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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
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完整、系统、客观地反映崆峒区军
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依据有关资料尽量溯自有关军
事活动发端时期，以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下限断止2009年6月，大事记断至9月
底。

三、本志所载内容，以时间先后为序，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崆峒区行政区域
为主。由于许多军事活动涉及到今周边县区，为确保所记内容的完整性，对“越界”
或历史上曾属于崆峒区，后又划出的地域内的军事活动，择要记述之。

四、本志历史年代标注，民国以前的历史部分，采用历史纪年（帝纪）和公元纪
年并行标注的方法，一律用汉文数字标注历史纪年，后加圆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标
注公元纪年，如建武二年（26）。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如民国18
年（1929）。1949年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直接标注公元纪年，如1952年、1989年等。

五、地名一般用历史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圆括号加注今名。
六、军事建制和将领官衔，均用当时习惯称谓。历代在崆峒区的驻军机构建制

和人数，本志力求精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事组织、地方部队一般写至团
级，野战部队一般写至师级。

七、本志部分章节列有统计表或示意图，其顺序编号，一律冠以“表”或“图”的
文字后缀两组阿拉伯数字加“—”号来表示，前一组数字为“章”的顺序号，后一组
数字为本章图表顺序号。如：表（图）2—3，为第二章的第三表（图）。

八、人物，只收录正师级或相当于正师级以上的部队领导。简介人物收集崆峒
区籍正师级以上，或荣立二等功以上人员，或受到大军区级以上表彰的英雄模范
人物。

九、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语体文。引用古文中有特定意义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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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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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使用繁体字，其余一律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字。
十、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引有原文时使用原数，其余均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折算。
十一、数字书写，专门名称、军队建制番号、惯用语词、成语等，使用汉字。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军分区、武装部所存的档案；平凉市和崆峒区档案局

（馆）所存档案；驻区部队提供的资料；有关历史专著、古籍文献、文史资料、新旧志
书、军事专著、报刊资料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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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

概 述

平凉市崆峒区地处甘肃东部，陇山东麓，地理位置在东经106°25′～107°21′、
北纬35°12′～35°45′之间。东邻泾川、镇原，南依华亭、崇信，西与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泾源县、原州区接壤，北与彭阳（属宁夏）、镇原县毗邻。在历史上为丝
绸古道西进北上甘凉的第一座关隘重镇。亦为陕甘宁三省 （区） 交通要塞和陇
东传统商品集散地。现为平凉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陇东交通枢纽，是一
座新兴的工贸旅游城市。

全区辖13个乡、4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工业园区和1个经济开发区，
有252个村、14个城市社区 (居委会)。全区总土地面积1936.18平方公里，城市规
划区面积48平方公里。2008年底全区总人口49.3万人。常住人口48.1万人，人口
密度254.63人/平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率5.96‰。有回、满、藏、布依等34个少
数民族。

区域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西北高峻多山，东南丘陵起伏，中
部河谷密布，平均海拔1540米。气候属半干旱、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2008年最高气温35.3℃，最低气温-18.7℃，年平均气温9.6℃，年降雨量322.9毫
米，日照2403.1小时，无霜期169天。

地当会要 控扼边陲

崆峒区地处陇山东麓，北拒萧关，中当瓦亭，南拥陇山。在历史上，关中
西北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为匈奴，隋
唐为突厥、吐蕃，北宋时期是西夏党项，明时是蒙古。其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
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险峻，而泾河方
向较为平坦。区境地当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关隘通道，屏护关中西北的
安全。区境一失，则西北势力问鼎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因此， 《读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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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纪要·陕西八》有“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辅辅。关中安定，
系于此”之说。

据 《史记·匈奴列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
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
戎。”乌氏条下注曰：“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可见
区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为游牧民族与中原的争夺之地。

东汉建武六年（30），刘秀兴兵西讨。这时，陇西隗嚣背汉自立，令部将王
孟守鸡头关,控扼鸡头道，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
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翌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略阳 （今庄浪县西南），
汉军透入陇上。不久，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军队
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此次战事证实，区境西部险要控制至关重
要。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386），前秦苻登在平凉即皇帝位，建元太初。北魏
太武帝神 元年 （428），夏主赫连定在平凉称帝，改元胜光。其后称王称帝者
如：高平王、秦王和公元528年改元神虎的大赵国皇帝万俟丑奴等，都视平凉为
立国之地。

西魏时，宇文泰分析西北兵马未知所属，建议贺拔岳：“今若移军近陇，
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氐羌，北抚
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 ”（《周书·文帝》）。贺拔岳以牧马为
名，引军屯聚平凉，诸州镇多归附之，同会平凉受其节度。秦州刺史侯莫陈悦
在高平诱杀贺拔岳后屯兵水洛，贺拔岳所部将士分散回到平凉，共迎宇文泰于
夏州，宇文泰对其左右说：“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趑趄，屯
兵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同上） 即驰赴平凉，使杜朔周扼弹筝峡，引兵上
陇，为贺拔岳报仇，抚定关右。故而史称“宇文霸业，集于平凉”（《读史方舆
纪要·陕西八》）。

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区境陷于吐蕃，城垣被毁，成为唐与吐蕃边界，
吐蕃常据区境寇掠泾（州）、邠（州） 乃至长安。至贞元七年（791），德宗诏命
泾原节度刘昌复筑平凉城，扼弹筝峡口。《旧唐书·德宗下》记之曰：“泾原帅
刘昌复筑平凉城。城去故原州一百五十里，本原之属县，地当御戎之冲要。”刘
昌又于平凉城西35里筑彰义堡，变单纯防御为步步为营，向西与北开地二百余
里。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朱元璋封其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设国于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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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宣德五年（1430） 朱元璋之孙，第二代韩王朱冲 袭爵于平凉，传十一世，
相沿213年。

清代，著名战将王铺臣应吴三桂之请，据平凉反清。
民国时期，大小军阀视平凉为控驭陇东至关中的战略要地，张兆钾、陈珪

璋、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走马灯般在平凉“城头变幻大王旗”。
1949年7月30日，平凉各族人民在饱经苦难之后，终于迎来解放，翻身做主

人。

关陇重镇 铁骑驰骋

在历史长河中，区境为兵家必争之地，征伐频仍，军事冲突不断。
西周文王为伐殷纣王，首先向西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

国，消除后顾之忧。后猃狁日益强大，周宣王“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今区境
北部）”。及至犬戎崛起，“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春秋战国时，秦穆公伐戎，乌氏 （居今区境） 归秦，及秦惠文王取义渠国
（区境属义渠国） 25城，置乌氏县，今崆峒区内出现陇东最早的县治。

西汉初，刘邦麾下郦商大败章邯别将于乌氏。文帝时匈奴14万骑入朝那萧
关，杀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畜产达月余，汉发车骑逐出塞而还。

东汉时，义军赤眉、西羌与陇西势力隗嚣、汉军多次战于区境，迫使东汉
在安帝永初五年（111） 将乌氏、泾阳、朝那三县内迁，统治者强迫民众随之迁
居美阳（今陕西武功县）。战火所至，城垣被毁，田野荒芜，村落丘墟。

自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安定郡由前赵（汉） 占领起，至北魏神 三年
（430） 平凉归魏的113年间，战乱频仍，今崆峒区辖境历经前赵 （汉）、后赵、
前秦、后秦、大夏5个朝代 （国） 互相征伐，战火不断。史称“五胡乱华”。尤
其“前秦与后秦之战”、“北魏战乱”、“夏与北魏之战”区境均以主战场经受
了血与火的磨难。

隋文帝开皇二年 （582），突厥兵侵，至鸡头山 （崆峒山） 为大将军韩僧寿
击败。

唐高宗武德五年 （622）、七年 （624） 突厥两次兵侵至阴槃 （今四十里铺镇
庙底下）。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平凉城毁地陷，成为唐与吐蕃
交战之地。大历三年（773） 黄菩原之战，著名战将马璘自泾州 （今泾川县） 出
击，战于盐仓（在泾州西，地址不详），又与浑瑊相配合，出精兵袭吐蕃辎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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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原，杀数千人，始败终胜，吐蕃再也不敢深入袭击京师。德宗清水之盟 （783
年），将唐与吐蕃国境线置于弹筝峡，征伐战守多发于此。平凉劫盟 （787年），
举国震惊，德宗欲出逃，浑瑊、李元谅等部将士机智果敢，苦战平凉川，吐蕃
直捣唐都长安的灭唐之计始败。至刘昌复筑平凉城，今区境陷于吐蕃28年，一
片黄茅白骨，荒城废垒。僖宗广明时，平凉再陷于吐蕃，三年后收复。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曹玮于六盘山西筑陇干城 （今宁夏隆德县城
西），将宋蕃边界从安国镇移至陇山西，从唐“清水之盟”至此达228年之久。
边界虽移，战事依然。随吐蕃而来的拨藏、格隆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于今区
境内，他们各不相属，五代时就与地方政权相抗衡，及至西夏兴起，便动摇于
西夏与宋之间。尤其好水川 （今宁夏原州什字路河上游，一说在今宁夏隆德县
城北） 之战、定川砦之战失败，夏师长驱抵渭州（今崆峒区），焚荡庐舍，掠居
民而去。南宋时，区境为金占据，宋、金、蒙古在此地反复争夺，为加强防御，
嘉定十二年 （1219），金设元帅府于平凉，并于平凉置行省 （陕西西路），绍定
四年（1231），窝阔台亲率元军攻破平凉，平凉归元。

明朝，蒙古鞑靼、加思兰等部多次犯境，“蹂践千余里，村落为虚”（《平
凉府志·寇戎》）。

义军叩关 革命摇篮

崆峒人民善良、纯朴，尚武重德，历史上在饱受苦难的同时，得到了锻炼
和觉悟，造就了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反抗精神和追求平等自由的传统。

早在西汉建武二年 （26），赤眉军自长安而来，在乌氏 （今十里铺东）、泾
阳 （今安国乡油坊村） 间与陇西割据势力隗嚣军大战，失败而南下，误入番须
中 （今华亭），人马多冻死，复回长安。安帝永初元年 （107） 之后，羌族人民
起义爆发，延续70余年，义军与汉军多次战于区境。

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及其将领刘五、可天飞、独行狼、
混天猴、王老虎等转战平凉，可天飞、李都司、李老柴热血洒平凉。

清朝末年，陕甘回民暴动，平凉回民积极响应，从同治元年 （1862） 至五
年 （1866） 间，多次围困平凉城，两度攻占平凉，大败清军。在四十里铺设伏
全歼清军援军。

民主革命时期，平凉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用热血谱写
出惊天动地的革命乐章。平凉城是甘肃省地下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
1927年，中共平凉特别党支部就创建于平凉市区。刘志丹、谢子长、刘伯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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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在平凉出生入死，开展兵运工作，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2年陇东军特委组织领导的“蒿店起义”，点燃了革命火炬，周志学等烈士用
鲜血唤起了民众的觉醒。红25军长征过境，威逼平凉，激战大堡山，喋血四坡
村，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战绩显赫。毛泽东在长征途经平凉西北之青石嘴时，
亲自指挥红一军团干净利落地全歼东北军2个骑兵连，俘获战马百余匹，组建了
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红军追击军协助东北军驻防平凉，红军援西军在四十里
铺东开辟游击区，气壮山河。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秘会平
凉，商议兵谏。抗日战争时期，平凉儿女立志报国，近百人牺牲于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平东游击队在区境东南坚持武装斗争，黄鼎、阎生甲英勇献身。
1947年甘南藏族农民起义领袖肋巴佛罹难安国。1948年，参加西府战役的西北
野战军经白水、花所进入平凉北部，痛歼国民党“马家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
年代，平凉作为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的边缘地带，革命领导人邓小平、彭德怀、
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
宋任穷、罗炳辉等都曾转战或途径平凉，留下了革命火种和气壮山河的不朽业
绩。

草肥水美 武备之地

崆峒区进入人类文明较早。考古发现，在约3000～6000年前，区境内农牧业
已具规模。 《史记·殷本纪》曰：“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
来氏、宋氏、空桐氏、……。”可见殷商之时，区境内当有崆峒方国。

自周至唐，崆峒内近京畿，外接戎境，为朝廷倚重的锁钥门户。周穆王为
固边地，“迁戎于太原”（《后汉书·西羌传》）。公元前784年，周宣王亲到崆峒
北部“料民”。

秦时，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给
他“封君”一样的待遇，可以和朝臣一块儿朝觐皇帝。

唐朝前期，马政大兴，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陇右牧。在平凉设置“八坊”分
理马政。大历八年 （773），朝议认为三辅以西无襟带之固，泾州平川之地不足
为守。宰相元载面陈代宗：“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
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
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
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
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

5· ·



概 述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

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

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

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旧

唐书·元载传》）。

宋元以后，马政和军屯结合，对巩固西北边防起了积极作用。《宋史·刘昌

祚传》 载：“渭地宜牧养，故时弓箭手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复赠给之，谓之

‘马口分地’。其后马死不补，而据地自若。昌祚按举其法，不二年，耗马复初。

又括陇山闲田得万顷，募士五千，别置将统之，劲悍出诸军右。”

民俗尚武 人才辈出

崆峒区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不同的民族

大量迁居这里，经过长时期的生活，他们逐渐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社会

风俗。促成了民族团结和融合，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期的军事斗争，更

加锤炼和坚定了各民族骠悍英武性格特征，形成了尚武习俗。 《尔雅·释地》

曰：“北戴斗极为空桐，……，空桐之人武。”西周时，区境居民猃狁， 《诗

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起居，猃狁之故。”足见猃狁攻

伐而使周人遑遑不可终日。西汉时“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汉书·地理志》）。说明边防地带的客观

环境，促成了民气刚强，崇尚气力。内附的羌族，更是“其兵长在山谷，短于

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寒苦，同之

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后汉书·

西羌传》）。正是先民们这种刚毅的尚武精神和不断征战的社会环境，在崆峒大

地上造就了众多的军事人才，他们中：既有肇基立业的君王，又有定邦安国的

重臣；既有驰骋戍边的将士，又有运筹帷幄的谋士；既有揭竿而起的义士，又

有为民请命的壮士；既有抗日阵亡将士，又有抗美援朝英烈；既有为革命英勇

献身的烈士，又有为人民甘于奉献的英模；既有为国防建设殚精竭虑的领导干

部，又有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普通一兵。他（她） 们的事迹，催人奋进！

当然，历史的长河尤如川流不息的泾水一样含泥带沙，在区境也产生了一

些有才无德，欺压良善，助纣为虐，滥发战端，虐杀无辜者，其丑恶行径就像

一面镜子，使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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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共建 屡膺殊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崆峒区驻军较多，除平凉军分区、武装部、武
警支队外，还有野战部队、后勤保障部队、空军训练部队、武警内卫部队等。
长期以来，驻区各部队发扬人民军队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在出色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各项任务的同时，视崆峒为第二故乡，积极参加地方两个文明建设。在
扶贫济困，抢险救灾，兴修水利，城市建设，希望工程，绿化山川等方面做出
了突出贡献，深受崆峒人民爱戴。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视子弟兵为亲
人，想部队之所想，急部队之所急，帮部队之所需，在安排随军家属工作和子
女上学、就业等方面优先照顾，千方百计解决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为部队全
面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对伤病残人员移交地方和优抚
对象、部分军队退役人员生活困难等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完善政策制度，加强
行政调节，增加资金投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不断加大解决力度。崆峒区军
民丰富多彩的双拥实践，形成了牢不可摧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成为巩固和发
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
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进入了全国双拥工作的先进行列，多次被省、地评为“双
拥”先进单位。特别是1994年7月22日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全
国双拥模范城”，此后，3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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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杨 军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经过编纂人员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付梓面世了，这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军事志，填补
了我区军事历史著述上的空白。这部军事志的出版，是献给国庆60周年的一份
厚礼，也是崆峒区军事历史和文化领域里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对我们正
确认识和了解崆峒区军事历史，掌握军事斗争规律，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知识
教育，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崆峒区地
处西陲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活动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几千年来，
这片热土上上演了无数杀伐征战、刀光剑影的历史活剧。历代军民在卫国戍边、
守护家园的斗争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本区历朝历代的军事史实，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军事地理、军事
环境、地方军事机构、地方武装、兵役、驻军等历史状况和发展历程，突出介
绍了20世纪以来人民军队在境内的军事斗争和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保
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所做的贡献，反映了驻军部队、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在双
拥共建、开展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取得的业绩，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
激励斗志、凝聚力量，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国防知识教科书。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崆峒、解读崆峒、热爱

崆峒、建设崆峒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而又完整系统的历史资料。衷心希望崆峒
军民，通过这部志书，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国防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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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孟小金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是一部贯穿古今，资料翔实，博收约取的地方军
事专业志书，它编修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际，是全区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成果。它的编修出版，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了解崆峒区军
事历史，掌握军事斗争规律，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推动双拥共建，促进
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科学、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崆峒区“居西陲要冲。道隆化洽，则耕牧自给，固为内郡；德不及远，则
屯兵建师形牵势制” （赵时春 《平凉府志》），军事文化积淀深厚。早在殷商时
期，就有“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之记载。西周则戎狄交侵，武王周公放逐
之泾北，后又有“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经·小雅》） 等记述。东周时秦穆
公伐戎，成就霸业，及灭义渠，建县乌氏于区境，而后东向，统一六国。两汉
匈奴寇边，赤眉入境，羌族起义等战事不断。十六国“五胡乱华”，为据要地而
在区境或建国称帝，或兴兵征讨，或游击袭扰，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唐宋乃
与吐蕃之边界，双方征伐战守，成为重要战场。平凉劫盟，至为壮烈，为历史
剧 《杨家将》 所本。宋、金、元、西夏你来我往，或相互攻伐，或和谈割让，
战乱频发。明韩藩王，就国平凉，鞑靼犯境，毫无收敛。李自成义军将士，在
平凉抛头颅，洒热血，明将曹文诏刀下，妇孺幼稚亦不放过。清初王辅臣据平
凉反清，清末回民军与清军屡夺平凉城。民国军阀混战，战乱不息，争斗不止。
也正是由于区境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推翻“三座大山”的战斗中，成为重要战场。邓小平、刘志丹、谢子长、刘伯
坚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在平凉留下了战斗的足迹，一批红军、游击队、武工队和
解放军将士热血洒故土，献身为人民。因此，全面、系统、科学地整理本区军
事史料，客观地反映本区军事史实，研究本区军事发展的规律，是一件服务当
代，惠及子孙的军事、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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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在追述渊源，秉笔直书的同时，全面、系统地记述
了本区军事地理、军事环境、地方军事机构、地方武装、兵役、驻军等历史状
况和发展历程，记述了建国以后人民军队和广大民兵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
定，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所做的贡献，记述了驻军部队、地方政府和人民群
众在双拥共建、开展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取得的业绩，构成了比较完整
的，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历史性军事著述。同时，也为广大预备
役部队、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而又生动的教材。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依然面临着
军事安全威胁。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千方百
计对我国加以牵制和遏制。美日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并企图联手军事干预台海
冲突。目前，世界主要大国在我国周边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周边安全
环境存在许多隐患。有关邻国与我国之间的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之争越来越突
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越来越嚣张。“藏独”、“东突”、“法轮功”
等分裂、敌对势力加紧勾结，不断加强对我进行渗透和破坏。因此，我们要树
立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努力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
争的能力。要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把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适应现代战争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趋势的要求，
为国防建设提供全方位的经济、科技、教育、人才支持。依托社会保障体系，
对部队建设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同时，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当前
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做好军事斗争各项准备，为打赢信息化
条件下的未来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平凉市崆峒区军事志》成帙，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平凉军分区领导、崆

峒区委、区政府和人武部领导都高度重视。平凉市、区档案局 （馆）、市人防办
等有关部门，驻区各部队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全体编辑人员，按照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殚精竭虑，反复考证，去伪求真，记述有据，达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时代性、地方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此，谨向关心、支持纂修工作，以及
在编纂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诚的敬意！并希望崆
峒军民，通过这部志书，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国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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