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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与村史 001

第一章　概况与村史

闻名遐迩的纳家户，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杨和镇境内的一个回族

村落，全村辖 11 个村民小组，截至 2010 年底，有农户 1448 户，人口 4680 人，

其中回族 4514 人，占总人口的 96.45%，是中国典型的回族之乡。早在元代，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子孙纳速拉丁四姓中的纳氏从陕西迁至

宁夏，以姓氏将该地取名为纳家户，至此已有 700 多年的悠久历史。纳家

户地处银川平原中部，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是著名的产粮区。另外，村内建有 400 多年历史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壮丽

的中华回乡文化园以及别具特色的中华回族第一街，享誉区内外，是宣传、

推介永宁县乃至中华回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勤劳智慧的纳家户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节　概   况

一、所在县乡概况

纳家户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杨和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96% 以上

为回族，是一个典型的回族聚居村落。

（一）永宁县概况

永宁县地处宁夏平原中部，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是自治区首府银川

市的郊县，位于东经 105° 49’~106° 22’，北纬 38° 08’~38° 26’。

西以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为界，东靠黄河与灵武市隔河相

望，南接青铜峡市，北距银川市 20 公里。全县东西最长 52 公里，南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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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32 公里，国土面积 1020 平方公里。境内引黄灌溉，有著名的汉延渠、

唐徕渠、惠农渠、黄渠，沟渠纵横、沃野千里、旱涝保收，自古就有“塞

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 

                                    图 1-1　永宁县行政区划图                      苏东海提供

　　1. 永宁县行政区划沿革

永宁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为历代军事要地，素有“银川

市南大门”之说。春秋以前，永宁县为北狄、西戎等部族游牧之地。战国

时期，属北地郡辖地。秦为北地郡富平县（现吴忠市西北）地。西汉分属

北地郡之灵州、灵武。东汉仍为北地郡灵州县（后废）、灵武两县辖地。

三国、西晋时期，为羌、鲜卑、匈奴等部族驻牧地。东晋、十六国时代，

先后属后赵、前秦、后秦、夏的辖地。南北朝时期，先后属北魏、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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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辖地，北周时期为怀远郡怀远县辖地。隋立弘静县（今望洪乡附近），

分属弘静、灵武、怀远 3 县辖地。唐先后改弘静县为安静县、保静县，分

属保静、灵武、怀远 3 县辖地。五代保静、灵武、怀远均废县为镇，属朔

方节度使灵州地。北宋时属西夏静州（望洪乡附近）、顺州（邵岗堡西）、

怀州（掌政乡南）、永州（杨和堡附近）4 州地。明代设立宁夏军镇（今

银川兴庆区），建立卫、所制，为“九边重镇”之一。境内西夏王陵、明

长城等故址犹存。元代属甘州行中书省、西夏行中书省、甘肃行中书省，

隶属宁夏行省之宁夏府路。明代先属宁夏府，后分属于陕西都指挥使司之

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前卫 4 卫。清雍正三年（1725 年），

在宁夏镇左屯卫的基础上设置宁夏县，在右屯卫的基础上设置宁朔县，并

按地图划分了宁夏县与宁朔县的范围走向。

1941 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将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划分为永宁县、

贺兰县、宁朔县、惠农县、平罗县 5 县。用永州之永和宁夏、宁朔两县之宁，

定名为永宁县，含永远安宁之意。建县时，从当时宁朔县划出的东、南部

的村堡，有望洪、王太、杨和、旺全、增岗、靖益、魏信、新城等；从当

时宁夏县划出的西、北部的村堡，有通贵、通朔（今永固）、镇河、掌政、

许强、许旺、杨显、丰盈等。始驻望洪堡，数月后迁至杨和堡。当时全县

设 14 个乡，以数字序号为名。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永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实行区、乡制，

全县共调整组建为 7 个区 55 个乡。1950 年经两次调整后缩减为 6 个区 48 乡，

各区设置如下：（1）一区，驻杨和堡，辖杨和、惠丰、纳家户、王太、大

东、东全、北全、王全等 8 乡。（2）二区，驻望洪堡，辖望洪、西玉、增岗、

东和、西和、李家桥、唐铎、靖益等 8 乡。（3）三区，驻望远桥，辖上河西、

板桥、东魏信、许旺、南杨显、北杨显、丰盈等 8 乡。（4）四区，驻新城，

辖新城、盈北、双渠口、烟村墩、砖渠、五里台、红渠口、河西南等 8 乡。

（5）五区，驻掌政桥，辖掌政、镇河、立强、河西寨、强家庙、通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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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通北等 8 乡。（6）六区，驻关帝庙，辖新水桥、旧满城、东前城、民

乐、塔桥、燕鸽、汉西北、汉西南等 8 乡。

1951 年 6 月，四区的 6 个半乡和六区的 3 个半乡划归银川市。原四、

六两区未划归银川市的 5 个整乡和 2 个不完整的乡调整组建为 6 个乡，区

名改称第四区，驻五渡桥。1955 年，撤销原有 5 个区，38 个乡合并为 19 个乡，

除个别外，多为 2 个乡合并为 1 乡。19 个乡分别为：杨和、望洪、王太、东全、

北全、唐铎、增进、双和、板桥、胜利、杨显、望远、政权、新银、燕鸽、

塔桥、掌政、永固和通贵。1956 年，增设永华乡。

1958 年 9 月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撤销乡建制。永华乡划归银

川市管辖，归属战斗公社（后更名为良田公社）。全县组建为 4 个人民公社，

即以杨和、东全、北全 3 个乡合并组建为和平公社；以王太、望洪、唐铎、

增进、双和等 5 个乡合并组建为红旗公社；以杨显、胜利、板桥、望远、塔桥、

新银等 6 个乡合并组建为胜利公社；以政权、掌政、燕鸽、永固、通贵等

5 个乡合并组建为星火公社。1959 年，胜利、和平、红旗、星火等 4 个公

社分别改名为望远、杨和、王太、掌政公社。

1960 年 3 月，掌政公社除政权大队外均划归银川市管辖。8 月，将原

宁朔县辖的李俊公社大部分（6 个生产大队）和小坝公社的五坊、东风 2

个生产大队划归永宁县管辖，永宁县将划入部分（除东风生产大队外）组

建为李俊公社，将东风生产大队划归王太公社，王太公社更名为望洪公社，

所辖的王太生产大队划归杨和公社。1960 年永宁县的 4 个公社及所辖大队

如下：（1）李俊公社，驻李俊堡，辖李俊、五坊、宁化、团结、友爱、古

正、宋澄等 7 个生产大队；（2）望洪公社，驻望洪堡，辖望洪、东风、双

和、农声、唐铎、增进等 6 个生产大队；（3）杨和公社，驻杨和堡，辖杨

和、王太、朝阳、北全、永丰等 5 个生产大队；（4）望远公社，驻望远桥，

辖望远、胜利、板桥、杨显、塔桥、政权、新银等 7 个生产大队。

1961 年，4 个公社调整划分为 8 个，即李俊、望洪 2 公社划出团结、友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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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桥（原五坊）、东方（原东风）4 个生产大队组建为仁存公社，驻许家桥；

李俊、望洪 2 公社划出宋澄、唐铎、增进 3 个生产大队组建为增岗公社，

驻姚家庄；望远公社还划出胜利、杨显 2 个生产大队组建为胜利公社，驻

大观桥；望远公社还划出板桥、政权 2 个生产大队组建为通桥公社，驻通

吉桥。

1963~1981 年间各公社先后对所辖生产大队调整划小，由 45 个增至 70 个。

1964 年掌政公社由银川市划归永宁县管辖。1972 年 11 月，掌政公社

划归银川市管辖，同时还将望远公社的塔桥大队划归银川市大新公社。

1982 年 4 月，在县人民政府驻地杨和堡设置了杨和镇。1983 年，公社

体制改革，各公社均改称乡。1984 年，撤销李俊乡，改设为李俊镇。1993 年，

撤销望远乡，设置望远镇。至此，全县下辖杨和、李俊、望远等 3 镇，仁存、

望洪、增岗、杨和、胜利、通桥等 6 乡。

2000 年，永宁县辖杨和镇、李俊镇、望远镇 3 个镇，仁存乡、望洪乡、

增岗乡、胜利乡、通桥乡、金沙乡 6 个乡，以及黄羊滩农场、闽宁村。

2005 年底，全国撤乡并镇工作加快，经过撤乡并镇后，永宁县辖 1 个

街道办事处（杨和），5 个镇（杨和、李俊、闽宁、望远、望洪），1 个乡

（胜利）。

截至 2010 年底，永宁县行政区划分为 5 镇（李俊镇① 、望洪镇② 、杨

和镇③ 、望远镇④ 、闽宁镇⑤ ），1 乡（胜利乡⑥ ），1 个街道办事处（杨

和街道），2 个国营农场（黄羊滩农场⑦和玉泉营农场⑧），69 个村民委员会，

①辖 1 个居委会、15 个村委会、136 个村民组、142 个自然村。
②辖 16 个村委会：南方村、望洪村、西玉村、农丰村、农声村、西和村、东和村、增岗村、前渠村、史庄村、宋澄村、
北渠村、靖益村、金星村、高渠村、新华村；望洪林场、宁夏大学试验农场。
③辖 6 个居委会、10 个村委会：建设、利民、胜利、团结、东环、南环；王太村、惠丰村、杨和村、永红村、观桥村、
纳家户村、东全村、南北全村、旺全村、红星村；区农作物研究所。 　
④辖 1 个居委会、15 个村委会：望远；西位村、红旗村、望远村、东位村、新银村、丰盈村、永清村、上河村、政权村、
政台村、立强村、长湖村、通桥村、板桥村、东升村；望远经济开发区、县良繁场。
⑤辖 5 个村委会：福宁村、木兰村、武河村、园艺村、玉海村。
⑥辖 9 个村委会：胜利村、许旺村、八渠村、陆坊村、杨显村、五渠村、先锋村、烽火村、园林村；二期开发区、
杨显林场、征沙林场。
⑦包括场部、第一村、第二村。
⑧包括场部、场南村、场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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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居民委员会，674 个村民小组，全县总户数 6.68 万户，总人口 20.99 万人，

有汉、回、满等 13 个民族，其中回族人口 3.79 万，占总人口的 18.06%。

2．地形地貌，气候土壤

永宁县地势西高东低，呈西南向东北倾斜状，全境可分为五个地貌单元。

（1）贺兰山地：位于县境西北部，北起单岭子，南至小沟口，呈北南走向，

单岭子到头关南为南山区，山势陡峭，海拔 1433~2516.6 米，坡度 25~30

度以上。（2）洪积扇地：由贺兰山洪积物冲积而成的扇倾斜平原。地面因

受水蚀、风蚀，布满碎石，属温带荒漠草原，是永宁县牧区。（3）河成老

阶地：洪积扇以东至黄河冲积平原间，由于黄河的变迁上切，造成了河老

阶地。（4）风沙地：地表沙丘起伏，部分为平沙地，北部沙化程度重，南

部略轻，为果林新区。（5）黄河冲积平原地：由于黄河在历史上的改道和

淤积程度不同，造成星罗棋布，大小不等的湖泊沼泽，境内著名的湖泊有

鹤泉湖、海子湖，是垂钓、旅游的风景名胜地。

永宁县地处中温带，区域内气候受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及海陆位置的

相互作用，属中温带荒漠草原生物气候带，与宁夏其他川区市县有基本相

同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四季分明，春迟夏短，秋早冬长，干旱少雨，蒸发强，

气候干，光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无霜期短且多变，无霜期平均 167 天，

早霜始于 9 月 25 日左右，终霜期一般在 4 月底到 5 月初，冬春季风沙多。

永宁县昼夜温差大，气候年较差平均为 31.5℃，日较差平均 13.6℃，有利

于有机物质的合成和积累，适宜优质农产品生长。据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

测局资料显示，1979~2009 年，永宁县平均降水量 200.35 毫米，且 62.7%

集中分布在 7 月、8 月、9 月三个月，1.97% 分布在 12 月、1 月、2 月。年

均水面蒸发量 1693.8 毫米，是降水量的 9.9 倍，年均相对湿度为 57%，最

小相对湿度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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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永宁县历年月平均降水量

（单位：毫米）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平均值 0.9 3.0 6.9 12.8 20.7 21.1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平均值 3.61 54.1 24.6 13.3 3.4 1.2

资料来源：永宁县史志编审委员会 . 永宁县志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96.

冬季多西北风，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8.7℃，最热的 7 月份平均

气温 23.4℃，极端最高气温 38.3℃；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7.8℃，极端

最低气温 -27℃，最大冻土层深度 105 厘米，无霜期平均 167 天，全年太

阳总辐射 141.7 千卡 / 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达 3032.1 小时，日照百分率

68.6%，其中 3~4 月、7~9 月日照百分率为 67%，是各月最少，温度和日照

条件可满足多数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年均风速为 2.4 米 / 秒，最多风向

为北，最大风速为 18.7 米 / 秒，主要自然灾害有干热风① 、二月雨 ②、大雾、

冰雹③ 、雨涝④ 、霜冻⑤与寒潮等。

表 1-2　永宁县历年月平均气温
  （单位：℃）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历年平均值 -7.8 -4.1 3.3 10.9 10.7 20.8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历年平均值 23.1 21.3 10.0 9.1 1.6 -5.8

资料来源：永宁县史志编审委员会 . 永宁县志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95.

①干热风，俗称“火风”“旱风”，是高温、干旱的天气过程，多出现在每年的 6 月下旬和 7 月上旬，阵雨或连阴
雨发生后，天气骤晴，因高温与高湿在强烈的蒸闷下，引起农作物的“青干”“逼熟”，造成农作物减产。
②指农历二月份，是小麦出土时的一大灾害，本地有“二月雨，卖儿女”的民谣。
③多出现在夏季，有时也发生在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
④主要发生在夏季麦收期，一般两年发生一次。连阴雨或大暴雨致使收割上场的和尚未收割的小麦霉烂、发芽、变
质，连阴低温也影响秋庄稼的正常生长发育。
⑤大多发生在 4 月、5 月、9 月。初霜期一般在 9 月中旬，也是危害最大的，会造成水稻空壳或不能成熟。4 月、5
月为晚春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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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风大沙多，全年大风天数（超过八级大风）平均为 3.5 天，年

平均沙尘暴日数为 3.2 天。大风多集中在 1~4 月份，占全年大风天数的

63%，沙尘暴多发生在 4 月、5 月，历年平均风速为 2.4 米 / 秒，最大风速

为 18 米 / 秒。冬春季多盛行西北风和东北风，夏秋季多东南风。

永宁县西部边界上的贺兰山是我国内外流水系的分界线。境内均属黄

河水系，西部出自贺兰山中的小洪沟东流至洪积扇、老阶地，即被干旱的

土地吸收，而隐入地下，除黄河山洪沟外，东部平原上有密如蛛网的灌溉

渠和排水沟以及众多的湖泊沼泽。肥沃的土壤孕育着丰富的植被资源。贺

兰山区：金塔泉西北地区为自然保护区，主要植被有针茅、小黄蒿、木本

猪毛菜、猫头刺、木贼、冰草、芨芨、油松、云杉、山杨、山柳、白桦、

杜松、灰榆、酸枣、蒙古扁桃、狭叶锦鸡儿等。洪积扇区：北部大多是戈

壁滩、山洪沟，植物以沙蒿、珍珠草、针茅、酸枣为主。老阶地区有马莲、

沙蒿、绵蓬、臭椿、榆、杨及沙柳、文冠果、紫穗槐、花棒、踏郎等。黄

河冲积平原区有：盐爪爪、沙枣、沙蒿、山柳、剌儿菜、若柜、马齿苋、

车前子等。

3. 经济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永宁县工农业发展迅猛。2010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8.2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6825 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4.2 亿元，人

均财政收入 2100 元。2010 年全县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达 7 家，以生物制

药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发酵工业容积总产量达 3.5 万立方米，实现产值

10 亿元。红霉素、维生素、盐酸四环素、泰乐菌素、维生素 B12 等产品生产

规模、市场占有率在国际上均独占鳌头，永宁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医

药生产和食品加工基地。2011 年永宁县首次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

永宁县是国家确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和 500 个产粮大县之一。2009

年全县粮食总产达 22 万吨，用全区 2.03% 的耕地生产了全区 9% 的粮食，

农业生产能力、设施农业居全区首位，且地处宁夏河套平原中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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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条件得天独厚，沟渠纵横、条田整齐、林带成网，农业经济逐步向

基地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21 世纪以来，永宁县创建了征沙渠高

新农业新灌区，形成 2 万亩麻黄草、3000 亩杜仲、3000 亩甘草，5000 亩

无籽枸杞等中药材生产基地、5 万亩酿酒葡萄基地，优质大米、玉米、小

麦良种繁育基地，肉牛、栈羊育肥、生猪饲养等肉食品基地，日光节能无

公害绿色蔬菜供应基地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位居全区首位。

永宁县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旅游资源丰富。纳家户清真大寺历史悠

久，距今约 500 年。明代长城、李俊塔、三棵树等古迹为全区重点保护文

物。中华回乡文化园的宏伟壮观可以为西北甚至全国之最，中华回族第一

街民族特色浓郁，人文景观秀美。鹤泉湖、海子湖天然自成、风光秀丽，

一派南国水乡。三沙生态旅游园融大漠风光、自然景观为一体，是休闲、

娱乐的绝好去处。古人赞誉的“宁夏八景”中的“官桥柳色”“汉渠春涌”

等景点在永宁可以尽收眼底。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加快推进了永宁经济的发展。

永宁县交通便捷，服务设施完善。县城乃至各乡镇水、电、暖、气基

础设施完善。电子汇兑触手即到，移动通信可通全球。永宁县从改善人居

环境入手，着力打造城市品牌。自 2005 年以来，永宁县实施了改造旧城，

建设新区，实施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新区已经建成了县政府、县级行

政职能部门，永宁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税务局、卫生局、教育局、永

宁中学、永宁高级回民中学、永宁幼儿园、永宁敬老院等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已经搬迁到新区，一批各具特色、环境幽雅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城

乡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城市化率达到 25%。科教文卫事业协调发展，信

息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县政府正在着力打造“礼仪永宁、文化永宁、诚信

永宁、魅力永宁”。

改革开放以来，永宁民风淳朴，人民勤劳朴实，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的实践中，发扬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创业、负重拼搏、开拓进取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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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充分展现出永宁人民昂首向上的精神风貌。

至今，全县涌现出国家级、自治区和银川市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文明校园和一大批献身经济建设的先进人物，为构建和谐永宁

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杨和镇概况

杨和镇，地名杨和堡，是明代建置的一个古堡，以参将杨和之名命名。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称养和。1955 年撤区并乡，成立了王

太、东全、养和、北全 4 个乡。1958 年成立了养和人民公社，1982 年恢复

杨和地名。1983 年 4 月 11 日，杨和人民公社在全县率先改为杨和乡。随

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多，2003 年 7 月，杨和乡改为杨和镇。杨和镇位于县

城东西南北四周，是个典型的城郊乡镇。杨和镇东临黄河与灵武市隔河相望，

南接望洪镇，西与望洪镇、胜利乡接壤，北与胜利乡、望远镇为邻，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民族团结，政通人和。

杨和镇土地总面积为 67.94 平方公里，2010 年底耕地总面积 5.82 万亩，

基本农田 5.1 万亩，粮食作物 4.81 万亩，粮食总产量 3.04 万吨。规模养殖

户 282 户，养羊 5.06 万只，养肉牛 1.49 万头，养奶牛 2637 头，养猪 4.25 万头，

养家禽 23.8 万只。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 4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4990

元。杨和镇辖王太、红星、惠丰、杨和、永红、观桥、纳家户、东全、南

全、旺全等 10 个村民委员会，106 个村民小组，103 个自然村，共 7463 户

30163 人，其中回族人口 9368 人，占全镇人口的 31%。① 

杨和镇以石中高速公路、109 国道、李银路（李俊—银川）、河滩湿地、

农村新庄点建设为重点，按照突出重点、整绿结合、适地适树的原则，科

学规划，全面实施整治改造绿化，共建设重点绿化方 3 片 1171 亩，其中，

生态林 726 亩，经济林 429 亩，整治绿化 109 国道 2.8 公里。另外，杨和

镇开展塞上农民新居工程，以纳家户村进行试点建设，重点改造了石中高

①以上材料由杨和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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