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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石嘴山市市委书记 郑小明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编修方志，承前启后，存史

传代，惠及后世。首部《石嘴山市志》出版，乃是盛世之事。

石嘴山市地处宁夏平原北部，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位于“山河

之交”。秦置浑怀障，是兵家重地；汉设廉县城，为边陲要塞。因自流

灌溉素有“塞上江南”美称。贺兰山岩画印证了古代文明，黄河水哺

育促进了今IH繁荣。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中华大地一颗璀璨

明珠。

然而在旧中国，各族人民饱尝横征暴敛之苦，少数民族更是备受

歧视，灾荒不断，民生凋敝。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

者，负重拼搏，励精图治，以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建起了这座新兴的

工业城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团结奋斗，务实创新，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园

林化城市初具规模。贺兰巍巍雄姿展，沙湖迎客水色蓝；丁香国槐送

清爽，金秋稻香满山川。石嘴山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回首峥嵘岁月，展望锦绣前程。西部大开发，石嘴山大发展，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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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把石嘴

山市建设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导、现代农业为基础、科学技术为支

撑，第三产业繁荣兴旺，经济结构基本合理，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人民

生活比较富裕的新兴工业城市。

石嘴山市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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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马瑞文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滚滚黄河水倚东而过，绵绵

贺兰山绕西而行，山水相依，孕育出石嘴山独特的融江南水乡与大漠

风光为一体的塞上风情，成为一座崛起于山水之间的新兴工业城市。

藉黄河水之灵气与贺兰山的底蕴，石嘴山历史悠久，山JII殊异，

文化璀璨。水洞沟遗存、古长城遗址承载着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

韵味隽永的岩画，反映出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两千多年前，秦代在

西北边塞设置军事障城“浑怀障”，西汉、唐、清代先后在此移民屯兵，

设州置县，以固边防。清代引黄灌溉系统得以北延，宁夏平原北部沃

野千里，而独擅黄河水灌溉之利，俗稼殷积、水草丰美、群羊塞道，旱

涝保收。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勤劳朴实、坚毅执著的石嘴山人民以开天

辟地的胆识气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如精卫

填海，似愚公移山，精心垒建心中美好的家园。滴滴汗水与心血浇灌

之处，呈现出良田沃野，绿树繁花，高楼广厦，阔路坦途，通讯畅通

⋯⋯政治鼎新，文治灿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业俱兴，为历代所

不及。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传统。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专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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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编修。慨然考经史，参旧志，询故老，广征博采，历四届政府，尽十

六载之功，先后同心，共成良志，此石嘴山文化史之幸事。

《石嘴山市志》成于盛世，其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丰富的内容、

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石嘴山的历史和现实。是志体例完备，结

构谨严，脉络清晰，繁简相宜，去取攸当。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

育、文化、体育、卫生乃至民俗、方言、人物，均能囊括而尽有之。凡为

科学释义，须力求正确、准确、明确，期于至当，达到“每一事就本事说

之，栗然止不溢一言”之境界。开卷一览，石嘴山千百年已然之迹，殆

不出户了然于心目间o

《石嘴山市志》为一方之史，是惠泽子孙、经世致用的百科全书，

对石嘴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将起到重要作用。越辛已

春，稿成，志凡十卷，乃命诸梓以传。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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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霹
’_● _

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里巾jf

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天心札

石嘴山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诞生了。这

是全市文化领域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

硕成果，她将是石市60多万回汉各族人民献给21世纪的一份厚礼。

我相信《石嘴山市志》将永存史志之林，万世留芳，成为传给乡邦子孙

后代的信史和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石嘴山地区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端，枕山带河，雄踞贺兰山、

长城和黄河三重险隘，自古被视为中原屏障，北方的巨防。同时又是

内地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点。她历史悠久，开发

古远，区位重要，史不绝书。但是，石嘴山市却是一座新兴的煤炭工

业城市，于1960年初正式设市，至今已走过40年的历程，可谓古木逢

春，前程似锦。

修志是华夏文化的优良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中，

就记载了当时周天子于朝廷内曾设有“外史”之官，“掌四方之志”，

“小史”之官，“掌邦国之志”和“诵训”之官，“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经过历史的演变，国有史，邑有志，族有谱，已成为中国独有的志乘特

色文化，编史修志亦自然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官职与官责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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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市建制较晚，远乏文献足征，又向无古志留存，所以这部新修的《石

嘴山市志》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备受市委、市政府几届领导班子的

格外重视。正因为无旧志可资凭考，也给创修带来了诸多困难，所幸

市领导慧眼识才，因得其人，先后任命赵惠宽、黄立均、田希明为市志

办主任，三君才、学、识三长兼备，志德高尚，甘守清苦，乐于奉献，故

能十数年如一日，苦心孤诣，默默无闻，辛勤耕耘，始克玉成全功，终

于“十年磨成二剑"，完成了这部226万字的宏篇巨著。此绩、此功、

此人，实在可喜、可贺、可敬!

《石嘴山市志》在篇目设计、资料调研和编修的全过程中，始终都

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理论和方法，全面

真实地记述石嘴山市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尤其是改革开放

20多年来飞跃发展、深刻变化的全史性、百科式全貌。加之志书在内

容上突出了煤炭工业基地这一城市特点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域特色，所以统观全志，我感到个性鲜明，史丰征信，七体咸备，政治

过硬，不失佳志之风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弥补了石嘴山市无志

的缺憾。

在《石嘴山市志》即蒇厥事付梓之际，市志办求序于我，闻命数月

而愧不敢动笔，深恐添秽于如来之顶，点班于西子之面。然而相邀再

三，雅意难却，不得不勉为数语，附于志末，以求教于同人与读者，更

寄厚望于接踵续修者，于是乎序。



序四 7

序 四

兰嘉黧皂主萎黧。羔差弑忠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

石嘴山建市仅有40年，但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亘古以来，中央

政权与少数民族首领争夺疆域，市境首当其冲。但各族人民在此繁

衍生息，不断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

石嘴山市得益于黄河水利和贺兰山的丰富宝藏，是一块风光绮

丽的宝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建市以来，全市人民在

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进，开拓创新，致力于地方建设

与经济发展，充分利用能源优势和农业优势，把石嘴山建设成为一个

新兴的工业城市。

编修市志，存史传代，承前启后，服务“四化”，是惠及子孙的千秋

大业，也是全市人民的愿望。为完成这一浩繁工程，编纂人员历经16

年寒暑，广采博览，溯古述今，终于完成了第一部全面记述石嘴山市

历史与现状的226万字的《石嘴山市志》。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市志实为本市资政之良策，存史之正书，教

化之范文。为政者既要修志，更要用志。市志出版后，要大力做好宣

传发行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用志，借鉴历史，服务现实，要把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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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作为对全市60多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以激励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热爱石嘴山，献身石嘴山建设事业，把全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在《石嘴山市志》问世之际，谨向参加和指导修志的人员以及所

有关心修志的人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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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

耋要兹耋萎搿。三差徐占海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一’

历经16个春夏秋冬，五易其稿，备尝艰辛，一部Io卷40篇19 1

章220万字的《石嘴山市志》，终于以它凝重典雅的面貌展现在我们

的面前。

中华民族自古至今即有修志叙史的优秀传统和美德。三坟五

典，百家史言，无不有史家辛勤的汗水，处处有志书严整的篇章j透

过那些千敲万击过的文字，我们对在历史的云烟中摇摆的麦浪、咆哮

的洪水以及日渐变迁的地质和气候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二

——我们的目光透过历史的艨胧通过市志，看到了沧海桑田的

远古时代。那时，贺兰山一带林木繁茂，花团锦簇，成群结队的中国

犀牛及其他古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编绘出了一副生动而

饶有色彩的动物王国乐园图，这已从近年我市西河桥古生物化石的

出土得到了证实。

——我们听到了秦朝大将蒙恬令兵屯驻此地，构筑伟大工程浑

怀障，汉朝卫青、霍去病屯边御敌于此的铿锵马蹄声和猎猎风声÷这

一切都在市志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我们深切而真实地感受到了古代温暖的东南西北风和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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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过了我们先民们金色的田野，哺育了一茬又一茬丰收的庄稼，也哺

育了本地的历史和淳厚的民风。其真实无妄者何?因为市志中有着

详实的记载o

——我们精确无误地把握了几十年前许多蜂拥而至石嘴山的脚

步，看到了我们这座移民城市日渐发达的频率和节奏，听到了五湖四

海的口音，我们甚至可以准确地说出在许多个年月里人口增长的高

峰期和低谷时，惟其如此，是因为市志中的真实记录把这一切都告诉

了我们。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富裕

了的人民群众充满生机的创造力和改造世界的巨大活力。

《石嘴山市志》告诉了我们几千万年以前的草木和土质的构成。

它公正端严的史家态度和充满理智的目光是十分值得我们敬重的o

《石嘴山市志》为我们舒展了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地繁衍

生息的民俗图画。它充满浪漫气质和抒情的目光也是值得我们敬

重的o
。

《石嘴山市志》通过许多准确生动的文字为我们精心复原了本地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原状。它充满责任的热忱和

寄予希望的意识更是值得我们敬重的o

《石嘴山市志》无疑是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

材，它让我们的青年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了生存繁衍在这里的劳动人

民一代又一代不懈的追求和努力。

盛世修志，美其风仪。正因为有了建市40年来我市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教育及整个社会综合实力的全面发展，有了日趋繁荣和富裕

的社会环境，才给修志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使这项浩大工程的如期

完成成为了现实。

十六载艰辛创大业，多少人寂然无声白了头。《石嘴山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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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倾注了编纂者几乎半生的心血，他们为修良志而甘于寂寞的高

贵值得我们敬重和珍视。《石嘴山市志》的完成同样也倾注了我市各

级领导的殷切关怀，倾注了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这里，我表示

衷心的感谢。志书之功，令人敬仰!

修志既为今人，也为后人。愿后人谨记：千秋良史，始于发心，终

克有成，造福百姓。

是为序o

n丫
} 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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