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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t共 IJ南省委书记陆浩

以史为鉴 ， 可以知兴替

甘肃史话从书的出版 ，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

握甘肃的今天 ， 展望甘肃委好的未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 o 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 ， 对华

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3 以泰安大地湾为代表 ， 遍布

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教皇和女娟的故事 ， 都是灿烂的

远古文明的见证 ， 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F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

明以重犬影响的人和事 ， 更是不胜枚举ζ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子泾

河流域和陇东地区 ， 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髦的先祖就崛起于

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蓦通西域后 ，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 甘肃成为

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 也曾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产生了李

广、赵充 E 、金日碎、窦融 、 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

雄豪杰 c 到了魏晋南北朝 ， 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 .

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胜迹 ， 这就是以较煌

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3 进入隋唐时期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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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河陇地区沃野千里唱胡

商蕃客穿行如织， {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政

治上，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

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 . 风云一时。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甘肃历史

上的黄金时代

甘肃也有过长期的萧条和凋敝。自宋而降，随着海路的开通和

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 . 甘肃渐渐地失去了区位优势，成为偏僻

之地n 加之历史 k 各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在这里进行激烈的碰撞 ，

使陇原大地烽火连绵，兵焚不断，生灵涂炭，生态毁坏.更兼天灾

频仍，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到了近代，左宗棠坐镇陕甘时，

发出了"陇中苦将甲子天下"的感叹。即使如此，这块上地因众多

民族的融合繁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重要贡献。

甘肃正坚切地走向崛起和复兴C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甘肃历

史发展的新纪元 E 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土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

建设。依托资源开发，建成了以石化、有色、冶金、电力、机械制

造、电子、轻纺、过材为主的工业体系，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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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南北两山史话

一一批新兴工矿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

地;面对贫痹的土地，陇原儿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建成了以景

电、引大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将陡峭的山坡地修建成层层

梯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同经济发展相

适应，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一批

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建立，聚集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使

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给甘肃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现

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甘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c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区的兴衰同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c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甘肃

必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

存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甘肃各族人民淳朴敦厚、热情豪

放的性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兼容并蓄、开放豁达的胸

襟，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

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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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在Þ -1-\: 人都承担着自已的

历史使命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L 奋发图强，加快发足.

为甘肃的全面振兴奠定非实的基础.是我们义在容辞的责任 知史

明宅，我们应手1J名一点责任姆和1 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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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甘肃的明天将会吏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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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4.4%提高到现在的 12.21% 特别是商业两山绿北面积达到 3

58 万亩，成活谷类树木 1 .5 亿株。 昔日的荒山交峙，今天已交海层

峦垒翠，和柏成荫，鸟语花香，初步形成立比较完恙的城市人工森

林立，运体系、较为健全的基础设脆体系、完恙的管理管护体系、具

有两山本土果现特色的主景色文忆体系和队主运旅势为主的产业体

系，成为兰州的绿色肿叶和主运屏障，取7号立巨大的生，建立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令效益。

为立揭示森林与人类社舍的关系及生，态，是忆的ft.害，记录宵

年来兰州植树造林的艰苦历程，展现兰州及两山绿化的丰功伟绩

和巨大变化， i.区敖兰州人民和两山参林人盲折不挠.!Æ口难币上 s顽

强拚搏，其追主穹夫山川的精神风貌，颂扬光贤和当代谷织领导人重

视生，运建设的运几卓识 .5'" 拐绿色大1'1::.. .宣惜生，主主义明，兰州方商

止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组织锦写立 《兰州市北两山义语〉二

书，旨在总结过去，敢励今人，教穷后代，进一步增强生，运忧，乏 ，意

识，唤起全社舍头也、支持和参与兰州及 1览原跺T匕事业，为口中央兰州

生，乏文明建设步伐。

~ 

兰州的植树造林和生态建设备然取海立一定成绩. i旦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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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南北两山史话

资2原节约旦、垒，运友好里以及构是和谙社会的要求相比 s与广大人

民群众的足望相比s 足有?民大差距。我们面陆的客观自然环境仍然

非常严酷，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协琅琅巨，需要-1飞捧一代

持主卖不断地奋斗。我们要永远铭记毁林、破坏生态的丑痛教训iI: 71"

远铭记战友鱼，态，改善环境的艰难和巨太代价;承运铭记再造秀关

山川是每个合民的历义责任。我们相信，在谷组党奏和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只要坚持和发扬"污汇盲珑，九曲不田，创新创业，和谐共

进"的兰州精神元山不珠、有.:>1"- 皆溃、四目才花香、万垒鸟鸣"的理

主皂一定能够实现，兰州的明天-定会支为口夫好。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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