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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于朝廷。方志是官修的州县地情书，

是下情上达的官家之书，州县不可无志。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

册”，一册在手，则民瘼、风俗、吏治、兵事乃至典章人物、山川胜概

备览无遗o《平川区志》是平川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兴衰的写照，

两个文明建设的纪实；是求实致用的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存史之

章。后之任职于斯土者，将有志可览，有史可鉴，以之辅致治、敦教

化，兴利除弊，振兴一方。

平川区有悠久的历史，缠州古城始筑于秦将蒙恬，是甘肃境内

最早建筑的古城之一。鹳阴县始置于汉代，是白银境内最早的县

级建制。其后一千多年，鸪阴作为会州州治、平凉郡郡治，一直是

白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迭烈逊古渡口是丝绸之路上最

早、最重要的古渡口之一。打拉池古城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最早

是宋与西夏对峙的前沿堡寨。清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奏设

打拉池分县，一时为平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两岸的

肥田沃土，打拉池周围丰富而甘冽的泉水，吸引了各族人民世世代

代在这里开发耕种、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

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遗址o ，

平川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2年5月的水泉兵暴是甘肃境

内共产党领导的最早武装暴动。

平川区资源丰富，首先是煤炭，东起龙凤山，西至甲盔山，绵亘

百余里，含煤面积近百平方公里，有千年开采史，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它都将作为平川区的支柱产业而存在和发展。砖瓦、冶铸、陶

瓷、纺织、淘金等地方产业，亦源于汉代，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史。黄

河纵贯全境，与区境东北屈吴山、龙凤山、水泉尖山为轴线而形成

的西流地下水系构成丰富的水资源。黄河的鸽子鱼、鲤鱼以及地

方特产大枣、西瓜、黄河蜜瓜等素负盛名。有山、有水、有川、有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源、有特产，这是哺育了二千年光辉灿烂古代文化的乳汁，也是现

在和未来辉煌建设的依据o

二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漠沙滩，冢墓累累，杂草丛生o 1985

年10月平川区成立后，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筹划、奔波、奋斗，经

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辛劳动，如今城区街道纵横，高楼林立，槐柳

成荫；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机构健全，发展迅速；商业、贸易

网点初具规模，旅游名胜景观点正在形成；巍巍矗立的四门楼，绚

丽多彩的中心花园，别具一格的办公楼、住宅楼，已呈现出新兴城

镇的特别韵味与格调，平川区应当有一部志书，把这一切记述下来

展示给后代。地近则迹真，时近则易核o《平川区志》是我区极为

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是一定历史时期最有权威的信史。它在著

录政绩、记述成就，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记载了某些失误和教训。

它荟萃了区境丰富浩繁的历史资料，是我区通时达变的治政龟鉴，

也是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o

《平川区志》的出版，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成果。驻平各企
事业单位，区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为区志编纂提供了详实而丰富的

资料。离、退休老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关心、支持区志

的编纂出版工作。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人员广采博征，探本溯源，设

计篇目，厘定体例，筚路篮缕，功在不舍。我们对省、市有关专家、

学者、教授及关心区志编纂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区志编辑深表谢

意。

由于本志属创修，历史资料缺乏，纰漏亦当难免，殷望有识之
士郢之正之。

言微旨远 权以为序

平川区区委书记 宋秉武

平川区人民政府区长 万治贵



平Jlf区志

例

一、《平川区志》遵循“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

平川建区后十年的建设发展史。依据求实创新、科学分析、秉笔直

书的修志传统，力求使本志成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

为一体的新方志o’

二、平JIl 1日无史志，《平川区志》属创修，为求贯通古今，凡建区

前的史事，分门别类，记述于各章之首。因资料来源不同，详略各

异，故各章、各行业编纂体例及详略不尽划一。上限据史料追述，

下限断于1995年o《大事记》、平川区县级干部任职表延至2000

年。《人物·当代人物简介》(外地区任职)延至1997年、(平川区任

职)延至2000年。

三、本志以记述平川I区属历史、政治、经济、人物为主。对中

央、省、市驻平各企事业单位，只作简要记述，分门别类归于各章、

节之中。

四、本志取事地域范围以现行平川区行政区域为主。建区前

，的史事，凡涉及到包括平川区境在内的全县大事，简要记述。一般

只记述平JI J区境发生的大事，境外不录。

五、区属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机构设置简略记述，提名一般

限于科级单位的主要领导。



·2· 凡例

六、人物志分为传记、简介、表录三部分。凡行政县级以上或

地方知名人士，1997年前病故者入《人物传》。凡平川区籍或曾在

平川区任职的副县级以上人物及地方知名人士为简介人物。

七、本志用语体文记述，采用记、传、志、图、表、录综合体，力求

图文并茂，语言生动、引入入胜。

八、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全志分31章，154节，节下设目。

总体布局按地理、城建、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顺序排列。

九、凡朝代记年、数字用法及地名称谓等，一律按新修志书有

关规定处理o
l-

十、《附录》分为4部分，内容丰富，意在保存地方文献，供乡贤

参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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