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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全区首部续修志书——《盐池县志》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1周

年之际付梓问世，我非常高兴。这是盐池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盐池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生活在这片革

命红色土地上的人们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今天，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以龙骧鹏举之势，大胆改革创新，勇攀高峰，

在城市建设、“普九”攻坚、扶贫开发．生态建设等方面，创造出泽及后人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推出许多值得后人效法的风范

楷模。如今时逢盛世，辛劳朴实的盐池人民以新的姿态、新的精神风貌，继续

谱写着社会主义新篇章。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全国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全面启

动后，盐池县委．政府再次将修志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在

业务上予以全面指导，诸位编辑广征博采资料，集萃扬菁，历时三载编写出具

有显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盐池新志。本部县志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改革

开放20多年来盐池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和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历史轨迹，是

一部集自然与人文为一体的精神文化大观。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不

言而喻的。

稽古鉴今，承前启后。当前全区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

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正在改革开放的劲风中高扬风帆，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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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志

“十五”宏伟目标奋进。我相信，这部反映盐池改革开放的百科全书，必将起到

资政、育人、存史和服务现实的作用，也必将激励今人，启迪后人，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盐池的征途上，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更加辉煌的业绩。

盐池县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首部《盐池县志》编修工作走在全国

前面，续修志书工作又走在全国各县前列，时间抓得紧，注重质量，这也是经

验，很值得修志同仁学习。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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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嚣麓喜萎黧。羔喜张万寿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 。

盐池，，余故里。1986年，时逢家乡解放50周年占庆，我参与编写的首部

《盐池县志》问世，是为新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17部志书之一，也是新宁夏首

都县志，凡荣获全国首届方志成果奖，可为修志之样品，传世之精品。续修《盐

池县志》，凝结专家志士心血，历经眷秋三载，待时出版，再次走在全国续修志

书工作前列，堪称千年不朽盛事。漫卷新志，欣喜若狂，诸多感言油然而生．

盐池雄居边陲，北背边墙，把河东大门，位置扼要，素为“灵夏肘腋，环庆襟

喉”和锁钥“三边”要邑，这里高坡黄土．莽莽草原、大漠瀚海风光兼备；这里历

史悠久，民风纯朴，文化积淀深厚，编史修志蔚然成风；这里古风犹存，新风亦

开，是生才、育才、养才的宝地，文人雅士荟萃，英雄模范辈出，后起之秀灿若繁

星，代代英才争辉日月，两部县志及《盐池人三部曲》收录数千名人物业绩即是

明证。

人和事兴，盛世修志。盛世修志是条件，彰明盛世是重任。盐池首部新

志，编修于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盛世之初。各方人士通力协作，勤

勉奉职，寻源访迹，广征博采，细考精研，略古详今，对盐池县2000余年的漫长

岁月予以系统记述，可谓千秋大业，盛世一桩。廿年之后，续修志书j]二程再次

启动，专家同仁立足当代，坚持“不作”、“直书”之原则，求实创新，对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盛世巨变，详实记述，更赋予社会时代新意。

“编史之难，奠过于志”，事已过之更知难。修志，文字繁浩，工程艰巨。

当前，“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官修志书体制正趋完善。编纂一部

荫■今-



盐池县志

政治质量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志书，必须依靠党委之正确领导，政府之鼎立支

持。《盐池县志》的创修和续修，历届县委、政府重视非常，此乃方志工作名列

全国先列的重要保证。确切言之，盐池县虽有诸多变化，但还是一块欠发展的

革命老区，部分人只是跨越温饱线。但是，历届领导皆能掌握轻重缓急，自如

运筹，对修志之人、财、物力给予大力支持，仅凭此举，足以证明他们对方志事

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作用的足够重视，亦体现了主要领导和领导集体的远见卓

识。地方志工程艰巨，成书不易，必须有一支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修志专业队

伍。据我所知，，盐池两部志书，多出于名闻邦乡的“专家”之手。所谓“专家”，

并非指某学科名流，应理解为娴熟方志理论，精通方志业务，掌握修志技巧，了

解国情、县情、行情，又有所专长的修志群体。盐池县几位修志“专家”是我的

故交和挚友，他们为了修志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经受着艰苦、辛苦、清苦

的考验，收获文化园林瑰宝，令我感动莫言，用“名垂百世”、“彪炳千秋”之类言

语赞誉并不为过。

编史修志，贵在于用。修志是用志的基础，用志是修志的目的。《盐池县

志》不能“养在闺中”让人未识，应投放社会，立足于用。只有用之，方可发挥志

书功能，服务现实，惠及后人。，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作用。盐池县是一块正

待开发的宝地，这里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和广袤的土地、辽阔的草

原。《盐池县志》就是盐池县情资料的综合信息载体，我们应抓住西部大开发

机遇，积极开展读志、用志活动，了解县情，掌握优势，科学决策。可以这样说，

《盐池县志》就是人们认识盐池、研究盐池、开发盐池的宝鉴。

《盐池县志》定稿后，县志办邀我审阅，乃余欣然许之。披星拜读，先睹为

快，寥寥数语，合成短文，权以为序。

2002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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窭
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忠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古老的方志文化

走出了百年沉默的低谷，迎来了“新世纪修志”局面，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编修

社会主义新方志未艾方兴，蔚然成风，出版了一大批新型志书，；1起了国内外

的广泛关注。20年前，盐池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王振宇、王世英等同志高

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敏感地认识到编纂社会主义第一代《盐池县志》的重大

意义。他们认为，盐池县是具有两千多年建置历史的古老大县，又地处鄂尔多

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的特殊地理区位，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巡边的必经之地，

昔秦皇、汉武和清康熙大帝等一代名君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许多文臣武将，

也在这块热土上建功立业而青史留名。举凡秦朝大将军蒙恬北逐匈奴、开发

“河南地”；汉代名将卫青北征、于境内设“属国”以安置归降；隋唐更替，地方豪

强梁师都乘乱割据盐州，称帝建“梁国”，与李唐新政权相对抗；宋夏间，党项拓

跋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吴对盐卅l的攻伐与经营；特别是有明一代，由于残元

势力不断南犯，盐池地区首当其冲，战略地位日益提高，遂成为北国巨防，境内

长城纵横，堡寨雄据，墩堠星布，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明廷曾打算于区区花马池

(今盐池)一隅偏关之地破格设立军镇，调派总兵官大员镇守。更有甚者，还要

将指挥整个西北大区四镇军事防务的三边总督府由固原移驻花马池，其形胜

由此可见一斑。清季以后，盐池的地位才Et渐下落。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墨客

骚人也为盐池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千古绝唱的名篇。其中以唐代著名诗人

李益的《盐州过饮马泉》、自居易的《城盐州》等诗篇最具代表性；还有明清两代

镇边名将王琼，杨一清、石茂华、王殉、刘天和和杨芳灿等人的军旅诗文至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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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不绝。

尤其值得全县人民骄傲的是盐池县的光荣革命历史。1936年6月21日

彭德怀指挥西征红军解放盐池，盐池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有机

组成部分，为中国人民抗日反侵略斗争的解放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

为了传递家乡的悠久历史文化，继承前人的革命传统，古为今用，教育激

励青少年一代热爱家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盐池而努力奋斗，1982年，中共盐

池县委作出编纂新《盐池县志》的决定。那时，修志之举仅由学术界鼓动，只在

内地少数大省的个别市、县自发试办，国家和宁夏都无领导修志的官方机构，

然而时任盐池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武树伟同志接受重任，不畏困难，知难而进，

团结高耀山、张树林、陈永中、任永训等一批有识之士，孤军奋战，边学边干，摸

索前进，终于以历时三年、三易其稿的高速度，完成了约80万字的志稿，并于

1986年正式出版发行新《盐池县志》。这部新县志不仅是盐池县的第一部社会

主义新县志，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而且也是全国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首批优秀成果，在史志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为此，在志书

出版之前，新成立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曾三同志亲笔为新《盐池县志》

题词，他高兴地写道：“盐池是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盐池县志的出版，将受到子

孙后代的特别欢迎。特表热烈祝贺!”我国老一辈方志大家、耄耋老人傅振伦

研究员还亲自为《盐池县志》作序，他在序文中称赞这部志书“突出了伟大时代

的特点，并且侧重于地方特点”，“是今天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

乡土材料，是具有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是一部有用的好县志”，“为修志

工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这部新《盐池县志》曾在庆贺盐池县解放50周年大

庆时，作为重要礼品赠送给曾在盐池县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们，他们在

志书中看到自己当年的革命业绩，甚至是珍贵的历史照片，倍感亲切，视志书

为珍宝，一时传为佳话。仅仅20年时间，这部新志书现在已成为稀物而难得

一见。在续修县志时，县志办同志想寻找一本作参考，并要送一册进京参加全

国修志成果展览，却没有得到，何其宝贵啊!

首部《盐池县志》的编纂下限断至1982年底，屈指20年过去了，而这20年

正是我国迈进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的非同寻常的重要历史时期，盐池县人民

和全国人民一道，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县在整体上摆脱了穷困县的落后帽子，经济社会的发

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广大干部群众正在以新的战斗姿态向小康县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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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20年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带领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必须载入

史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和新的业绩更不应被时间湮没；

站在时代潮头的大批优秀干部、科技名星、战天斗地新英模和各行各业的致富

能人们，应受到尊重，大胆为他们树碑立传。总之，要把20年来全县物质文明

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双丰成果作为信史，展示给子孙后代。特别要将

县委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中，和在抓住西部大开发，迎接大发展

的新形势下所提出的前进新目标，深化改革新思路，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认真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吃饭必抓水，花钱靠养殖，生

存要治沙，建设抓项目，发展靠科技，强县抓企业”的总体要求，作为新盐池新

一代盐池人的治县方略传给后人，使之成为全县人民的一笔精神财富与历史

遗产传给未来，让子孙后代们记住这20年，学习他们的前辈。

在近两届县领导班子的指导下，特别是在何国攀、张柏森、刘继远等几位

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县志办胡镜明主任的带领下，团结范应春同

志等一班人辛勤笔耕，用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续修《盐池县志》光荣任务。

它的出版问世，再次成为宁夏全区的第一部续修新志书，又成为全国范围内续

修县志的最新成果之一。盐池县在宁夏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都比较欠

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能够在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工作中能光荣地梅开二度而

蝉联全自治区第一呢?关键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

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中既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有效地抓住了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可见修志工作并不难，

难就难在主要领导同志的认识是否到位，宁夏几个修志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

和续修《盐池县志》的出版充分证明这一点。

我因工作关系，有幸早一步拜读了续修《盐池县志》的送审稿，不仅有先睹

为快的感觉，而且有些阅读的感想，记录下来，是为序。

2002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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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盐池县委书记 何国攀

盐池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柏森

√+盐池县志∥(1981～2000年，续修本J在县委、政j『于的领导下，经过厂。大编

纂人员的辛勤努力就要出版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盐池县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这对展示我县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巨大建设

成就和推动盐池在新世纪实现大发展，大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是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事情。

盐池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东大门，曾经是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统辖

f生，老区人民勤劳纯朴，尚礼好学，自古就有修志载史传统美德。早在明代就

编纂了盐池县第一部志书——∥花马池考》，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编纂了

”花马池志迹》。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创修《盐池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编修新的地方志工作就得到高度重视。1958年，盐池县委、政府按照国家

编纂新地方志的要求，抽凋专人编纂《盐池县志∥，1960年12月完成初稿。1966

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问修志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

委、县人民政府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齐抓的方针，关心和

支持地方志工作，两度编修?盐池县志∥。第一次编修工作在】986年完成，上限

追溯到汉朝，下限主体编写到1980年j这次续修的是1981到2000年20年的历

史。这20年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20年，是改革开

放取得累累硕果的20年，是盐池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20年，

也是文化建设长足发展、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的20年。回顾总结这沧桑巨

变，波澜壮闹的20年，有许多值得记载、总结的辉煌业绩和经验，记载和总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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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业绩经验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必须向后人交待的一笔帐。我们已经迈

入了新的历史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奋进。在这种

形势下，编修出版县志，对于深刻领会和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全面推进盐池各项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

对于宣传盐池资源优势、名优土特产品、人文景观、对外开放政策及投资环境，

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续修《盐池县志》于1999年7月启动，全县各乡(镇)各部门积极配

合，参与编纂的同志收集了一千多万字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六改篇目，四易其稿。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经过区、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悉心

指导，终于编纂成书。在此，对为续修《盐池县志》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领导、

专家、编写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编修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2年元旦

门1
k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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