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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时地形、地物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是人类活动

的产物。地名是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种工

具。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

邮电、交通、测绘、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都有影响，是关系到国家主权

和民族团结的大事。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搞活"方针的深入贯彻，旅游事业日渐兴旺发达。为此，实现地名的标

准化和规范化i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

《吴忠市地名志》是记载吴忠市重要地名及其有关信息资料的工具

书，也是吴忠市1980年以来，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各项成果的汇总。

吴忠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部署，1980年成立“吴忠县地名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人员经过培-i)ll，开展了全市的地名普查工作。

于1981年中，摸清了吴忠市的地名分布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上报了四项

成果资料。但是，由于人员及机构的变动等原因，《吴忠市地名志》未能

按预定的计划出版成册。1985年初，市人民政府调整和充实了地名工作

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组织人员，对吴忠市地名现状和分布进行

了补充调查，对一些不符合国务院国发(1986)儿号文件颁发的《地名

管理条例》的重要地名，进行了纠正，并按地名志体裁的特点，编纂了

《吴忠市地名志》，目的是要正确的使用地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在编纂过程中，遵循“详今略古，秉笔直书一的编志原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地名的面

貌．。



地名志》包括文、录、图三个部份。全书共收集地名近千

余条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书中名录和图片都经过详细校

地名志》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和批准，凡书中所列入的地名

。今后使用本市地名均以此为准。如要更改或命名地名，

理机构联系，依照《地名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的批准程

后方能使用。

地名志》中所列数据，除注明午代的外，都是1985年《吴

统计》载入的数据。书中地图所标的边界线不是行政区划

考。

吴忠市一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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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自然概貌

一、地理位置

吴忠市北纬37。29’～38。08’，东经)06。05’～106。22’。属宁夏回族

自治区。在银川平原河东灌区南、沿。吴忠市区距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

银川市老城区59公里。东、北与灵武县为邻，南与同心县中宁县接壤，
西部以包兰公路、黄河等地理实体与青铜峡市为界。南北长约70公里，

．东西宽约20公里，呈长条形。黄河在其西北境内穿过，流经约24．6公里。

山水沟由南向北沿东界绕行，穿过其境约9公里。包兰公路纵贯境内51

公里。

二、地形、地貌 ．

吴忠市总面积1 1 1 2平方公里。南高北低，南部为牛首山及罗山余脉

汇合而成的黄土丘陵地带，最高海拔1455米，占总面积的55．59％；北部

为黄河冲积平原，最低海拔为1 1 14米。南部丘陵地带沟壑纵横，北部平

缓。

全市分五个地貌类型。①1、丘陵地：面积71．7万亩，占全市总土

地面积47％，以许家窑为最高点(海拔1 455米)南北呈脊状长l呤o 2、苦水

河、双吉沟、扁担沟洪积平原：面积17．4万亩，占全市总面积11．7％，从

孙家滩南部开始沿苦水河北下，到金银滩一带与黄河冲积平原相接，长

约4嗡里。3、风积沙地：黄沙窝一带，面积5万亩，占总土地面积3．3％。
4、黄河冲积平原：面积57．4万亩，占总面积37．5％，主要分布秦、．汉灌

区。5、河滩地：面积0．8万亩，占全市总面积0．5％，主要分布在黄河沿

I心 ·15·



岸
三、气 候

吴忠市地处祖国西北内陆，属荒漠草原生物气候干旱区。气候干燥，

雨量少而集中，蒸发量大，日照充足，无霜期短，霜冻危害较重，风多

沙大，四季分明，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点p根据气象部f-J20年(1963--

1983年)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8．8。C。最高9．3。C(1973年)；最低为

7．7。C(1967年)。一年中，以1月份气温最低，月均为一7．5。C，以7月

份气温最高，月均为22．9℃。气温平均年较差达30．4。C，气温平均日较

差为13．I。C。昼夜温差大，适合农作物生长。无霜期20年平均为173．6

天，最短为142天，最长为193天，一般≈三份为168--179天；降水量年平

均为193．4毫米；最多的1964年为319．4，鼍米，最少的1980年为60．1毫米。

多雨年份是少雨年份的5．3倍。全年降水量集中在7、8、9月份，占

62．3％；蒸发量年平均为2 013．7毫米，是年平均降水量的lo．4倍。太阳

辐射年总热量为148．1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日照为2 936．411,时，6月

份日照时最长，约占全年10％。

四、野生动植物分布

南部丘陵地带植被以旱生的盐柴类、小灌木为主，仅有少量的禾木

科和蒿属植物。植被覆盖度小，草木稀疏、低矮。在其平缓地带植被覆

盖率约20--50％，其余地带植被复盖率为5—10％，有甘草、黄花、柴

胡、麻黄、大荆、酸枣等多种药材。引黄灌区以灌淤土为主，地势平坦。

主要有槟草、狗尾草、小芦草、．车前草、苦苦菜、苍耳、灰绿粟、刺儿

菜等野生植物。

野生动物主要有狼、狐狸、獾、兔、麻雀，野鸭、小海鸥i沙鸡、

猫头鹰、乌鸦、喜鹊、鹰等。另有水貂和鲤、鲫，鲶、鳖、虾等水生动物。

五、自然性灾害一 ．一 ‘，

吴忠市属于多震区。从1900年以来，。有记载的4级以上地震11次。

据明《嘉靖宁夏新劫记载：“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春三月，夏
地震，逾月止，地裂泉涌，出黑沙。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春

三月，宁夏地裂o"②根据国家地震局1970年10月5日出版的．《宁夏地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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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区域划分图》(五十万分之一)，吴忠地区基本烈度为8度。

灾害性天气主要是风沙和霜冻。历年≥8级的大风年均16次。主要

风向夏季东南风，其它季节西北风。静风率18．75％；霜日出现在每年的

10月14Ft前后，终霜日在每年的4月16日前后。年均无霜期173．6天，最

短的是142天。1976年秋阴雨低温冷冻，水稻严重欠收。沙暴多出现在春

季，天寒风大，严重影响麦苗和果木生长。

第二节经济状况 ．

吴忠市土地肥沃，水电资源丰富，有较完整的农田水利设施，日光

。充足，适合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生长，稳产高产，．旱涝保收。粮食单产

．居宁夏首位。故历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

以后，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落实，机械、电子、化工、

，造纸和食品工业适速发展，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逐步向综合服务型过

渡。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9．6％。

’吴忠市是回族聚居区，商业贸易有悠久历史。1985年建成宁夏最大

的室内农贸市场和四处大型商场，是西北最大的牲畜、皮毛等农副产品

集散地之一。 ．

‘

一、人口及其构成 、

吴忠市共辖吴忠、金积，金银滩三镇12个乡。市人民政府驻吴忠镇。

全市共有44 240户，‘22i 364人。集镇户i5 493，农村户28 748。集镇人口

66 776，乡村人口157 58&农业人口i75．785，非农业人口48 579。

在总人口中男1 14 615人，女109 749人，回．族12387 1人，叔族100 322人，

还有藏、维i满等民族17从。回族占总人口的55．21％。人口密度为198

’人／平方公里Jo③1985年人瓯自然增长率为14．36‰。

二、工业状况

。 1949年全市有各种手工作坊10家左右。建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工业逐步发展，l门类增多。1985年全市共有大小工业92家，其中中央属



工厂1家。自治区属工厂12家。市属全民所有制工厂17家，其中轻工业

11家：棉织厂、塑料厂、清真食品厂、食品冷库、面粉厂、碾米厂、挂

面厂、糕点厂、清真乳制品厂、饲料厂、金积酿造厂；重工业6个：农

机厂、化肥厂、水泵阀门厂、建材厂、磷肥厂、无线电厂。市属集体所

有制企业18个，其中轻工业的10家：塑料编织袋厂、织带厂，服装厂、 ，77

制鞋厂、皮毛厂、印刷装潢厂、木器厂、造纸厂、化工搪瓷厂、金积食‘

品厂；重工厂8个：综合修理厂、台钻厂、低压阀门铸造厂、车辆橡胶

厂、锅炉厂，电器开关厂、汽车修理厂、汽车保养厂。乡镇办工厂27家。

还有街道和劳动服务公司办的工厂11家。全年平均工人数13 077人。主

要产品：棉布、针织品、地毯、机制纸及纸板、卷烟、食品、饮料酒、

裘皮及皮革、布皮鞋，塑料及其制品j民族用品、金银首饰、家具、乳

制品，中小农具、硫酸、磷肥、合成氨、电石、工业及民用锅炉、水泵、

低压阀门、脱粒机、汽拖配件、农用拖车、台钻、自动仪表、光学仪器、

金属材料试验机、电焊机、机砖、。水泥、无线电元件等。全部机械总动

力628万千瓦。

三、水利电力 一

水利：吴忠市属古黄灌区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有了垦殖业，并

开秦、汉渠。现全市分为老灌区——秦、汉渠灌区和新灌区——东干渠

灌区两个部分。秦渠和汉渠已有2。ooo多年的历史，经建国后多次整修，

配以支、斗、毛渠，灌溉着老灌区的20多万亩农田，主要支渠有郝渠、

马莲渠、波浪渠、延渠等5条。东干渠于1976年开成放水，可灌溉南部

丘陵、沙窝、洪积平原的26万亩土地。全市主要干沟有清水沟、山水沟、

扁担沟，南干沟等4条，大的支沟有清一沟、清二沟等共15条。在沟渠

配套上，解放后也下了极大的功夫，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财力。先后

改造和更新了秦、汉渠渠口、秦坝关退水及引水闸、清水沟渡槽，干渠

多处裁弯顺直，混凝土或片石砌护。秦、汉渠各支渠渠口全部改为机械

提闸。在东干渠的南部丘陵地，设15处大小扬水站，增加了灌溉面积。．

吴忠市原湖泊较多，旧有七十二连湖说。经过多年农田水利建设，

开沟排水，引洪淤澄，大多数湖泊已成良田，现只有乃光湖、牛毛湖等



个别湖泊部分的被人为的保留下来，供植苇、养鱼。

电力：1949年解放时，只有1台火力发电机，所发电只能供城镇单

位照明。20世纪50年代末建发电厂，发电功率6 KV．，通往青铜峡镍’
60年代末，青铜峡水电厂机组运转，并入西北电网，吴忠电厂撤消，现

吴忠市属西北大电网供电，银南供电局设在吴忠市区。市境内设变电所

三个，容量为5．5万KVA。全市有876台变压器，有两种供电线路，一个

是6 KV，另一个是10KV ，供电线路总长576．1KM，全市城乡村镇均

已通电，能满足工业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

四、农 业 一

全市新老灌区总土地面积68．35万亩，老灌区在册耕地面积19．．5万

亩。13个乡镇，共辖79个行政村，市属农场2个，园林场1个、，农作物

良种繁殖场2个，种畜场1个，渔场1个；自治区属农场2个，兰州部

队农场1个。198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6 926万元，粮食总产9 709万公斤。

全市可分为三个农业大区④：(一)秦、汉渠灌溉综合农业区。这个大区

包括三个亚区：1、城郊蔬菜、副食品区，系指吴忠市区近郊的上桥、东

塔寺、古城等乡，该区土地肥沃，生产水平高，人多地少，易于精耕细

作，是蔬菜、瓜果、副食品集中产区；2、秦、汉渠灌溉粮牧区，包括吴

忠市区远郊的8个乡43个村，人均耕地13亩左右。主要农作物有水稻、

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粮食产量占全市的60．9％，亩产过500公

斤。该区林牧副渔业也较发达。如汉渠乡的奶牛养殖业，。马莲渠乡的养

羊业，板桥乡的苇编织业，马莲渠乡的草编业，马家湖、早元乡的柳编

业等都具有一定的规模；&陈袁滩粮渔区，主要指陈袁滩乡。该乡四面

环水，境内湖泊较多，可利用水面3 oo哺，已成为渔业生产基地。
(二)东干渠灌溉农林牧综合区：该区于东干渠开通后形成，土地开

垦时间较短，主要以东干渠二，四支渠引水灌溉。东干渠以南地势较高，

已建成一、二级扬水工程，扁担沟扬水渡槽长694米，扬水干渠144公里，

架设40多公里高压输电线路，还有15个小扬水站，灌溉面积已达14万亩。

已定居1 214户7 049人。该区地广人稀，适合林牧业发展，建成较大规模

的林场5处。农业主要种植夏粮、瓜果、油籽等。所产西瓜以个大瓤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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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闻名，颇受顾客的欢迎。

(三)南部丘陵牧林区：系吴忠市南部丘陵地带，面积约565-平方公

里，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55．6％，人口密度为o．8X／-平方公里。除市种

畜场有耕地2 590亩外，其余均为天然草场，是放牧的主要场地。现放牧

大牲畜有1 000多头，羊40 ooo多K，骆驼600多峰。

吴忠市南部丘陵的羊群

吴忠市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278 744亩，主要农作物夏季为春小麦，

有少量蚕豆、大麦、青稞等夏杂。秋季主要是水稻、玉米、大豆及少量

的高粱、谷子、糜子、薯类等。经济作物有葫麻籽、大麻籽、油菜籽、

向日葵、大麻、红黑瓜子、甜菜、药材、烟叶、蔬菜、瓜果等。

1985年全市共有大牲畜25 502头，其中牛8 115头(奶牛1 858头)；

骆驼1 989峰。各种羊85 821只，其中绵羊73 733只。年末生猪存栏12 514

头。牛羊猪肉年产量94．45万公斤，年产牛奶237．4万公斤，绵羊毛9万

公斤，山羊毛6 500公斤。④

全市渔业养殖面积2358亩，年产水产品60．4吨。鱼类引进品种有草、

鲢、鳙、鳊、红鲤、镜鲤鱼等。自然水域年捕捞量为13．5万公斤。



全市植树造林近年发展很快。老灌区除农田林网外，主要是四旁植

树，这对于改善和美化生态环境，防风固沙，调节气温，缓解用材紧张，

提供食用果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5年全市共有人工林面}}144 992亩，

其中用材林5 308亩，防护林18 246亩，果木林4 244亩，林木复盖率为

2．8％。水果产量292．37／公斤，主要有苹果、梨、桃、葡萄、枣，沙果

等品种，其中苹果产量230．7万公斤，占水果总产量80％，不仅能满足全

市供应，而且远销上海等地。宁夏“五宝"之一的枸杞，全市种植412

亩，年产枸杞l万公斤。

1985年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397元，陈袁滩乡人均收入超过470
一 ，， ，

兀。

五，商业贸易

吴忠市商业贸易比较发达，且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代，就有以物

易物的商业活动。到宋西夏时，据《盐池县地名志》载，“公元929年4

月，五代后唐在盐、夏一带设置盐牧，专管牧养马匹、羊畜。并缘边置。’’

场市马，与党项羌族进行广泛贸易交往"。⑥在明、清时已相当发达，境

内吴忠、金积’秦坝关、汉伯渠、中营等堡设集日，固定日期逢集，进

行交易活动。堡内建筑有寺庙、字号、店铺等。“吴忠堡列市数十处，逢

三、六、九交易，逢集至者骈肩累足，极为繁盛"。⑦三、六、九交逢集的

还有中营堡。金积堡二、五、八日为集，秦坝关、汉伯渠逢一、四、七

日交易。⑧民国末解放前夕，吴忠有商号73家，金积有商号33家。吴忠

著名的“千易店"在包头和天津设有办事机构。商贾通过水旱两路，南

至平凉、兰州、，武威、宝鸡等地，北达包头转车到天津，将本地土特产

品：皮毛、药材等输出，换回烟草、干果、布匹、棉花’木材．火柴等。

建国后吴忠市场更加昌盛。1979年以来，吴忠集镇贸易和商品交易额大

幅度上升。现在，吴忠镇设市场十多个，集日或节假日人流量5～6万

人次，高峰时可达9万多人次。参加交易的客商遍及全国各地，以陕、

甘、青．内蒙古为多。年集市成交额5 623万元。⑨1986年建成总面积

2．1万平方米的室内贸易市场，招进工业百货、农副产品、饮食服务各种

商号412家，另设轻工业产品、菜果肉食、生产资料和粮油批零四个交易



大厅。整个市场设计美观、造型新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现全市农

贸市场计有三地：吴忠镇三、六、九日为集；金积镇二、五、八日为集；

金银滩镇一、四、七日为集。以吴忠镇集市规模最大，设农副产品交易

场地十多处，是全自治区最大的集市，也是西北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

商业、粮食、供销部门，除在三镇设百货大楼、零售门市部外，还

有各乡设分销社及门市部，并代为收购农副产品。全市国营、集体、个

体饮食业1984年收入290万元。旅社73家，从业人员355人，年接待45．3

万人次，超过全市人口的2倍多。全市共有城乡个体工商户4 066户，从

业人员6 992人，其中外省(区)到吴忠经营工商业的有907户，1 017

人，⑩形成遍布城乡、行业齐全的商业贸易网络，为促进吴忠的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文教卫生体育科技事业

明朝时吴忠堡近灵州，属灵州守御千户所，未发现吴忠有社学记载。

清时，吴忠堡有社学一。⑥民国6年(1917年)吴忠出现第一所近代的

学校——吴忠高初两等学校，相当于完全小学。以后又相继建立了多所

初级小学。1946年，在吴忠镇东“刘公祠”内成立1所“灵武简易师范学

校，’，1947年春招生，第一期共招87名学生，包括预备班36名，但在1950

年毕业时只剩5名。建国前长期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卫生事业更

是薄弱，全市只有天主教办的1所西医诊所和几个中医，少医缺药，传

染病猖獗，群众无处求医，。只得受江湖郎中和巫婆神汉的欺骗愚弄。建

国后，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才得以不断发展。

一、文 化

全市共有3座影剧院，还有材机厂、配件厂，供电局、石油物探公

司的俱乐部对外开放。、新建新华书店，图书馆，人民文化官等大楼，建

筑面积计1．37／平方米。市图书馆藏书28万册，列全自治区第二位。乡办

文化站12个，村文化室经常开展活动的有30多个。市设电影放映队1个，

乡办电影队12个，录像放映站4个，．家庭图书室12个。由于经常开展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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