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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蕴高，j奶琶之
太原市尖草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中年专局



太原市北郊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审编辑机构名单

总监修

副总监修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曹文龙刘世璞 贾万荣田礼太

张继庆郭明厚郭曙明 陈河才

赵相成高博徐立徐保明

王冥宋福金茹述创 陈绍卿

韩贵福王承江程有录田 宁

负宽甫巩芳林刘玉保李明德

柳志宏李崇斗班玉翠I米中旺l

阎海明 韩文阁 胡福明 杨利生

傅建荣赵凤山高反文金林平

魏华荣程勇智王安庞王维卿

蒋守身张伟秦二荣支 军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利民于杰 于保才马鹏里

马高明 马克飞 马文祥马春明

王开明王玉山王玉清王春林

王京江王正己王全保王建平

王明宝王维联王海生王维生

王义生王晓薇王毅仁王忠仁

王玉珍王东红王保桐孔一龙

牛宝山 牛东全尹进烽冯香云

石毛货石富贵石 慧 田福娥

史秉义史瑞泉卢天祥 白生珠

边繁荣刘文荣刘文翰刘三货

刘耀辉刘铁锁刘万富 刘云成

刘庆虎刘春霞刘成英刘永诚

刘祥正

杨根寿

张银喜

段爱萍

董云飞

李秦兰

李向阳

王志强

范世康

王秀珍

王治强

李增锁

景春勇

孙天佑

樊应昭

王正庭

张俊一袁尔铭

马银焕

马学政

王振前

王在玺

王宏伟

王秀英

毛盛华

冯佐生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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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义

刘玉生

刘俊义

刘荣银

马成

马晋达

王明伟

王新焕

王丽江

王德茂

牛 勇

冯 军

史福万

白福明

刘芝俊

刘富生

刘廷瑜

杜明骐

王忠

石金凤

郝维祥

袁根贵

史建章

赵培仁

马明峰

王树英

王根林

王永福

王在峰

王秉杰

牛有福

石文玉

史汶泉

白继祖

刘保明

刘 智

刘喜银



刘爱梅齐慧卿

乔称心乔永茂

孙承明孙晋成

杨永荣杨万强

杨梅喜杨克欣

李四毛李兆锐

李志华李风义

李成云李源

李晓平李青海

连茂生肖林章

张启发张红梅

张晨光张乃清

张关琴张彭福

张拉寿张志坚

张翠兰何书生

郑拉栓郑俊

姜以善武存寿

苗振江苗枫

金芝祥屈双庆

赵海旺赵光辉

赵伟赵海平

姚保如侯岳

高亮则 高培全

郭二保郭永成

原春海栗春生

曹忠建曹建明

阎福梅阎改明

程俊生程世善

雷党辰樊怀林

安志义关忠东

乔电生乔励生

宋辉升宋振刚

杨天忠杨志梅

杜秉信杜海生

李俊保李拴厚

李全政李秀英

李治邦李伦

李文权李全云

张全成l张耀祥l

张汉民张景泰

张继生张建中

张培吉张继明

张秋珍张四才

邱大林陈巧林

郑锐郑俊杰

武兴基武秋生

苗慧斌苗元隆

l赵世矧赵劲钧

赵登峰赵俊川

胡玉璞胡月秀

圆圈
高素琴班巨金

郭天保郭天宝

贾全莲贾永安

梁善卿梁书林

董书斌韩飞

程彦昌潘旺

樊春旺 樊润元

许大文

任优

宋国旺

杨卫星

杜爱国

李树森

李月和

李兆麟

李秀萍

固
张志明

张伟娜

张宝亲

张崇德

陈兴九

郑庆华

武建林

尚 鑫

赵国成

赵改秀

胡书婵

高建平

郭秀仁

郭保明

柴秀兰

梁建明

焦贵明

涪侍为

冀永维

许宝贵

阴建中

苏金昌

杨俊栓

杜效林

李东升

李永胜

李福兴

李立生

张学忠

张清海

张拴喜

张俊

张建荣

陈贵平

范秀红

武 明

周二货

赵建华

赵卫东

胡二保

高天才

郭根命

郭铁柱

殷守逵

粱跃波

焦 勇

潘保龙

魏隆

成保英

刊、继祖

杨荣良

杨江海

团
李纯秀

李秀生

李保明

孥惠宏

张有善

张盛忠

张富明

张奇峰

张庚辰

陆银贵

范运成

武斌

和丕贵

赵纪民

赵兴贵

药玉生

高月明

郭拉玉

郭 毅

康杰

常拉宝

焦喜风

薛仲富

魏金焕

乔玉娥

孙庆发

杨润生

杨保胜

李文玉

李天来

李运生

李 汇

李福贵

张富荣

张秀兰

张万荣

张东晓

张五才

郑 玺

庞连大

芦德荣

和双喜

赵生贵

赵东梅

期b连顺

高应玲

郭福珍

宰福瑞

曹寿根

常永生

程富汉

薛小红

魏新红



编 审

特邀编审

审 定

主 编

常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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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史志院
张国祥侯文正曹振武袁培钢马并生任根珠郭诚文

太原市地方志办公室
张胜安 捷张国宁杨 淮张玉玲尚晋燕陈向荣

山西大学历史系卫广来 山西大学文学院田希诚

太原师范学院王文卿

中共尖草坪区委员会区人民政府

陈河才王维卿

王树英

马红梅王树英王雪琴冯利珍邢春连李汝英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弓风鸣马春生马淑玲义光荣王玉林王述禹 王继红

王子毅王文忠王玉贵王海文王金兰王俊仙王树林

王锦仁王凤玲王风云王藩王石见王志岳王保珍

王果明 王淑英王志中 王五义牛宏立冯改莲 田月琴

史秋生 史金俏刘胤斌刘心爱刘守温刘建民刘四货

刘幼先刘拴全刘勇贞 吉根庆邢育红乔宏乔海云

乔兆汾任键 孙玉文宋美英宋彩萍宋秀琴杨培兰

杨丽萍杨志诚杨保生李黎李风平李太根李丽琴

李松源 李建刚 李忠林李 蓉李保山 李敏李香珍

李继龙李秉生李巨龙李改萍杜业甲 苏拴英 苏康玉

何俊峰I张有年l张万荣张变仙张武张建平 张德顺

张心宽 张莉 张万寿 张进才 张泽刚 张孝忠 张明俊

张七只 陈应钦陈建平 陈 义 陈宝莲 陈栓弟 武国庆

苗风英苗相臣 苗建英 范林花药权孟德胜周 仁

岳贵云祖爱芯荣仙梅赵琛赵小平赵秋云赵福新

赵玉龙赵春林赵志忠 高降文郭全文郭变芳郭蕊芸

郭兰花 郭玉田 郭学珍郭巨龙郭宏强 粱润仙 秦启明

黄庭贵黄小燕 贾丽萍袁美兰 阎仙花阎文斌康仙梅

常清文韩丽萍韩改萍韩镒 崔石建解俊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太原市北郊区建立于1 970年，从建区到行政区划调整，走过了28年的光辉历程。28

年中．北郊区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历任领导和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无

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区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

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跨入了全省十强县(区j的行列：

1 997年冬，经国务院批准太原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撤销太原市北郊区，成立

太原市尖草坪区。我们奉命筹备成立尖草坪区，当时北郊区地方志办公室正广征博采，集

结《北郊区志》文稿。1 998年4月，新的尖草坪区正式成立后，区委、区政府对修志工作

高度重视．坚持把修志工作列入新区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充实队伍，制定方案．

明确责任，继续完成修志任务二在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下，数易其稿，一部包括北郊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的一方全史——《太原市北郊区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一件有益

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

《太原市北郊区志》全书万字。涉及北郊区区域内的天文、地理、田赋、建置、历

史、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卫、科技、古迹、艺术等内容。重点叙北郊本地之特

色。述改革开放之硕果．可谓“一方之总览”．必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区划的调整，尽管结束了北郊区的历史，但在原北郊区所辖的15个乡镇中．尚有4镇，

4乡划属尖草坪区。古训日：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可运用区

志提供的姿料，认识过去，研究现在。策划将来，为振兴和建设新区的宏伟大业服务．．

在《太原市北郊区志》成书过程中，承蒙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及专家、学者的

亲切关怀和热忱指导；原北郊历任领导和仁人志士积极提供资料i区级各部f-],fa各乡镇与

区志办公室紧密配合；全体修志人员默默无闻，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采集编纂，终于完

成了这部较为浩繁的文字工程。值此《太原市北郊区志》问世之际，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诚

挚的谢意I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面较广，区划变动较频繁，加之编纂经验不足，书中缺漏难

免。诚望编志专家学者、各界修志同仁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指正二

祝愿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中，励精

图治，再铸辉煌，谱写出更为壮丽的篇章，继续载入新的史册。

中共太原市尖草坪区委员会原书记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政府原区长



序二

《太原市北郊志》干1999年审稿完成，后经多次增删，在上级关怀．专家指导以及

社会各界的鼎立支持下，始纂毕付梓。这是原北郊区、现尖草坪区文化历史建设史上值得

庆贺的一件大事。

北郊区。史届古晋阳。辖于阳曲县，后归太原市，历史悠久．史迹浩繁，民风淳朴，

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曾为全省县(区)十强之一。1 998年太原市区划调

整后，在北郊区基础上建尖草坪区，成为太原市新型的六城区之一。新区成立以来．充

分发挥区域优势．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

新的更大的成绩。

近年来。在尖草坪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工业立区、民营为主”的发展定位，全

力建设“经济发达区、生态园林区、文化特色区”。目前，已建成太原市最大的巨峰葡萄

生产基地和华北地区最大的温室栽培基地。同时是华北地区极具影响的建材、钢材、装饰

材料集散地和小商品、小食品集散地．特别是重点建设太原市不锈钢生态工业园区．依托

太钢加速发展不锈钢深加工产业，用五年时间。建成占地1 500亩、年加工能力50万吨、

产值1001'7元的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不锈钢深加工基地。

盛世修志，志以载道．经世致用。《太原市北郊区志》是对全区人民及子孙后代进行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教育的系统教材之一，也是让各界了解原北郊区辉煌

历史的最具权威的范本，

谨借新志伏印之机．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编纂《太原市北郊区志》的同志们致以

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历史长河奔腾向前，勤劳勇敢的草坪人民在建设人类文明的新

天地中将创造出更加宏伟灿烂的业绩．彪炳新的史册。

中共太原市尖草坪区委员会书记 彳 百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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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往昔。《太原市北郊区志》集一区之情，揽古今之事，翔实细致地记

载了一个行政区域各方面的发展与演变．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特征与区情特色，

具有鉴古如今。惠泽后世的重要价值。它的付梓面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可

贺。甚堪铭记。

太原市北郊区从1970建区到1998年撤销。历时28年。28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里

虽短暂如弹指之间，但在这段岁月里。祖国经历了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主的转

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太原市北郊区的山川风物见证了这些重大的历史变

革。太原北郊人民紧随时代步伐，锐意改革。努力奋进，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使全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 998年．太原市行政区计划重新调整．在原北郊区的基

础上组建了新的尖草坪区。《太原市北郊区志》的出版，既为北郊区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也为尖草坪区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历史借鉴。

编修方志，记载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项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太原市北郊区志》凝聚了许多人的艰辛劳动。在这本志书的编纂出版过程中，国家、

省、市方志界的专家、学者给予了精心指导；区四大班子历任领导给予了热情的关怀：驻

地单位、区属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

料；直接参与区志编纂的工作人员广征博采、精心撰写．完成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太原

市北郊区志》。在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向所有为这部书编纂出版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同志

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古人曾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原市北郊区

志》通合古今，包罗万象．纵述历史。横陈百业．对尖草坪新区的建设有着巨大的指导作

用。愿尖草坪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史为鉴、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奋发图强．用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热血和汗水．谱写尖草坪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未来!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政府区长



原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员会书记、北郊区人民政府区长魏华荣为本志而翘

霎零，渺誊专书中嚷讫岂阃墨技名_＼久羡尹与气噶养誓绦唧上民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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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调绘等高距100米



叶1且^砸市北郊压盛党宠办公审—五画i瓦丽ijj五五万磊万：互i；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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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壑磊珂 (绫本纵二一·五厘米横二一·八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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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年中共军事三人小组代表周恩来来到太原城北(赵庄、光社)机场



国家领导人李鹅、朱锫基等视察征宇喷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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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勖委员长姜春云考察

征宇喷灌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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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张淆和省市鄂
了解征宇喷灌新产品开发情况

水利部领导汪积诚(翦右一)实地指导征宇喷灌技改工作 水利部博士生导师(右一)寥地指导征宇喷灌厂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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