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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陈育宁

河之间，人文荟萃，形胜兼美。贺兰

璨；黄河之东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

存，青史彪炳。秦汉以降，各族先民于黄河西岸开渠引水，浇灌良田千

顷，哺育银川平原，川辉原润，谷稼殷积，继以北周遂有“塞北江南"之美

誉。逮夫宋元，西夏建都于此，名重海内。其间数千年，各族人民前赴后

继，比肩开拓，创造文化，推进统一。是邦也，虽居塞外，却独擅黄河沃土

之膏腴，尽揽华夏文物之奇美。物华天宝，见诸志乘，地灵人杰，彰乎

简端。

今政治鼎新，文治灿然，盛世修志乃国之传统。银川市遂成立《银J vl

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专司志书编修。考经史，参旧志，稽检档案，采

询故老，历三届政府，尽十年功力，斐然成就百又八十万字之《银Jll市

志》，此银川文化之厚幸矣。

予览斯志，古今事有关银Jvl者，举凡地理形胜、历史沿革、自然风

貌、资源物产，及之农工商贸、文教科卫、交通邮电，莫不比事属类，博征

慎取，人文兼备，井然有章。银川上下千古之迹，赫赫然于心目之问矣。

当今世纪之交，通讯便捷，交通大畅，信息交流，尤以为重。志书乃

． j⋯7乙



一九九八年六月



序 二

银川市市长韩有为

纂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银川市历史悠久，早在五

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两千多年前，这里

开始出现管理屯田殖谷，移民实边的城池。宋元时代，银川市作为西夏

都城名重海内。明清时期又以“九边重镇’’和“西陲都会"闻名遐迩。在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银川市为宁夏的垦殖开发、发展繁荣作出过巨大贡

献，但却未能修成一部志书传世。八十年代初，中央倡导各地编修新方

志。一九八四年，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

版了《银川市情》；从一九八八年开始，组织专人纂修《银川市志》。十年

来，市志编纂人员通力协作，勤勉笔耕，四易其稿，终于成就了银川第一

部市志，这是银川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

银川市地处宁夏平原中部，是中国河套地区最早开发的一片绿洲。

从汉代开始创辟引黄工程，“因渠以溉’’而独擅黄河之利，使这块西陲边

茺之地成为有桑林果园之养、水木万家之盛的塞上江南。．建国以来，银

川市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业俱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治光华之盛，为历代所不及。

《银川市志》成于盛世，其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丰富的内容，翔实



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银川的历史和现状。是志体例完备，结构谨严，历

史脉络清晰，百业横陈详备，纵则追流溯源，横则排比成章，包容了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乃至民俗、方言、人物等各个方
●

面，是银川第一部惠及子孙、经世致用的百科全书，对银川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和内外交流将起到征往鉴来的重要作用。

《银川市志》的编纂历经十个春秋，工作人员勤勉奉职，广征博采，

精研爬梳，切磋琢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银川市的方志事业作出了

贡献。自治区方志编审委员会对《银川市志》的编修出版给予了大力支

lI市志》即将付梓问世，我

的领导干部，喜悦之情自

一九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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