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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会宁县委书记

会宁县令民政府县长厚秽为

修志为存史，存史以资政。地方志乃地域文化之结晶，亦为中华文明之

组成部分。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续修<会宁县志(1990一

2005)>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会宁“地控三边，县居四塞”，为丝绸古道，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汉武帝

置租厉县，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会宁自古民风淳朴，崇文修德，尊师重

教，近代因“苦瘠甲天下”而倍受关注，现代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闻名于世，

当代更以“西北高考状元县”而饮誉陇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

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治穷致富，为

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特别是近年来，全县围绕打红色牌，把会宁建成

全国旅游名城；打绿色牌，把会宁建成陇中绿色产业基地：打金色牌，把会宁

建成西北教育名县三个目标，坚持兴水立县，项目强县．产业富县、旅游活县．

科教兴县、和谐建县“六项县策”，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长期抓项目促发

展的思想和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思想，发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顽

强拼搏，励精图治，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如何科

学系统记述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鉴往知今，资政育人，即为会宁修志

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2003年8月。新一届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2004年6月，全县第二

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全体县志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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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志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分析现状，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广泛搜集

史志资料：各专业志承编单位积极配合修志工作，成立部门专业志编纂小组，

抽专人负责专业志初稿撰写。县志统稿编辑分篇包干，下机关，进单位．督促

指导专业志稿撰写。县志办适时组织修志人员座谈研讨，解决修志中遇到的

问题。县志初稿于2006年8月完成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即组织全体委员

和有关专家复审，12月通过市志办终审。寒来暑往，历时3年，经过多次修改，

<会宁县志(1990—2005)>终于定稿付梓。

<会宁县志(1990—200,5)>较为客观准确地记述了会宁近16年来发生的

深刻变化，全面展现会宁以项目建设为主的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以丝

绸古道，会师文化、教育大县为主的人文特色，实事求是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的

发展规律，基本做到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科学，归属得当，实现了时代

性，人民性、地方性、科学性、系统性和资料性的完整统一，是会宁社会经济发

展变化的历史记录，是会宁地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之

一o

<会宁县志(1990—2005)>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为人们全面系统地认识会宁．了解会宁，建设会宁

提供精神动力和科学依据；必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发挥巨大的

促进作用；也必将不断激励后人奋进创新，为造福桑梓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

才能。

当然，作为地方志书，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如人物志，尽管县志工作者倍

加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未尽如人意，还望读者见谅。

是为寿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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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秉笔直书的修志原则，突出时代

性，人民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地方性。

二、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统编历史，横排竖写，篇，

章．节结构，共设20篇，98章，372节。

三、本志为1994年版<会宁县志>续志，上起1990年1月，下至2005年12

月，个别章节下限延至2007年1月。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五、凡历史纪年、数字，标点，称谓等，均依照志书编纂有关规定。

六、全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文字简洁、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容

充实。

七、<人物志>分为传记、简介、表录三部分，均以<<会宁县志·人物篇>

编纂方案>为标准收录。

八，<艺文志>收录部分有关地方的著述诗文，以保存地方文献，供爱好

者参阅。

九、<附录>中设<补遗人物>章，以志前志应收而遗漏人物；设<勘误>

以正前志之谬；设<考证>以辨旧志之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概述⋯⋯⋯⋯⋯⋯⋯⋯⋯⋯～j⋯⋯⋯⋯⋯⋯⋯⋯⋯⋯⋯⋯⋯⋯⋯⋯⋯⋯(1)

大事记⋯⋯⋯⋯⋯⋯⋯⋯⋯⋯⋯⋯⋯⋯⋯⋯⋯⋯⋯⋯⋯⋯⋯⋯⋯⋯⋯⋯(7)

第一篇地理资源

第一章自然地理⋯⋯⋯⋯⋯(37) 第四节生物资源⋯⋯⋯⋯(43)

第一节地理新貌⋯⋯⋯⋯(37)

第二节土壤演化⋯⋯⋯⋯(38)

第三节植被⋯⋯⋯⋯⋯⋯(38)

第二章自然资源⋯⋯⋯⋯⋯(39)

第一节土地资源⋯⋯⋯⋯(39)

第二节矿物资源⋯⋯⋯⋯(40)

第三节水资源⋯⋯⋯⋯⋯(41)

第三章气象与自然灾害⋯⋯(48)

第一节气候演变⋯⋯⋯⋯(48)

第二节光热风能资源⋯⋯(49)

第三节气象工作⋯⋯⋯⋯(53)

第四节气象灾害⋯⋯⋯⋯(55)

第五节地震⋯⋯⋯⋯⋯⋯(58)

第二篇人口民族

第一章人口结构⋯⋯⋯⋯⋯(63)

第一节人口增长⋯⋯⋯⋯(63)

第二节年龄性别⋯⋯⋯(64)

第三节文化’职业⋯⋯⋯(66)

第二章人口管理⋯⋯⋯⋯⋯(68)

第一节人口普查⋯⋯⋯⋯(68)

第二节户籍管理⋯⋯⋯⋯(72)

第三节人口变化⋯⋯⋯⋯(73)

第四节流动人口⋯⋯⋯⋯(74)

第三章计划生育⋯⋯⋯⋯⋯(75)

第一节机构⋯⋯⋯⋯⋯⋯(75)

第二节政策措施⋯⋯⋯⋯(76)

第三节工作绩效⋯⋯⋯⋯(78)

第四章民族宗教⋯⋯⋯⋯(82)

·1 ·



目 录

第一节民族⋯⋯⋯⋯⋯⋯(82) 第三节寺观教(道)堂⋯(84)

第二节宗教⋯⋯⋯⋯⋯⋯(83) 第四节庙会⋯⋯⋯⋯⋯⋯(88)

第三篇体制改革

第一章经济体制改革⋯⋯⋯(91)

第一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91)

第二节工商企业改革⋯⋯(92)

第三节商贸流通体制改革⋯(97)

第四节税制改革⋯⋯⋯⋯(98)

第二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00)

第一节机构⋯⋯⋯⋯⋯⋯(100)

第二节优惠政策⋯⋯⋯⋯(100)

第三节发展状况⋯⋯⋯⋯(101)

第三章政府职能转换⋯⋯⋯(106)

第一节改革计划管理体制(106)

第二节依法行政⋯⋯⋯⋯(107)

第四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09)

第一节机构⋯⋯⋯⋯⋯⋯(109)

第二节企业养老保险⋯⋯(109)

第三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保险⋯⋯⋯⋯⋯⋯(Iii)

第四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111)

第五章国民经济综合指标⋯(113)

第一节三次产业⋯⋯⋯⋯(113)

第二节地区生产总值⋯⋯(113)

第四篇农业水利

第一章农业管理⋯⋯⋯⋯⋯(117)

第一节机构⋯⋯⋯⋯⋯⋯(117)

第二节农业区划⋯⋯⋯⋯(118)

第三节结构调整⋯⋯⋯⋯(120)

第四节产业化经营⋯⋯⋯(121)

第五节农民负担监督⋯⋯(122)

第二章农作物种植⋯⋯⋯⋯(122)

第一节粮食⋯⋯⋯⋯⋯⋯(123)

·2-

第二节油料⋯⋯⋯⋯⋯⋯(130)

第三节瓜菜⋯⋯⋯⋯⋯⋯(131)

第三章农业科技⋯⋯⋯⋯⋯(133)

第一节品种选育⋯⋯⋯⋯(134)

第二节绿色产业⋯⋯⋯⋯(135)

第三节农业技术推广⋯⋯(137)

第四节鸡)LJl l农业科技示

范园⋯⋯⋯⋯⋯⋯(139)



目 录

第五节病虫鼠草害防治⋯(140) 第一节

第四章农业机械⋯⋯⋯⋯⋯(141) 第二节

第一节机构⋯⋯⋯⋯⋯⋯(142)

第二节农机具⋯⋯⋯⋯⋯(143) 第三节

第三节农机管理⋯⋯⋯⋯(146)

第五章扶贫工作⋯⋯⋯⋯⋯(151) 第四节

第一节机构⋯⋯⋯⋯⋯⋯(152)第八章

第二节扶贫攻坚⋯⋯⋯⋯(152) 第一节

第三节移民工作⋯⋯⋯⋯(155) 第二节

第六章农田建设⋯⋯⋯⋯⋯(158) 第三节

第一节兴修梯田⋯⋯⋯⋯(158) 第四节

第二节铺压砂田⋯⋯⋯⋯(160) 第五节

第三节发展水浇地⋯⋯⋯(161) 第六节

第七章小流域治理⋯⋯⋯⋯(161)

水利⋯⋯⋯⋯⋯⋯⋯(166)

第五篇林果畜牧

第一章林业⋯⋯⋯⋯⋯⋯⋯(181)

第一节机构⋯⋯⋯⋯⋯⋯(181)

第二节“三北”防护林

建设⋯⋯⋯⋯⋯⋯(182)

第三节林带建设⋯⋯⋯⋯(183)

第四节林木管护⋯⋯⋯⋯(185)

第二章退耕还林还草⋯·⋯一(187)

第一节实施与绩效⋯⋯⋯(188)

第二节典型模式⋯⋯⋯⋯(189)

第三章果树业⋯⋯⋯⋯⋯⋯(190)

第一节果类品种⋯⋯⋯⋯(190)

机构⋯⋯⋯⋯⋯⋯(166)

灌溉工程⋯⋯⋯⋯(167)

人饮和集雨工程⋯(170)

水利管理⋯⋯⋯⋯(173)

水库．⋯⋯⋯⋯⋯⋯(174)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I·OI O 0⋯⋯⋯⋯(174)

第二节基地建设⋯⋯⋯⋯(191)

第三节果品经营⋯⋯⋯⋯(191)

第四章畜禽饲养⋯⋯⋯⋯⋯(192)

第一节家畜⋯⋯⋯⋯⋯⋯(192)

第二节家禽⋯⋯⋯⋯⋯⋯(193)

第三节特种经济动物⋯⋯(194)

第四节优良品种选育⋯⋯(194)

第五章饲草(料)与管理⋯⋯(196)

第一节饲草饲料⋯⋯．．．⋯(196)

第二节饲养管理⋯⋯⋯⋯(197)

第三节畜禽疫病防治⋯⋯(198)

·3·



目 录

第六章畜牧产业⋯⋯⋯⋯⋯(199)

第一节肉羊产业⋯⋯⋯⋯(199)

第二节肉牛产业⋯⋯⋯⋯(200)

第三节皮张毛绒⋯⋯⋯⋯(200)

第六篇工业交通邮电

第一章工业综合情况⋯⋯⋯(205)

第一节工业管理⋯⋯⋯⋯(205)

第二节乡镇企业⋯⋯⋯⋯(211)

第二章工业企业⋯⋯⋯⋯⋯(213)

第一节食品饮料⋯⋯⋯⋯(213)

第二节纺织服装⋯⋯⋯⋯(216)

第三节其他(木材化工

五金印刷)⋯⋯(218)

第三章建筑建材⋯⋯⋯⋯⋯(219)

第一节建筑企业⋯⋯⋯⋯(219)

第二节建材业⋯⋯⋯⋯⋯(222)

第四章交通⋯⋯⋯⋯⋯⋯⋯(223)

第一节机构⋯⋯⋯⋯⋯⋯(224)

第二节公路⋯⋯⋯⋯⋯⋯(226)

第三节桥梁⋯⋯⋯⋯⋯⋯(230)

第四节交通运输与管理⋯(235)

第五节优质工程选介⋯⋯(239)

第五章邮政⋯⋯⋯⋯⋯⋯⋯(239)

第一节机构⋯⋯⋯⋯⋯⋯(239)

第二节邮政业务⋯⋯⋯⋯(240)

第三节设备与网络⋯⋯⋯(241)

第六章电信⋯⋯⋯⋯⋯⋯⋯(243)

第一节机构⋯⋯⋯⋯⋯⋯(243)

第二节电信业务⋯⋯⋯⋯(245)

第三节传输网络⋯⋯⋯⋯(247)

第七篇商贸服务

第一章商业⋯⋯⋯⋯⋯⋯⋯(253)

第一节管理机构⋯⋯⋯⋯(253)

第二节商业类型⋯⋯⋯⋯(254)

第二章粮油经营⋯⋯⋯⋯⋯(256)

第一节机构⋯⋯⋯⋯⋯⋯(257)

第二节粮油购销⋯⋯⋯⋯(258)

·4·

第三节粮油仓储⋯⋯⋯⋯(259)

第三章供销合作社⋯⋯⋯⋯(260)

第一节机构⋯⋯⋯⋯⋯⋯(260)

第二节经营概况⋯⋯⋯⋯(261)

第四章烟草⋯⋯⋯⋯⋯⋯⋯(263)

第一节机构⋯⋯⋯⋯⋯⋯(263)



目 录

第二节经营管理⋯⋯⋯⋯(263)

第五章盐业⋯⋯⋯⋯⋯⋯⋯(265)

第一节机构⋯⋯⋯⋯⋯⋯(266)

第二节盐业专营⋯⋯⋯⋯(266)

第六章集市贸易⋯⋯⋯⋯⋯(268)

第一节市场建设⋯⋯⋯⋯(269)

第二节城乡贸易⋯⋯⋯⋯(271)

第三节对外贸易⋯⋯⋯⋯(273)

第七章服务业⋯⋯⋯⋯⋯⋯(274)

第一节管理机构⋯⋯⋯⋯(274)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餐饮住宿⋯⋯⋯⋯(274)

洗浴美容⋯⋯⋯⋯(276)

摄影刻字⋯⋯⋯⋯(277)

音像舞厅⋯⋯⋯⋯(277)

茶园网吧⋯⋯⋯⋯(277)

其他服务业⋯⋯⋯(278)

第八章旅游⋯⋯⋯⋯⋯⋯⋯(279)

第一节机构⋯⋯⋯⋯⋯⋯(279)

第二节旅游开发⋯⋯⋯⋯(280)

第八篇城乡建设

第一章城市建设⋯⋯⋯⋯⋯(283)

第一节机构⋯⋯⋯⋯⋯⋯(283)

第二节城市规划⋯⋯⋯⋯(285)

第三节基础设施建设⋯⋯(286)

第四节桃花山开发区⋯⋯(289)

第五节重点工程选介⋯⋯(292)

第二章城区供水⋯⋯⋯⋯⋯(298)

第一节水源建设⋯⋯⋯⋯(298)

第二节供水⋯⋯⋯⋯⋯⋯(299)

第三章供电⋯⋯⋯⋯⋯⋯⋯(299)

第一节机构⋯⋯⋯⋯⋯⋯(300)

第二节变电所⋯⋯⋯⋯⋯(300)

第三节农网改造⋯⋯⋯⋯(301)

第四节电力供应⋯⋯⋯⋯(304)

第四章其他能源供应⋯⋯⋯(305)

第一节石油⋯⋯⋯⋯⋯⋯(305)

第二节石油液化气⋯⋯⋯(306)

第三节太阳能⋯⋯⋯⋯⋯(306)

第四节煤炭⋯⋯⋯⋯⋯⋯(307)

第五节集中供热⋯⋯⋯⋯(307)

第五章乡镇村庄建设⋯⋯⋯(309)

第一节乡村规划与建设⋯(309)

第二节建制镇管理⋯⋯⋯(311)

第六章建筑市场与管理⋯⋯(311)

第一节建筑市场⋯⋯⋯⋯(312)

第二节工程质量监督⋯⋯(312)

第三节房地产管理⋯⋯⋯(313)

第七章环境保护⋯⋯⋯⋯⋯(315)

第一节环境概貌⋯⋯⋯⋯(315)

第二节环境治理⋯⋯⋯⋯(316)

第三节城市绿化⋯⋯⋯⋯(317)

·5·

2b



目 录

第九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321)

第一节机构⋯⋯⋯⋯⋯⋯(321)

第二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321)

第三节计划实施情况⋯⋯(322)

第四节项目开发⋯⋯⋯⋯(325)

第二章工商⋯⋯⋯⋯⋯⋯⋯(327)

第一节机构⋯⋯⋯⋯⋯⋯(327)

第二节工商管理⋯⋯⋯⋯(328)

第三节知识产权保护⋯⋯(332)

第三章物价⋯⋯⋯⋯⋯⋯⋯(333)

第一节机构⋯⋯⋯⋯⋯⋯(333)

第二节物价管理⋯⋯⋯⋯(333)

第三节价格服务⋯⋯⋯⋯(336)

第四章技术监督⋯⋯⋯⋯⋯(338)

第一节机构⋯⋯⋯⋯⋯⋯(338)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管理设备及范围⋯(338)

监督管理工作⋯⋯(339)

土地⋯⋯⋯⋯⋯⋯⋯(340)

机构⋯⋯⋯⋯⋯⋯(340)

土地利用规划⋯⋯(340)

土地管理⋯⋯⋯⋯(342)

矿产资源管理⋯⋯(345)

第六章统计⋯⋯⋯⋯⋯⋯⋯(346)

第一节机构⋯⋯⋯⋯⋯⋯(346)

第二节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346)

第三节统计服务与监督⋯(348)

第七章审计⋯⋯⋯⋯⋯⋯⋯(349)

第一节机构⋯⋯⋯⋯⋯⋯(349)

第二节国家审计⋯⋯⋯⋯(350)

第三节社会审计⋯⋯⋯⋯(350)

第十篇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353) 第五节国有资产管理⋯⋯(36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6·

机构⋯⋯⋯⋯⋯⋯(353)

财政体制⋯⋯⋯⋯(354)

财政管理⋯⋯⋯⋯(356)

债券发行⋯⋯⋯⋯(361)

第二章税务⋯⋯⋯⋯⋯⋯⋯(363)

第一节机构⋯⋯⋯⋯⋯⋯(364)

第二节国税⋯⋯⋯⋯⋯⋯(365)

第三节地税⋯⋯⋯⋯⋯⋯(36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