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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同心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志》即将付梓之际，编者邀我写几句

话，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俗话说：盛世修志。社会

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是《汪家塬村志》得以问世的根本保

证。它的正式出版，对传承历史文明、服务当代建设、繁荣地方文化有

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同心县的史志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值得庆贺。

作为一个同心人，在同心县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我

对同心的山山水水，包括汪家塬在内的村村落落，都是有感情的。我曾

到汪家塬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汪家塬曾经是同心农业战线的先进单

位，为同心的粮食生产做出过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汪家塬村坚

持与时俱进，两个文明一起抓，2015年又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这说明汪

家塬村在不断向前迈进，需要从中总结的东西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编写这本村志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汪家塬村志》，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全面地、历史地记载了

汪家塬村的过去和现在、发展与变革。全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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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正确，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突出，是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汪家塬

村、了解汪家塬村、建设汪家塬村的极好教材，足可起到资政、教化、存

史之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它回顾历史，教育后代，立足现实，规划未来，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观史思治，修谱谋远。我相信，汪家塬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

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在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带领下，继续加强民

族团结，焕发建设热情，开拓创新，奋发努力，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

绩，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5年11月27日

（作者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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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两千多年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方志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特

产，独树一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存

世古方志约一万种、十万卷之巨，其品种可分为综合志与专业志两大

类，级次则有国家《一统志》、大区《总志》，行省《通志》和省以下的各级

方志，诸如《府志》《州志》《县志》，乃至基层的《乡镇志》和最底层的《村

志》，堪称博大精深、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灿若繁星、无与伦比。方志的

价值在于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而其中的《村志》更是一朵奇

葩，因为村落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村落文化是全社会各种文化的聚

焦点和微型复合体，是中国大文化源泉之渊薮，可见通过编修乡村志

来重塑乡村文化，实乃留住了乡音、乡思、乡风和乡愁，承续了家乡的

文脉。显然这是一种极好的乡土教课书，是培养子孙后代由爱乡至爱

国的启蒙“导师”。

宁夏同心县张家塬乡境内有一个汪家塬行政村，面积不大，人户

不多，可谓蕞尔之地，却地灵人杰，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1936年 6月，西征红军左路军，在左权、聂荣臻指挥下，解放了汪家塬

村所在的豫旺地区，西征总指挥彭德怀将军率红军总部曾驻防过该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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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村一直是全区、全县的老先进单位，数十年来

红旗飘飘，先后荣获过同心县第一批“文明村”“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

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许多荣誉。村中也走出一大批乡贤人物，其

中副处（团）以上干部 18名，厅（师）级领导干部 5名。他们之中不乏中

国科学院和国家名牌大学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以及专业作家等

各方面优秀人才。

《汪家塬村志》的编修，承传了乡史，保留了乡土文化的记忆，给探

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美丽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是一件有意

义的善事盛举。《汪家塬村志》也走在自治区《村志》编写的前列，可喜可

贺。

该志是老友王克林先生主编完成。他持稿邀序，承蒙抬爱，盛情难

却，勉为数语，是为序。

吴忠礼

丙申猴年元宵节

（作者系宁夏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著名方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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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八十

周年之际，宁夏同心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志》出版了，这是献给纪念

活动的一份特殊礼物，也是同心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村志，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

汪家塬村地处宁夏同心县东南部山区与甘肃省环县接壤。古代曾

为多个县政属地，可谓历史悠久。

汪家塬村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孝贤厚道，素以崇尚教育文

化，爱农敬农，秉持文明礼仪为本，具有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乡贤文化的特色。近代史上，这里曾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1936

年 6月，西征红军在代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挺进宁夏，

汪家塬是进入宁夏的第一村。红军西征期间，汪家塬家家都有红军住

宿，户户留下了红军足迹。11月中旬，红军东撤，为部署山城堡战役，彭

德怀总指挥率总部移驻汪家塬。至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和老百姓团

结互助的动人故事。

汪家塬属旱作农业区，历史上屡遭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侵袭，新

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支部带领广大村民因地制宜，奋力拼搏，大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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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梯田为中心的基本农田建设，确保粮食连年稳产增产。虽逢灾年，

汪家塬村民从未吃过国家回销粮，还如数上缴国税粮，超额完成统购

粮，同时还多次为遭受重灾的社队无偿送去了救灾粮。20世纪 70年

代，汪家塬大队被树立为宁夏农业战线红旗单位。为此，老支书钟存善

应邀两次赴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参加新中国

成立 20周年国庆观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建设事业迎来了空前盛世，汪家

塬村同全国一样，在县、乡党委的关怀下，步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快

车道，村党支部提出了“政善、村新、民康、物阜”的奋斗目标，调整产业

结构，转变耕作方式，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村民生活日趋富裕。特别是

新农村建设更有成效，公路畅通，绿树成荫，网络通信，卫星直播电视

覆盖全村，自来水、太阳能户户同享，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邻里和

睦，尊老爱幼，庄风民风焕然一新，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14年

和 2015年先后被自治区和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区、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汪家塬村文化底蕴丰厚，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育硕果累累。目

前，全村有大中专以上学历者 814人，博士 11人，硕士研究生 20人。

其中：中国农科院首批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1名，国家“973”项目首席助

理 1名，中国科学院“百人研究员”2名。可谓人才济济。

俗话说盛世修志，也可以说志载盛世。《汪家塬村志》的问世，掀开

了同心县史志编修的新篇章。它记载了千百年来汪家塬村的重要史

实，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成果，具有回顾历史、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之作用。所邀请编写人员，皆系本村人士。他们都是退休老同志，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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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体弱多病，凭着对故里的深情厚爱，本着“为后人存史，为家乡立

言”的精神，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倾心奉献，无论是翻阅档案，史海钩

沉，还是调查走访，以至打印校对，无不浸透着编写人员的心血和汗

水，令人感佩！

历经 14个月的艰苦努力，数易其稿，终于如愿成书。《汪家塬村志》

上溯至事物肇始，下限断至 2014年。做到了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

完备，图文并茂，文字精练。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汪家塬村政

治经济教育文化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历程，集古今之大成，汇百科之

精华，呈时代之特点，显地方之特色，是同心县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成

果，可敬可贺！

值此志书付梓之际，谨向汪家塬村党支部和为志书工程付出艰辛

劳动的编修人员及关心、支持修志工程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资料提

供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谨撰此文，聊以为序。

中共吴忠市委常委 同心县委书记

同心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6年 1月

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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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 《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

述汪家塬村的历史和现状自然与社会。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上溯至事物肇始，下限断至 2014年，个别事物断至

成书之日。

三、本志结构采用章节体式， 除序、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

外，设自然地理篇、政制政事篇、经济篇、教育文化篇、人物篇，全

书共 21章 82节约 40万字。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尽可能

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完美。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号，公元纪

年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中数字运用，除习惯用语用汉字外，均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贡献大、有影响的没世者列入

人物传。

八、对厅级干部、升职县处级的村干部、学者、受省部级以上表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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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创业人员以及见义勇为者，列入人物简介；对

处、科级公职人员、硕士研究生和县市级模范人物列入人物表；外籍

女性与本村男士婚配者，按当地习俗，视为本村人。

九、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物篇中，特设“孝贤”

一节，对孝贤人物入志褒奖。

十、本志收录驻队（村） 干部及其忆述，旨在从一个侧面真实反

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这一时

代特征。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村档案室和当事者口碑资料、《同心县志》

及其他地方史料，翔实可靠，出处不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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