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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部《民勤县志》编成出版，这是民勤县文化

建设的一大成就，、是全县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喜事，可庆可贺。．

民勤，历史悠久，在青铜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源远的历史长河中，民勤人民推动着历史前进，改造着民勤山河，
‘

同时也锤炼了自己勤劳的品格和“俗朴风醇”的美德。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勤劳的民勤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j艰

苦奋斗，、奋发图强，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贫

穷落后的民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以来，经济建设更加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事业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
．，

为了把民勤人民古往今来的斗争史、发展史和光荣史载入史册，

‘鉴往知来，服务当代，启迪后世，1981年中共民勤县委、民勤县人民

政府决定编纂《民勤县志》。

，此项艰巨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自1983年开始后，在县委领导，

政府主持，人大、政协协助，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顺利展开。在编写

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体

内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编写人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人民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广

征博采，呕心沥血，知难而进，辛勤笔耕，九度寒暑，四易其稿，终

于编竣问世。

《民勤县志》真实地记述了民勤自然与社会的变迁。寻本源，载



兴衰，记得失，通古今，察未来。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别臧否于史实

之内。是认识民勤、治理民勤、振兴民勤的基础史料，是“资政、教

育、存史”的一县总览。 +。：

这本志书观点正确，资料丰富，按照新方法、新体例编写，溯古

通端，依时为序；纵贯历史，横跨百科；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体例

规范，门类齐全；叙事言物，忠于事实；记述人物，彰功砭过。融思

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是展现民勤几千年历史的画卷，是讴歌和记载民勤人民几千年来，特

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

的史册，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一部全面介绍民勤的卷

帙浩繁的百科文献。 j

温故史，识今朝，创建未来。《民勤县志》的出版，对继承光荣

传统，弘扬民族精神，辑存地方史料，振兴民勤经济，促进民勤腾飞，

将发挥重要作用。愿它成为资政之书、教育之书。同时，我们也真诚

地希望广大读者对其不足和疏漏之处不吝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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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概述》浓缩全志，突出民勤总县情。《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撮其要义记述了本县境内历史上发生的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散见于《大事记》和有

关专志中。
‘

八、人物分传、简介、表、英名录，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人物简介、英名录皆为已逝人’

物，列表人物为行政副县级以上，技术职称为副高职以上。

)Z。



2 凡 例

，九、书中所用古、近、现代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

旧地方志和档案。为节约篇幅，书中未一一注明出处。经济数据采用

档案资料和统计部门资料。数据不一者，以县统计局的为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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