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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银川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银川开发领先，区位重要。历史上

的银川，久享“塞北江南”“鱼米之乡”美誉；今日之银川，不负盛

名，又增“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2014亚洲都市景观奖

—城市综合奖”等耀眼光环。

银川大地物产丰富，土壤肥沃，交通发达，是人口密集的天然府

库，是宁夏的精华地带，是发展经济的龙头，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发展

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近年来，银川地区生产总值等指标占据宁夏半

壁江山。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速度与质量、

开放与开发、招商与招才、发展与民生、环境与效能、工业富市与金

融强市并重，实现了银川市的全面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2258”工

作思路，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为引领，以滨河新区、综合

保税区、临港经济区“三位一体”和阅海湾商务区为开放载体，加大

黄河东岸开放带、银川周边新业态等重点产业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全市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有快，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变化，开放

开发取得新成果，“两优”环境建设取得新成效，为推进银川开放内

涵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深信，适应新时代的银川，必将以新

的姿态全面走向富裕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



从远古走来的银川，历史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全景历史

中浓缩的“历史银川”“文化银川”已然凸现于世。全球视野下的银

川被赋予新的内涵。“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捧读这部简明史册，

悠悠旧事，伴有墨香。全书运用多样的体裁、全新的史观、生动的

语言、翔实的资料、恰当的评述，力求达到真实性、思想性、可读性

的统一，集人们学习历史、了解银川、热恋家乡之功于一体，奉献

桑梓，堪称一部功用齐备的上乘之作。读史知既往，兴替看未来。多

读历史，有助于我们汲取经验，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增强历史使命

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

于未尽的宏伟事业。《历史银川》就是一部了解银川发展史的通篇易

懂、雅俗共赏的读物。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今天的银川英才辈出，

日新月异，发展和机遇并现。我们应当更加珍惜今天繁荣和谐的大好

时光，迎着“中国梦”开启的耀眼曙光，像史载志士仁人那样，无私

地献身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开创新的历史篇章。

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秋于银川

的内涵。“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捧读这部简明史册，悠悠旧事，伴有

墨香。全书运用多样的体裁、全新的史观、生动的语言、翔实的资料、恰

当的评述，力求达到真实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集人们学习历史、

了解银川、热恋家乡之功于一体，奉献桑梓，堪称一部功用齐备的上乘之

作。读史知既往，兴替看未来。多读历史，有助于我们汲取经验，开阔视

野，陶冶情操，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于未尽的宏伟事业。 《历史银川》 就是一部了解

银川发展史的通篇易懂、雅俗共赏的读物。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今天的

银川英才辈出，日新月异，发展和机遇并现。我们应当更加珍惜今天繁荣

和谐的大好时光，迎着“中国梦”开启的耀眼曙光，像史载志士仁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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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秋于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银 川 市 委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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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银川—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部，地处银川平原核心地

带，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与美丽风光的塞上名城，也是全国101座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

银川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更有2000多

年的建置历史和建城历史。自秦汉以来，在今银川市境内先后经历了

朐衍县、廉县、灵州县和怀远县等县级建置的历史变迁。宋夏时期，

今银川市以西夏国都的地位成为当时中国三个政治中心之一。蒙元帝

国时期，今银川市为西夏中兴行省的首府。明代，宁夏镇（今银川市

老城）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清代沿袭明制，后改置宁夏府，隶

属于甘肃行省。府下设有州、县。中华民国建立，初设朔方道，后建

宁夏省，道衙、省府均驻今银川市。1947年，正式命名为银川市。

新中国成立之初，保留宁夏省建置。1954年9月，宁夏省建置撤

销，原宁夏省辖地分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甘肃省银川专

区，银川市为专员公署所在地。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银川市成为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首府。1961年、1962年，银川

市先后设立城区、新城区2个县级市辖区。1972年2月，永宁县划归银

川市；同年9月，增设银川郊区。1975年11月，贺兰县划归银川市。

2002年10月，撤销银川市城区、新城区、郊区，改设银川市兴庆区、

西夏区、金凤区。同年，灵武市划归银川市代管。至此，银川市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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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区、西夏区、金凤区和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2014年，全市总

面积9555.38平方公里，总人口212.89万人，其中回族53.38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的25.1%。

银川是典型的移民区，历代移民为银川的开发做出了特殊的贡

献。移民“五方杂处”“风俗不纯”，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

地域文化特点，构成了“雄浑贺兰，多彩银川”的美丽形象。

银川地理位置优越，是农区、半农半牧区与牧区的交接地带。古

来即为内地与河西走廊之间的交通捷径。包兰铁路纵贯银川南北，打

通了这里与华北、西北以至全国各地的联系，成了银川经济发展的大

动脉。中银太铁路使银川与东部沿海的联系更为便捷。银川空港口岸

的使用拉近了银川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距离，特别在宁夏与阿拉伯

国家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的银川是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

重要商贸城市，位于呼—包—银—兰—青经济带的中心地段，也是宁

蒙陕甘周边约50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2012

年10月，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正式启

动，银川市迅速行动，奋力创造“银川速度”，将银川逐步打造成为

向西开放的经济“桥头堡”。

雄浑的贺兰山与不息的黄河，一起造就了银川平原，在这块土地

上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文明。历史的年轮、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积淀，珍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银川历史的传承，塞上古城银川在历史文

明传承与创新定位发展的目标中彰显着它的发展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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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

银川市东与吴忠市盐池县、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为邻，南与吴

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接石嘴山市平罗县。其地域范围在北

纬37°29′～38°53′，东经105°49′～106°53′。全市总面积9555.38平方

公里。

银川地形分为山地和平原两大部分。西部、南部较高，北部、东

部较低，略呈西南—东北方向倾斜。地貌类型多样，自西向东分为贺

贺兰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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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山地、洪积扇前倾斜平原、洪积冲积平原、冲积湖沼平原、河谷平

原、河漫滩地等。海拔在1010～1150米，土层较厚。银川西部的贺兰

山为石质中高山，呈北偏东走向。全长约150公里，宽20～30公里。最

高峰敖包疙瘩海拔3556米，是阻挡西北冷空气和风沙长驱直入银川的

天然屏障。贺兰山在银川市境内近70公里，面积5.88万公顷，山高坡

陡，气势雄伟。

银川位于中国东部、西部两大构造带的枢纽部位。在大地构造

上，属于中朝准地台鄂尔多斯西缘凹陷带的贺兰山台陷和银川地堑，

为贺兰山褶皱带与鄂尔多斯台地间的山前凹陷区。地堑东西两侧分别

受黄河断裂和贺兰山东麓断裂控制，地堑内还有两条规模较大的断

裂，即芦花台断裂和银川—平罗断裂。这4条断裂共同控制着银川地堑

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银川市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中国首批

确定的38个抗震设防城市之一，地震设防烈度为8度。

贺兰山落日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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