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黩姻。》《j．j蠢鬻婚气。

’；≤釜蔓

粼
．一，跏

吣 鬣够肇鼬i愁赫群謦f．寝



■

＼、、

A同心县志v编委会编

中画地方悲丛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P，●＼r^．，，V‘》，

自i、量l；

，，r√n。JC＼，、)岛、、
。1，}0祷‰瑶靠螽：=副了：i



《同心县志》修辑职名

历届编纂委员会成员

第一届
主任马峰玉

副主任李得银
‘

委员王克林刘福德马存义张雄杨立毅李宗道

马占珍马智锦张汉朝刘乐平马国兴马振福

’

第二届

主任马峰玉

副主任马金良

委员，李宗道王克林杨立毅文学峰杨百兴马英华

马国兴王虎林马振福

‘

第三届

主任马瑞文

副主任马峰玉丁生发马．勇 马金良王平

委员李宗道王克林杨立毅文学峰王学敏杨百兴、

马国兴王虎林马振福

主任．丁玲

副主任张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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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兴丁永江

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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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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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享一
承蒙同心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厚爱，让我为新编《同心县志》说几句

话，我非常高兴。虽未详尽拜读全套志稿，但同心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几次介绍了修

志历经8#-之久，数易其稿的艰辛过程，加之细读了卷首，深感《同心县志》成书
不易。

’

同心是生我育我的地方，更是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由一个贫苦农民的

儿子成长为党的民族干部并同那里的人民群众为改变桑梓的贫困面貌而工作、奋

斗过的地方。不惑之年受任离乡，故土之情不可磨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曾分享翻身解放的欢乐。建
国以来四十余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

面貌更为一新。值此，29万回汉各族儿女励精图治，豪情满怀．正在奋力建设新同

心．盛世修志。理所当然。

1960年4月，曾成立了以我为主任的《同心县志》编纂委员会，但由于当时面 ．

临全国性经济困难时期，无奈搁浅，颇感遗憾。本次修志，实属我的一份未尽之责。
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设立修志机构，调配优秀人才，苦涉文山史海，走’

访各界人士，历时8年数易其稿，终于编成第一部全面记述同心古今诸事，天地人

文各行各业的百科全书——《同心县志》。如此壮举，无疑理当可歌可颂。我为同心

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支持修志工作的负责态度，全体修志人员夙夜在公的奉献．
精神以及各方人士的关心、支持表示谢意。

编史修志，为中国独有的优良文化传统，乃华夏各地之惯例。我以为修志之目
的．就在于全面搜集保存县情，彰明先辈之功绩，总结历史发展之规律，激励后人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过去，我们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千秋繁衍，久负

盛名；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心人民在整治故土。创造文明中所

表现出的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更为可钦可佩；今后，走向2000年，跨入21世 ·

纪的同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同心同德，再展宏图，创造出更

加光辉的业绩，无愧前人。

在《同心县志》面世之际，受嘱于同心志办同志，盛情难却，只好寥寥数语，以
此为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力

1994年7月于银川



序二

《同心县志》终于问世了，综览志稿，一幅绚丽宏浩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不

禁令人激动，无限欣慰。

同心县位于银南山区，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患，西汉时就有行政建置，曾建立三水县，设安定郡属国都尉；唐代置威州，辖鸣

沙、温池二县；宋代西夏占据韦州，置静塞军司；明代曾于韦州建庆王府，设平远千

户所和韦州群牧千户所l清同治十三年(1874)建立平远县，自此本县疆域得以定

型；民国后曾改名镇戎县、豫旺县、同心县。建国后，广大回汉族人民翻身做了国家

主人，同心县真正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历史上，本县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秦汉时期的羌、戎、匈奴诸部族，唐代的

吐蕃、突厥、吐谷浑族，宋代的党项，元代的蒙古族，以及明代入居的回族和清朝的

满族，都长时期的从事农牧业生产和社会活动，千百年来，他们共同劳动．共同生

，活，把这块土地开发成富饶美好的塞上田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

同心县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清代反抗清王朝的残酷统治，豫

旺城的回族首先在宁夏揭开了序幕。1936年西征红军和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到

达本县，广大回汉人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

筹粮捐款，踊跃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抗日救国．并在境内建立了豫旺县苏维埃政府

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抗日和人

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同心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建国后，同心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建设家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编写《同心县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广大人

民的意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在全县人民及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人员历经8年之久的艰辛劳动，



已经完成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本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新观点、新材料j新

方法的要求，翔实地记载了同心县的社会和自然，历史与现状，充分地反映了县

情，基本达到了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是一部较好的文献资料书。这是本

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全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智慧的结晶，是全

体修志人员心血的奉献。

编修县志的目的是经世致用，服务当代，惠及后人。志书出版以后，群众和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读志、用志，从中了解县情，寻求规律，继往开来。

《：同心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鼎力支持，曾

在本地战斗和工作过的一些革命老前辈提供了珍贵史料，解放军总后原副部长、

中纪委常委唐天际为本志题写了书名，区内外修志专家给予了热情帮助和指导，

全体修志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值此《同心县志》问世之际，我们谨代表同心县

委、县人民政府，表示衷心感谢，即此为序。

中共同心县委书记马勇

同心县人民政府县长丁玲

1994年6月



凡 侈ll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建立平远县时起；一些事件上溯至事

物肇始。下限截止于1990年。
。

三、本志结构，采用大志多篇体式，除卷首(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卷末(附

录)外，共设13个(卷)志，即：《地理志》、《政党群团志》、《政制政事志》、cg事志》、

《农业志》、《工业交通志》、《商业贸易志》、《财税金融志》、《经济管理志》、《教科文

志》、《民族志》、《人物志》、《社会志》。下设72篇，289目。全书约100余万字。

四、本书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录并用，图表插于其中，做到诸体咸备，各得其

所。各篇之首冠以无题小序以提挈内容概要。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均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文字。

六、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称为“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斗争及建国后纪年用公元纪年。农历

及以数字为词素构成的特定词语用汉字，公元纪年及一般的记数、记量用阿拉伯

数字。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正面人物为主。纪传人物

编排次序按卒年排列。革命烈士及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英雄模范列入人物表。清

代、民国县长及建国后历任县级干部录入相关篇目。

八、回族人民反清起义的军事活动记入民族志。社会习俗入民族志，随各民族

记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目中，不作集中记述。

九、1991年至1994年9月的主要事件设《限外辑要》予以收录。

十、本志资料来源．清以前的依据旧志和有关史籍，民国期间及苏维埃政权时

期的史料主要来自甘肃、南京、宁夏及本县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建国以后的。资

料，主要来自本县档案，数据以统计局的为准，个别不符者加注说明。



概 述

同心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位于东经105。17’一106041’，北纬36。

347—37。32’之间。东北与盐池县接壤，东南与省界甘肃环县为邻，南与固原县毗

邻，西连海原、中卫县，北接中宁、灵武县及吴忠市辖地。南北长102公里，东西最

宽处达135公里，总面积7018平方公里。全县有宜林地270万亩，宜牧地284万

亩，宜农地241万亩，其它用地210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46．3万亩，占全县土地面

积的13．9％；水浇地15．7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0．7％。

本县历史悠久，西汉置三水县，东汉末废，建县时间长达400余年，其疆域大

致与今相同。隋唐以后一千多年长时期南北分割，今王家团庄、窑山、下马关、豫旺

城以南为固原行政辖区，今同心城、韦州以北属灵州辖地。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平远县建立，县署设于下马关，属甘肃固原州管辖。民国以后，疆域未有大的变动．

县名数次改易。民国3年(1914)改为镇戎县①，由固原州改隶朔方道。民国17年

(1928)易名豫旺县，直属宁夏省，民国27年(1938)县政府由下马关迁至同心城，

遂改名同心县。建国后，本县仍属宁夏省，1954年宁夏归并甘肃省，本县也随之归

甘肃省管辖，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本县为宁南山区一县。

1990年，全县3个镇，13个乡，229个村，835个村民小组，6个居民委员会，共

57771户，27．9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40人。全县有8个民族，其中回族22．5万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0％l汉族5．36万人；其他少数民族有满族、土族、蒙古族、东

乡族、哈萨克族、撤拉族共计48人。

县政府机构所在地同心镇是县内四大古镇(豫旺城、下马关、韦州、同心城)之

一。明以前同心称为半个城，后因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城，城内军民同心抵抗，未

被攻下，故称“同心城"。今同心镇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街道宽阔．风景秀丽，银平

公路穿城南而过，中宝铁路绕城东北行，程控电话可直拨全国各地，一座现代化城

①l朔方道志)为民国2年，国民政府批复文件为民国3年．本京以批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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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心县志

镇初具规模。1990年城镇面积为14平方公里，居民5565户，21397人．其中回族

17741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9．77％。本镇居民有善于经商的优良传统，改

革开放以后，同心商人如鱼得水，涉足全国各处，外地商客也慕名纷至沓来，集市

贸易繁荣兴旺，被誉为。旱埠头"、。小广州"。

同心县广阔的地域包容着自然与社会诸要素的复杂性，多样性，而且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过渡性"。即地质处于祁连褶皱系与中朝准地之间的过渡；地貌

由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高原过渡；气候由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植被由温带干

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语言由兰银官话向中原官话过渡。鸟瞰境内，群山起伏，沟

壑纵横，丘陵连绵，川原平坦，整个地势南高北低，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县内最高峰

罗山“好汉圪塔"海拔2624．5米。主要河流有清水河、苦水河、长沙河。清水河由固

原流经境内50公里，向北经中宁县注入黄河；苦水河由环县、盐池、同心的三条支

流汇合而成，入县境约30公里，向北经灵武县入黄河；长沙河发源于中卫香山，流

经本县下流水乡至马家河湾注入清水河。土壤主要有黑垆土和灰钙土两种，分别

占全县总面积的32．1％和57．8％。

同心县南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北部属中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其

主要特征是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冷暖干湿，四季分明，日照长，太阳辐射强，夏秋

短、冬春长。县城年平均气温8．6U，最热为7月，平均气温22．8℃，极端最高温度

37．9。C。最冷为1月，平均气温一8．1℃，极端最低温度一27．3"C。全县年平均降水

量2 72．6毫米，多年平均日照3024小时。无霜期1 20～2 1 8天，平均日较差为

31．2℃，适宜瓜果种植。大风、沙暴、干旱、热干风、霜冻、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频

率高，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

本县矿产特别是非金属资源丰富，已发现的矿种有煤、石膏、白云岩、石灰岩、

镁、铁、铜、铅、磷、芒硝等16种，探知各种矿床和矿点65个。煤、石膏、石灰石、白

云岩开采价值较大。已探明工业储量：煤30105．6万吨．石膏122837．8万吨，石灰

岩2574．7万吨，白云岩143．7万吨。被誉为“黄、白、黑’’三宝的甘草、二毛皮、发菜

驰名全国。甘草主要生长于本县罗山两侧的新庄集、韦州及下马关、豫旺地区。民

国时期由私商收购，运往天津出口，建国后由供销社收购．政府常组织群众以挖甘

草开展生产自救。1953年发生特大旱灾，供销社收购甘草65万公斤，帮助群众度

过了难关。1990年底支援国家甘草累计1246．1万公斤。同心县是宁夏出产二毛皮

的主要产区，县内尤以罗山坡的质量最佳，这里的毛皮皮板厚，毛束轻柔华美，俗

称。九道弯"。民国时期，全县有10多家皮毛货栈，他们向天津、上海、河南等地运

销毛皮，手工业作坊较为普遍。建国后，建立黑白皮加工厂，出产的二毛皮褥、皮干

衣深受海内外欢迎。皮毛加工现已成为本县一大支柱产业。同心发菜享有盛誉，下

流水、喊叫水、韦州、下马关的发菜最为著称。其丝细长，光泽鲜亮，倍受青睐。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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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就有人常驻上海、天津经销发菜。建国后，发菜需求量急剧增长，60年代广

东、福建等地一些部门直接到同心收购。80年代发菜经营更为活跃，仅县城加工发

菜者就有300余家，参与经营者多达3000余人，平均日上市量1000公斤左右，年

流量达20万公斤，成为全国较大的发菜集散地。

同心县牛、羊肉味道鲜美。特别是羊肉，肥嫩不腻，无腥膻味，1959年被国家列

为二类商品，由商业部统一经营，1985年后，市场开放，肉食自由买卖。1990年销

售牛2500头，羊2．5万只。清真食品富有民族特色，深受穆斯林群众的欢迎。

同心发展旅游业有很好的条件。罗山傲然独立，苍翠如染，秀丽如画，被誉为

。早海明珠一，明长吏刘牧游罗山写诗赞叹：。蠡(罗)山雨洗高嵯峨，群峰叠翠攒青

蠡。我来信马上山去，马上观看频吟哦。平生爱此佳山水，爱山不得住山里，到家移

入画轴中，挂向茅屋对书儿。”明庆王朱旃赞日：。韦州之西多峻岭，边方亦有仙佛

境。’’除此，还有奇特秀美的暖泉、规模宏大的明王陵墓、雄伟壮观的古长城、康济

寺塔等历史名胜；有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领导人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同心清真大寺、

王家团庄北堡子、豫旺城、下马关、红城水娘娘庙等革命遗迹。这些已经成为人们

仰慕和游览的胜地。

同心县地处西北边陲，重山峻岭，形势险要，境内豫旺城、下马关、韦州、同心

城四大古镇是灵州、盐州通往陕西关中一带的咽喉，历代为兵家争夺之地。红军长

征及解放战争时期这里都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同心县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大家庭。早在先秦时，有戎狄诸

部落活动，秦汉之际有匈奴、鲜卑部族，唐代的吐蕃、吐谷浑、突厥族，宋时的党项，

元代的蒙古族、明代回族也先后定居豫旺城、韦州、同心城等地，清代时满族等少

数民族也长时期在境内居住，从事农牧业生产。由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和互相

影响，创造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文化。

同心县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同治年间，豫旺城把总马兆元

带领当地回民起义，同心城、王家团庄等地回民群众也风起云涌，热烈响应，拉开

了西北回族起义的序幕。1936年，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红军到达本县，广大回汉人

民积极参军参战，坚决拥护党的民族政策、抗El主张。赠“欢迎粮"，捐。抗日款’’，成

立“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一、“抗日救国会一、。停战抗日促进会"等群众组织，

建立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和全国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

治政府，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支援了全国革命斗争，在同

心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49年9月，三边地委在定边召开会议，任命委派了韩孝忠等一批同心县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师击溃同

心守敌马鸿逵骑兵20团，全歼一个连，解放了同心城，军队干部张明、曾孜、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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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等组成临时政府，接管了国民党同心县政权。10月22日韩效忠等人到同心城接

替临时县政府，自此，同心县人民真正翻身作主．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建国后40多年来，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曲折的历程。1957年反右斗争扩

大化，1958年大跃进时“浮夸风弦、。共产风"、大炼钢铁运动，1960年。反坏人坏事"

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弦，致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到打击迫害，挫伤了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受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

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敞开县门，大胆改革，

实行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工人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开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新

局面。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313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比1949年增长

15．4倍，平均年递增7．1％．人均工农业总产值267．15元。国民收入5706万元，比

1949年增长24倍，人均国民收入208．5万元。县财政收入348万元，比1953年的

3．5万元增长98．4倍。

本县历史上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建国后实行。农牧并举"的方针，70年代后，由

于人口大量增加及扬黄灌区的开发，种植业比重加大，粮食生产成为农业生产的

主体。1 9 9 o年农业总产值4 9 9 0．2万元，比l 9 4 9年增长1 0．3倍，平均年递增

6．1％，粮食作物有11个种类，95个品种。主要品种为小麦、豌豆、扁豆、谷子、糜

子、玉米、养麦、莜麦、薯类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芸芥、麻子、油菜籽、向日葵5种。

随着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及科学种田技术的推

广，夏作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逐年扩大。小麦、豌豆、扁豆的播种面积由50年代

的2 0．2万亩发展到8 o年代的4 8．9万亩．油料由3．77万亩发展到8 o年代的

16．98万亩。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110．1万亩．总产量为71091万公斤；油料播种

面积21．7万亩，总产量为5597万公斤。本县畜牧业主要以养羊为主，其它牲畜有

牛、驴、马、骡子、骆驼、猪等。全县可利用草原折皱面积601．33万亩，有5个草原

类型，19个草场组，56个草场型。建国初期畜牧业发展良好，60年代片面强调“以

粮为纲"大面积开荒种地，草原面积减少，畜牧业生产受到损失。70年代后，县委实

行“以牧促农"的方针，增加基本建设投资，退耕还牧，加强草原建设，牧业发展较

快。1984年县委又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振兴同心经济的突破口，将喊叫水、下流水、

纪家、新庄集、韦州、下马关等地区定为滩羊商品生产基地，畜牧业生产成为农村

经济的支柱。1990年全县羊只存栏数达45．5万只，比1949年增长2．3倍；大家畜

存栏数5．76万头，比1949年增长3．4倍；肉类总产量328．5万公斤，牧业总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38．26％。

本县林业主要有罗山天然次生林18万亩．为自治区三大自然保护区之一。林

地植被为针叶林、针阔混交林、灌木丛及人工林四个类型。木本植物有126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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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科58属。人工造林，主要以营造农田防护林和水土保持林为主。自1952年

至1990年累计造林103．21万亩，成林面积37．06万亩，零星植树2699．64万株，

存活597．3万株，累计育苗3．7万亩，木材总积蓄量30．62万立方米。70年代以来

随着扬黄灌区的开发，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果林得以长足发展，80年代末栽培农户

达10200户，栽培面积1．48万亩，果品总产量26万公斤，大多销往南方各地。

1978年后，乡镇企业兴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90年全县有乡

镇企业5481个。其中乡办56个，村办3个，农户联办27个，个体5395个，从业人

员9393人，总收入4231万元。比1978年增长22．7倍。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

农机总动力9．3千瓦，比1958年增长296倍。其中大型拖拉机242台，小型拖拉机

5299台，农用汽车157辆。水利建设有很火发展。截止1990年．国家累计投资

11917．86万元，先后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座，总库容为1．0336亿立方米，控制

水土流失面积41．82％。建立人畜引水工程23处，管道长339．29公里。扬黄灌溉

面积14．4万亩，水利事业的发展·为繁荣农村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本县工业，历史上只有一些小煤窑、皮毛手工作坊、油料加工作坊及小炉匠

铺。1949年工业总产值6万元。1958年始有地方国营工业，当年全民所有制企业

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个，工业总产值192万元。70年代后煤炭工业、皮毛工业、

食品工业发展较快。1990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0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55

个，工业总产值32 86万元，其中全民工业企业产值1 2 9 4万元，全部工业工人

2669人。 ．

本县是回族聚居地区，历史上就有经商的优良传统。清末有工商户150余家，

民国时期，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客商在本地成立行会，修建货栈，长期坐地

经营，四大古镇有商号70余家。当时运输主要靠骆驼、。叮当"的驼铃声把同心与

全国各地的商业经营者串联了起来。建国后商业体制迭经变化，50年代主要是国

营和供销商业，市场经济呈现萧条。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社会生活、精神风

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普遍有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打破了。30亩地一对牛，老婆娃

娃热炕头"的单一封闭式农业观念，一大批农民一反常规，走向市场，使本县的商

业空前兴旺。尤其是1988年自治区批准在同心建立流通试验区后．取得了可喜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1990年本县从事流通和工副业生产的农民达2．8万人，占

农村劳力的30％，流通税收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1．2％。80年代末，全县有全民、集

体、个体商业和饮食服务企业网点1758个，从业人员3324’人，平均每个从业人员

服务人口161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573万元，比1952年增长26倍，年平均递增

9．1％，比1978年增长3倍，年平均递增12．6％。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除少数贫困地区尚

待脱贫外，大多数农民已解决温饱，少数农户达到小康水平。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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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427．26元，人均消费342．27元，人均住房面积12．98平方米，储蓄年末余额

1155．8万元，人均46．45元。农民平均每百户有自行车116．7辆．摩托车3．3辆，

彩色电视机3．84台，缝纫机68．3台。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生活也逐年得到改

善。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1982年为888元．1990年达到1949元。城镇居民

储蓄年末余额1953年为2．1万元，1979年为28．8万元，1990年达到1671．4万

元，人均698．48元。社会福利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198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福利

事业费总额56．2万元，1990年增加到269．1万元，入均332元。

本县昔日山道崎岖，交通闭塞。主要靠骆驼、毛驴运输，1958年通车75公里，

始有汽车运输。现在越境的公路有国道1条，省道两条，通往各乡镇的县道主干线

3条，全长285．7公里。全县有各类机动车辆6783辆，其中汽车605辆。1990年汽。

车货运量32．6万吨，客运量36．9万人次。省道银平公路穿越南北．每天过往客车

80班次，客运量700余人次。邮电事业发展很快。现有邮电局、所6个，各乡镇全部

通电话，长途电路11条，市话500门，并且联入全国自动电话交换网。1990年邮电

业务总量达44．22万元。1986年本县邮电局曾被邮电部评为“全国邮电企业先进

单位”。
’

同心县兴办教育有较长的历史。明弘治年间有社学两所。清光绪十九年

(1893)，“蠡山书院"设立，宣统二年有高等小学两所，初等小学堂8所。民国8年

兴办初级小学13所，清真高级小学3所，此为最早的回民学校。民国28年(1939)

韦州设女子回民学校，为本县女子学校之始。民国30年(1941)，全县有中心完小3

所，初级小学15所。后因马鸿逵抓兵，十庄九空，学校大都关闭。建国后，教育事业

发展较快。1952年有完小6所、初小49所，1956年创办同心中学。1990年全县有

高中3所，初中18所，各类中等专业学校4所，幼儿园两所，小学534所。在校中小

学生6．1万人，比1949年增长49倍，比1978年增长69．4％。在校学生中回族学

生占68．1％，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2．4％，巩固率为93．7％，升学率为74．5％。教职

工2366人，其中专任教师2096人。为使回族儿童受到良好教育，县委县政府采取

一系列优惠政策发展民族教育。先后创办回民完全中学l所，回民女子中学一所，

回民小学15所，面向全区招生的宁夏同心阿拉伯语学校1所。回族小学生入学率

由1981年的60％提高到1990年的87．9％．回族女学生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81

年的32％提高到1990年的82．4％。

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事业有所发展。全县共有自然科学学会、协会9个，

会员1012人，基层科普会员1227人，具有助理级以上各类科技人员1481人。至

1990年获国家级科技成果Z项，省级6项。

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回族“花儿"是回族人

民喜爱的一种山歌，流传普遍，县内田间垅亩、山岗牧野，婉转悠扬，娓娓动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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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花儿’’到处可闻。民间小调也是当地流传广泛的一种小曲，音韵优美，民间妇

女尤为喜欢传唱。秦腔、眉户流传本地较早，为汉族群众所喜爱。全县现有文化馆

(站)17所，影剧院1所，图书馆1所，业余歌舞团1个。乡村电影院(队)22个，县广

播电台1座，乡镇放大站15个．电视转播台1个，卫星地面接收站1个，除少数偏

僻山村外，全县大部分地方都能看上电视。

县内多文物古迹．已发现有新石器遗址4处，汉代遗址2处，匈奴墓葬27处，

古城址10处。明长城依然宏伟可见，康济寺塔、同心清真大寺雄峻壮观，成为游览

胜景。红军在本地留下大量革命遗迹，已成为向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

卫生、体育事业成绩显著。建国前全县有私人中药铺11家，建国后，医疗队伍

逐渐壮大，医疗设施不断更新，乡有卫生院，村有医疗点，三级医疗卫生网日趋健

全，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口出生率由1952年

的63．4‰，下降到1990年的2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2年的48．95‰，下降到

1990年的21．65‰。多胎率由1982年的36．6％，下降到1990年的II．4％。现有

卫生机构29个，病床246张。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604人。全县229个行政村

有乡村医疗点228个，乡医236人，接生员208人。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活动保持

活跃。同心中学历年为大专院校及区体委输送体育人才40多名。1986年羊路乡被

宁夏回族自治区评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由于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人民体质不断

增强。人口死亡率由1950年的12．74‰下降到1990年的4．2％o。80岁以上高龄老

人由1952年的245人，上升到1990年的1244人。平均寿命明显提高。

鉴往知来。初建平远县时，居民不足千户，过着“补缀毡衣重，棱栖土穴斜”的

贫困生活，民国年间，偏僻山村“人畜同室，野兽为邻”的情景屡见不鲜。建国后40

多年来，尽管因干旱等诸多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制约，

科技人才缺乏，经济不甚发达，全县仍有约8％的农民尚未脱贫，1986年----1990年

财政收入年均仅292．7万元，大量开支仍然靠国家补贴。然而，同心县有着勤劳勇

敢的各族人民，有着优厚的土地资源，有着丰富的煤炭、石膏、白云岩等地下宝藏，

有着扬黄灌溉的有利条件，有着享誉海内外的。黄、白、黑’’三宝，发展潜力很大，充

分利用这些优势，可以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l可以大办以煤、炭为主的石膏开采、

白云岩冶炼等地方工业，可以利用甘草、皮毛、发菜。三宝"加速出口创汇。中宝铁

路通车以后，南接陇海线，北连兰新铁路干线，交通十分便利，发展商业极为有利。

所有这些都将会使同心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腾飞。

只要正确认识县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同心同德建设同心，同心的发展前

景将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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