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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区志 1991 －2005》编纂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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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我区首部《西固区志》( 2000 年版) 问世之后，又一部系统记载西固区世
纪之交经济、社会、文化大变革和大发展的《西固区志》( 1991 年—2005 年) ，在
举国欢庆新中国 60 华诞之时完成编纂。这是我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值此付梓问世之际，我们向艰辛耕耘近 5 年之久
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热烈地祝贺! 向所有关心、支持、指导和参与资料搜集工
作、志稿编纂与审定工作的单位、个人和有关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固区地跨黄河南北，控扼东西交通，是丝绸之路著名的要津之地。西汉
时，为武帝所设的金城县。公元 5 世纪时，曾是西秦国都所在地。千百年来，生
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奋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无数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新中国成立后，西固成为国家首批重要的工业建设基地，今人称之为“老
工业基地”。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西固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石化工业摇
篮”“西北高原上的石化明珠”，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所
有这些都在首部《西固区志》中作了系统、全面、充分地记述。但这部志书的记
述下限仅至 1990 年。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西固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踏上了改革开放新的征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
的辉煌: 70 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顺利建成，使兰州石化形成千万吨炼油和 70
万吨乙烯生产规模，使西固成为中国石油在西部地区第一个炼油化工基地; 随
着“西固石化专业孵化园”的建立，发展精细化工材料、水工业材料、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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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修复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了兰州国家石化新材
料产业基地的建设进程; 一大批中小工业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历经新一
轮改革的洗礼，在创新中重生，千余家工业企业聚集西固，使西固成为兰州乃
至全省的核心工业区; 新型石化城建设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实现了从老工业基地到西部石化新城的蜕变; 生态环境建设从南北两
山绿化、清洁能源改造、水源地保护到工业“三废”排放等的环境综合整治全力
推进，快速改变着西固的生态环境，天蓝、山青、水绿的理想几近现实……在西
固工业城的新崛起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党的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无不取得骄人成就! 从 1991 年到 2005 年的 15 年
里，西固区经历了思想的巨大解放、观念的深刻转变、体制的全面转轨、社会的
彻底转型、民生的大幅改善……这是西固历史上最为辉煌的 15 年，最值得史志
大书的 15 年!
《西固区志( 1991 年—2005 年)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

部志书是首部区志的有机接续，更是对这 15 年艰苦历程与辉煌成就新的再现
与讴歌! 值得颀慰的是，编纂人员执着地肩负着地方志为党立言，为民立传，
为时代立丰碑的神圣使命，秉持精益求精，弘扬时代精神，坚持与时俱进，认真
汲取首部区志编修的宝贵经验，在新的条件下，从多个方面做了创新尝试: 在
形式上说，装帧更为精美、版式更加活泼，而且图文并茂、形象直观; 从结构上
说采用大编体式，分环境、居民、经济、政治、社会事业，更易于集中记述 15 年西
固的巨大发展，突出体现西固区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主题;就内容而言，更具
有系统性、准确性和资料性。应当说，这部志书完全具备了其应有的价值。

编修志书，是为了给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历史借鉴，给后人的继续前
行提供精神动力，给今后的学人们提供区情研究的基础资料，也给中外人士开
启了解西固的窗口，但更多的是为我们正在从事建设、管理与发展西固的各行
各业的同志们提供现实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固区志( 1991 年至 2005
年) 》的编纂出版，为我们读志、用志，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科学发
展观的指引下夺取西固建设与发展的新辉煌，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去实证这部志书的价值所在。

是为序。
中共兰州市西固区委书记 陶军锋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继龙

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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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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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实事求
是地记述西固区 1991 年至 2005 年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

二、本志上限始于 1991 年，下限止于 2005 年，个别门类事物的记述，为彰
明因果，适当上溯和下延。照片资料的拍摄时间止于 2008 年。

三、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及西固区情为依据设置篇目，设有序、地图、照
片、前志述略、概述、大事记、专业志、附录和编后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
纪事本末体，大事记中出现的“△”符号在日下代表是日，在月下代表是月，在
年下代表是年。目录中专业志分篇、章、节 3 个层次，节以下的目、子目则在文
中标注。表随专业志，附于相关文字处，专业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地图、照
片多集中于卷首，照片随文亦有插排。图、表序号以篇为单位分别统一编排。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 2005 年的行政区划为准，对已调整的乡、村、街、镇、社
区，则按历史沿革情况记述。

五、纪年一般用公元纪年，但凡涉及民国及以前朝代仍沿用历史纪年，括
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本志中的解放前( 后) ，指 1949 年 8 月 26 日兰州解放前
( 后) ，新中国成立前( 后)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

六、行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白描手法记述，不加评议。文字遵行 1986 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
1995 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

七、数据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统计部门缺的，采用各业务主管部门
核实的数据。数字的写法，表示数量、百分比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引文、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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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
八、度、量、衡单位的使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4 年发布的《关

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旧的计量单位凡能换算的，均
括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及换算数值。计量单位用中文全称。

九、资料主要来自各系统编写的部门志，各类档案、文献、报刊和部分调查
资料等。入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需要注解的内容或引用资料则采用括注
或脚注。

十、本志政区和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用简称。历
史地名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现名。

十一、入志人物以名表记述。在世人物在各篇、章中用“因事系人”的方法
记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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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志述略

兰州市西固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主编倪培贤，副主编瞿学景、丁祥麟、
王邦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16 开本，精装护封。获省地方史
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西固区史无修志先例。1988 年 5 月先成立编委会，下设办公室准备编修
首部区志。1990 年底，开始制定区志篇目方案，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修志工
作动员大会，提出修志任务，要求区属各单位、各部门建立修志机构，指定专人
负责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要求各乡、街组织力量，征集资料，编写乡志、街志，
为区志编修提供资料。为加快区志编修进度，保证志书质量，从 1996 年开始，
区委、区政府将修志工作纳入各单位各部门年度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责任
制。各基层单位负责人与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签订修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书，半年检查考核，年终奖罚兑现。区志办内部( 包括聘请的离退休人员) 也实
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任务分解，责任到人。在编修期间，共查阅文书档案 12000
余卷，农户家谱 28 部，厂志 7 部，获取各种资料 1300 余万字。十年功夫，劳形
案牍，心血熔铸，众手成志。

区志开卷，首排序文 1 篇，凡例 12 则。接置区行政区划图、城区图。140
多幅彩色照片相继而排。党和国家领导周恩来、邓小平、朱德、江泽民、李鹏、
彭德怀、胡锦涛等关怀、视察兰炼、兰化的历史照片激动人心。厂房林立，市井
繁荣，产品丰盈，形势喜人。正文由概述综述区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
今，勾勒历史脉络。上追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90 年。主体内容按专业横排门
类，以篇而分: 第一篇建置区划，辖 3 章 6 节; 第二篇自然环境，辖 6 章 20 节; 第
三篇人口，辖 4 章 9 节; 第四篇城镇建设，辖 5 章 16 节; 第五篇工业，辖 4 章 11
节; 第六篇乡镇企业，辖 4 章 14 节; 第七篇农林、畜牧、水利，辖 4 章 17 节;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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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交通、邮电，辖 2 章 8 节; 第九篇环境保护，辖 4 章 12 节; 第十篇商业、粮油，
辖 2 章 7 节; 第十一篇财政、税务、金融，辖 3 章 12 节; 第十二篇经济管理，辖 7
章 25 节; 第十三篇党派、人民团体，辖 5 章 29 节; 第十四篇政权，辖 3 章 8 节;
第十五篇政法，辖 4 章 19 节; 第十六篇军事，辖 5 章 13 节; 第十七篇民政、劳
动、人事，辖 3 章 18 节; 第十八篇教育、科学技术，辖 2 章 15 节; 第十九篇文化，
辖 9 章第 31 节; 第二十篇卫生、体育，辖 2 章第 11 节; 第二十一篇社会，辖 5 章
22 节; 第二十二篇人物，辖 2 章 6 节。古代人物:传略 7 人，简介 5 人，表列 43
人;近现代人物:传略 28 人，简介 17 人，表列革命烈士 3 人，红军老战士 18 人，
劳模、先进生产者、荣立军功战士共 579 人，副地以上干部 136 人，总机械师 12
人( 均含驻区企事业单位) ，西固籍副县以上干部 47 人，专家教授 43 人，高级
技术职称人员 23 人。附录收载 1991 ～ 1998 年西固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文
献辑录、碑记、考证、著作、诗词楹联。以编纂始末收束全志。凡 22 篇，88 章，
328 节，计 127． 3 万字。

是志首先以单列升格之法突出西固为新型工业基地———西北高原上的
石化明珠这一显著特点。将工业置于第五篇，详记企业类型、资产、主要指
标、工业门类、支柱产业、产品结构、产品产量、产品开发及企业管理。全面记
述驻区中央部属和省、市属工业企业 62 家，占 36． 3% ;区属工业企业 109 家，
占 63. 7%。重点介绍兰化、兰炼、西固发电厂、兰州铝厂、八盘峡水电厂等企
业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全面清晰，中心突出。另设乡镇企业为第六篇，
就其逐步建立城乡结合，与驻区企业携手合作的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乡
村、村办、家庭办和城乡联营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体制作了全面记述，至
1990 年，全区乡镇企业已发展到 672 家，成为农村重要的经济支柱。其次，
是志能因事命篇，以彰显突出事项。如设科学技术篇，特记 1988 年 3 月，国
家科委批准将西固区列入国内 20 个星火技术密集区之一，构成区域性的科
技开发网络，至 1990 年已取得 1541 项科技成果，其中被列入省、部级以上科
研成果 587 项。又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境区化工、炼油、发电等大中型
企业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一度把“烟囱林立，浓烟滚滚”作为现代工业和城市
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环境污染日益突出的现实，特设环境保护篇，就其污染
源的追查( 废气、废水、废渣、噪声) 、污染防治、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等详有记
述，使环境保护的历史有所记录。第三，颇值一提的是在附录中收录了《关于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十项优惠规定》、《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及其他各类人员
承包领办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国家星火计划西固星火密集区实施方
案》、《章程》、《优惠规定》等政策性文件，很好地充实、丰富了记述内容，极具
存史和资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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