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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通渭历史悠久。 境内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遗址广泛分
布。秦长城遗址、红军长征榜罗会议纪念馆等文物古迹折射着
历史嬗变的厚重与多彩。

通渭地域环境特别。 县域处黄土高原腹地，自古以来，由
于兵燹不断，垦樵过度，天然植被毁坏殆尽，自然环境不断恶
化，矿产资源匮乏，干旱缺水，工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人居生活
环境艰苦。这些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沉重，生发出现实
的焦虑。

通渭文化积淀深厚。 严酷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曲折艰难的
历史进程，磨砺出了通渭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古
到今，这里涌现出了许多引以为豪的英雄才俊。通渭人崇尚耕
读，诗书传家的民风民俗孕育出了别具风姿、丰富多彩的地方
文化。特别是书画艺术人才层出不穷，“书画艺术之乡”名传四
海，“书画”已成为通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让下一代
了解自己家乡的地理风貌、历史人物、气候物产、发展现状，引
导学生关注家乡，热爱家乡，思考现实，立志未来。为配合新课
改对校本教材开发的要求，我们特组织编写《耕读之乡———通
渭》一书，作为选修课本，以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书与育人
相结合，开阔学生视野，拓展学生思维，从而达到素质教育的
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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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地域特点

第一节 地理位置

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定西市东南部，华家岭东侧，

渭河北岸支流———散渡河（牛谷河）中上游。地处北纬 30°55′～
35°29′、东经 104°47′～105°38′之间。东西长约 78公里，南北宽

约 64公里，总面积 2908.5平方公里。 东南、南部分别与秦安、

甘谷县接壤，西南、西部分别与武山、陇西县相邻，西北、北部、

东北分别与定西、会宁和静宁县毗连。 通渭县是全省 18个干
旱县、41个国扶县之一。

县城距省会兰州市 170公里，公路里程 199 公里；距定西

市 70公里，公路里程 98公里；东南距秦安县城 56公里，南距

甘谷县城 52公里，东北距静宁县城 56公里。

第二节 地形、气候

县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海拔高度从西北蟾姆山 2521
米降到东南青石峡口 1410米左右，高差 1121米。地形以山地

为主，山峦起伏，岭梁交错，沟谷纵横，川台错落，地形复杂多

样，属较为典型的黄土地形地貌。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南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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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之乡———通渭

地带，坡度陡，植被差，雨季集中，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由于地处西北内陆，受

东南季风、蒙新荒漠、青藏高原等气候因素的相互影响，大陆

性气候特征十分显著，具有冬寒长、夏热短、春暖短、秋凉早、

昼夜温差大等复杂多样的特点。 对农业生产而言，光照充足、

水热基本同季、昼夜温差大为有利条件；降水不稳定、热量不

均衡、干旱、多风、霜冻、雹灾及秋季连阴雨为不利因素。

全县年均气温 3.0℃～8.0℃，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 14.0℃～
22.0℃，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6.0℃～-10.0℃。气温水平分布由

东南河谷川区向西北高山区递减。 东南部的榜罗、常家河、李

家店、襄南、碧玉、鸡川、新景、陇川等乡的河谷地带，平均气温

7.0℃～8.0℃；西北部的华家岭、牛营大山、鹿鹿山等高山区，平

均气温仅 3.0℃～5.0℃；其他各地平均气温 5.0℃～7.0℃。平襄地

区年均最高气温 13.6℃，年均最低气温 1.5℃。 极端最高气温

33.9℃，出现在 2000年 7月 22日，这是通渭自 1975年有气象
纪录以来的最高值。 极端最低气温-27.1℃，出现在 1981年 12
月 18日。 全县大部分地方四季特点为：冬季漫长，春长秋短，

夏季初显。 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400～540mm，蒸发量远远高于

降水量，且年际变化大，极易发生旱涝灾害。 降水季节分布很

不均匀，全年降水主要集中于 7、8、9三个月，且常以暴雨形式

出现。
县域在历史上本属森林草原地带， 自古以来由于兵火不

断，加之人们不断垦耕、樵采、放牧，导致境内天然植被毁坏殆

尽，森林荡然无存，野生动植物大量灭绝，水土流失严重，农业

生产条件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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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通渭

第三节 地方物产

一、花岗岩
在黄土厚重、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的通渭，花岗岩石是唯一

能大量开发利用的矿物。有史以来，花岗岩是通渭人民生活用

品和建筑装饰的重要材料。 据 1990版《通渭县志》载，境内已

查明的花岗岩分布范围约 60平方公里。产自锦屏山的细晶二

长花岗岩，色泽鲜艳，花纹美观，结构均匀，质地坚硬，块度大，
其开发历史悠久。 寺子川乡魏家石沟、平襄镇罗家峡、碧玉乡

朱家峡的石英闪长岩，也质地坚硬，负荷量大，均可开发利用。

在古代，人们对花岗岩的利用比较普遍。 其制品主要有三类：

日常生活用品、农业生产工具、建筑工具及其材料。 日常生活

用品如茶窝儿（姜窝儿，小型石臼，用于捣蒜、药、调料等）、茶

锤儿（小型石杵）、吊马桩等。农业生产工具如石窝（大型石臼，

用于舂粮食）、石磨（有大小两种）、碾子、碌碡、地磙等，这些工
具一般形体较大，多为集体所有。 建筑工具有石夯、础子（分

平、圆两种，平础用来打墼子，圆础用来打地基、墙）。建筑材料

有石条、柱脚石（柱顶石），另外有未加工的不规则石块（用来

砌墙基）。这些花岗岩制品遍布境内，大多制作粗糙，形制上数
千年变化不大。 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制作较为精细的石狮子、

石旗杆、石猴、石狗、石碑等，这些东西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拥有

的，多数销往外地，甚至“远销陕、宁、青、新”（1990 版《通渭县

志》）等地，这也说明通渭花岗岩质地的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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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花

岗岩的开发利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具上，风钻、大小型

切割机、磨光机、吊机、装载机等的使用日趋增多。花岗岩制品

业由以前以实用品为主，逐渐向而今的普通建筑、园林景点、

健身场地等的装饰装潢领域发展。其产品以花纹自然朴素、质
地细腻、无放射性而远销上海、广州等地，深得消费者青睐。

二、红豆草
红豆草是豆科红豆草

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原产于今俄罗斯。 该草
根系发达，秆茎粗壮，枝繁
叶茂， 草质柔软， 气味芳
香，含有粗蛋白约 20％、粗
脂肪 2％、纤维素 19％、无氮浸出物 50％、矿物质 2％；其草籽

儿含营养成分接近或超过上述元素比例。 红豆草不论茎叶还

是子实都是饲养各类家禽的好饲料。红豆草一年开两次花，花

期长达 90 天左右，花大色红，并有芳香味，是净化空气、美化

环境的理想花卉。

1979 年， 甘肃省草原工作队畜牧专家王素香来通渭搞

“中部农业种草养畜中间试验”课题，从甘肃农业大学购回红

豆草籽儿 800斤，开始在陇阳公社申家山生产队种植。经过数

年的精心培育，红豆草在申家山扎根落户，并连年喜获丰收。

1983年，红豆草在全县种植已初具规模，并引起了周边地

区及媒体的高度重视。 同年 8月 25日，《人民日报》记者冯纪新

同志通过实际考察之后，写下了长篇报道《申家山是怎样战胜干

旱的？ 》，发表于《人民日报》。 9月 18日，《人民日报》以《走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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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路》发表社论。社论评价说：“申家山是甘肃省通渭县一个有

代表性的穷山村，这里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因长期铲草开荒，

单一抓粮，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挫折教

育了人们，从 1979年起，他们下决心从种草开始改变穷山区，抓

了四年就初见成效， 农牧业都大得其利， 生产上初步摆脱了被
动，开始迈上良性循环的道路，生活上初步摆脱了贫困。 ”

1985 年，申家山牧草种植再创新高，达 759 亩，其中红豆

草 612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47.6％，户均达到 28 亩，全生产队

草畜收入 14.6 万元，人均 854 元，比 1982 年人均 86 元增加
近 10倍。 1979年至 1987年，在“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

河，治穷致富”的政策推动下，牧草种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牧

草留床面积最高时达 80万亩， 其中红豆草留床面积达 32万
亩。 由此，通渭一度成为全国的红豆草种植中心，成为全省牧

草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向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等 24个省、

自治区提供红豆草籽儿近万吨。
近年来，随着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贯彻落实，红豆草

种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其成绩得到中国特色之乡推荐
及宣传活动委员组首先肯定。 2003 年 7 月通渭县被命名为
“中国红豆草之乡”。 如今 20多年过去了，申家山人民的生活

已经今非昔比， 由申家山传播至全县的红豆草也异常茂盛葱

茏。 在通渭人民脱贫致富、生态环境日益好转的道路上，红豆

草功不可没。

三、小杂粮
小杂粮是小宗粮豆作物的俗称，相对于小麦、水稻、玉米

等大宗粮食作物而言，泛指生育期短、种植面积小、种植地区

和种植方法特殊、有特殊用途的多种粮豆，其特点是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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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特。 1983 年，全县各种杂粮播种面积 53.6 万亩，总产量

5592.3万市斤。小杂粮品种主要有荞麦（有甜荞、苦荞）、莜麦、

糜子、谷子、高粱、黄豆、蚕豆、豌豆、箭舌豌豆、回回豆等。小杂

粮具有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种植地域性强等特点，通渭小

杂粮更因其地理、气候等因素而营养丰富，长期的改良栽培，

形成了许多品质优良的品种。
豆类，全县普遍种植。可直接炒食，也可生成豆芽菜。不论

其面食还是副食制品都是宴席上的佳肴。 20 世纪 80 年代至
今，盛行于全国的省名优产品“飞天粉丝”，其原料淀粉，就是

用豌豆所制。
莜麦，春播夏收，全县普

遍种植。 莜麦是营养丰富的
禾谷类作物， 含有人体必需
的 8 种氨基酸， 其成分也较
平衡，富含微量元素硒，糖分
少，蛋白多，是糖尿病患者较
好的食品。 又因其脂肪中含
有较多的亚油酸， 是老年人
常用的疗效食品。 长期食用，可以使人齿洁发黑。

荞麦，分为甜荞和苦荞。
甜荞，伏天播种，生长期为 60
天左右， 以东南诸方暖湿区
种植为主 ， 是一种重要的蜜
源植物，富含葡萄糖。 其面粉
是通渭小吃———荞圈的主要
原料。 苦荞，在《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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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通渭

《食疗本草》等典籍中以其具有保健、食疗等特殊的功效被记

载。其茎、叶、实都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苦荞面有明

显的降血脂效果，对控制糖尿病十分有效，是高脂肪和糖尿病

患者的食疗佳品。

由于杂粮营养丰富， 耐饥抗寒， 是通渭人生活的主要粮

食，有的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救命粮，正如俗话说的“家有冷

字不算穷，没有洋芋活不成”。在长期制作、食用小杂粮的过程

中，也逐渐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地方名吃，如荞面搅团、豆面馓

饭、谷面“磙砣”、小米稀饭、莜麦熟面、荞麦油圈、荞麦凉粉、马

营大豆、杂面发糕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通渭人的生

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膳食结构有了很大改变，逐渐以白面、

大米为主食，但通渭人始终对杂粮情有独钟。
随着健康需要和膳食结构的改善， 小杂粮及杂粮制品的

需求数量越来越大，名优产品更是供不应求。现已开发研制的

小杂粮加工产品有“飞天”粉丝、纯豆淀粉、荞麦、精米、黄小

米、燕麦片、苦荞茶等。 2007 年，乐百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
甘肃省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及定西小杂粮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研制开发的科研成果———苦荞茶，为

国内首家批量生产。 该产品含有人体所需矿物质、 维生素等

12种营养成分，其中对人体起保健食疗作用的黄酮（芦丁）含

量最为丰富。 苦荞茶产品已占领西北五省市场，并在北京、上
海、武汉等城市销售，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通渭的一张名片。

四、粉丝
粉丝是用淀粉做成的传统食品。 相传战国时期的孙膑为

适应军旅作战的需要，发明了粉丝。 粉丝以豆类做成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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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之乡———通渭

通渭盛产豌豆、扁豆，早年间，豆类只是被磨成面，做成馓饭、

搅团、懒疙瘩（地方饭食）。 豌豆淀粉没有被开发利用，通渭人

只是使用洋芋淀粉制成粉条。

1985 年 4 月，通渭县成立了粉丝筹建小组，豌豆的开发

利用被提上了日程。 1986年 8月，第一束粉丝生产出来了，通

渭人给粉丝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商标品牌名字———“飞天”。

短短几年，“飞天”豌豆粉丝畅销县内外，通渭人走亲访友，一

定要买几包粉丝作为礼品送人。 到 1998年，县粉丝厂形成了

两条千吨粉丝生产线。 “飞天”粉丝先后多次获得甘肃省和行

业协会的奖励，是 1994年甘肃省评出的首批名牌产品。 之所

以获得这样的殊荣，缘于“飞天”粉丝优良的品质。 “飞天”粉丝

丝条细匀，洁白透亮，富有韧性，口感爽滑，久煮不糊，富含营

养，是涮烫、素炒、热烹、凉拌、配菜的佳品。 “飞天”粉丝，推动

了通渭地方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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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山川览胜

第一节 陇上神泉

有 “陇上神泉” 之美誉的通渭温泉位于县城西南 8公里
处，即今平襄镇温泉村。

关于通渭温泉，当地民间有一个传说：药王孙思邈来此采
药，为民治病，可疾疫蔓延，用火熬汤药已于事不济，便将药料
倾倒泉中，瞬间泉水翻滚，热气弥漫。病人只要在泉水中洗浴，
待汗出则病愈，从此通渭温泉便号称“陇上神泉”了。 神泉“浴
可医治百病，饮可提神美容”，闻名遐迩，常有数百里之人，专
程而来，疗治顽疾。

历代文人仕宦有过不少对温泉的记述，且将“温泉冬涨”
列为“通渭八景”之一，大加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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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之乡———通渭

明代曾任河南开封知府的通渭籍人士王瓒有诗：“万壑琼

瑶早雪天，灵泉汩汩泛青烟。 路人莫讶色如涨，谁煮金鹅不记

年。 ”诗中的“泛青烟”、“色如涨”，是指温泉在冬日亚寒之时，

泉水向地面四处漫溢，热气向空中袅袅蒸腾，幻若仙境的奇妙

景象。 “煮金鹅” ，“金鹅” 即“金乌”，是太阳的别称。 这里指关
于温泉的另一个神话传说：远古时代，天有十日，终日灼烤。尧

王忧之，命羿射日。 羿射落九日，埋于九州，地上便有了温泉，

通渭温泉便是其中之一。

清康熙初年任通渭知县的河北籍人士顾竞成有诗：“和气
氤氲沸焰沦，不容霜雪近游人。涧边绿草迎风舞，别是人间一洞

春。”顾是清官，务实爱民。灾荒之年，曾不计生死，上陈巡抚，更

上奏康熙皇帝，免征各种税赋合计白银四万多两。且赈济贫困，

招徕流散，拯民于水火之中。诗中用比喻手法，委婉地表达了对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关切———“不容霜雪近游人”；寄寓

了对一方土地的深情———“别是人间一洞春”。直到清道光年间

浙江绍兴人士屠旭初来通渭任知县，有感于“天不生此水于通

都大邑，与天下名泉共济其美，而生此水于寒谷今隅，几湮没而
弗彰”的现状，特拿出俸禄，构垣立亭，分男女之浴，并为之树碑

撰志，从此温泉在自然神秀中便添构了几分人文气象。

同时供职于通渭的浙江山阴人氏陈士钦游赏浴玩过温泉

之后，乘兴建议知县顾竞成建构亭阁，以壮其景。 面对当时捐

税苛杂、匪患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顾不禁叹息：“通邑
不可有事”，“故予之不为亭于是泉者，非忍使名泉隐没于深山

穷谷之中，盖诚恐葺亭于上，将天下之闻名而乐游者，应接不

暇。而通邑僻壤，且为轮蹄交集之区，是以一泉之微，而为吾民

累也。 故余宁使名泉隐而不彰，而不必以铺张扬厉者，贻一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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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通渭

之患”。恐因扬一泉之名招来扰民之患，先贤之用心可谓良苦。

据地质勘查表明，通渭温泉在地下 200米深处，水温高达

113℃，流出地面的温度是 51℃～54℃。 它不但水温高，而且压

力大，水量多，日涌出量约 4000吨。水质清澈透明，无色无味，

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及放射性元素氡。经技术鉴定，是颇为理想
且少见的复合型富矿质医疗高热矿泉。 不仅可洗浴治疗皮肤

病、关节炎等常见病，而且对动脉硬化、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

遂、小儿风湿、妇科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均有明显疗效，如

果再辅之以药浴，疗效更佳。 对通渭温泉的医疗功效，人们很
早就已认识到。在《通渭县志》中有相关记载：“四季皆温暖，可

以熟鸡蛋……疥癣风瘫，腰腿疼痛，多年残疾，入泉久浴，汗出

病愈，立起沉疴。 ”“唯有源泉混混，天然成泽，视若沸汤……屡

药之不效者，来此朝夕祓濯，无不回春。 ”

对温泉的真正开发利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陆续修建了洗浴间。 为充分利用温泉资源，发挥温泉

水祛病健体之功效， 兴建了以治疗皮肤病为主的温泉医院。

1978年 6月，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肖华来通渭视察，指示要把
通往温泉的公路修铺好；路两旁要植树造林，绿化山坡；要输通

电路，方便群众。 改革开放以来，县政府组织人力物力，新修了

温泉公路，新建了设备较好的洗浴间，不断改善洗浴条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县政府加大了对温泉的开发力度，除了对外
宣传提高了通渭温泉的知名度外，还着眼于长远，在温泉的硬

件建设和环境改造与美化上做了很大努力。修建了不同档次的

洗浴间，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在温泉下游建起了几座

鱼塘，利用温泉特有的水热条件投放了热带鱼苗，供游客垂钓。
修建了高大巍峨的温泉山门———“正阳门”和玲珑的亭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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