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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书，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系统、真实、科学地记述全县断
限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充分反映改革开
放的伟大实践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
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全志分编、章、节、
目、子目五个层次记述。概述置于志首，统揽全书，大事记纵述事物，以明
时序脉络。共设 14 编、64 章、295 节，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志前置地图、
彩照，表格随文插入，编末为附录、编纂始末。

三、本志为第一轮修志后的续志，上限为 1986 年，下限为 2005 年底。
所记事物均为当代事实，与时俱进，着重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点、行业特
征。

四、本志除记述界定时间范围内的事物外，对首届修志中重大事件，或
与续志相关连的事物，有关编章中重提。对首届修志中遗漏的事物，或是随
事物发展其内涵与外延有变化的，在有关章节中适当记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夹叙夹议，全书用第三人称记述，
行文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关于第二轮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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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所用历史数据、文献数据，经考证后载入，大部分数据以政府
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一部分采用职能部门核定的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
有关规定书写，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位，照当时习惯记载。

七、本志人物编采用传记、简介、表三个层次，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
的原则，收入在本志界定时间内对国家或地方有较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较
大影响的永靖籍人物，也兼收对永靖有重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物。传记、
简介人物均以生年为序; 表录人物分类设表，均以时间为序。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各级档案、新旧志书，有关报刊、书
籍、实地调查，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文中附表，均以编为单位，按顺序编号排列。如第一编第一张表则
为 “表 1 － 1”、第二编第一张表则为 “表 2 － 1”，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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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靖素称河州北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仰韶文化越五千年，齐家遗
存星罗棋布，县境地处军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仍，民不聊
生，应企盼安宁，遂得县名。展开历史长卷，人文荟萃，明初有以铸造见长
的王宣、王训，清末有书画奇才罗锦山，民国间有治疆名流金树仁，共和国
时期有农学家张心一，新时代有军事专家朵英贤等，人才辈出。历来，人民
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历史因之进步，社会因之发展。

永靖建县近八十年，其间变化，沧海桑田。原地处库区，土肥物厚，有
鱼米之乡美誉，而刘、盐、八三大水库之相继建设，永靖人民为国家做出了
巨大牺牲，而库区移民尤甚，他们义无返顾地走向荒塬 ( 台) ，战天斗地，
白手起家，其中之艰辛寒苦，非只言片语所能表达。幸遇改革春风，指引移
民奋发图强，以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硬使
这荒塬披上绿装、秃岭变为桃园，人民生活水平因之提高。而今，永靖人民
又阔步迈上小康之路，城乡到处呈现一派万马奔腾的创业景象。

吾等今奉事于永靖人民，历观前贤，或重桑麻，或重城镇，或重旅游，
时显大动作、大建设、大发展之场景。吾辈同仁当效法前贤，重民生，抓经
济，谋发展，促和谐，每每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勉，深感任重而
道远，比之于前，尤勿敢稳睡于榻前，唯殚精竭虑，以尽斯职焉。
《永靖县志 ( 1986—2005) 》为续志，其体例与旧志微有出入，盖于今

日时势之所需者也。纵观全志，凡一十四编，六十余万言，当略者寥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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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当详者不惜笔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记述精当，资料翔实，结构严
谨，紧扣时代脉搏，突出地方特色。自 2004 年仲秋始，历六度春秋，数易
寒暑，全县上下，齐心协力，编纂者更是呕心沥血，眼下，其功竟成，实为
欣慰。而今，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美好前景催人奋进，勤劳的永靖人民必将
大显身手，再创辉煌。

是为序。

中共永靖县县委书记

永靖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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