结

构宏伟，悬匾额“条城堡”。 南门名“威远门”，上即文庙。 后代为纪念狄青，

又将条城称为“青城”。 根据青城《罗氏族谱》记载：宋宝元时，狄武襄公擢

秦州刺史。有豫章罗月泉先生者，为宋儒从彦之曾祖，武襄聘为幕客。狄武

襄公巡边至定远，筑一条城。 月泉襄办屯田事宜，因侨居一条城。 后还豫

章，至裔孙柄之复迁于条。这也是狄青修筑青城的佐证之一。明末，随着鞑

靼势力的北退，青城人逐渐过河北移，先水川、强湾，继而王岘、武川，还有

其他一些地方。 随着人口的迁徙，条城的外延也扩展了。 从一些地方资料

来看，清末时还没有水川之名，而称“一条城河北”，在民间则统称为“条

城”。 到了 21世纪初，条城地域的范围大约是今榆中的青城、白银的水川、

强湾、王岘、武川等一些地方。 这个地域有 200平方公里左右，现在生活在

这里的“条城”人达十多万。 而现在的青城，仅指黄河以南的青城镇。

建国前设青城乡公所。 1949年建青城乡。 1953年为青城区。 1958年

成立红旗公社辖青城。 1959年改为青城工委。 1964年改为青城公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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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东滩公社合并仍称青城公社。 1983年改为青城乡。

被誉为“风雅之地”的青城古镇，自古以来是西北商贸集散地。 青城历

史悠久，地理条件优越，历代文人墨客荟萃，商贾云集，创造了灿烂的青城

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遗迹。

筲 夏官营镇

夏官营镇属兰州市榆中县，地处榆中县中部，东接中连川乡，北靠贡

井乡，西依金崖镇，南连三角城、清水驿乡，距兰州中心城区 46 公里，属兰

州城市东扩的重要空间。

夏官营古城位于榆中县宛川河南岸的兰州大学榆中校区附近， 是南

北朝时期西秦国都勇士城的遗址。 勇士城遗址位于夏官营镇高家崖村王

家崖东南方，距今已有 1500 年,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

之一———西秦国都。勇士城，便是西秦国的第一个王都。而且，在西秦生与

灭的 46年动荡中，其政权共有 18年居于苑川河畔的都城。 这是一个曾经

养育过一个族群，泣血与浪漫、悲欢与壮烈的家园，也是一段已湮灭在历

史烟云中的英雄史诗的起点。

据史书记载：公元 385年，大夏国赫连定攻打西秦国都勇士城时，这里

曾为其主力营盘驻地，故称夏国营，后讹名夏官营。

夏官营镇南靠山，北临河，东面是古丝绸之路。 东行可达长安，西行则

达兰州，从地理位置和气势上来看，有帝王气象。 但还不能确定它就是西

秦国都。 目前，人们的意见分为两派：一种认为这里就是西秦国都；另一种

意见认为西秦国都不一定在这里。 《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夏官营侧有废

城，王家崖侧亦有古城，较大，俱已半毁，是否古苑川城，不可考矣。 ”这两

派观点争执不下。 勇士城究竟在夏官营侧，还是在王家崖侧，尚待进一步

考证。

1949年后为金崖区夏官营乡。 1953年设夏官营区。 1956年撤区和红

柳沟乡合并为夏官营乡。 1958年与过店子乡合并为夏官营乡，同年成立金

崖公社，辖夏官营。 1961年建夏官营公社。 1983年改为夏官营乡。 1985年

撤乡建镇。

筲 甘草店镇

甘草店镇属兰州市榆中县，位于榆中县东南部，地处苑川河中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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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25公里。 北靠韦营乡，南连高崖镇，西依清水驿乡，东邻定西安定区。

甘草店镇，是历史上甘肃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连接甘、陕、川、青的“旱

码头”，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据史料记载，甘草店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居住，上古时为羌、戎住

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属榆中县。据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陈守忠考证：十六时国西秦乞伏国仁所筑勇士城及后来的子城都在

甘草店。 清咸丰年间（1851—1861 年）甘草店已有集市，由于该地盛产中

药甘草，陕西药商经常云集此地，收购甘草，并开设“万和堂”等多家国药

店，作为向全国销售甘草的集散市场。 当地居民为便于旅商住宿、饮食、

应运而开设多处车马店、饭店。 又因为该地是西安通往兰州古道的重要

驿站，往返驿使均经此投宿。 综合以上两点，人们取双关语义，将此称为

甘草店。

甘草店建国前设甘草店镇公所。1949年设甘草店区。1955年改为甘草

店乡。 1958年属高崖公社。 1961年建甘草店公社。 1983年改为甘草店乡。

筲 金崖镇

金崖镇属兰州市榆中县，地处黄河一级流域苑川河中下游的榆中川

西部，东邻夏官营，南接连搭，西靠来紫堡，北与哈岘接壤，距兰州仅 18
公里。

镇政府驻地金家崖村是历史上苑川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崖

镇也因此而得名。 苑川河流域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就有原始居民繁衍生

息，上古时为羌、戎之地，后被匈奴占据。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年），

“蒙恬斥逐匈奴”，始置榆中县。“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因地处榆

塞之中，故称榆中，隶属陇西郡，治所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一说治所

就在今天的金崖镇尚古城，金崖隶属榆中。

秦汉至隋唐，县下设乡，金崖所属乡里，已无考证。 宋至元代，苑川一

带曾被西夏党项族、金国女真族、元代蒙古族先后占领。 明代天下一统，金

崖一带为太平里，清代金崖一带为丰和里、广积里。民国 16年(1927年)，将

里改区，金崖一带为榆中县第五区。 民国 23年(1934年)12月，全县改区设

乡镇，金崖一带第五区划为金崖乡、广积乡、东滩乡、什川乡，随后又撤乡

改区，金崖乡为第五区。 民国 25 年（1936 年），全县改划为 4 镇 8 乡，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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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保、保以下设甲，金崖一带设为金崖镇，辖 10保 84甲。1949年 8月 16
日榆中解放后，废除保甲制，全县设金崖等 6个区公所。 1958 年 2 月将原

属皋兰县的齐家坪、陆家崖、敬家坪、龙儿沟、张家湾、窦家营村划归金崖

乡。1961年 7月，成立金崖人民公社，延续至 1983年。1983年 5月，全国撤

销人民公社，金崖恢复为金崖乡人民政府。 1998 年 12 月，金崖乡撤乡建

镇，改称金崖镇。 2003年 12月，将原梁坪乡的大涝池、大耳朵、瓦子岘 3村

划归金崖镇管辖，至此，全镇辖 14个行政村，79个村民小组。

筲 和平镇

和平镇属兰州市榆中县，位于榆中县西北部，是兰州市的东大门，距

兰州市区 6公里，地域范围西接东岗镇、南靠七里河、东连定远、北临来紫

堡。

“和平”之名，系彭德怀元帅所赐，1949 年解放兰州时，彭德怀副总司

令临行，赐张子义店为“和平”村。

1949 年 8月 4日，彭德怀司令员向第一野战军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

马”的命令。此后，一野各兵团势如风卷残云，迅速向兰州推进。8月 16日，

一野 2兵团先头部队到达榆中。

按照中央军委的批示，彭德怀等前委调整了对敌作战的部署，并电告

中央军委。 取得中央军委同意后，经过三天积极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火

力，于 8月 25日发起总攻。 榆中境内，主要有窦家山、马家山、古城岭三次

战斗。

8月 25 日 10 点 2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 人民解

放军用大炮向窦家山敌人开始猛烈的轰击。 敌人连续六次大的反扑都被

解放军打垮。 这场战斗消灭敌人 3000余人，保证了 63军主力沿西兰公路

直插兰州东门。 与此同时，解放军全力向马家山发动最后攻击。

马家山在今和平镇西部，与兰州市区相接，是马步芳守军兰州防御体

系中的主要阵地之一。 解放军以 19 兵团 65 军 193 师担任主攻任务，194
师担任助攻。 193 师发扬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光荣传统，几个团轮番攻击，

反复拼杀，曾一度占领敌人第三道堑壕。 敌人乘解放军触响连环地雷和航

空炸弹伤亡很大之机， 嚎叫着向解放军反扑而来。 双方进行了多次拉锯

战，终因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而未能突破其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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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及时总结战斗情况，具体研究对付敌人的战术手段。 同时冒雨

挖掘工事，补充弹药、粮食，组织小分队夜间侦察敌情，积极作总攻准备。

8 月 25 日下午 5 时，解放军发起最后的冲击，垂死的敌人有的举枪投

降，有的跳进黄河。 夜幕降临时分，马家山阵地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

古城岭在今榆中县和平镇范家营村北，连接马家山，与窦家山相对。

敌防御设施和马家山一样，易守难攻。 守军为马步芳主力 100师。

解放军 65军于 8月 19日夜间进入阵地，20日进行试探性攻击。21日

拂晓，东方刚刚出现橘红色的霞光，突然数百发炮弹冰雹般倾泻在古城岭

上。这是解放军在向古城岭发起进攻。双方都伤亡惨重。当晚，敌人加强了

防御，向古城岭增加约一个营的兵力，敌我对峙。

25日凌晨，解放军向古城岭守军发起猛攻。古城岭的各个阵地都在进

行着殊死搏斗。 至 8月 26日清晨，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血战，古城岭战斗

结束，2600 名守军被歼。 此时，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等阵地的敌军早已

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兰州城已为解放军占领。

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

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 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

能力。

1949年定为皋兰县定远区和平乡。1956年撤区，将袁家营、沈家河、祁

家坡、大池泉、菜籽山、兰山乡并入和平乡。 1958年属兰州市东岗区和平公

社。 1963年划归榆中县仍沿用和平公社。 1983年改为和平乡。 1998年撤

乡建镇至今。

筲 城关镇

城关镇属兰州市榆中县，是榆中县政府所在地，被誉为“陇右名山”的

兴隆山位于境内南侧。

城关镇原名栖云镇，以地处栖云山而得名。

兴隆山在唐以前因山势高峻，常有“白云浩渺无际”，故称“栖云山”。

宋末至明代，以宋时湖南衡山道士秦致通、河南嵩山隐士李致亨在此修行

“羽化”，又称“栖仙山”。 明代末年，满山庙宇毁于兵燹，以致“鸟声争喧，人

迹罕到”。 清代康熙年间，逐渐由道教信徒重建，两峰又复现庙宇林立、香

烟缭绕的兴盛景况。 当地群众出于其“败而复兴”之意，分称东峰为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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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峰为栖云山。 到乾隆年间，兴隆山道士刘一明和金县（榆中时称“金

县”）邑侯、绅士们聚会时提出，“山有以形势名者，如五台山；有以神居名

者，如普陀山。 而兴隆山之名既失形势，又非神居，似乎商贾字号”，“此山

出身雄勇，形势有力，起伏活动，到头起顶有如龙兴之状，兴云降雨，亦有

兴隆之意。若二山分名之，西山既名栖云，东山宜名兴龙”（《栖云笔记》）。当

时，西峰“栖云峰”未作变更，东峰名起了几个。 金县邑候唐鸣钟以东西二

峰对峙争秀，起名“争秀山”，主持兰山书院的临洮诗人吴镇起名兴云山，

并题诗：“出岫云依化石松，兴隆名字苦凡庸，不如直作兴云好，一滴滂沱

待老龙”。 经磋商，大家觉得“争秀兴云，其名虽佳，然人普称兴隆已久，不

能更移，以兴龙名之，龙生云而云从龙，龙隆同音，两山相对，名实相当，可

以永传”。 于是确定将东西二山分别命名，东峰为兴隆山，西峰为栖云山。

1949年设栖云区。 1953年改名城关区。 1956年为城关乡。 1958年成

立红旗公社辖城关。 1961年为城关公社。 1983年撤乡建镇。

筲 定远镇

定远镇属兰州市榆中县，位于榆中县西部，地处兰州市以东 15公里。

据《金县志》载：“唐代大将军郭元振率领定远军西伐，在此筑城，取名

定远。 ”《甘肃通志稿》又记：“因地处交通要道，历朝置定远驿站”，故而得

名。

郭元振（656—713年） 中国唐朝将领。 名震，字元振。 魏州贵乡（今河

北大名北）人。 18 岁举进士，任通泉尉。 武则天当政时授为右武卫铠曹参

军,曾出使吐蕃。 长安元年（701 年）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治边有

方。 起初，凉州（今甘肃武威）南北界域相距不过 400 余里,突厥、吐蕃常发

兵前来袭扰。 他于该州南境设和戎城（今甘肃古浪），北境置白亭军（今甘

肃民勤东北），控制要道，开拓州境 1500余里。 从此，巩固了凉州防务。 他

在任五年中，广屯田，兴水利，对凉州地区的安定和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 神龙年间任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不久,任金山道行军大总

管。 景云二年（711年）任吏部尚书，后转兵部尚书。 先天元年（712年）为朔

方军大总管,筑丰安（今宁夏中卫西）、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以加强边

防。 后因参与平息皇室内乱有功，封代国公，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

总管。 时玄宗于骊山讲武，因军容不整而被治罪，免死流放新州（今广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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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随即又被起用为饶州司马，抑郁病逝途中。

建国前设皋兰县定远镇公所。1949年后成立皋兰县定远区。1956年改

为定远乡。 1958年划归榆中县，属红旗公社。 1961年成立定远公社。 1983
年又改为定远乡。 2002年 7月撤乡建镇。

筲 清水驿乡

清水驿乡属兰州市榆中县，位于榆中县中部。 东邻中连川、韦营乡；南

连甘草店镇、新营乡；西靠小康营、三角城乡；北与夏官营镇接壤。

清水驿乡因唐代文成公主进藏路过此地歇息饮水后， 感叹出语：“行

千里路，只喝此地一碗清水”而得名。

据当地老百姓传说，远在盛唐时期，李世民将文成公主许配吐蕃的松

赞干布，于是文成公主告别长安，随着庞大的送亲队伍，还有选拔出来的

能工巧匠，一路浩浩荡荡，沿丝绸之路西进，不日途经苑川，便住宿在冯家

湾村的清水庙里。 翌日正要出发继续西行，突然苑川河暴发山洪，洪水咆

哮而下，阻隔了送亲队伍的去路，尊贵的文成公主便滞留在这里。 公主无

聊，加之沿黄土大路行走多日，一路风尘扑面，她想沐浴，但这里是旅途路

过，有诸多不便。 后经冯湾村土人提供信息，千金之躯的文成公主来到村

后不远的万眼泉。 一看，果然是一处世外桃源，山弯里，廊檐般岩层水帘滴

珠，水滴击水，一片丝竹磬音，还点缀着几间农舍，几亩农田，安静秀美。 文

成公主高兴极了，西陲边塞，难得有如此的风景。 她开始戏水、洗手……而

当地老百姓的传说就更玄了。 他们指着清泉环绕中的一处台地说：“那里，

就是文成公主洗过澡的地方。 ”

1949年设甘草店区清水乡。 1958年属高崖公社。 1961年成立清水公

社。1964年与苏堡公社合并仍沿用清水公社。1982年更名为清水驿乡沿用

至今。

筲 哈岘乡

哈岘乡属兰州市榆中县，地处榆中北部山区。

据《金县志》载，原名哈巴岘，为蒙古族语。哈巴，蒙语，狗之意。因地形

似狗，故名。

1949年建哈岘乡。 1953年划分为仁和乡、哈岘乡。 1956年又合并为哈

岘乡。 1958年入青城公社。 1961年建哈岘公社。 1983年改为哈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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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 新营乡

新营乡属兰州市榆中县，位于榆中县南部，地处马山北麓的群山丘陵

之间，东邻龙泉、高崖镇，南连临洮县马营乡，西靠马坡乡，北与小康营、清

水驿、甘草店接壤。

新营乡古为军事要塞，西夏时筑瓦川会城于此。 明代时肃藩内官张文

静重筑新营，故得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经略河西，取道兰州。 元

昊率军打败兰州吐蕃诸部，沿阿干河而上，经羊寨、马坡、中上庄东行，在

马衔山下瓦川河畔的杨家营驻扎。 因兵马众多，城堡较小，难以容纳全部

人马，便在附近新筑一城，名叫“新营”，又称“瓦川会城”。 留兵驻守，以断

绝吐蕃与山后南宋的通路。 为了加强马衔山一带的势力，两年后，元昊又

派人在阿干河旁修筑一城， 派兵守护， 这样就堵住了通往临洮的两条道

路。 阿干城与瓦川会城遥相呼应，以抗宋军。

建国前设新营镇公所。 1949年后设新营区。 1958年设新营乡，同年划

归高崖公社。 1961年成立新营公社。 1964年将黄坪公社并入仍用新营公

社。 1983年改为新营乡。

筲 小康营乡

小康营乡属兰州市榆中县，距榆中县城南 8公里，东邻清水驿乡，南连

新营乡、上庄乡，西接城关乡，北与三角城乡接壤。

小康营乡原名龛谷。 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县，以“树榆为塞”得名榆中。

秦代末年，其地被匈奴占据。 汉武帝时，恢复榆中县，后为安置降汉匈奴，

在其北部山区设置勇士县，与榆中县并存。 三国时废勇士县，其地并入榆

中。 东晋十六国时，榆中地先后被前凉、前秦攻占。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西秦在苑川建立国都，置苑川郡，县置依旧。 北魏时，废榆中县，置榆中镇，

尔后置子城县，领今榆中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子城县改为金城县。唐高宗

武德年间并入五泉县，代宗宝应元年陷于吐蕃。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置定

远、龛谷二县。 金哀宗正大三年置金州，辖定、龛二县，翌年为蒙古人所取。

明太祖洪武二年降州为县，称金县。 民国 8年恢复榆中县。

1949 年后设龛谷乡。 1953 年与浪街、 徐家峡三乡合并为小康营乡。

1958年属城关公社。1961年建小康营公社。 1964年与王报营公社合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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