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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孚巍糍萋燃。罩程张万寿宁夏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刀寿

青铜峡荫依贺兰，南托牛首，两山对峙，形成天然峡[1．黄河FI流』￡间，这里襟th带水．地形险

扼，易守难攻；这里地处宁夏甲原几大l：渠之首，开发最先，没活已久，作为塞j二菁华之域自^闻名

遐迩；这里土地肥沃。产J1殷实。物产富饶，叶升大米、黄河鲤值等名特产品久负盛名：这里交通便

捷，水利资源丰富，发展现代化工业条件得天独厚。这里还是一块亟待』F发的旅游宝地1：首山寺

庙群错落有致，登山观河，“大河泄奇峡”、“长河藩H厕．-，}≠自然风光使人美不胜收一青铜峡库区每

逢春暖花开引来鸟类筑巢栖息，高原鸟岛景观独特确：人。灌区平原．沟渠纵横．树爪成林．田园棋

布，不足江南，胜似江南

占铜峡rHtl．1川钟炙，民风纯厚，人物聪慧，代有俊彳‘．新中国成立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才

蔚出，名贤辈起，各领时代风骚凡人类．自有建设，百业莫不‘j时俱进．焕然更新盛世修志．志载

盛附编史修志，记述人类千秋功业，为政者责无旁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铜峡市历任领导勤

服桑梓，共事修志，只网领导交替频繁等种种原冈雄以预期成}5j常言道．世间之事．本无难易之

分所谓难易．多为主观闲索所致i现任市委、政府主要领导段振团．张吉胜及分管市志f作领导张

永红、张自力等人以修志为急务，且躬督其事，现任fH志办公室主任李忠山同志不负重望，总结得

戈，借鉴前事，开拓创新，发动众手参与，广征博采，寻根访源，调查考证，慎重取舍，数易其稿终成

洋洋240余万字志稿二在此基础I：．诚请自治Ⅸ内修忠经验丰富的々家、学者．聚集青市．驰骋文字

铺叙辞章，秉笔修改加工，短期呵笔，遂成信史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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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代良志，成千秋功业。青铜峡市历任领导，以及志办主任、参与修志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

者功不可没。志书已成，即将付梓。我有幸主持审定，遍览兴怀，仰慕不已，又因征请为序，遂乐而为

之，且以赘言代之。

甲申年之春书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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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青铜峡市委书记 段振同

正值全市各族人民阴结·心，锐虑进取，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之际，∥青铜峡市忠》付梓H{f5

了。这是全市各族人民的一件大搿，足全市社会L--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成果借此之机，我代表

中共青铜峡市委．向《青铜峡市．占∥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青铜峡f口于宁夏银JI『-F原引黄河水灌溉的各大十鬃Ⅱ陶喉所在地，也是I】I河会聚的交通孔道，

向为水利兵备之要冲。这里土质肥沃．平原广漠，每当存口载阳，绿禾如茵．秋阳稍过，便已普庆丰

收，是全吲重点产粮基地市(县)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过仝I“人民的艰苦奋斗，开拓奋进．

一个既有能源优势，义彳『地_：J『特色的新型上业体系已租j‘规模，作为宁夏经济核心区，其名．优、

特、新产品已打人周际市场。加之众多fI然独特的旅游资源、人文景观．使这哩已成为宁夏“罐l：江

南”一颗璀璨夸口的明珠，

一县-邑能够多有发展，同往自然条件，变为人为的作川 回顾历史．青铜峡人民曾创造r订：

多可歌nnZ的英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青铜峡人民在巾闰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精神焕发，{{【!饭

投身于二家乡建设，兴修水利．大办农业，创建T业特别足进／k21世纪以后，全市各族人f亡以“i个

代表”重要思魁为指导，继往开束．J=于时俱进，I：农性叶．产突匕猛进．口新月异．城乡建设、交通邮

电、科教I!生等各项事、lk蒸蒸日上，罔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全面进

步．人民生活绚丽多彩，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取得的H大成就．都值得载人史册

编史修志，斤往资治∥青铜峡市志≯以翔寞的资料．记录r我市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丰十会．

大丽地理、I』I J J J、‘e象和政党、政权、政务、司法．以及丁商业、教科文『】等，小而草木，虫龟；旁及社

会生活，风尚、民俗．，J，1i干¨地方名人等等．儿予全市菅华咸收毕录，是青铜峡『仃的百科全f5于¨全

史，其存史功能，资政价值、教化作JfJ，以及为各项It{l-与学术研究提供咨询服务．是_；￡他任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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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三 由 I

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吉胜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存古信今。编史修志，是为历代统治者所重

视的一件大事。《青铜峡市志》的同世，正是国家兴隆，政通人和，盛世抒壮志的历史见证。

青铜峡历史悠久，但人文不兴。早在清雍正年间，本地区地方官裔绅民就对家乡无志而耿耿于

一tk,，唯恐乡邦典章无形征，文物荡然，历史烟灭，断割根源，而丧失文明，何以垂示子孙后代?乾隆二

十三年(1758年)，湖南长沙籍进士周克开为官斯土，自以知县不知志为耿．莅任席而不暇暖，即下

决心，矢志创修g宁朔县志》。周公日劳形于公务，夜劳心于书案，余暇访旧察遗，征文同俗，终于纂

成《宁朔县志∥稿。不意功亏一篑，志书尚未付之剞劂，周宰迁任离宁，未得玉金全功。厥后，志稿亦

惜佚，殊为后人慨憾之。

新中国成立后，原宁朔县人民政府虽有过修志之举，均因无功而废。80年代初，全国掀起修志

热，部门志、行业志纷纷问世。本市亦成立了方志机构，但也因种种原因，难以预期成果。好在有志

者事竟成．2002年，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再次编修《青铜峡市志》。各级领导精心组织，周密

安排．全市210个单位320多人参与编辑、撰稿、提供资料，摄影、服务等工作，分管市志工作的张永

红、白秀荣、蒋文军、W’自力等同志鼎力为市志编修创造一流的工作条件，各部门、各单位主要领导

直接组织各资料提供和资料性初稿编写。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 1名编辑同心协力．外调内查，上

访下问．广采博览，九易篇目与志稿，洋洋240余万字余言，遂告成大功。

《青铜峡市志》以真实的图片，形象的统计图表，准确的文字记述，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青铜峡各

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辉煌业绩．展示了青铜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部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体例完善，是第一部反映记载青铜峡的百科全书．为各界了解青铜峡，认识青铜峡，研究青铜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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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各级领导和业务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了依据，为青铜峡进行爱国主义和优良传

统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材。这部志书凝聚了全体市志编修人员和为之提供资料的各方人士的

心血。在编修过程中，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给予我们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志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尚祈社会各方指正。

2004年1月



凡 饲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

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翔实地记述青铜峡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精神、后物质，先上层建筑、后经济基础的顺序排列。以

序言、凡例、且录、概述开篇，概述，钩玄提要、综述市情、总揽全书；设地理环境、人物、政党

政权政协、乡镇、农林水牧、工业、城建交通邮电、商业粮食供销、财政税务金融、经济、政

务、政法、军事、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文物古迹旅游、民情风俗等17卷48篇249章

759节，人物卷设人物传、闻人简介、英模谱3章；以大事记、附录殿后，大事记纵贯古今，

记述青铜峡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

三、本志古今贯通，详今略古，上限不做统一规定，记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2002年

底，至事物的终结。个别重要事件为记述完整，有延伸。

四、本志记述事实，以文为主，辅之采用的体裁有传、记、谱、录、表、图、照片，力求图文

并茂。

五、本志以事分卷，设篇、章、节、目、细目记述专业内容，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限制。

本志专设文物古迹旅游、民情风俗两卷以示地方特色。

六、本志的文字表述，除引用古迹原文为文言文和少数特定之处用繁体字外，其余皆

。爵记述文体，专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七、本志纪年，一律用历史纪年，1949年前用汉字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并使用阿拉伯数字。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和一些不确切数字，使

用汉字表述，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政区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用历史名称，夹注今名，其他地区均用现行

标准地名。

C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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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数字资料以统计部门提供为主，所缺部分采用部门、行业核实的数据。

十、计量单位均以历史习惯记述，少数需要对比的，换算为易于对比的单位。衡器，

1949年前用市制，1949年后用公制。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各部门、各行业档案、旧志、报刊、专著、文物考证，以及当事人、

知情人的回忆。对于存疑的地方，反复与供稿单位核实后，收录较可信的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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