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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序 一． 、

·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纂修方志，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此乃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园林之瑰宝。中宁在汉初即有县级

建制，沿及民国，曾四为县治，五为州治。如此漫长的岁月，却未

能修成一部方志传世，实为憾事。1959年，中宁县委、县人委曾组

织编修县志，然初事草创，因条件所限，不久辍止。1981年，面临

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倡导各地编修新方志。其时，我正在中宁县任

职，深感这是资鉴当世，昭示后人的不朽事业，即按照上级部署，

组织力量，着手纂修。由于编纂人员与各方人士通力协作，勤勉奉

职，寻源访迹，广征博采，细考精研，谋篇布局，切磋琢磨，历十

佘载，数易其稿，终于修成了中宁第一部县志，这是中宁历史文化

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o
‘

中宁县地处宁夏河套平原的南部，历史悠久，沃野平旷。自西

汉初年即辟为引黄灌区，一直擅黄河之便，兼农牧之利，据水陆要

冲，为商旅埠头。上古时期，它处于中原文化圈的外缘，是中原文

化与戎狄文化的交接区域。中古以后，它处于中原王朝与西北各部

族争夺的拉锯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历经发展与衰落的沧桑反复。

明清以来，农商各业虽然在起伏动荡中有所发展，但长时间处于落

后状态。
’

新中国建立后，天翻地覆，枯木逢春，虽经风雨曲折，终呈百

业俱兴，日新月异之势。现在的中宁，南北山林屏蔽，黄河蜿蜒中

流如练，园田建设百里似锦，沟渠整治纵横如网，稻谷瓜果遍地飘

香，铁路、公路贯通县境，盛产枸杞、甘草、二毛皮、发菜、煤炭、．

石膏，闻名中外，不愧是塞上江南富庶之一隅。不明古无以知今，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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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知今无以鉴远。追溯历史，总结今日，都是为了深刻认识它的内涵， }

掌握发展规律，用以证往鉴来，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并留下一份文 ；
化遗产给后人，实现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承担完成了这项光荣的历史文化伟业，这是值得全县 1

人民庆贺的。 ：

《中宁县志》，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

中宁的历史与现状。且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国民经济各部类为

重点，兼及各行各业，体例完备，结构谨严，语言质朴，图文并茂，

体现了新方志的特点，是一部较好的县志。它不仅具有传统志书“存

史、资政、教育"的作用，而且是融历史与地理为一体，包容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民俗、人物等各方面的百科全书，

对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内外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作

用。
。

要达到优秀方志的标准， 《中宁县志》无疑存在一定的差距。

修志之难，古人屡有慨叹。因历史资料奇缺，考证爬梳殊难，现状

调查工程浩大，难保无遗漏于万一；加之撰修新志的宗旨、原则，

方法、体例等迥别于旧志，一无依傍，实属不易，存有不足，亦所

难免o“知之有未至，编之有未及”，方志学者对此早有明论，．只

能留待后人补正了o

《中宁县志》的修成，不仅使中宁县有了第一部县志，而且为

今后编修方志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这一点恐怕

比它问世本身的意义更为重要深远。我相信，中宁的方志事业及方

志之学将由此光大发扬，彪炳未来。

盛世逢盛事，在《中宁县志》将正式出版之际，我作为在中宁

工作30年，并曾参与其事的一名干部，内心不胜喜悦。虽识陋文拙，

亦不揣浅陋，欣然为之序。

张 居 正



序 ·二

《中宁县志》是中宁县第·部地方志著述。从西汉元鼎三年(公

元前114年)中宁地区有晌卷县起，迄今2000余年，不知有多少英雄
一 豪杰在这里崛起，有多少沙场将士，电边军民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

这片土地。今天，在我们继承前人的历史业绩，建设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新中宁之际， 《中宁县志》的成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宁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古代“丝绸之路’’商旅货物的集散

转运地，北路可由黄河水运经托克托进入华北，南路可经鸣沙走向

关中。每当“丝绸之路"和河套水运畅通的时候，中宁川区南北总

’是州县连毗，人口激增，经济繁华。中唐时期，中宁河北弹丸之地

竞能与南岸的吐蕃长期对垒，没有“丝绸之路"和河套水运的力量

是支撑不了的。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中断，但中宁仍以优越的地

理条件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地位， “其集市之盛殆与州邑等"。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宁市场又在大地上崛起，从表面上看，

这是历史的重复，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

中宁县引黄灌溉历史悠久，农业发达，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

生产水平都比较高。勤劳智慧的中宁人民，早在明初就大宗生产质

量特优的名贵中药材——宁安枸杞。清初独占全国枸杞市场，并畅
·。

销日本及东南亚等地，被誉为宁夏红宝。解放以来，宁安枸杞提高

，、 了栽培技术，选育和推广了优良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年产量最
： 高达到52万公斤，比解放前增长了十多倍。枸杞综合利用列入了宁
’

夏科研计划，有一批制品已经在市场畅销。我们要继续发挥中宁经

济的这一优势o

《中宁县志》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县情，概括了发展国民经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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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及经验教训，反映了全县的经济面貌，突出记述了中共中宁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所取得的成就。它的

出版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宁，建设中宁，鼓舞和推动中宁县人民更好

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o

中宁县是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县。由于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很少，

过去又长期忽视史志工作，人们对中宁的历史是陌生的。在这次编

纂县志中，对中宁地区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订，对地方的历

史特点作些探讨，同时在县志中安排了一定的篇幅，这是符合干部

和群众心愿的o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全面、系统、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

作。《中宁县志》上溯2000多年，横陈各行各业，在千百万件史料

中进行科学的精选和编纂，缀撮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县情全书，这是

十分艰巨，浩繁的工程，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思想路

线指引下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在任内欣逢盛世修志，能和同

志们一起，把《中宁县志》奉献给全县人民，能为中宁人民在中华

志林中栽上一棵幼苗，确实感到由衷地高兴。

王玉国 李洪智



序 三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彰明盛世是修志的重要任务。其

实质就是反映人民对于盛世的向往与追求，企望借鉴于史志，建设

繁荣昌盛的国家o

《中宁县志》的成书，是中宁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志

书收入的史料多，涉及的行业广，历史脉络清晰，百业横陈详备，

盛衰兴废见于事，得失利弊寓于实。全书洋洋百万言，门类横分，

； 史事纵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间布设，组合成一个科
5 学的、系统的整体，这确实是中宁第一部经世致用的巨著。初稿印

发以来，全县干部、群众已经作了初步的评价。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当前，县委、县人民政府正集中力量领导

全县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

步伐，争取中宁经济再上新台阶。在这种形势下， 《中宁县志》的

出版，有利于我们了解县情，掌握优势，进行科学的决策，推进中

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o

《中宁县志》编纂工作历经13个春秋。工作人员征集大量翔实

宝贵的资料，进行长期不懈的调查研究和编纂工作，对中宁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了贡献。这一届修志的成果，除了县志，还有

21部专志。这批成果有的已经由出版社出版，有的还在继续修改完

善。各级领导应当继续发扬开拓与创造精神，把调查研究与纂写专

著列为自己分内的事情，善于用史志等形式反映主管的事业，全面

完成本届修志任务，并把重视史志工作的风气发扬下去。

在本届修志期间，徐延龄，张劲，田效文等同志和全体修志人

员同心协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自治区编审委员会给予大力的支



持。在此，我们代表中共中宁县委、中宁县人民政府向参加和指导

编纂《中宁县志》的全体同志，向支持和关怀这部新编县志的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樊金明 张全太



凡 例

’

一，本志编纂的总要求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原则、基本体

例与本县实际情况相结合。全志分为卷首、专志和卷末3个部分。

专志共设25卷121篇401节。

二、行文规范按现行编辑、出版业务的要求处理。生僻字和方

言字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拼音。数字书写以1986年12月国家语委等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l沩依据。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

汉字，并在括号里注明公历年代，如明洪武五年(1372)．；民国及

其以后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民国纪元只在《大事记)咖注公元。民国时

期的中共党史纪年用公历。所有纪年后的月、日，用汉字书写的是夏

历(农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是公历(阳历)。在编年体的行文中，

具体月、日查不清的，一般用“是午"、“是月"或春、夏、秋、冬等表示。

上下文时间完全相同的用“当年”、“本年修、‘‘是年”等表示。

三，时间断限。上限始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 14)，即晌卷4XanjOn)

县划归安定郡的年份，但各篇节的上限只能根据能够搜集到的资料

情况适当追溯；下限止于1985年，但大事记、党政领导名录、高级

科技人员名录和照片止于1992年。

四、全志覆盖的地域限于1985年底的中宁县行政区域(包括渠

口、长山头两个国营农场)。在行政区域内的现状和历史，力求不

缺不漏。历史上已经划入邻县的区域只在有关事项中涉及o 4

五、新中国以来的数据，原则上以县统计科编印的《中宁县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为准，个别经核对与此有出入的数据或由部

门提供的数据加注。表的序码以卷为单位编排。

六、引用国家正式出版物的资料注明出处，引用档案资料或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集的县志资料未注明出处。

七、．《中宁县地图》中，县、乡界是根据现行实际管辖的区域
并参．5爝历吏资料绘制的，仅供参考。

八，本志采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的计量单

位，但引文中的计量单位仍遵原文。在行文中，为保持资料的原意，

有的未改变原计量单位。新中国初期的人民币值已改为现行人民币
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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