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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西和县志》，历经十

个春秋的艰辛编纂，终成卷帙，出版问世．这是一

件可喜可贺的事。

西和历史悠久。长道镇宁家庄新石器早期遗

址与奏安大地湾遗址属同一类型，是距今7000年

前先民们开发汉水流域的有力见证，人文始祖“伏

羲生于仇夷(即仇池)，长于成纪”。西和也是秦人

的发祥地，有着极为丰厚的秦文化遗存。县境诸葛

亮六伐中原、三出祁山伐魏的古战场久负盛名，多

处留有蜀魏交战的遗迹；以险峻丰绕著称的仇池

山，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少数民族氐族仇池政权300多年立国称雄的根据地，

也是伟大诗人杜甫壮游、苏东坡豪吟之地。宋代抗金名将吴阶、吴磷在这里

长期与金人鏖战，为牢固捍卫南宋西北边疆的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西和

知州陈寅为保卫州城，视死如归，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千

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西和儿女。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是红军长征播撒革

命火种和陇南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西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历史性进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省委书记阎海旺同志联县帮扶，历经十年。历届县委、政府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扶贫开发、“长防

长治”、小区开发等历史机遇，带领全县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实施扶贫

攻坚计划，狠抓以铅、锌、锑等矿产资源为主的支柱产业开发，大力开展以

农田水利、植被保护、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科教文卫体育事业发

展，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使全县政；台、社会稳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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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蓬勃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上长期贫困的西和人初

步摆脱贫困，正在以坚实的步伐向小康奋进。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西和历史上也曾多次修志，积累和

保存了很多值得参考的珍贵资料。对于新编《西和县志》，历届县委、政府高

度重视。在许多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协作，省、地修志部门领导、专家及兄

弟县、市同仁鼎力支持下，经编纂人员历经+多年艰苦努力，终于付梓面世。

这部新县志是继承和发扬了前人修志传统，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

新体例编纂的，资料翔实，史实准确，结构严谨，文图并茂。全志纵贯古今，

横纳百科，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

特色，对研究县情，探求规律，指导现实，启迪后人，大有裨益。我深信，这

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西和，关心西和，进一步激发全县

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把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谨向为《西和县志》编修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 、卯

多(改
l

1996年10月1日



编审

对于

未来

现实

蕈丰

金、

商；

彩的西和文明。追溯远古，伏羲降生，两度立国，

数次建州；诸葛北伐中原，吴氏屯兵抗金．杜甫行吟抒怀，人文荟萃，名士

辈出。阅览现代，红军长征路过县境，播下革命火种；1949年草关激战，仇

池劝降，全县解放，进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新时代。经45年，特别是改

革开放1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自然资源得到全面开发．一、二、三产业

协调发展，全县经济由低而不稳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现代文明日新月异，历史与现实都呼唤自己的地方志。

新编《西和县志》本着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广征博采，反复推

敲，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县桑梓变迁，基本达到史实准确，资料翔实，体例得

当，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要求。为完成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宏篇巨著，各

方各界鼎力相助，各行各业提供资料，编纂人员尽心竭力，辛勤耕耘，付出

了艰辛劳动。领导和专家学者，亦不辞劳苦，切磋琢磨，补缺纠误，使志书

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为此，特对所有为《西和县志》编纂出版付出心血和

汗水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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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资治盛世。值此繁荣昌盛之时代，愿全县人民以史为鉴，研

究西和，认识西和，建设西和，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朝着跨

世纪的宏伟目标，众志成城，拼搏奋进，再创辉煌，谱写西和历史新篇章。

’鸟素哆
1996年10月1 E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

．

二、本志记事起于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5年底。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概述总摄全书，

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问用纪事本末体；专志在介绍

本县自然特点的前题下，以先经济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

四、本志结构，分编、章、节三层组成(有些节下设目，并有

细目)。全书共8编，60章，238节。 ．

五、体例以志为主，述、叙、传、图：表、录穿插运用·

六、纪年、地名、职官、1称谓沿用历史习惯。历史纪年(夹注

公元纪年)，农历时间均用汉字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

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J．．

七、《人物志》依志书惯例，生不立传。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卓有成就的英雄模范人物、齿德兼隆的知名人士作了选介和名录。

入传人物以生年为序·

八、本志材料采自有关省j地、县档案、正史、旧志等历史文

献。调查采访知情者的口碑材料，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九、本志用国家统一的标准规范字，某些特殊事物、人名、地

名用繁体字．o
。‘

十、本志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计量单位缘用旧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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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为现代计量单位，加以注释·政区，机关：地名均用当时名称；
历史地名加注现行标准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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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管理机构⋯⋯⋯⋯“⋯⋯⋯⋯⋯⋯⋯⋯⋯⋯⋯⋯⋯⋯⋯⋯·

第五节作物布局⋯⋯⋯⋯⋯⋯⋯⋯⋯⋯⋯⋯⋯⋯⋯⋯⋯⋯⋯⋯⋯

第六节耕地演变⋯⋯⋯⋯⋯⋯⋯⋯⋯⋯”⋯⋯⋯⋯⋯⋯⋯⋯⋯⋯·

第七节农业科技⋯⋯⋯⋯⋯⋯⋯⋯⋯⋯⋯⋯⋯⋯⋯⋯⋯⋯⋯⋯⋯

第八节粮食产量⋯⋯⋯⋯⋯⋯⋯⋯⋯⋯⋯⋯⋯⋯⋯⋯⋯⋯⋯⋯⋯

第二章林 业⋯⋯⋯⋯⋯⋯⋯⋯⋯⋯060 000 000 000⋯⋯⋯⋯⋯⋯⋯⋯

第一节森林概况⋯000 000⋯⋯⋯⋯⋯⋯⋯⋯⋯⋯⋯o⋯⋯⋯⋯⋯⋯

第二节．森林管护⋯⋯⋯⋯⋯⋯⋯⋯⋯⋯⋯⋯⋯⋯⋯⋯⋯⋯⋯⋯⋯

第三节造林采伐··：⋯⋯⋯⋯⋯⋯⋯⋯⋯⋯⋯⋯⋯⋯⋯⋯⋯⋯⋯⋯

第四节林业科技⋯⋯⋯⋯⋯⋯⋯⋯⋯⋯⋯⋯⋯⋯⋯⋯⋯⋯⋯⋯⋯

第五节购销经营⋯⋯⋯⋯⋯⋯⋯⋯⋯⋯⋯⋯⋯⋯⋯⋯⋯⋯⋯⋯⋯

第六节 。长防林川工程建设⋯⋯⋯⋯⋯⋯⋯⋯⋯⋯⋯⋯⋯⋯⋯⋯

第三章水 利⋯⋯⋯⋯⋯⋯⋯⋯⋯⋯⋯?⋯⋯⋯⋯⋯⋯⋯⋯⋯⋯”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灌溉工程⋯⋯⋯⋯⋯⋯⋯⋯⋯⋯⋯⋯⋯⋯⋯⋯⋯⋯⋯⋯⋯

第三节河道治理⋯⋯⋯⋯⋯⋯⋯⋯⋯⋯⋯⋯⋯⋯⋯⋯⋯⋯⋯⋯⋯

第四节．人畜饮水工程⋯⋯⋯⋯⋯⋯⋯⋯⋯⋯⋯⋯⋯⋯⋯⋯⋯⋯⋯

第五节水土保持⋯?⋯⋯⋯⋯⋯⋯⋯⋯⋯⋯⋯⋯⋯⋯⋯⋯⋯⋯⋯”

第四章养． 殖⋯⋯⋯⋯⋯⋯⋯⋯⋯⋯⋯⋯⋯⋯⋯⋯⋯，⋯⋯⋯⋯⋯

：第一节畜牧业⋯⋯⋯⋯⋯⋯⋯””⋯⋯⋯⋯⋯⋯⋯⋯⋯⋯⋯⋯⋯”

第二节畜禽疾病防治⋯⋯⋯⋯⋯⋯⋯⋯⋯⋯⋯⋯⋯⋯⋯⋯⋯⋯⋯

第三节渔业⋯一⋯⋯⋯⋯⋯⋯⋯⋯⋯⋯⋯⋯⋯⋯⋯⋯⋯⋯⋯⋯⋯

第五章土特产⋯⋯⋯⋯⋯⋯⋯⋯⋯⋯⋯⋯⋯⋯⋯⋯⋯⋯⋯⋯“⋯·

第一节农副产品⋯⋯⋯⋯⋯⋯⋯⋯⋯⋯⋯⋯⋯⋯⋯⋯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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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0 08 0 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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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概况⋯⋯⋯⋯⋯⋯⋯⋯⋯⋯⋯⋯⋯⋯⋯⋯⋯⋯⋯⋯⋯(340)

有工业⋯⋯⋯⋯⋯⋯⋯⋯⋯⋯⋯⋯⋯⋯⋯⋯⋯⋯⋯⋯⋯’(343)

轻集体工业⋯⋯：⋯⋯⋯⋯⋯⋯⋯⋯⋯⋯⋯⋯⋯⋯⋯⋯”(346)

体工业⋯⋯⋯⋯⋯⋯⋯⋯⋯⋯⋯⋯⋯⋯⋯⋯⋯⋯⋯⋯⋯(348)

企业⋯⋯⋯⋯⋯⋯⋯⋯⋯一⋯⋯⋯·⋯⋯⋯⋯·⋯⋯·⋯····(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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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企业⋯⋯⋯⋯⋯⋯⋯⋯⋯⋯⋯⋯⋯⋯⋯⋯⋯⋯⋯⋯⋯(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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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356)

贫概况⋯⋯⋯⋯⋯⋯⋯⋯⋯⋯⋯⋯⋯⋯⋯⋯．．．⋯⋯⋯⋯(356)

构“⋯⋯⋯⋯⋯⋯⋯⋯⋯一”“⋯⋯”⋯．．⋯”⋯“⋯一⋯⋯(356)

贫开发。五部曲"⋯⋯⋯⋯⋯⋯⋯⋯⋯⋯⋯⋯⋯⋯⋯⋯(357)

贫资金⋯⋯⋯⋯⋯000 000⋯⋯⋯⋯⋯⋯⋯⋯⋯⋯⋯⋯⋯⋯(361)

一二七”扶贫攻坚计划⋯⋯⋯⋯⋯⋯⋯⋯⋯⋯⋯⋯⋯⋯(361)

力⋯⋯”⋯⋯⋯·⋯⋯⋯”一⋯⋯⋯⋯⋯⋯⋯⋯⋯⋯⋯“(362)

展概况⋯⋯⋯⋯⋯⋯⋯⋯⋯⋯⋯⋯⋯⋯⋯⋯⋯⋯⋯⋯⋯(362)

变电工程⋯⋯⋯⋯⋯。⋯⋯⋯⋯⋯⋯⋯⋯⋯⋯⋯⋯⋯⋯⋯(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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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一⋯⋯一⋯⋯⋯”⋯⋯一·”⋯⋯·一·⋯⋯·一⋯“·(368)

运输⋯⋯”⋯⋯⋯⋯“”⋯”⋯⋯··”⋯⋯⋯·一⋯⋯”·⋯⋯(369)

道栈道古桥⋯⋯⋯⋯⋯⋯⋯⋯⋯⋯⋯⋯⋯⋯⋯⋯⋯(369)

路一⋯⋯⋯⋯⋯⋯⋯⋯⋯⋯一⋯⋯⋯⋯⋯⋯⋯“⋯⋯⋯⋯(371)

输一⋯⋯⋯⋯⋯⋯一⋯⋯⋯?⋯⋯⋯“⋯⋯⋯⋯⋯⋯⋯⋯”+(382)

电通信⋯⋯⋯．．．⋯⋯⋯⋯⋯⋯⋯⋯⋯⋯⋯⋯⋯⋯⋯⋯⋯(384)

况”⋯⋯⋯⋯⋯⋯·一一⋯”·”⋯⋯一⋯⋯⋯·⋯⋯⋯一⋯”··(384)

政⋯⋯⋯”一⋯⋯⋯⋯“⋯””⋯⋯“⋯⋯⋯”⋯”⋯”⋯⋯(386)

信⋯⋯⋯””⋯⋯⋯⋯⋯一”⋯⋯⋯·⋯⋯”?“·”⋯⋯⋯⋯·(387)1雷⋯⋯⋯””⋯⋯⋯⋯⋯“”⋯⋯⋯·⋯⋯”?“一““⋯⋯⋯·

业⋯⋯⋯⋯⋯“⋯⋯⋯⋯⋯⋯·⋯·”?⋯⋯”⋯···⋯”·(389)

济成份⋯⋯⋯⋯⋯⋯⋯⋯⋯⋯000 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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