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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恩

朱 刚

关志忠

丁桂荣 张 龙

茹 坚 吕国盛

张治隆 赵希兰

《平凉市志》总纂编辑部

主编 总 纂

副主编 主任

副主编 副主任

编辑 副主任

编辑人员

马存成

刘清瑞

杨志治

分卷撰稿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廷显

安正月

杨鹏英

仇 非

朱凤英

张连举

刘吉仁

朱效敏

祝世林

校勘修订组

刘正璞

李学纯

韩 玺

仇 非 朱凤英 李学纯 李金莲 海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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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隆珠

敏

烈长兴明

效

李陈史任

朱奇非宾杰仁林

世

旭仕吉世李仇刘李刘祝

莲金李非仁举英纯吉连凤学仇刘张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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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凉，山川锦秀，气候温和，物阜民康。巍巍崆峒高峻，滔滔泾水东流。新中国

建立后，平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人民锐

意改革，开拓进取。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各项事业飞速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平凉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如

不修志记载，愧对前辈，有负后人。当今四海安谧，政通人和，改革春风浩荡，盛世修

志，此其时也。

地方志，是对历史的总结，是人民生活斗争的真实记录，又是天文、地理、自然、

社会无所不包的知识载体。《平凉市志》编纂，由市委领导，政府主修，人大、政协鼎

力相助，全体编纂人员戮力同心，数度寒暑，终于付梓。新编《平凉市志》，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新体例编纂而成。全志以卷

统摄，“大事记”铺前、“辑补"殿后，分二十六卷，图文并茂，门目齐全，资料宏富，体

例完备，语言文字简严赅雅。上溯平凉历史发端，下限原则断至1985年，贯通古今，

立足当代，囊括平凉地理、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风俗诸方

面，记载了自旧石器以来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特别在突出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不

忽略政治工作。“辑补’’卷的设置，既使下限至出书时的“两个文明’’建设成就得以收

载，又解决了重要史料入志问题，是对新志书创新之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

方特色。此志，述前世之兴衰，记当今之得失。是国情、市情教育的好教材；资政决

策的参考书；有助于决策者施展雄才大略；有益于对今人及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一部志书在手，平凉千古历史尽收眼底，实为全市人民必捧之卷。

对认识平凉，治理平凉，振兴平凉，探求规律，指导现实，大有裨益。

《平凉市志》成帙，是全市人民通力协作，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全体修志工作者

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斯举告成，非一人之役，乃群策群力也。编纂初期，地市八十多

个部门，提供资料，撰写长编。编辑工作人员分撰专志，考证资料。嗣后，又经数年

仔细切磋琢磨，纂成志稿。省地市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指导协助，共襄盛

举。成书过程，编修人员胼手胝足，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主编，驾驭全志，精心设计，

乃

童¨“i

t_I■—基覆囊翟■●籼湘墨
一



2 平凉市志

字酌句斟，一支笔删削定稿；编者，无私奉献，尊重史实，一丝不苟；特别是市志编辑

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在人少条件差，史料匮缺，经费困难情况下，奋力拼搏，奔走省

内外，披阅摘抄，广征博采，实地考证，补缺纠谬，辛勤笔耕，审稿者，高度负责，慎审

把关。一代佳志巨著，终告完成。它不仅是平凉目前最完备的历史巨著，也是对三

十六万平凉人民为开拓自己的事业所做的一大贡献。其业之宏，其功之勤，其效之

著，自有志在，不待赘言。这里，我们谨向这部新“市志”的编修人员和关心支持修志

的各级领导、专家、同仁以及广大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全市人民通过这部

新志书，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在建设平凉的大业中创造更大的成绩，载入新的史

册。

黄植培 李保印 张明世

乞

，l

备
二



序 二

序 二

文贵简约，志贵详博。新编《平凉市志》上溯千年前之历史源渊，下迄当今之治

迹。广征博采、融汇古今，实为平凉社会之全史、信史。《平凉市志》编纂出版，是平

凉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向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和支持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致以真诚的感谢!

新编《平凉市志》卷帙浩繁，资料翔实；横陈百业，纵贯古今；博收而约取，详独

而略同；既遵片言居要、纲举目张之旨，又循用事典型、以一总万之法。．厚重的历史

感与强烈的现实感，显示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毫无疑问，这部书

将是全面提供平凉市情的资料库，将是优化决策举措的参考书，将是进行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可以断言，研读不辍，会愈见其鉴往知

来、服务当代之功。时间愈久，会益显其惠及子孙、启迪后世之利。

鉴往才能知来，开拓始能创新。愿平凉人民和有识之士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平

凉，谱写出更美好的平凉新史而奋起拼搏。

张光复 李世奇 黄选平



凡 例

一、《平凉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使其成为观点正确、结构合理、资料翔实、文风端正的社

会主义新市志。

二、市志着重系统记述平凉市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用以“资治、存史、

教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除《辑补卷》外，下限断于1985年12月底，

上溯据史料尽量到事物发端，旨在保持史实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四、为使部分难以归类的珍贵资料和下限与成书年之间的重要史料不致湮灭

和缺失，特设《辑补卷》，此卷之资料下延至1991年12月底。

五、体例均依“事以类从，事近相聚，事同相并，横排竖写’’的办法处理，但由于

事物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卷与卷之间个别章节亦有交叉，处理时尽量求新求异。事

类划分不受机构隶属关系之限，表述体裁以卷为主，记传图表附录并用。

六、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除外)。行文中亦在必要处使用说明、论

说诸文体。语言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全部使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

七、称谓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直录。

八、数据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企事业主管部门统计

数为准，无全数的，举典型数据以志。1950年前的数据，以档案馆存数为准。

九、年号、数字表述均据全国修志统一标准，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同一年号在

同一节首次出现时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依公元纪年。用汉字所标的各种

名称、成语、序列号和不确定数如三三两两、三五成群等用汉字，余皆用阿拉伯数

字。
’

十、人物以近现代为主，坚持生不立传。

十一、本志凡二十六卷，以《大事记》始，以《辑补》终。有序、凡例、概述、后记等。

十二、市志资料，部分来自各系统、基层单位提供的行业资料长编，地、市档案

馆、党史办的案卷资料；部分为志办人员征集、采访、搜求而得；部分资料引自旧史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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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凉市志

志和有关古今书刊中，使用时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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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泾河以其奔腾不息的激流，冲出层峦叠障，在黄土高原陇东腹地，划出一条深

广的辙痕，把平凉市分为南北两部。叶脉状的支流，又将流域两边的黄土层切割成

沟豁残塬。就在这块土地上，平凉人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今天的业绩。

平凉市位于甘肃省东部，地理位置跨东经106。257—107。21’，北纬35。12，-35。45
7

之间。面积1936．18平方公里。境西六盘山屏障高耸，南有太统山雄峙。境内塬川

峰岭，梁峁沟谷，扭结起伏，纵横交错。江山形胜，蔚为大观。

平凉川开阔平展，长70多公里，其北部的什字塬、草峰塬、索罗塬和东南部的

大寨塬，沿川道列布，与泾河川共同构成平凉的粮食生产基地。境内最高点为太统

山，海拔2234米，最低点为花所川河床，海拔1100米。属温带半湿润性气候。年均

气温8．6℃，无霜期165天，年降水量511．2毫米，全年日照2424．8小时，年均风

速2．16秒米。泾河水系分布全境，常年河流8条，地下水贮量丰富。境内有名山3

座，自然保护区1处，原始裂谷群1处。植物品类繁多，森林覆盖率12．2％。林木以

柳、杨、桦、槐、枫、榆、桑、松、柏、栎为主。经济林果有桃、杏、梨、李、苹果、核桃、葡

萄、花椒等数十种。稀有珍贵树种有孔雀柏、索罗树。

已探明的地下矿藏有煤、铁、铝土、铜、水泥灰岩、粘土、耐火粘土、磷、石膏等。

同时探明的市郊南坡地热水，水质优良、贮量丰富。

平凉古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控陇干，东扼八百里秦JII，屏藩中原，连接边

塞。是丝绸之路北去固原赴武威、鸡头古道西上泾源越陇山必经的咽喉之地，为西

去甘凉的第一座关隘重镇。历代帝胄王公，将相鸿儒，或巡边游猎，或征战建功，煌

煌史册中，留下足以让后人振奋的篇章。地灵人杰，平凉儿女在祖国浩荡的历史长

河中，不乏忠贞烈士、奇才硕学。他们和千百万侠骨义胆的华夏英烈，共同组成中华

民族的脊梁。先秦时以畜牧受秦帝封赐褒奖的乌氏倮；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东汉

义烈皇甫规夫妻；以八分书体著称的三国大书法家梁鹄；被列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

的东晋大医学家皇甫谧和他的《针灸甲乙经》；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和他

撰著的第一部《平凉府志》等等，无不在祖国壮丽史册上，展现了平凉人的潇洒风



2 平凉市志

采。

平凉进入人类文明较早，考古发现的405处新、旧石器时代先民村落遗址，以

及安国东沟文化遗址群落，证明早在3000--6000年前，市境内先民的农牧业已具

相当规模。且因多民族文化交流汇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平凉特点。境内先后存在过

的民族有崆峒氏、羌戎、獯猜、俨狁、犬戎、义渠、乌氏等。

周秦汉唐，平凉内近京畿，外接戎境，成为朝廷倚重的锁钥门户。周穆王为固边

地，就曾迁戎于“太原”(今陇东境)。公元前784年，周宣王又亲到平凉境内“料民”。

公元前315年，秦惠王首设乌氏县于市境。其后有朝那、泾阳、阴架、都卢、潘原等县

置先后出现于境内。公元前220年，秦始皇西巡经鸡头道过回中山而还都。公元前

112年，汉武帝出萧关登崆峒，司马迁随驾纪胜。

公元358年(前秦永兴二年)，十六国战乱纷争中，前秦苻坚设平凉郡于境内。

386年，前秦苻登在平凉即皇帝位，建元太初。428年，夏主赫连定亦在平凉称帝，改

元胜光。其后，有称王称帝者如高平王、秦王和公元528年改元神虎的大赵国皇帝

万俟丑奴等，都视平凉为立国之重地。

唐安史之乱，李亨北驰平凉，得战马数万匹，勇士五百，在灵武称帝，其后吐蕃

东侵，唐蕃清水会盟，以平凉境内之弹筝峡为界。787年，唐蕃再次会盟于平凉境内

之会盟坛，吐蕃设伏突袭，唐使浑城只骑逃脱，史称“平凉劫盟”。

809年，节度使张钧请设渭州于平凉城，1131年，改渭州为平凉府。

1391年，朱元璋封其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设国于平凉。1430年，朱元璋之孙，

第二代韩王朱冲域袭爵于平凉，传十一世，相沿213年。

清代，著名战将王辅臣曾应吴三桂之请，据平凉反清。

平凉建县之后，历设过州、府、道、郡、军、太仆寺、苑马寺等重要军政机构。中华

民国初设道，后改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初，大小军阀仍视平凉为

控驭陇东乃至关中的战略要地，张兆钾、陈硅璋等走马灯般在平凉“你方唱罢我登

场”，但平凉的主人却是实实在在立足这块黄土地上的平凉各族人民。他们在饱经

苦难之后，认清了前行的路，终于在1949年7月30·El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春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平凉市为地委、行政公署、军分区驻地。行政区划曾

数度变易，或市县并设，或并县设市，或撤市置县。至1985年，调整划定的市辖单位

有3镇20乡。总人口362519人。回族人口96366人，占总人口的26．58％。总人

口中城镇居民85417人，农村人口277102人，总耕地面积106．41万亩，人均3．92

亩。境内有中央部委、省、地驻平部门112个。

平凉人善良、纯朴，尚义重德，历史上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反抗压迫，追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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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由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平凉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凛然面对屠刀，用热血谱

写出惊天地动鬼神的英雄乐章，是甘肃省地下党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1927年，中

共平凉特别支部就创建于市区。他们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出生入死，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历吏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平凉儿女在抗El前线牺牲的近百人。平凉作为“红

区”和“白区”的相接地带，曾经留下了许多著名人物的足迹。革命领导人邓小平、刘

伯坚、彭德怀、刘志丹、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宋任穷、罗炳辉等都曾转战或途经

平凉，留下革命火种和气壮山河的战斗业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平凉各族人民携手共进，经过三十六年艰苦努力，把一

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平凉初步建成山河焕彩，百业兴旺的陇上名区。

1956年，中共平凉市委、县委和人民政府在提高人民生活的同时，整顿市容，

拓展市区。1958年，市区总体规划制定完成，并着手实施，首先拓宽解放路、船舱

街，新建盘旋路，开辟西郊工业区、文化宫建筑群，整修人民广场等主要公用工程。

其后，逐年都有整治项目，使城区建设日趋规范化和科学化。1980年之后，经多次

考察论证，在原规划基础上，进行较大突破和重新设计，经省政府批准后实施。至

1985年底，市区新建大型市场街区4处，解放路、新民路、西郊三天门大街等已初

具规模，街区巷道普遍敷设预制板块路面或沥青路面，干支道网络配套。主街区下

水道全部畅通。自来水普及率57％。

在主街区建设的同时，小区规划建设亦同步进行。宝塔路文化区，新民路——

虹光西路的食品区，柳湖公园路游览区，三天门工业区，老城内的商业中心区和南

后街北后街生活区已初步形成。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新兴城市正在向开放型、服务

型、网络化发展。层楼栉比，绿树环护的十里长街清新美丽，充满勃勃生机。

平凉历来为综合性商埠城镇。汉唐之际，陆上丝绸之路开通。鸡头道、金佛峡、

弹筝峡、三关口以及崆峒山、太统山等孔道关隘和名山皆在境内，往来客商歇息转

运，不绝于途。其后虽多战乱，却仍是皮毛牛马药材茶叶交易集散地，称旱码头。

1935年西兰公路通车后，这里是西北重要中转站。抗日战争期间，四方难民商贾艺

人纷纷避居平凉，一时城区人口激增至15万，大小商行商号林立，秦腔、京剧、豫

剧、晋剧争奇斗艳，平凉城区经济呈病态繁荣。期间日机曾四度轰炸，死难同胞150

余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忙于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平凉这座旱码

头迅速没落破败。1949年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历史悠久的陇东旱码头开始了

自己的新生。中共平凉地委、行署和驻军司令部等重要党政军机构在城内设置。平

凉市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逐步深入，

城市辐射能力亦逐步扩大增强，一个新兴商埠城市初具规模。1985年社会商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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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9264万元。部分产品如皮货、羊毛衫以及土特产品销往蒙古、阿富汗、巴基斯

坦、伊朗、苏联、波兰、捷克、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美国、英国等国

家和地区。 ·

作为城区辐射网点的23个乡镇，如众星捧月与城市构成互补互惠，共同繁荣

的良好格局。各乡镇的小街区和商贸交易市场，成为农村商业活动最富魅力的基

地。平凉的药材、皮毛、牛、羊、猪、鸡、肉、蛋、粮、油、农副土特产品，大都经各乡镇集

市外销邻省区或汇集平凉城区。集市贸易成交总额1985年为1694．4万元。

平凉境内公路网络四通八达。贯穿全境的国道312线，与14条公共汽车营运

道路和各乡镇村社的线路经纬相接，给平凉的经济繁荣带来巨大活力。随着交通情

况的改善，邮电通讯方便快捷。市内有邮电局所17个。长途电话、电报电路64条。

城乡电话交换机总容量2960门，可随时与国内外亲友客商通话，邮电通讯普及城

镇乡村。

作为一个县级市，平凉的发展速度本应更快一些，但平凉建市虽早，变更亦频。

加之左的路线干扰，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不尽人意。陇海铁路通车后，交通动脉南移，

兰——庆航线开航，来平客商渐稀。久负盛名的平凉旱码关，在全国高速发展的热

潮中，略现冷落沉寂。更值得重视的是“靠天吃饭”的自然环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着经济生活。发展农业，解决温饱便成为平凉人三十多年来倾注心力最多的大

题目。
‘

1956年之后，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形成规模，大小水库塘坝、提灌站、各种灌溉

渠道等水利设施遍布川塬，至1985年有效灌溉面积14．67万亩。国家给予水利建

设资金累计逾8000万元。

泾河是给平凉大地带来生机的母亲河。汉代民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

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数万之口”。但它那肆虐狂暴的野性却也给人们带来灾

难。有史可证的大洪灾就不下百次。历朝平凉官守亦有注重水利者，泽惠与民，史

书可征。真正从根本上治理泾河，造福万代的壮举，是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

后。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沟坡治理，到六、七十年代的小流域治理，遍及南北二塬山坡

高岭的层层梯田，沟谷山塬的水土保持工程。特别是1979年底竣工的崆峒水库，投

资2455．25万元，总库容2970万立方米。高峡平湖，波光山影。不但是境内最大的

防洪蓄水发电工程，而且也是崆峒山下荡漾轻舟、渔歌唱晚的迷人景观。这些从根

本上治理山河的工程，加上历年的种草种树，旱塬机井提灌，以及与水库配套的南

北干渠、斗渠、毛渠设施，如经络血脉般遍及平凉川塬，使农业丰产有了保证。

只有奋斗者才能领略胜利的喜悦，也只有奋斗者才更能体会失败的惨痛。1969

；{冀彰黧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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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凉人开始尝试与泾河抗争的筑堤争地工程。政府投资193．5万元，浇铸混凝土

堤岸41．5公里，1973年的一场特大洪水，一切都化为乌有。平凉人牢记这次教训，

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综合治理农业环境的行动，在更高层次上展开。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各项建设事

业都在新的基础上向高标准、科学化、现代化发展。平凉市的农业基础工程配套发

展，川地基本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山地梯田保水保肥，产量逐年提高。塬台地

平展方整，水利设施配套，成为粮食生产基地。再加上农业机械普遍使用，农业科技

的迅速发展，优良籽种的培育，化肥的科学施用，大包干到户的灵活经营，农民文化

素质的提高，使平凉农业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市委、政府纵揽全局，在发展农业上划

区域分类分项指导，科技兴农，使农业经济逐年稳步增长。1985年，农业总产值

5922万元，小麦由1949年的亩均40．5公斤增至76．5公斤。1980年至1985年，年

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516．67吨。在粮油连年丰收的同时，林果蔬菜、农副加工、畜

牧渔业等也同步发展，农民生活普遍提高。1985年人均纯收入258元，是1970年

的5．86倍。古人所叹：。山麦蟠根封积雪，野桃含萼待东风"，“身被金创面多瘠"，

“夜卧腥臊污床席"的情境已成遥远回忆，深厚的黄土层给了平凉人以慷慨回报。但

在地域差异悬殊，东西南北温差变化明显，自然灾害频繁的环境中发展农业，奋斗

者的艰辛，并不都是硕果和鲜花。至今，部分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民，温饱问题尚未

完全解决。

平凉市的工业发展步伐较快，36年来闯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业生产之

路。如果溯源追远，工业的早期萌芽可从境内出土文物中找到发端。文字记载的宋

代铜版制钞术、冶炼、工艺雕刻；明代的煤矿开采、造纸、毛毡生产等，都还只能算是

工匠作坊。民国28年(1939)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投资修建的平凉第一家线袜土布工

厂，始为平凉工业的先河。其后陆续兴办的棉毛纺织、皮革制品等设备简陋的10数

家工厂，亦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业。 ’

平凉市工业真正形成规模，始于1956年。历30年艰苦创业，形成以轻纺、造

纸、建材、食品、机械制造等为支柱的工业结构。部分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竞争

力和影响。到1985年，辖区共有工业企业111个，职工9341人。其中全民制工厂

44个，集体所有制工厂67个。年社会工业总产值12160．4万元。为平凉的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提高作出了贡献。

工农商贸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物

质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同步前进。

平凉市教育发端较早。明清时，朝廷就在境内设有学府。民国时期，有师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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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学2所，小学和村学153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委和政府十分注重教

育事业，教育投资逐年增加，校舍布局渐趋合理规范。1985年，有中小学校404所，

在校学生68889人。1977年以来，考入各类高等学府的学生963人。在文化工作方

面，传统群众文化根基深厚。境内的小曲戏、笑谈剧、秦腔以及一年一度的耍社火，

从明代和清代前期就陆续流传民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委和政府因势利

导，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专业戏剧团体和遍及城乡的群众文化活动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1984至1985年，平凉市首创西兰公路沿线文化长廊，并在全省推

广。建成乡镇街区、厂矿文化站、室、俱乐部舞厅以及文化馆、图书馆(室)、群众艺术

馆、博物馆等各级各类群众文化活动机构和场所近300家。平凉报社、平凉电视台、

转播台、差转台、平凉市广播电台等重要文化宣传部门，在平凉市的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中，越来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1985年统计，有

正规化体育运动场1座，露天灯光球场可容纳近万名观众。中小型体育场所18座，

各部门体育活动场所238座。
。

“不为良吏，当为良医”是流传民间的一句俗语。平凉历史上多良吏，亦多良医，

自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问世后的一千七百多年来，医学传承代不乏人。民国以来，

西医入境，中医仍居主位。经数十年的发展变化，西医渐据首位。至1985年，全市

有各类卫生医疗机构87个，病床955张，有各类医护人员1225人。农村医疗网络

基本健全，中西医结合成为农村医疗的基本方式。在根治地方病、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的事业中，发挥着巨大威力。

科技研究推广工作，近年来发展更快。市政府认真推行科技改革和星火计划，

科研成果相继问世。有多项成果填补省内空白和获省、地级科研成果奖。

在发展旅游事业上，平凉有其独具魅力的地貌形态和丰富的人文景观。黄帝问

道于广成子的天下道教第一山崆峒山，群峰拢翠，山上九宫八台十二院建筑，布列

奇峰雾海之中，景观奇特。更加烽燧遗迹，古关旧垒，唐塔汉墓，湖山胜景，构成了丝

绸之路咽喉要地的壮美景观。司马迁在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中，记述了华夏先祖轩

辕黄帝登崆峒的史实，李白有“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的赞叹，杜甫有“己喜皇威

清海岱，常思仙杖过崆峒”的吟唱；林则徐亦有“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的诗句，平凉景观，历史上早领风骚。近年来，旅游区已建成干线道路和各种辅助设

施。平凉宾馆、崆峒宾馆、春华楼民族饭店等旅游服务业，基本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客

人旅游食宿。

实践证明，平凉市的各项建设都在大踏步前进，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市委、市

政府提出科技兴农，科技兴市。农村以发展商品粮基地为中心，大抓粮油果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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