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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

关键时期，我县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大好形势下，以新的

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纂的第一部新编《西吉县志》即将付梓问

世，这是西吉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西吉虽系1 942年建县，但这一地域文化发源较早，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然而在旧中国，这里天灾为害，官府为祸，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一

直是西北乃至全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建国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

心西吉人民，从各个方面给予优惠照顾。西吉人民也在党和各级政府的

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建设家乡，

奋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经济建设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西吉面貌发生了令

人振奋的可喜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

志书的功能就是“存史’’、“资政’’、“教化’’。新编地方志是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承前启后，反映现实，服务“四化"，存史传代，是全县
人民由来已久的共同愿望。1 985年，西吉县决定成立《西吉县志》编纂

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确定主编，调配人员，编修志书。为将西吉半个多

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载入史册，全体修志人员继承中华民族“盛世修

志”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广征博采，经九载笔耕，六订编目，三易志

稿，四次评审，动员各方力量，众手成志，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西吉县

志》。

我们在编纂县志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坚持在方志的体例上既要继承又



结合本地实际，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立足当代，详今略

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

观规律；突出西吉人民艰苦创业，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业绩；突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西

吉今昔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为西吉县各级领导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

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落实党

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

训，改善领导方式提供历史借鉴；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编修县志，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县委、县

人民政府在修志之始，就号召全县人民群策群力，发动各方力量，他们

与修志专职人员团结合作，务成其事。现在经过三届政府的共同努力，

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区、地方志界的领导和有关方志专家

的精心指导，参加编写的同志克服困难，矢志笔耕，历时九载终成志稿。

志成之际，我欣然命笔作序，并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40万回、

汉族人民，向所有为《西吉县志》的编写给予关心、提供帮助、作出贡献

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固原行政公署副专员 卢延程
1 995年9月1日



凡 例

一、《西吉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西吉县政治、经济、文化诸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以概述综

述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记述民国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部分设有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回族、农业经济、

工交邮电、乡镇企业、商业经济、财税金融、管理经济、城乡建设、政党政协群团、政

权、公安、司法、民政、人事、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共18编、84章、310节，尾设附

录。全书共84万字。

三、本志记述史实的断限，上限不等高，可上溯事物肇始，下限截止1990年。

四、本志述、志、记、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并以志为主，以表、录为辅，以图、

照为补。做到诸体协调，各得其所。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般不作论述与评论，寓观点于记事之中。

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及官职，均用当时习惯称谓；古地名加注今

名；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七、1949年8月9日西吉县解放。在此以前称“解放前”，此后则称“解放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新中国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则称“民国时期”。

八、本志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入志者以本籍人为主，以人民群众为主，以正

面人物为主，以近、现代人物为主；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革命烈士及名人以表录

记载。

九、本志使用的数据，以西吉县统计部门和各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主，记数

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本志中的资料来源于档案、正史、报纸、刊物和专著。有关文物、口碑资料，

经考证、鉴别、核实后亦采用。



杳既 述

西吉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III西麓。地理位置处在东经105。20’～
106。04 7，北纬350357～36。147。东西长67公里，南北宽74公里，总面积3143．85平

方公里。东距固原行署63公里，北距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391公里。全县

辖26个乡(镇)，295个村民委员会，1903个村民小组，4个居民委员会和14个囤

营农、林、牧场(站、队)。1990年底，总人口37．7万人，比1949年解放时净增28．8

万人。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占95．65％，非农业人口占4．35％。人口密度平均每

平方公里118人。有回、汉、满、壮、东乡、蒙古、藏、土家8个民族。其巾：回族占总

人口的50．96％，汉族占总人口的49．03％，其他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0．01％。

西吉县地处黄土高原中心地带。地势南低，北、东、西渐次增高，海拔1688""

2633米。地貌分三种类型，即黄土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83．5％；河谷川道占全县

总面积的6．1％；土石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10．4％。河流有葫芦河、清水河、祖厉

河三条水系，但年径流量很小，夏季多桔竭。境内气候温和，雨量较少，光照充足，

无霜期短，降水和温度变率大。春季气温回升快，干旱多风，冷暖变化大，多有倒夺

寒；夏季短暂，气温适中；秋季雨量较多，降温快，霜冻早；冬季长，．严寒干燥。四季

交替变化不明显。年平均气温5．3℃，年平均降水量350"-"500毫米，无霜期仅有

100"-"150天左右。干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

西吉县土地类型多．土层厚，适宜农、林、牧、副、渔业综合发展。有宜农地

23 2．82万亩、宜林地1 09．94万亩、宜牧地1 21．6 4万亩，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49．37％、23．31％和25．79％。水面积2．05万商，可发展养殖业的水域1．85万亩。

西吉县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夏粮有小麦、豆类(包括白豌豆、绿豌豆、扁豆、蚕

豆)；秋粮作物有莜麦、荞麦、糜谷、玉米、燕麦、马铃薯(俗称“洋芋”)；经济作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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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芸芥(元元)。野生植物有69科，155属．420多种，其中有70余种药材和野

生蕨菜等；西吉彩鲫是世界珍贵而稀有的鱼种之一。

东南部20多公里的战国秦长城遗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西吉县

人民政府重点保护的古遗迹。北部土石山区的火石寨乡部分地带，林木葱茏，草原

植被好，流水清澈，山峦迭障，奇峰高耸。扫竹岭(亦称云台山、西武当)、蝉佛寺、石

寺山、石城等，山势险峻，景致壮观。南北朝时建有石窟群，佛像造型功力深厚。火

石寨的自然景观如画，是夏日理想的旅游地。

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古代县境先后分属雍州、北地郡、

安定郡、原州、平凉郡，西北部属会州、镇戎州、德顺州等。宋天禧元年(1017)，在今

将台乡火家集置羊牧隆城．金皇统二年(1142)置隆德县。元代境属开城府和静宁

州。明代属固原州。这里又是朱元璋十四子朱瑛和义子沐英的牧地，故如今县址称

“沐家营’’。清代仍属固原州，清同治十三年(1874)，以硝河城为固原直隶州西南军

事要地，遂置硝河城州判。民国时期．县境属泾源道，后改属陇东行政公署。1941年

秋，甘肃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行署迁驻沐家营．筹办建县事宜。1949年8月9日．

西吉县解放。时归甘肃省定西专区，1950年划属平凉专区。1953年属甘肃省西海

固回族自治区，1955年属固原回族自治州。1958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专

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吉地域偏僻荒凉，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北宋时

期，境内系宋王朝与西夏王国毗邻接壤之处，两国争夺地域的战事不断发生，其中

最大的有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是年，西夏李元吴率兵10万，与宋王朝以任福

为行营总管的3万余官兵，在今兴隆、什字、马莲、将台一带展开争地之战，结果宋

军大败。明朝成化四年(1468)，土达人满俊(即满四)、李俊等率众揭竿反明，据石

城抗击明军，史称“石城之战”。清同治年问，陕甘回族发动反清大起义中，县境亦

为重点地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无雪，翌年春不雨，禾不能下种，民大饥。加之瘟疫

流行，死者枕藉，鬻妻卖子，哀鸿遍野。民国9年(1920)，发生8．5级大地震，山崩

地裂，屋倒窑塌，百姓被难惨重。兵祸未了，匪患再起。民国16年(1927)以后，大股

土匪拉帮结派，明火执杖地进行抢劫，国民党政府派兵追剿，兵匪所到之处，人民

遭殃，苍生涂炭。民国17年、18年(1928．-．,1929)，持续干旱13个多月。民国17年

春不能下种，夏秋颗粒无收。民国18年大饥，死于饥饿、疫病、兵祸、匪患者众。入

春以后，树皮草根掘食殆尽，人相食．积尸盈道，妻离子散、十室九空、倾家荡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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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皆是。民国33年(1944)，31．4万亩地霜冻成灾，翌年40万亩秋粮复遭冰雹、

干旱、霜冻之灾。

西吉人民长期生活在兵燹匪患、天灾肆虐的艰苦岁月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8月．15日到境内兴隆镇、单家

集。同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及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随中央红军一纵队

亦到达单家集。毛主席在单家集看望了清真寺阿訇，并向回族群众讲了红军的民

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讲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当毛主席

等离开单家集时回族人民热情地备陈馓子、油香、干果、茶水等列队送行。中央其

他领导人随三三纵队同时到达公易镇等地。

1936年8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红军西征，在西兰公路沿线的静宁、会宁等地

迎接二、四方面军。由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特别支队于9月

中旬占领境内的新营、沐家营、夏家寨子、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公易

镇、平峰镇、玉桥等地。西征部队驻扎40多天。红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打土豪，扩

充兵员，筹措粮款，策应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并在单家集建立了“静宁县苏维

埃政府”。10月21日，东进的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及

刘伯承等在平峰镇与一军团领导人左仅、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二方面军二军

团在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会师。至此，中央军委宣布二万五千里长征胜

利结束。拟定10月22日为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

红军长征途中三次经过西吉，并驻扎40多天，他们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尊重回族风俗习惯，还向群众宣讲了求生存必抗争的革命道理。在红军的感召与

启发下，西吉几十名回、汉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1939年1月～1941年6月，马

国瑞、马国磷、马喜春、马英贵、马思义等人领导，接连三次举行反对国民党暴政的

“海固农民暴动’’(或称“海固事变”)。农民暴动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

标，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斗争基地。国民党政府利用了其弱点，组

织重兵围追堵截，进行军事清剿，同时，又施行政治诱骗瓦解的伎俩，农民暴动终

于失败。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鼓舞了

民心。马国瑶、马思义率领200余人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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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解放40多年来，西吉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

面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49年，全县工农业

总产值只有784．3万元，1990年已上升到689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1990年产值比1949年增长7．8倍。西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较快，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80％。1958年至

1961年，在“火跃进”中，由于浮夸风、共产风严重，脱离当地实际，盲目冒进，致使

国民经济呈下降趋势。1962年至1965年，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十年动乱期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每年平均以0．62％的速度下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国民

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1978年社会总产值为5367．3万元，1990年

上升到9756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比1978年增长81．80％。农村

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44元增加到180元。

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农业得到长足发展。1990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3606万公

‘斤，提高到8813．9万公斤，增长1．4倍；油料总产量达到536．4万公斤，比1949年

增长40．42％。农业总产值提高到5326万元，比1949年的781万元，增长5．8倍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大家畜86779头，比1949年增长1．9倍，羊只109180

只，比1949年增长13．8倍。1990年，全县为社会提供商品肉2917吨，禽蛋728．5
吨，羊毛155．6吨。

水利建设．，到1990年底，已兴修中、小型水库43座，塘坝82处，配套机井446

眼(其中人畜饮水井105眼)，扬水泵站87处，发展水浇地16．2万亩。全县有大中

型拖拉机125台，小型拖拉机2590台，排灌机械662台，磨面机、碾米机1278部，

榨油机134部，饲料粉碎机98部，农机总动力达到68097千瓦。全县有98％的村

民委员会和80％的村民小组通了电，农电入户率为80．5％。农村年用电量达到

1378万度。农用化肥达到11556吨。

80年代初，西吉县被国家确定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科学实验基地

县、“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重点县、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支援防护林工程建设

县。从1982年开始，全县人民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种树

种草任务，总计种树79．2万亩，种草77万亩。截止1990年，全县林业覆盖率由

1982年前的2．2％提高到11．5％。逐步改善了生态条件，提高了经济效益，也为国

家争得了荣誉。

西吉的工业起步晚。1958年开始将合作社(组)转为国营、集体工业企业。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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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57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全民工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的1 8．3％；集体工业产值占37．5％；村办、合作及个体工业产值占
44．2 oA。1990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475倍多，比1978年增加2．7倍。1985

年以后，全县除原有的农机修造、印刷、食品加工、粮油加工、木器加工等工业企业

外，重点以境内特产白豌豆、马铃薯(洋芋)、羊皮为主，发展了精淀粉、粉丝、白皮

加工三大支柱工业。洋芋精淀粉、白豌豆龙须粉丝及皮毛制品畅销区内外，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

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全县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较快。1990

年，全县已有乡(镇)办、村办、联办、个体办工业、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商业、服

务性行业、建筑业等企业4751个，从业人员10458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7．6％，

产值达到2848万元，比1 978年增长9．6倍。

交通运输方面，以国家投资、民工建勤等方式，兴修县、乡公路及其它配套桥

涵工程。80年代以后，采用以工代赈、以粮代赈的办法帮助兴建公路、桥涵，改造旧

路，至1990年全县已有国道线、省道线及县、乡公路19条，全长计520多公里；乡

镇之间，都有简易公路相连结，组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随着公路的建设，运输

事业相应地有较快的发展。1990年，全县有民用汽车535辆，轮式拖拉机2685辆

(包括手扶拖拉机)，摩托车950辆。年完成货运量13．7万吨，货物周转量2405．9

万吨公里；完成客运量66．5万人次，客运周转量2862．2万人公里。

截止1990年，全县设有邮政电信机构17个局(所)，邮政路线总长271公里

(单程)，农村投递线路764公里(单程)，全县装设电话机565部，开通了500门自

动市话，农话杆路长384杆公里。电信、电话、函件、包裹畅通全国各地。

西吉县的商业从1978年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商品流通环节减少，经营

方式灵活，国营、集体、个人商业网点增多。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478万

元，比1978年增长2．3倍。全县19个农贸市场，特别是县城和兴隆市场繁荣昌盛。

吸引着省内外、县内外的众多客商。农村集市贸易年成交额1870万元，比1978年

增长43．5倍。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种类增多。现出口的有白豌豆、荞麦、杏

仁、蜂蜜、山羊绒、皮张、活兔、蕨菜、猪鬃、肠衣等。

县城面貌今非昔比，建有房屋44万平方米，楼房鳞次栉比，沥青油渣路面的

街衢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凌空架起的高压输电线路、广播线路密似蛛网，清澈的

自来水进入千家万户。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农民纯收入1990年比1978年增长3倍，人均居住

面积达到7．44平方米。农村年终银行储蓄额达到332．9万元。在城镇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妥善安置待业青年，调整职工工资，实行奖金制度，增加副

食品补贴，提高劳动福利待遇，职工与居民的收入相应地有了增加。1990年，每个

职工年均货币工资2037元，比1978年增长2．2倍，城镇居民年终银行储蓄存款余
额达到1575．8万元。机关与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7．2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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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方面，全县小学由1949年的92所发展到1990

年的474所，在校学生由2000人左右发展到61231人；中学31所(包括高中6

所)，比1949年增长30倍．在校学生14848人，比1949年增长205倍。此外，还有

教师进修学校1所，职业中学1所，幼儿园1所。专任教师由1949年的132人增加

到3024人。县城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文化宫、老年人活动中

心、有线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影剧院。各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广

播放大站和电影放映队；村有文化室。基本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三级文化网。此

外，县文艺工作团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常年在农村巡回演出，还先后5次代表宁

夏回族自治区赴京演出．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化艺术节等，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文化部、国家民委授予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部分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被搬上

电视屏幕，在中央电视台和宁夏电视台播出。
’

全县有科技研究、试验推广机构126个，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97人。到1990

年获得县以上科技成果奖93项。其中：国家级3项，国家部委级4项，区级6项，县

级80项。

医疗卫生组织遍及县、乡、村。1990年有医疗卫生机构41个，比1951年增长

40倍；医务工作者有540人，比1951年增长269倍。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有了显

著的改善。

从县城到农村，从职工、学生到农民，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普遍开展。县城设有

固定看台，有可容纳5000名观众的灯光球场，综合训练馆和可容纳2万多人的体

育场。从1981年至1990年，获得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金牌56枚、银牌77枚、铜牌

66枚。有52名运动员打破75项自治区和地区田径、射击纪录。有34名运动员代

表自治区参加了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其中有6人获得记取名次。西吉县还向自治

区体工队输送优秀运动员5名。女子竞走运动员刘彩梅达到国际运动健将标准，

射击运动员秦艳梅达到国家级运动健将标准。西吉县1986年被国家体育运动委

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少数民族体育先进县。1990年又荣获全国体育先

进县称号。 ，

西吉县的各项建设事业，同以往相比，发展速度较快．成绩显著，但与宁夏川
区、毗邻各兄弟县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很落后。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必须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严格控制人口的增

长速度．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狠抓薄弱环节，发展种

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性行业，走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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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民国9年(1920)

12月16日20时，海原县发生8．5级地震。今西吉县境内为重灾区，县城处裂

度达10度。山崩地裂，河流壅塞，交通断阻，房倒窑塌．人畜伤亡惨重。沙沟死人两

千余，所有住窑之家，活人无几；硝河城崩压拼地5万多亩；西部Ill区滑坡塞堰较

大的有40处。

4月15日，民国政府内务、教育、农商三部派翁文灏、谢家荣、王烈、-办4t--本如、易

受楷和杨警吾6名委员赴震区视察。 ii．t"，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J·W·霍尔、U·

克劳斯、E·麦克考尔密克等人也到震区考察。

是年，境内春夏空前犬旱，民饥。

是年，境内又遭大旱．民大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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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17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

海东率领，转战到今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

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从甘肃静宁县界石铺、高家堡等地

出发，当晚宿营于单家集、兴隆镇一带。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10i等中央领导

随一纵队宿营于单家集。周恩来随二、三纵队行动，部队下-％N达公易镇、上村、新
合庄、撒家湾、阎家、西冶等村庄宿营。6日拂晓，红军离去。

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特别支队，经海

原曹家洼、三滴水到达新营镇，13日经沐家营至夏家寨子，14口占领硝河城、将台

堡、兴隆镇。一军团一师三团在兴隆镇等地驻扎40多天，于单家集成立静宁县苏

维埃政府，并组建地方游击队。

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及随二方面

军行动的刘伯承到达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

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及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

二军团、三十二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左权、聂荣臻、邓小平(政治部

主任)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胜利会师。当晚，左权、聂荣臻将会师喜讯电

告毛泽东和彭德怀。

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由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到达兴隆镇，

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三团会师。

10月25日，红二方面军进驻硝河城、沐家营、袁家河一线。27日．二方面军经

新营、白城，翻越月亮山，进入海原县境，红三十二军在袁家河与胡宗南所部一个

师遭遇，击溃敌军。 ．

1月15日，按照马国瑞的“口唤’’，西吉县沙沟、白崖和固原县上店子一带的回

族农民千余人，由马国磷、马英贵率领，在自崖红套村发起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第一

次回民暴动。参加者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持续战斗40多天。后在国民党的军事

围剿和政治诱骗下，暴动失败。

5月29日，马国瑞在西吉县夏寨乡大坪村马鹿沟发动第二次回民暴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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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4000多人，持续20多天。因马国瑞、马喜春等领导人阵亡，暴动再告失败。

30年(1941)

5月3日，马国磷在白崖泉沟垴发动了第三次回民暴动。参加者最多时达到2

万余人，持续一个多月，消灭国民党军队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干余支(挺)。后因国

民党重兵围剿，义军伤亡残重，团长马思义率领230多人投奔陕甘宁边区，组建成

回民抗日骑兵团。

6月12日，国民党军队一九二师便衣队夜闯沙沟，杀害马思义眷属11人。同

年．参加暴动的200多人在办理“善后”中惨遭杀害，马国磷被国民党押解兰州，投

入监狱，翌年4月14日，被杀害于兰州红山根。

8月15日，甘肃省政府向民国政府内务部呈报设置西吉县治方案。

是年秋，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行署在沐家营成立，张澍任主任，负责筹

建西吉县治。国民党四十二军一个骑兵连驻防沙沟大寨等地，五十七军七师一个

骑兵团进驻沐家营。 ，

10月10日，西吉县正式成立，孙宗濂任县长。县府设在沐家营，隶属平凉甘肃

省行政第二区。撤销沐家营行署。

11月8日，国民党西吉县党部成立，刘世英任书记长。

是年，县政府向民众摊款派夫，循明代沐英颓圮营址修筑县城，翌年竣工。

是年，本县组建起自卫大队，下设甲、乙两个中队，共200余人。

4月4日，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夏登瀛任参议长。

． 是年，本县在何家店子始建第一所初级中学。

是年，梁云沛任国民党西吉县党部书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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