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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境域

明花区地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北部，河西走廊中部，巴丹吉林沙漠西

部边缘，是自治县的一块“飞地”，位于东径99。07’，北纬390 38 7，

东、北与高台县盐池、罗城、黑泉、骆驼城、新坝、红崖子等乡(镇)毗

邻，西、南与酒泉市肃州区屯升、清水、上坝、临水、黄泥堡裕固族乡等

乡(镇)接壤，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36公里，总面积1704．8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1 381米左右，属内陆沙漠型气候。境内地势平坦，沙漠区占

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年均气温7．5℃，全年无霜期173天。有东西两个内陆湖

和大小不等的数片湖滩。草原总面积12．4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

8．73万公顷，境内草原植被属沙漠草场和荒漠草场。

第二节自然环境及主要资源

明花区境内日照充足，热力资源丰富，但降水稀少，蒸发量极大，气

候干燥。区内太阳辐射强，日照时数长，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平均太阳
‘

总辐射量149．94千卡／cm：年，年日照时数3000～3200d',时，年平均气温

7．5℃，≥0℃活动积温为3666℃。3764．2℃，≥10℃活动积温为32020C

一3318．9℃。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在23．5℃一24℃，极端气温最高达至1140qC

左右，最冷的元月份，平均气温一1 1．3℃，极端最低气温达一30。C左右。年

降水量80～90毫米，年蒸发量则高达2874．1毫米，蒸发量与降水量之比为

33：1。主要自然灾害是干旱和扬沙、沙尘暴天气。境内地势宽阔平坦，土

层较厚，土壤主要为盐土、风沙土和灰棕漠土，土壤肥力较低。草场类型

主要为低湿地草甸类，植被群丛有芨芨、芦苇、白刺、骆驼刺、苦马豆、

红柳、野梧桐树(胡杨)、赖草等，植被覆盖率为30％左右，平均亩产草

量32．9公斤。其次为干荒漠类，植被群丛有白刺、芦苇、碱蓬、沙竹、沙

拐枣、沙蒿、红柳、麻黄、亚麻等，植被覆盖率为20％，平均每亩产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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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公斤。

境内无地表水源，但地下水较为丰富，年天然补给量为1．23亿立方

米，在150米的深度内一般有2。3个含水层，每个含水层厚度为20～40米，

且地下水位较高，由南向北逐步升高，水位一般在5—50米，单个机井出水

量在井深每增5米时，出水量每昼夜增Jji70一200立方，水质较好。

境内天然资源除草原、地下水、太阳能、风力资源外还分布有较丰富

的甘草、锁阳、麻黄等药材资源，野梧桐树分布达22处，3000余亩。野生

动物有黄羊、狐狸、野猪、沙鸡、刺猬等，矿产资源主要为芒硝。

第三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明花区现辖明海、莲花、前滩3个乡，共14个行政村，2004年全区共

有883户283 13．，居住着裕固、汉、藏、蒙古、土、哈萨克等6个民族，其

中裕固族1995人，占全区总人口的74％。人Fl密度为2人／平方公里。境

内驻有县办明海林场、林果基地和许三湾农业开发区。该农业开发区(包

括前滩)从1992年起步，先后开凿用于灌溉的机井共308H1曼，铺设低压管道

106．46公里，架设35千伏农用输电线路4l公里，10千伏农电线路118公里，

开垦土地48897亩，其中有效耕地面积46776亩。有县直机关方田31个，耕

地面积10078亩，招商引资方m31／i,-，耕地面积为12566亩。从县内马蹄等

地迁入移民230户1 160人，通过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已形成约2万亩的种草

基地、5000亩的药材基地和4000亩的育种基地，并建成近万亩的防风固沙

林带和10公里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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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 明花学区设有教育管理委员会，编N2人，成立于1993年

3月，2001年1 1月随区公署搬迁至明海乡许三湾，并于2003年新修办公用

房两间，区教委主要负责全区基础教育工作、学校教职工工资的发放、学

校办公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明花区现有各类学校6所(区学校、明海乡小

学、黄河湾小学、双海子小学、莲花小学，前滩无生源，暂保留)，其

中：九年制学校1所，六年制小学3所，边远教学点1个。全区共有教职

工48人，专任教师43人，专任教师中中级职称19人，初级职称18．L，未定

级6人；专任教师中本科、大专、中专学历的分别为1人、35人和7人。共

有在校学生526人，其中初中生145人，小学生348人，学前班33人，少数民

族学生276人，共有住校生149人。全区共有29个教学班，其中初中4个，

小学23个，学前班2个。全区学校总占地面积819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5432平方米。5所学校中4所学校(除双海子学校外)有图书室，共有藏书

6020册，有3所学校(区学校、明海小学、黄河湾小学)开设计算机课程，

共有电脑36台。

在文化事业方面，作为裕固族歌舞之乡，经常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

动，形成了区有文化中心，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的格局，共有藏书

2万余册，区、乡经常举办农牧民运动会及群众性文艺演出，2003年全区

3个乡都达到市、县两级文化之乡、体育之乡标准。

卫生 明花区卫生院建于1953年，当时只有两间土屋，3名公派医

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医院已颇具规模，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2004年，明花区有4个卫生院(区中心卫生院、明海乡卫生院、莲花乡卫生

院、双海子卫生院)，两个卫生室(前滩乡卫生室、黄河湾村卫生室)，

共有医务人员16名(含2名村医)。

计划生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和物质生活、文

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裕固族的婚姻状况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实行一夫一妻

的结婚登记，并与其他民族通婚，改变了买卖婚姻、童养媳、小女婿等陋

习，废止了立帐房杆子、戴头面婚，寡妇改嫁不能出户等落后的婚姻习

俗，青年男女开始自由恋爱，真正实现了婚姻自由、幸福，在婚姻登记机

关登记后，便可结婚建立家庭。

1973年，根据国家和甘肃省有关文件精神，各级党政组织把计划生育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开始全面宣传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但主要在汉族群众

中问进行，对裕固族群众只是做一般性的宣传，并不做具体要求。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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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花区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配备了一名专职干部，计划生育工

作被列入全区的一项日常性工作。

从1982年以后，由于全县稳定地推行了“一、二、三”的生育政策

(即汉族干部职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裕固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干部职工可生育两个孩子；少数民族的农牧民群众可生育三个孩

子)，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优生及节育技术服务，使全区的计划生育

事业得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

1998年5月，甘肃省人大通过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实施(甘肃省计

划生育条例)的变通规定》，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牧区少数民族生育不得

超过三个子女”的要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

水平的提高，全区绝大多数群众生活逐年好转，特别是多年来对计划生育

的宣传，干部群众的计划生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0年以后，先后为明海、前滩、莲花三乡分别配备了计划生育专职

干部。1998年3月成立了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与计划生育工作站合署

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配备有2名技术服务人员。年底通过计划生

育“三为主”达标验收，使全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步人科学化、规范化

发展的轨道。2000年投资15-8万元，按照“三位一体、八室一校”模式要

求，修建高标准、规范化服务所房屋一幢，配备电脑、电视机、VCD、乳

腺诊断仪、妇科治疗仪、电动吸引器、手术床、B超、显微镜等设备，开展

孕、环检；妇科病检查；放取环；引流产；生殖保健咨询等服务。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达标验收，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

观念，上门进行优质服务。截至2004年底，全区总人口2942人，计划生育

率100％，人口自然增长率6．8％o，出生率11．8％。，死亡率5．1％D。被县政府挂

牌命名的“六好合格村”14个，达标率100％；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村”

12个，达标率85．7％； “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村8个，达标率57．1％。

明花区计划生育工作站历任站长：牛永宏、许万龙。

公安20世纪50年代，由县公安局指派公安特派员协助地方党委、政

府开展公安工作，先后由钟自智、钟进录、贺西元担任明花公安特派员。

明花派出所始建于1961年3月，是全县最早成立的公安派出所之一。

派出所于2001年1 1月由莲花乡政府驻地搬迁至明海乡新址，现软硬件

设施齐全，共有办公及其它用房9间。派出所下设2个警务室，其中莲花

乡和前滩乡为一个中心警务室，明海乡设一个警务室。全区有治安巡逻队



概 况

1个12人，义务巡逻队3个23人，联户联防组织72个2625人，与全区4个

治保会，14个治保小组，14个调委会形成了集“打、防、控”为一体的治

安防范体系。

派出所现有民警3名，于1999年底被地区行署公安处授予“达标满意

派出所”称号，2002年被省厅评为公安四级派出所，2003年被省厅评为公

安三级派出所。在全所民警的共同努力下，辖区内政治稳定、治安安定、

经济稳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先后由柯在荣、贺西元、兰自忠、安立

国、钟进年、申建军、董建国、钟自宏担任明花派出所所长。

畜牧兽医及农技明花畜牧兽医站成立于1958年，先后担任站长的

是：贺永成、郭怀礼、黄大文、杨建福、张志学、陈煜、顾自福、章建

荣、苏精、马祥福。

2003年根据县委办发[2003]83号关于印发《县委常务会议纪要》的

通知精神，原明花农业开发区农技站、棉花公司与明花区畜牧站合并成立

为明花区农牧业技术推广站，为事业编制。前滩乡畜牧站、明海乡畜牧

站、莲花乡畜牧站统一归属于明花区农牧业技术推广站管理。四站现有工

作人员11．L，专业技术人员8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畜兽医技术人员5人，

农业技术人员3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6人。担负着全区大小牲畜

近5万头，3万多亩耕地的农牧业技术服务工作。主要开展牲畜疫病预

防、各种疾病的治疗、畜种改良、农作物良种引进、推广、病虫鼠害综合

防治等农牧业科技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指导培训和服务工作。目前拥有

固定资产16．6万元，办公用房5座460多平方米。

财政明花区财税所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为明花区税务所，所长钟

进录。于1987年成立了明花区财政所。在税制改革后，税务所和财政所合

并为明花区财税所至今，统筹全区财政税收、国税、地税工作，并负责组

织全区的预算收支、经费拨付、工资拨付和财政建设。明花区财税所于

1998年达到张掖地区标准化财税所标准，其原驻地在明花区莲花乡政府，

于2001年底随明花区公署搬迁至明海乡许三湾，现办公条件有了很大的改

善，软硬件设施较为齐全，有征税大厅1个，办公及其它用房7间，全所

有工作人员7名。2003年，全所完成财政税收任务13l万元，占年初确定任

务的133．7％，并连续多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先后由安维保、龚延林担任

副所长。

水务 明花区水管所成立于1983年，先后由索国贵、白景才、曹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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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过所长。现有职工3名，办公用房共计6间，占地面积632．04平方

米。2001年，原明花区水管站与开发区水管站合并，其驻地在明海乡许三

湾，担负着全区水费收缴代办、水利基本设施的管护、水利行政执法及水

土保持工作。

电力 明花区电力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明海乡在上井

村南部一带建立乡办农场，并购买一套东一75柴油发电机组，利用离心式

电动水泵成功解决了数百亩耕地的灌溉和居民照明用电。1974年莲花乡设

立农机站，利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使区机关及附近居民第一次用上照明

电。1976年，由国家投资完成从酒泉下河清乡到明花区公署10千伏农电线

路20公里，从此，揭开了明花区电力事业稳步发展的序幕。明花区电力建

设从无到有围绕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推进，相对于其他兄弟区在时间上提前

了5～10年。全区现有1个变电站，2个供电所，即许三湾变电站、许三湾

供电所、前滩供电所。许三湾变电站站长为杨廷智，许三湾供电所先后由

茹学军、陈军、王克明任所(站)长，前滩供电所所长为哈进爱。

农机明花地区的农牧机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引进推广，从开

始的播种机、剪毛机到柴油机、发电机、拖拉机的普及应用，经历了一个

较长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牧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

展，迅速兴起大搞饲草料基地的热潮，各社队都购置许多农用机械，如大

型拖拉机、柴油发电机组等，各公社还成立了打井队。1977年2月，将明

海、莲花、前滩3个公社打井队合并成立了明花区农机站，先后由白天

寿、安立福任站长。当年，拥有汽车2辆，大型拖拉机1台，涡锥井机组

3个，抽调各公社打井队主要骨干15人组成区打井队，先后在各公社打机

井20多眼。还招聘了部分酒泉、高台、民勤等农村的工匠成立了铁匠铺、

缝纫铺、农机修理车间。新修办公用房、职工宿舍、家属宿舍、车库和修

理车间38间800余,平方米，购置多种机械和修理设施。农机站的成立顺应了

当时大搞牧区基本建设，在发展“五小”工业，方便牧区生产生活，推动

社队经济发展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

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农牧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井队被撤销，从外

地聘请的工匠陆续返回原籍，区农机站也随之撤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明花地区农机事业已有了很大发展，至I]2004年，

全区拥有各种农用机械449台(件)，其中农用车辆332台，60％以上种植

业经营户拥有小四轮拖拉机等农用机械，农业播种收割已基本实现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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