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川市西夏区志 / 《银川市西夏区志》编纂委员会

编 . -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4
ISBN 978- 7- 227- 04486- 4

I . ①银… II . ①银… III . ①区（城市）—地方志—
银川市 IV. ①K29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77084号

银川市西夏区志

责任编辑 杨 皎

封面设计 赵 瑾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 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 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55.125 字数 126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3726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0年 5月第 1版 印次 2010年 5月第 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4486- 4/K·570

定价 2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银川市西夏区志》编纂委员会 编



序 一

史志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泱泱中华，五

千年的文明，都是以史志记录下来的。盛世修志，但修志需要有热爱史志工作，甘于奉献的

有识之士。司马迁、司马光忍辱受诟，饱经沧桑著《史记》和《资治通鉴》，为后人留下了不朽

巨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新时期的史志工作者，不仅要有默默无闻的献身精神和博

学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具备一定的政策水平，

只有这样才能断心大义，秉笔直书，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地修志。
修志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主要是昭示后人。古人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作人员，都要善于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尤其是

学习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指导现实工作。
《银川市西夏区志》的编纂，经过编委们两年多的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终于成书问世,

可喜可贺。这对于进一步发掘西夏区文化历史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热爱西夏

区、建设西夏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展示西夏区、扩大西夏区对外开放和

交流，加快“两个最适宜”城市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同时，也是对西夏区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编纂的《银川市西夏区志》，“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秉承“资治、教化、存史”的

宗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略古详今的手法，忠实地记载了发生在新城区、西夏区的建

置沿革、地理风貌、经济建设、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风俗民情、人物胜迹等方面的演变，堪称

区情的集大成者，地情的“百科书”。可为今后西夏区的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

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各编委怀着对这片热土

的深深爱恋，对这块土地上乡风民俗的浓郁情结，对西夏区建设成就的激越豪情，对西夏区

未来的殷切希望，殚精竭虑，横疏竖理，举纲张目，终将《银川市西夏区志》付梓出版。同时，

也填补了新城区、西夏区没有地方志书的空白。本志的编辑出版，除了修志人员的辛勤笔

耕，还得到了自治区、银川市和西夏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及专家学者的热心指

郝有民
中共银川市西夏区委员会书记

银川市西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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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得到了自治区、银川市地方志办公室、银川市档案馆和西夏区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

持；得到了西夏区各部门、各街道、各乡镇、各企事业单位的通力协作。这部志书凝聚着众多

人的心血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更是对新城区、西夏区近 60 年来发展成就的一次大

展览。这部志书还为广大读者了解西夏区、认识西夏区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为今后全面

实现西夏区跨越式发展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银川市西夏区志》的出版，只是刚刚完成了“认识过去”，更重要的在于立足现在、着眼

未来。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西夏区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

好发展局面，这正是立足区情、借鉴历史的结果。因此，我衷心希望西夏区人民，特别是广大

干部、党员要重视读志、用志，以志为鉴，扬长避短，精诚团结，锐意进取，为全面构建和谐新

西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史为鉴以治天下，以志为鉴以治郡国。”翻阅此志，粲然知先贤之伟绩；掩卷沉思，肃

然感责任之重大。值此全区人民致力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际，我们应更加努力，奋发作

为，为《银川市西夏区志》写出光辉灿烂的续篇，以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当代，无愧于来者。

2009 年 12 月 28 日

银川市西夏区志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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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区长 金 花

西夏区自 2002 年银川市三区重新划界成立以来，短短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发展实现了飞速跨越，社会事业繁荣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安康。在展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新未来时，我们理应追溯它的成长历史，那就必须挖掘过去。鉴于此，西夏区党委、
政府决定编纂《银川市西夏区志》，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

放以来新城区、西夏区的重大变化，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地
方志记载自然和社会历史现状，可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根据，以利于领导

和各部门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地方志所记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驱、英雄模范的可歌可

泣事迹，是激励后人爱国爱家的典范教材。所以说，地方志保存的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后人

留下了珍贵财富，其意义无比深远。
《银川市西夏区志》的问世，是经各级领导关注，多方努力的结果；也是吸取传统方志和

一代新志编纂经验的创作；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西夏区、认识西夏区，乃至今后更好地发展西

夏区提供了一本翔实的资料汇编。该志的编纂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编志十分重视资料整理工作。本次修志工作，经过分门别类，多次征集，汇集了大

量历史和现实资料，全面系统地进行整理，并经多方核实，才精选入志。志书的真正价值就

在于这些的资料可信度和翔实性。
第二，注重志书的著述性。这是时代发展对方志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一代志书的重大发

展。《银川市西夏区志》没有空泛的议论、凭空的想象，而是完全从资料出发，用大量事实，揭

示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同时，在系统、全面的记述中，用简短的概括，无题的小序，起到开

篇破题，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重视对基本区情的记述。《银川市西夏区志》是一部历史悠久、编纂过程曲折、内

涵丰富、门类众多的新志，全书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在记述中有详有略、有简有

繁，抓住基本区情，遇事则详，概述则简。
第四，强调了重点。一部志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分主次，均衡记述。这部志书紧扣新城

区、西夏区的悠久历史，宜人风光，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名胜古迹，以及宁夏重要的工业基地、
教育重地、旅游胜地等特点，进行大量记述，确实下了不少工夫。

第五，重视志书的文字工作。志书的文字编排决非雕虫小技，而是密切关系记述的内

容。全书文字力求做到朴实、精炼，准确记录历史，不说大话、套话和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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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贵在用。《银川市西夏区志》问世出版后，必将在使用中给人们带来好处和方便，也

会发现一些问题并提出意见，都是十分正常的，也是有益的，这必将推动编史修志这项传统

事业向前迈进。
《银川市西夏区志》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修志人员凝心聚力，有关专家齐

心协助，区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亲自把关，现在即将交付印刷出版，这是西夏区

的一件大事。对此，我向为编纂《银川市西夏区志》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地方志工

作者及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对主动为编修西夏区志提供资料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兴西夏区必须爱西夏区，爱西夏区必须知西夏区。《银川市西夏区志》的编纂出版，将为

我们认识历史、服务当代、开拓未来提供重要的资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

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西夏区是我的故乡，也是我多年生活工作的地

方，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城市哺育我成长，几十年的青春历程，使我对它充满了感情，心中时

刻关注着它的发展，并常为改革开放给西夏区带来的每一次变化而欢欣不已，我真心祝福

西夏区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作为西夏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为《银川市西夏区志》即将付梓

出版，欣然命笔，书就此文，是为序。

2009 年 12 月 28 日

银川市西夏区志4· ·



序 三

序 三

西夏区东依包兰铁路通南北，西屏贺兰山峰障大漠，西夏王陵被外国友人称奇，镇北堡

引来满天影视明星。自古“贺兰山下战如云”，当今银川新兴工业城，实为历代和后人所瞩

目。“西北天谁补，此山作柱擎。蟠根横远塞，设险压长城。俯瞰黄河小，高悬白雪清。曾从

绝顶望，灏气接蓬瀛。”清代诗人胡秉正“咏贺兰山”一诗，道出了贺兰山的雄伟气势，描绘了

西夏区的秀丽风姿。隋唐以来，贺兰山名声大振，宁夏八景诗之一的“贺兰晴雪”，被历代文

人袭称、相吟至今。境内山川秀美，西部山峰耸立，东麓田园如染，市内高楼密集，街道宽阔

笔直，人民乐业安居，好一幅“塞上江南”画卷。每当天高云淡之际，翘首仰望贺兰山峰，倍感

格外雄伟壮丽，令无数热血男儿为其折腰。抗金英雄岳飞在《满江红》中抒发了“驾长车，踏

破贺兰山缺”的凌云壮志，尤为西夏区军民引以骄傲和自豪。
昔日新市区、今日西夏区，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40 多年来，我目睹了她的沧桑巨变和

令人瞩目的成就，旧貌新颜使我百感交集，进而焕发昂扬斗志。《银川市西夏区志》巨著的出

版，圆了众多修志人员多年的心愿。全志洋洋 100 余万字，举凡地理环境、交通邮电、经济发

展、工业生产、农林牧渔、文教科技、金融保险、城乡建设、社会风俗等 20 余篇，以及概述、大
事记、附录等均有记述，概括了银川市西夏区（新城区）的历史与现状，是原新城区、今西夏

区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弥补了宁夏和银川市史志的不足，其“资政、教化、存史”功
能不言而喻。通读全志不难看出，该志编纂委员会和现任主编刘西存、办公室主任王克林等

人员重视史德、遵守志规，具有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也可以看出全体编写人员精研爬

梳、考察经史、埋头书案、琢磨切磋、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每一事就本

事说之”，述而不作、求实存真，其品德确实令人敬佩。志书经全体编写人员将近三载呕心沥

血地笔耕，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强劲东风，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中共银川市西夏区

委、政府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一件大喜事。既是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期盼，也

是宁夏地方史志战线上的一大硕果。我作为在此工作、战斗并深深眷恋西夏区的一名老人，

有幸参与审查，既为职责所系，也为感情所牵，内心充满着喜悦，发自心底乐为其作序。
雄风震贺兰，改革史无前！《银川市西夏区志》紧紧围绕自然、社会、人文和经济开发记

孙生玉
《宁夏通志·军事卷》主编

宁夏军区原副参谋长、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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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种活动，尤其在清乾隆六年（1741 年）新满城竣工后，对新满城及驻军的记述更为详

细、真实。对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解放银川、接管新城西花园机场，新城地区

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给后人的教育尤为深刻。特别是西夏区(原新城区)历
届党委、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务实苦

干、开拓前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大踏步地向小康社会迈进。通观

《银川市西夏区志》，详今略古、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 1961 年新城区成立后的历史和西夏

区现状的记述，增加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当前，人类已进入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快

速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信息化浪潮在强烈地改变机械化工业时代的同时，正在以独特的

方式改变着世界格局，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站

在历史变革的前沿，以敏锐眼光和求实态度，确立信息时代的新理论新观念，借鉴历史上的

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自治区经济核心区发展战略和银川建设的整体规划,进
一步实行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实现“工业基地、教育重地、旅游胜地、物流中心和生态屏

障”的建设目标，为全面开创民族团结、文明和谐、社会安定的现代化西夏区而奋斗！

志稿杀青后，心情激动不已，欣然信笔，权以为序。

2009 年 12 月 28 日

银川市西夏区志6· ·



凡 例

一、《银川市西夏区志》是依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编纂的银川市西夏区（原新城

区）第一部地方志。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全面记述银川市西夏区（原

新城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全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 7 种形式进行记述，以志为主。全志书前由图片、目
录、序言、概述、大事记、正文等组成；共设 21篇 90章 332节，有 6个专记。按照地理、民族、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顺序排列，以求达到层次清楚，结构完整，符合志体；书后设附录、后
记等。

三、全志鉴通古今，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 1961 年原新城区成立以后到重

划西夏区为重点记述内容，全志各篇下设章、节、目等层次，一般为横排门类，纵述历史，个别

章节在结构上没有强求一致。
四、全志上限起自今银川市西夏区和原新城区境内有文字起记载的内容，下限至 2006

年年底。为记述完整，个别内容期限延长到 2008年，但不影响全志下限的标准。
五、全志历史纪年，在先秦至清代先写帝王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先写民国

年号，个别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公元纪年。全志数字和标点符号的

使用，均按 199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执行。志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其他一律使用 1956 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

案》中的简化字。
六、全志各种数据均以银川市、西夏区统计部门的法定统计数字为准，以各有关部门的

史料数字辅之。数字书写，遵照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对于小数点方面的数

字，采用四舍五入法，一般精确到保留两位。
七、全志记述中凡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前、解放后表示的时态，

以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全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日期不详者附于年末、月末、用“是年”、“是月”或“春”、“夏”、“秋”、“冬”表示。
八、全志文体，采用规范的汉语现代语体文书面语，引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使用标点

符号准确。全志为叙述简便，西夏区、新城区名称从 2002年 11月分界，前以新城区叙述，后

以西夏区叙述，在整体叙述时，以西夏区（新城区）形式表述。
九、全志中的行政区划、机关、人员职务名称，均采用当时当地名称。凡古代地名，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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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今地。
十、全志所用计量单位，以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法定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和国家统计部门

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为准。
十一、全志人物的记述遵循“生不立传”的通例，对在世人物以事系人入志。入志人物为

副县级以上和烈士及模范先进人物。本着以在籍为主、正面为主、近代为主的原则，以时间先

后为序排列。
十二、全志资料大部分摘自西夏区档案馆所藏档案、文件和西夏区各部门志和文书档案

资料。部分摘自银川市的文献档案，并博采正史旧志、文史资料、有关报刊、专著和回忆录、口
碑资料等。除文中有说明者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十三、全志为使志书层次清晰，篇、章、节、目标题分别用不同型号的字体表示：“篇”用二

号黑体字、“章”用小二号黑体字、“节”用小三楷体字，“目”与“子目”等以下小标题一般用与

正文同等型号的黑体字表示。

2· · 银川市西夏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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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夏区（原新城区）是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辖区之一。历史悠久、风光宜人，有丰富的文

化遗存和名胜古迹，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集西北豪放与江南秀色于一体，素有“塞上江

南”之美誉，是银川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西夏区位于银川市平原中西部，西依贺兰山，东邻包兰铁路。地理坐标在东经 105°
50′~106°15′，北纬 38°25′~38°49′之间。原新城区驻地位于现金凤区通达北街与

北京中路交汇处。境域西至西干渠，与银川园林场接壤；东至满城街，与原银川市郊区银新

乡为邻；北抵四清沟与贺兰山农牧场隔沟相望；南临四二干沟，与平吉堡奶牛场相邻。西北

跨新（城）苏（峪口）公路、四清沟与西干渠相交。西南越铁西军用铁路、四二干沟与西干渠相

接。东北与原银川市郊区芦花乡、银新乡临界。东南有原银川市郊区银新南路与银新铁路相

交，与原银川市郊区良田乡、银新乡接壤。总面积 94 平方公里，城市规划面积 24 平方公里。
2000 年末，总人口 25.05 万人。

2002 年 11 月，银川市三区行政区划调整后，将新城区更名为西夏区。西夏区行政范围

东以包兰铁路为界与银川市金凤区相邻，西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北连贺兰县洪广

镇，南至永宁县界，总面积为 987.2 平方公里。西夏区下辖西花园路、北京西路、宁华路、文
昌路、朔方路、贺兰山西路 6 个街道办事处，46 个居（村）民委员会，人口为 21.52 万人；辖镇

北堡镇、兴泾镇 2 个镇，共 16 个行政村、2 个居民委会，人口为 3.89 万人。2006 年底，西夏

区共有回族、满族、蒙古族等 43 个民族，总人口 25.41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4.51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7.75%。此外，西夏区境内还有平吉堡奶牛场、贺兰山农牧场、南梁农场 3 个国营农

牧场，1 个银川市园林场，1 个银川市苗木场。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驻西夏区

朔方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宁夏军区驻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辖区。中共西夏区区委、
政府在西花园路办事处辖区的怀远东路 285 号。

境内地貌分山地和平原。西部为贺兰山区，贺兰山横空出世，像一道天然屏障，阻挡着

西北冷空气和内蒙古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的风沙长驱直入，保护着银川平原不受沙

漠的侵袭。贺兰山区在西夏区境内的面积 40.01 万亩，约占西夏区总面积的 27%左右，平均

海拔高度在 1530 米以上，最高峰马蹄坡（亦称砂锅州）达 3556 米。西夏区以东有华夏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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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称的黄河水环绕，在山与水之间，大自然奇迹般地造就了土壤肥沃的银川平原，“黄河

百害、唯富一套”就是指的宁夏川。在干旱的大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片美丽富饶的绿洲，是全

国三大自流灌溉区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农业高产区之一，享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

称。西夏区所辖土地和城镇村落，都铺展在这片平原上，依偎在巍峨贺兰山的怀抱之中，这

里土地平坦，沟渠纵横成网，农业综合水平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名列前茅；这里麦稻高

产，瓜菜丰盛，阡陌相通，田园如画，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赞誉。
银川市西夏区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春多风沙，夏少酷暑，秋凉较早，冬寒较长，干

旱少雨，日光充足，蒸发强烈，昼夜温差大等特点。年平均气温 8.5℃；年平均降水量 203 毫

米；年平均蒸发量 1595.6 毫米；年平均风速 2.2 米 / 秒；年平均日照时数 3000 小时左右；太

阳辐射总量 140～144 千卡 / 平方厘米，是全国太阳辐射和日照数量最多地区之一，年平均

无露期 157 天左右。西夏区的气象常有干旱、霜冻、冰雹、大风、暴雨、干热风等灾害性天气，

春、秋两季沙尘暴亦时有发生。
西夏区矿产资源丰富。境内的贺兰山段储藏的矿产种类有能源矿产、冶金辅助原料矿

产、化工原料矿产、建筑材料、其他非金属矿产等 5 大类 21 个品种。其中主要有煤矿、赤铁

矿、熔剂白云岩、熔剂石灰岩、磷块岩、水泥石灰岩、辉绿岩、贺兰山石等。此外，境内天然建

筑材料有冲积沙、细沙矿层等资源。其中，贺兰石石态莹润,丽质天成，是雕刻和制砚的名贵

石料，被誉为宁夏“五宝”之一的“蓝宝”而名闻天下。
西夏区山川秀丽，既有南国水乡的特点，又有塞外边陲的壮丽景观。这里是宁夏的旅游

胜地，拥有西夏文化、回族风情、大漠风光三大特点旅游名胜。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

王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园”，可与北京的十三陵相媲美；“拙朴苍凉亦有价”的镇北堡中

国西部影视城，是中国西部的影视圣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红高粱》诞生于此，

《牧马人》《五魁》《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 50 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先后在这里拍摄。这里

还有被称为宁夏十大精品旅游景区之一的生态旅游基地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园内

林海连绵，树种繁多，一年四季葱茏茂密；园内花园锦簇，香气袭人，彩蝶飞舞，曲径通幽，松

涛如海，景色迷人。还有被誉为世界岩画宝库中稀世珍宝的贺兰山岩画，给人以强烈的冲击

和神秘莫测之惑，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高，为世所罕见。走进神秘的西夏，沐浴古朴的春

风，体味塞上回乡的风情，这就是到西夏区旅游的独特感受。在滔滔黄河水与巍巍贺兰山之

间，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原野上渠道纵横，水绕山环，阡陌相通，柳暗花明，到处莺歌燕

舞，一派升平景象，不是江南胜似江南，不是天府胜似天府。
西夏区是自治区交通枢纽之一，境内包兰铁路直通包头、北京、兰州，银川火车站坐落

境内，包兰铁路过境长度 49.7 公里，市内铁路专用线 24 条，长 64.3 公里。公路以银川市为

轴心，形成以环城高速公路、银川至巴音浩特公路、110 国道（沿山公路）、北京路、黄河路、
贺兰山路、长城路等为骨架的城乡路网，连接宁夏各县（区）及各省。西夏区邮电通信能力逐

年增加，西兰、京呼、银兰光缆相继建成，形成大通路光缆传输网和通达全区的传输数字化。
其中，特快传递、光缆通信、卫星通信、互联网络、移动电话增长最为显著，可与 218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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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直拨电话，交通、邮电事业的快速发展对西夏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境内有宁

夏广播电视发射塔 1 座。
银川市新城地区从清代建新满城以后，始终有驻军驻守。中华民国时期，在西花园建有

飞机场，建有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8 年自治区成立以来，部队不断增

加，先后有农建十三师，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总后勤部贺兰山“五七”干部劳动学

校、84606 部队、84802 部队、93936 部队等机关、部队。多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夏区部

队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牢记人民军队宗旨，忠实履行神圣使命，在加强军事、政治训练

的同时，完成上级赋予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带头作用、重点工程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抢
险救灾中的突出作用，社会稳定中的卫士和军民共建中的表率作用。西夏区驻军较多，是与

其他地区的一个重大区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今西夏区独具特色的优越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

引着国内外游人与客商，促进了银川市西夏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二

今银川市西夏区历史悠久，文明而古老。早在五千年以前，人类已在今银川市西夏区劳

动、繁衍、生息。夏、商时期，今银川西夏地区为少数民族游牧、驻牧之地。公元前 11 世纪至

公元前 8 世纪西周时期，今银川西夏地区仍为“荤粥”、“鬼方”、“猃狁”和“戎”、“狄”等部落

游牧的地区。考古发现，今西夏区远古人类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进
入新石器时代,即母系氏族所繁荣时期。先秦时期，这里仍为古西戎族居住区。秦时，秦始皇

派蒙恬率 30 万军北逐匈奴，取“河南地”，今宁夏银川地区纳入秦国版图。蒙恬在新辟之地

“新秦中”筑城设治，从内地迁民戍边屯垦，巩固边疆，是为宁夏地区第一次大开发。西汉时

期，今银川地区引黄灌溉已相当可观。西汉时期，在今银川东郊建立北典农城，被匈奴等少

数民族称之为饮汉城，这是银川地区建城之始，今西夏区为其所辖。当时，铁器、铜器和陶器

等手工业生产有相当的发展。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将北典农城改建为王家园林，

称为“丽子园”，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游乐城，也是大夏国驻兵、屯粮的重镇。北周时期，在原饮

汗城设怀远郡、怀远县，这是银川地区设立县级建置的开始。
隋唐时期，今西夏区的农业、畜牧业得到持续发展，贺兰山以东黄河以西有平田数千

顷，引黄河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民。果树栽培技术获得成功，唐代诗人韦蟾的名

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至今脍炙人口。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年），党项族首领李德明将其都城由灵洲迁至怀远镇，大启宫

室，改怀远镇为兴洲。公元 1033 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升兴洲为兴庆府，今西夏区为其属

地。宋宝元元年（1038 年），李元昊在兴庆筑坛受册，即皇帝位，建立西夏国，兴庆府为西夏

国都，是西夏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当时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促进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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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都会。西夏中期改称中兴府，其周围建有皇室的离宫、帝王陵墓区、佛教塔寺等建筑

群。西夏立国历 10 主，历经 189 年。1975 年，西夏王陵出土的罗、绫、绵等丝织品残片，其中

的茂花闪色绵，色调丰富，制作精美，为国家考古首次发现，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出土的

织物纤细轻柔，表面进行了敖彩或印金粉加工，富有民族特色，是研究 21 世纪中国丝织工

艺，特别是浸染闪色技术的重要依据。同时出土的“夏国剑”，史籍记载与契丹鞍、高丽秘色

皆为天下第一，异地难以仿造，为研究西夏冶金工艺的重要依据。在银川市园林场附近的缸

瓷井，发现的西夏窑场遗址，成为研究西夏建筑材料品种和烧制技术的重要依据，为国家发

现的第一座西夏窑址。1991 年，在拜寺口清理出土一部西夏文佛经，经考证是西夏时期的

木制活字印刷品，把中国使用木活字印刷时间由元朝提早到宋朝，被誉为是本世纪研究印

刷史的重大成就。这些都展现了西夏文化的辉煌与灿烂。
蒙古灭西夏，兴庆府一度成为废城。元朝时期，忽必烈于公元 1246 年派遣著名天文学

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到宁夏担任河渠副使。他提出“因旧图新”的兴修水利方针，在疏通旧

渠的基础上开凿新渠，组织军民疏通汉延、唐徕等 12 条主干渠和修建 68 条支渠，使万余顷

农田得以灌溉，为银川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为恢复农业生产，元朝在中兴地区（今银

川）大力推行军民屯田，“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内地居民迁入中兴地区，下令诸王贵

族、豪权之家占有的奴隶编籍为民进行屯田。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

起到重要作用。元朝时期，中兴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制毡业尤为突出。就
在这一时期，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被蒙古军队带回中国，其中一部留在宁夏，与汉、蒙等

民族长期杂居，共同生活，在“回回”的称号下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当时，在宁夏的蒙古军队

中有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一些人成为宁夏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批回回民族。
明朝时，将北部的长城沿线划分为 9 个防守区，史称“九边重镇”，其在宁夏北部设宁夏

镇（今银川兴庆区），今西夏区境域属宁夏镇前卫及右屯卫。在镇北堡、平羌堡（今平吉堡）各

驻兵防守。为加强防御，明朝廷多年征丁夫修筑长城，至今贺兰山麓仍留有明代长城古迹。
作为边防重镇，实行经济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军政合一方式，进行特殊管理，“卫所军卒

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
清代，银川地区相对出现了和平稳定的政治局势，为发展经济，清朝廷加大银川地区大

修水利设施和新建渠道，扩大灌溉面积，从各地组织万余户移民到新灌区开垦荒地，使农业

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史籍记载：“宁夏府城，人烟辐辏，商贾并集四衢，分到门圜，南北蕃夷诸

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矣。”清康熙皇帝第三次率兵亲征噶尔丹，于公元 1697 年农历三月

到达宁夏，视察军情，调兵遣将，布置军需运输，将宁夏作为最后剿灭噶尔丹的重要供给基

地。雍正初期，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西征，请派驻宁夏满营兵，于乾隆元年（1736 年），建筑满

城。乾隆二年（1737 年），宁夏府八旗官兵及工匠连同其家属共 1 万余人进驻满城。乾隆三

年（1738 年），满城因大地震覆毁。乾隆六年（1741 年），在府城西建筑新满营竣工，亦称新满

城，乃今银川市新城地名之始，为清军驻宁夏八旗劲旅大本营，在今西夏区历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从此，满族成为今西夏地区民族的一个新成员。1914 年 8 月 1 日，北京政府裁撤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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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满营将军，北京政府以马福祥为代表，与宁夏满营代表常连将军商议解放满营事宜，并

决定新满城为宁朔县址，为新城地区设立县级建置的始地。
民国时期，宁夏改为道，今宁夏北部地区初属甘肃省朔方道（亦称宁夏道）。辛亥革命前

夕，甘肃地方清军中回族人占大多数，马安良、马福祥、马麒等为清代甘军中著名将领。在北

洋军阀混战中，形成一支回族武装集团，后来马福祥自成体系，形成马家军对宁夏长达 30
余年的统治。马家军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使塞上江南的银川地区变成了土地荒芜，农业经

济破产，人民流离失所，到处啼饥号寒的荒凉景象，久享盛名的“塞上江南”变得疮痍满目。
1929 年 1 月 1 日，宁夏建省，为宁夏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后马列主义随同冯玉祥部

西北军传播到宁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在今银川地区具有划时

代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宁夏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对马鸿逵统治的革命斗争，崔景

岳、马文良、孟长有等党的许多优秀儿女，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在这块土地上。
1949 年 9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一部解放宁夏省会银川市，并占领国

民党银川西花园机场。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为自治区首府，今西夏区为银

川市的工业区。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今西夏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困难和挫折，也积累许多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经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人民

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60 多年来，今西夏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奋

发图强，在旧社会遗留下的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恢复、建设、
巩固、提高的缓慢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国民经济恢复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

施，银川市完成土地改革，开展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生产关系，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5 年，新城地区粮食总产量 432 万公斤、比 1952 年增长 186%。实现经济总收入 17 万

元，是新城区经济建设比较好的时期。在三年“大跃进”中，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多次

政治运动，加上自然灾害侵袭，农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了三年“低标准”的经济困难时期。
经济调整恢复时期。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

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十六条），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3
年，新城地区粮食总产量 1551 万公斤，超过了 1956 年。1966 年，粮食总产量 2073 万公斤。

文化大革命时期。该地区经济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7 年到

1970 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在 2000 万公斤左右徘徊。在“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只强调“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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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纲”，天天讲“阶级斗争”，月月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了农民的多种经营，人民的生活水

平没有显著提高。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四人帮”的干扰和影响，经济建设进入停顿和

缓慢发展时期，该地区对银川市经济建设贡献不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顺利地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抓住机遇，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使地区经济出

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尤其是 2002 年 11 月银川市区划调整后，西夏区党

委、政府结合本区实际，确立把西夏区建设成为“工业基地、教育重地、旅游胜地、物流中心

和生态屏障”的发展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万

事民为先，使西夏区各项事业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和谐稳定,这五年是西夏区发

展的最好时期，也是西夏区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最多的时期。

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届党委、政府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务
实苦干、开拓前进，使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2003 年以来，中共西夏区区委、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

六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三个一号”文件，重视和加强“三农”工作，不断深化农村综合改

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经济生产总量逐年扩大，粮食、蔬菜、畜禽、水产品生产基地初具规模，逐步向产业化方

向发展，向商品化方向过渡。2006 年，粮食播种面积 51398 亩，比 2003 年增长 53%，粮食总

产量 19677 吨，比 2003 年增长 57%,人均占有粮食 500 公斤。蔬菜、肉类、禽蛋、牛奶、水产

品总量分别达到 28580 吨、2911 吨、4223 吨、51097 吨、1946 吨。
2003 年 ~2006 年，完成“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工造林 31673 亩，累计林木保护面积

达 92010 亩，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26%，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西夏区区委、政府把兴办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支柱

产业，制定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办法和措施，面向市场，内引外联，不断完善和提高。到

2006 年，西夏区乡镇企业发展到 2177 家,从业人员 8630 人。2003~2006 年累计完成营业收

入 237016 万元,完成增加值 65757 万元，实现利润 13210 万元，上缴税金 10679 万元。境内

有自治区政府命名的龙头企业 3 家，银川市政府命名的龙头企业 2 家，西夏区政府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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