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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的汇集
自强不息的写意（代序）

宁夏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

石嘴山旧称石嘴子，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

石嘴山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谓之古老，是因为她历史悠久，境内远古

文化遗迹遍布，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一带活动。进入文明时期，北方一

些游牧民族部落，先后以贺兰山与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作为自己的家园，

率先开发了这片热土。秦汉两朝，北方游牧民族各部势力退出“河南地”

（今宁夏至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内地移民到今石嘴山

地区，进行屯垦戍边，因其繁荣富庶不亚于关中，被称为“新秦中”。石嘴山

境内浑怀障和廉县的设置，是境内有正式行政建置的最早记载。三国两晋

时期，北方战乱不息，匈奴部“贺赖种”和鲜卑“乞伏部”就居牧于石嘴山一

带。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在今平罗县姚伏镇境内设定远县，后升格为

警州，是石嘴山地区腹地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明代嘉靖年间，在石嘴

山境内设平虏守御千户所，成为防守宁夏北大门的要塞。清雍正二年，在

今石嘴山地区进行大规模农业水利开发，增设平罗、宝丰、新渠三县，使石

嘴山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清未民初，洋行贸易的兴盛，使

石嘴山成为南北通衢，商贾云集之地。

石嘴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石嘴山地处黄土高

原和蒙古高原交汇之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相互辉映，共同发展，

留下了历史与文明进步的深深烙印。全市已查清确定的具有较高历史文

化价值的文化遗址共有 85处。石嘴山集西夏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

大漠文化、边塞文化、宗教文化及移民文化于一体，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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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与荟萃之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

资源，是前人和自然赐给石嘴山人民的无价之宝。宣传和推广石嘴山历

史文化的精华，向区内外展示石嘴山独特的人文自然资源和优势，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日石嘴山，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已经从夕日的煤炭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

工业城市。形成了以“五湖四海、自强不息”为核心的石嘴山精神，铸就了

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政通人和，盛世修志。《美丽石嘴山丛书》

的编纂出版，正是为建设富裕和谐的新型工业城市扬帆起航———探究石

嘴山历史文化之源，展示石嘴山历史文化之萃，弘扬石嘴山历史文化之

美。《美丽石嘴山丛书》以独特的视角，将石嘴山的历史遗迹、自然地理、

文化积淀、重大事件、风土人情，悉数殆尽。全面、系统、翔实地讲述了古

今石嘴山的变迁脉络和人文积淀，对石嘴山是一次全方位、集约式的宣传

和展示，可谓是五湖四海的汇集，自强不息的写意。《美丽石嘴山丛书》又

是石嘴山史志学专家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众多编纂者众手成书的集体

创作。可以想见，这套具有非常重要的存史、资政、教化价值的文献，定将

引导、启迪一代代石嘴山人，在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新石嘴山，率先在

全区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之上，谱写出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衷心祝愿石嘴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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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情 概 述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毗邻，南

与银川市接壤，东濒滔滔黄河水，西依巍巍贺兰山，因贺兰山与黄河交汇

处“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1960 年设市，下辖大武口区、惠农区和平罗

县，总面积 5310 平方公里，总人口 74.16 万，城镇人口 70% ，回族人口

19.5% 。2013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6 亿元，增长 10% ；固定资产投

资 459 亿元，增长 20.5%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 亿元，增长 13.2%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224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928 元，分别增长

9.5% 和 12.1% 。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石嘴山市从典型的煤炭工业城市转

型为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

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的塞上湖泊水乡。秦朝时设浑怀障，西汉时

设置第一个行政建制———廉县。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石嘴山深厚的文化底

蕴，孕育了贺兰山岩画、古长城、北武当寺佛寺、平罗玉皇阁等人文古迹。

湖泊星罗棋布，湿地面积 415 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 10.8 亿立方米。融江

南水乡与大漠风光于一体的全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沙湖，是著名

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星海湖水域面积 23 平方公里，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国

家湿地公园、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和全国首批中国文化旅游新地标。中

华奇石山集天下奇石之大成，是全国观赏石博览基地。贺兰山北武当生态

保护区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森林公园、汇泽公园、舍予园等园林景

观媲美竞秀，城市绿化覆盖率 36%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4 平方米。2013

年 1 月，石嘴山被人民网评选为“首批中国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基础雄厚、开放包容的西北工业重镇。石嘴山是宁夏工业的摇篮，境内

矿产资源丰富，煤炭探明储量 25亿吨，其中被国际上誉为“煤中之王”的无

烟煤———太西煤储量5.6亿吨，硅石探明储量42亿吨。电力资源丰富，总装

机容量达319万千瓦，人均发电量居全国城市第一。交通便捷，距银川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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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100公里，包兰铁路、京藏高速、石银高速、109国道、110国道等贯穿全

境，被列为全国179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之一。现有一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即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省级工业园区即石嘴山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石嘴山生态经济开发区（平罗工业园区）、宁夏精细化工基地。已

形成以机械装备制造、电石化工、特色冶金、碳基材料、新型煤化工、煤炭开

采及洗选等传统优势产业和汽车制造及零部件、太阳能及节能环保、有色金

属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工业体系，是世界

重要的钽铌铍、碳基材料制品生产研发基地，国内重要的镁硅及深加工产品

基地和宁夏光伏新材料产业化示范基地。中色（宁夏）东方集团公司位列世

界钽铌行业前三强，宁夏恒利公司生产的密封钢丝绳被誉为“亚洲第一绳”，

煤机综采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0% ；镁及镁合金产量占国内 20% 以上，

是全国金属镁皮江法生产示范基地；煤质活性炭、碳化硅产能占全国30% 以

上。统筹推进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已形成以清真牛羊肉、蔬菜、枸

杞、水产、制种、酿酒葡萄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农业体系，以商贸、

物流、旅游为主导的服务业体系。石嘴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

各地的建设者在这里交汇交融、开发开拓、共建共享，形成了“五湖四海、自

强不息”的石嘴山精神，铸就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和城市品格。

社会稳定、城乡协调发展的文明和谐城市。石嘴山是宁夏的统筹城乡

发展试点市，在西北率先编制完成了统筹城乡发展全域规划，陶乐、红果

子、星海镇等一批特色小城镇和新型农村大社区开创了城乡统筹建设新模

式。平罗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开放试验区。在西北

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全覆盖。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

统筹制度，医疗卫生网络覆盖城乡，实现了一乡一院、一村（居）一室。石嘴

山是宁夏的教育强市，共有各类学校 275 所，被国务院评为全国“两基”工

作先进地区。宁夏理工学院进入全国 30所知名民办本科高等院校行列，职

业教育基础雄厚，高中毕业生免费接受职业教育。石嘴山是全国首批 85个

创业型城市试点，建成 22个全民创业基地和一批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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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典型范例，“四矿”等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

昔日的采煤沉陷区被改造为国家煤矿地质公园。突出基层建设、体制机制

创新、管理服务并重，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所有街道（乡镇）设立民

生服务和综合治理“两个中心”，城乡社区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基层社会

管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不断健全，流动人口、特殊人群

和重点领域管理服务全面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和平安石嘴山建设扎实推

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居全区五市第一。

前景广阔、充满活力的投资兴业佳地。石嘴山地处宁东、蒙西两个国

家千亿吨级煤田之间，是呼包银兰经济带、宁夏沿黄经济区、宁蒙陕乌金

三角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惠农陆路口岸铁水联运直达天津港，是西北

重要的内陆口岸，在宁夏扩大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资源、区

位优势明显。石嘴山被列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全国循环经济试点

城市，民生、产业、生态转型发展潜力大、活力足、推进速度快。国家优先推

进西部大开发、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自治区实施沿黄经

济区发展战略等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优势，为石嘴山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石嘴山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制定出台了推进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开展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

境活动，全市政务、法制、市场、人文、金融、用人、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在 2012 年自治区发展环境测评中位列全区五市第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石嘴山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自治区

第十一次党代会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主题主线，围绕民生、产业、

生态转型发展，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民生优先、城乡统筹、生态立市、人才

支撑五大战略，深入推进“六项攻坚工程”，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陆港经济

先行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生态经济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高技

能人才培养重点区，努力把石嘴山建设成为和谐富裕美丽新型工业城市，

在全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S
H
IS
H
U
O

S
H
IZ
U
IS
H
A
N

地名由来

山石突出如嘴处

石嘴山作为山名最早出现于《大明一统志》。该志称：石嘴山“在卫城

（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作为山名，它是以山石形状命名

的。《大明一统志》成书于 1461 年。可见，它至少已有 630 余年之久。此后，

山之附近渐有人居，山名又被借用为地名，泛指山之周边地方。待到这一

地方设置行政建制，便又先后成为镇、区、市的名称。

石嘴山，又称石嘴子、石嘴子山。民国《朔方道志》中曾将“嘴”字写做

“咀”字，出现“嘴”“咀”并用的现象。1959 年宁夏给国务院的设置石嘴山

市的报告中使用了“咀”字，1960 年国务院的设市决定沿用了“咀”字，于

是石嘴山市曾一度被写做石咀山市。但“咀”是一个不规范的字，“石咀山”

也就成了不规范的写法。1981 年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同意，开始统一规

范为“石嘴山”。文字与地名不可随意书写，必须采用规范化的写法。这是

应该注意的。

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之状，现在仍可见到。其地在今惠农区石喇叭

的黄河岸边。山以其石之形状命名，地以山名命名，行政建制以地名命名，

这就是石嘴山市市名之来历。

平罗县名的由来

明代永乐初年在今平罗县城“建置军马哨备。景泰六年，奏拨前卫后

千户所十百户军余居之。弘治六年，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周回共三里，东

西倍于南北，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阔倍之”。正德五年“设守备，为宁夏

北路，自镇城（今银川市）迤北屯堡皆属之”。嘉靖二十年改设平虏守御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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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所。此为平罗城及平罗县名之发端，距今已 600 余年。

明王朝所设平虏守御千户所，乃是军事建制，主要是抵御河套地区蒙

古族。汉族称“敌”为“虏”，谓河套蒙古部族为“套虏”。所设千户所取名“平

虏”，即平定套虏之意。清代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因明王朝亦曾称满

族为“东虏”，故将带有“虏”字之地名全部更改。平虏之“虏”亦谐音改为

“罗”，称平罗所。算起来平罗之名的确定至今已 360 年。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升平罗所为平罗县。平罗建县至今已有 280 年。

清代宁蒙交界地

陶乐有五堆子。五堆子之名，来源于清代蒙边界的标志，即五块界碑。

由于黄河河道经常变迁，致河东之地变为河西之地，河西之地变为河

东之地。清代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察汗地方（今平罗东北）黄河改

向西流，原在河西之民，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谓民人占据伊等游牧之

地”。也就是说，因黄河改道，原在河西的居民变成了河东的居民，而河东

原是蒙古族游牧之地。于是，蒙古族认为侵占了他们的地界，向朝廷申告。

乾隆皇帝下令按先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不许侵夺。当时所立

界碑共有五块，于是该地便有五碑子之称。界碑以西称内五碑子，界碑以

东称外五碑子。

后来，所立五块石碑损坏不存，在交界处堆土为记，堆起五座土堆，于

是五碑子又有五堆子之称，也有了现在的地名五堆子。

惠农始名雍正朝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 1726 年）以前，由宁夏（今银川）东北 50 里，贺兰

山前插汉托辉地方至石嘴子等处，地方辽阔，“其土肥润，其地尚暖”，易引

水灌溉，可垦田万亩。雍正四年五月，大理寺卿通智和川陕总督岳钟琪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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