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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地方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及
工作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任：马占山

委员：路贵华李建华钱丽萍

‘顾 问

甄英杰管喜占

主编副主编

主编；马占山

副主编：路贵华

编审：黄立均李建华钱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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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

主任(主笔)：路贵华

工作人员：王志军李宏泽



各编编辑

宋科：概述

路贵华：建置、工业、城乡建设、工商行政管理与物价管理、民政、劳

‘动人事、军事、精神文明建设

王志军：人口、政权政协、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科技
，

王志军路贵华：大事记、政法

路贵华王志军徐晓平：自然地理

路贵华徐晓平：农业、商业、财税 ，

路贵华王志军：党派群团

路贵华李春杰：社会．

李宏泽：交通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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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科

来大武口区工作不久，就看到了几经修改、装订成册的《大武口区志》。之后，

对志书的再修改过程中，该志的主笔路贵华同志要我对志书中的《概述》加以修

改，并要我为此书作序。我虽然水平有限，但看到同志们在辛勤努力，并已取得了

这沉甸甸的成果，就欣然应允，毅然参加到撰写行列中去，做一点自己微薄的

贡献。

我对大武口区的历史是有所了解的，一则是我参加了《石嘴山市交通志》的编

著工作，在搜集、阅读、整理、运用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有诸多资料是与大武口的历

史有密切联系的；二则是我一参加工作在市粮食局，大武口粮站是其所属单位，工

作之故，常涉足大武口，所以，对大武口区的以往和发展是比较清楚的。

屈指二十七个春秋已经过去。回首二十七年前的今大武口市区，除了在现大

武口洗煤厂西北侧有一排干打垒土窑洞，再无任何公共设施。几间窑洞房容纳了

银行、粮站、邮电所、商店几家服务单位。在工作上各单位虽然有分工，却经常相互

帮忙、协作。生活中同吃一锅饭，共饮一壶水。晚上无娱乐场所，无电视可看，大家

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侃大山。一间宿舍，可容纳几个单位的全部人马。这些单位的

服务对象主要是大武口乡的农业和非农业住户及一些勘测人员，一年到头总收入

微不足道。 ，

今非昔比，今天的大武口区楼群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路上车水马龙，遍

布的工厂机械轰鸣，一派繁荣景象。在农村以往概念上的贫下中农，再也不穷了，

贫穷已被排除。他fflot掉土坯房，建起了一幢幢住宅楼，年人均收入已突破1200

元，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如今的大武口已发展成建队区25平方公里，人口逾10万

人，工农业总产值达10亿1千多万元(含驻区工农业产值)，初具规模的现代化

城市。

l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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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志》摄下了大武口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足迹。用准确的数

字，详尽的叙述，记载了其发展过程和历史，充分体现了志书的存史作用。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武口区志》所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较多的史料，对学

者，特别是决策者去研究探索大武口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预测发展趋势，把握发

展动态，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全区广大群众，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值得一读的，以便于资政。

大武口区的建设和发展方兴未艾，她的进一步装点及更高层次的发展还要靠

后来人。大武口的荒凉一去不复返了，其贫困落后的状况，年轻人只能从老一辈建

设者的谈吐中，从《大武1：3区志》的记载中去领略。用繁荣的现在与寂寞的过去相

对比，可以看到历史在飞速发展，经济在腾飞，时代在前进，从而激发青年人建设、

发展大武口的豪情壮志，再接再励地为大武1：3区的事业去拼搏、奋斗，去做贡献。

以本区的历史发展为镜子去映照后人，教育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志是教育来

者的好教材。
7

在撰写的过程中，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编纂人员及各部门同志的不懈努力，

终于成书。拿在手中，计四十多万字的书份量不轻，它凝结了大家的汗水，是集体

力量和智慧的结晶，应当庆祝它的编著成功。

—————————————．．．．．．．．．．．．___．_____·■一



序

序

马占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大武口区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

的辛勤努力，历经四载，几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鉴古知今，开拓创新，这对于我

们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

意义。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无论是自然

科学的进步，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借鉴历史的经验。因此，古人称史志

．。所以察民风、验士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今天，我们编修方志，除

资政、存史外，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历史唯

物主义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大武口区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端。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勤劳，自唐以来，一

直被视为战略要地，筑长城，修边关，常年屯兵驻守，故有宁夏北大门之称。解放矿7

后，随着贺兰山煤田的开发，逐步成为一座新型的煤炭工业城市，也是银北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

．族人民，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励

精图治，奋发图强，经济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城

化。工厂星罗棋布，商贸流通发达，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到处

，百业兴旺的局面。

丰功伟绩志之于书，传之于世，《大武口区志》应运而生。从此

对我们认识区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理当克尽公仆之责。愿以《大武口区志》为资考，殚精竭虑，



凡例

凡例

一、新编《犬武口区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附录组成。概述，冠于志

首，综叙区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重点记叙解放以来的大事，要事，专

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城乡建设、交

通邮电、工商物价管理、财税、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

育、文化、体育卫生科技、精神文明建设、社会21编，共80章，261节；附录，收录某

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1950年，对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

则适当上溯；下限截至1993年。

三、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五、专志按事物的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相同事物，均

编入同一编、章。

六、经济、教育、文化各编之首，均以短文提示梗概。

七、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

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八、历史纪年。：解放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

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

时夹注)；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25日(含9月25日)本区解放之后；

。建镇后"，系指1968年9月19日(含9月19日)本区成立大武口镇“革命委员

会’’之后；。建区后"，系指1973年6月18日(含6月18日)本区建区之后。

九、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

标准地名。

十、各项数据：
‘

1．一般均用本区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p



凡例

2．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数字，不包括在大武口区的国家、自治区、市属企

业；工农业总产值，工业和农业的产量及产值，职工人数，人均收入等数字，除注明

者外，均不包括在大武口区的国家、自治区、市属企业。

召．解放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1990年前

(含1990年)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后，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其它均为

当年价。

十一、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另外，由于

本区为新建工业区，全区人口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故立传人物以长期活动在大武

口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为主；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

以卒年为序排列。

十二、数字书写：
、。

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2．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旧历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字。

十三、记述范围：到1993年底，大武口区的边界由于跟平罗县、石炭井区尚未

正式划定，除现行行政管理外，户籍管理范围包括平罗县境内的长胜街道办事处

和太西洗煤厂居委会，以及石炭井区境内的清水沟煤矿居民区。所以，记述中自然

地理、人口、工业等编，含户籍管理范围内的有关内容。

本志所称“大武口区’’(或全区)，系指区直单位。“大武口地区"(或全地区)，系

指包括驻区企事业单位。
‘

十四、本志材料来自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及平罗县、惠农县和石嘴山

区的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有关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

考证、鉴别后载入。



概述

大武口区是宁夏工业重镇石嘴山市党政机关所在地，位于贺兰山北部北武当

山下，北纬39。07，东经106。187。东邻惠农县，南接平罗县，西依贺兰山，北毗石炭

井区。总面积66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82．2％。地势北高南低，东平西斜。地形大

致可分为三部分：东南部是沙丘、沙地；中部为山前洪积倾斜平原；西南、东北两面

环山，山峦迭翠，蜿蜒逶迤，呈偃月形环抱本区。按全国气候区划，属中温带干旱

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9．5℃，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7．1℃，最低气温为零下

22．7℃。平均年降雨量为183．8毫米，蒸发量为2217．7毫米。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3069．6小时。日照百分率为75％。年平均刮风34天左右，风力为每秒2．1米，最大

十二级。年平均无霜期为165"-181天，初霜日期平均在10月上旬至中旬，终霜日

期平均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初。有暴雨、大风、霜冻、冻雹、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

影响。 、

’大武口历史比较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生民在此生息。春秋战国及秦代，

长期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地。汉代，隶廉县。东晋十六国时期，先后为前后赵、前后

秦、夏所辖。北魏，属薄骨律镇。隋朝，属怀远县。唐代，属警州。宋、西夏、元时，为

定州所辖。明代，属平虏(平罗)千户所。清顺治初年(公元1644年)，属平罗所(后

改为平罗县)，至1 9 63年5月，区境仍属该县。1 9 6 3年6月11日，划归石嘴山市

至今。

区境地处宁夏北部要冲，素为战略要地。从周、秦至唐等代帝王建都多在咸阳

和长安，本区距国都较近，帝王、将帅常出巡边关。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屡屡犯境，

夺取腹地，进军都城，威胁社稷，所以帝王都十分重视在这里设防和军事设施的建

设，以巩固边界要塞。据明代兵部尚书桂萼评：“宁夏西据贺兰山雄，东据黄河之

险，甚为备也’’。。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

国"。明代，筑。北长城”和“西长城"，并在沟谷通道咽喉处置关设营，建堡筑城，常

年屯兵驻守，此情一直沿至清代。1958年后，由于包兰铁路、石(嘴山)大(武口)公

路、平(罗)石(炭井)公路及平汝铁路支线的建成营运，大武口更扼宁夏南北陆路

交通之咽喉，因而有宁夏。北大门"之称。

大武口区自然资源丰富，位于市区西北约12公里(直线距离)处的清水沟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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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地区志

田，含煤十三层，已探明储量7636．6万吨，局部可采六层，属无烟煤。枣窝玻璃用

砂矿床，矿区长6公里，宽1．5公里，最厚层达260米，部分矿石质量较纯，不仅可、

做玻璃原料、陶瓷熔剂、水泥配料等，而且质佳者可用于熔炼硅砖、结晶硅、硅铁

等。建筑石材遍布于贺兰山之中。天然矿泉水源地——“佛寺香泉"，平均日流量为’

6万立方米，是酿制啤酒和白酒的上乘原料。

野生动物虽组合较少，但自然保护价值较高。1988年12月召开的全国鸟类保

护和环境治理座谈会修改草案中规定，区境的纵纹腹小鹗、蓝马鸡、灰鹤、蓑羽鹤、

鸢、大置、马鹿、盘羊八种野生动物被列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光能资源极为丰富，

是我国光能资源的高值区，太阳辐射每平方厘米年平均总量为144．2千卡，充分

利用，对发展国民经济极为有利。’

全区设长城、人民路、朝阳、长胜四个街道办事处和大武口乡一个乡。1993年

末，总人口为103095人。主要是汉族，还有回、满、蒙古、壮、朝鲜、维吾尔、苗、彝、

东乡、白、哈萨克、锡伯、土家、布依、土族等少数民族8226人。全区人口中非农业

人口有93108人，占总人口的9口．3％。1985年4月，市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石

嘴山市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确定本区为“重点发展区’’。

历史上，大武口地区是沙丘起伏，野草丛生的戈壁荒漠。60年代中期，大武口

地区开始得到开发。1965年成立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并选定位置适中的大武口

为驻地。同时，一批企业由内地迁来大武口．，并兴建了一批新企业，这些企业群体

是大武口经济发展的雏形。1 9 6 8年9月，成立大武口镇。1 9 7 3年6月，设大武

口区。
●

二十多年来，全区各行各业在中共大武口区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

民团结奋进，经济及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电力、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精加工、

洗精煤、建筑、建材、型煤、耐火材料、食品、饮料、酿造业相继崛起，产品出口和对

外贸易不断发展，为全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设立大武口区之前的1972年，

地区工农业总产值仅为8900多万元，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1993年，工农业总

产值增至10．1169亿元。全区有耕地7990亩，1993年粮食产量达210万公斤。乡

镇企业有铁合金、炭化硅、皮革加工等，年产值1300多万元。大武口区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及石嘴山市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与交通的

便捷密切相关，包兰铁路从城区东郊穿过，平汝铁路横跨区境北部，110国道与城

区的白银路相接，为大武口区与内蒙古、陕西、甘肃等省区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

件。南距市区70公里的银川机场，为往返于国内的旅客提供了更大方便。

文教、卫生、科研、体育等事业同样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区境内只有大武口乡

在寺庙里开办的一所初级小学，在校学生不足40人，1993年底，全区共有幼儿园

(所)28所。完全小学1z所，完全中学9所，职业高中2所，技工学校4所，大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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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7所。大中专学校除面向本市招生外，还面向全自治区招生。医院、卫生所遍

布城乡，基本可以满足群众诊病就医的需要。宁夏煤炭职工医院和石嘴山市第二

人民医院现代医疗设备基本齐全，可为疑难病、重病患者进行有效的医疗和施行

各种手术．危害群众健康和生命的恶性疾病，如霍乱、天花、鼠疫已绝迹，脊椎灰质

炎、白喉、乙脑等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均寿命已达70岁。专业、群众性的体育运

动蓬勃开展。至1993年，全区共获得省级以上金杯、银杯3座，金牌41枚，银牌10

枚，铜牌15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内的科研机构不断建立，为企业的技术改

造，星火计划的实施和新产品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居于区内的宁夏有色金属

研究所，是国家重点有色金属科研单位和精加工单位，由于其在航天等方面的突

出贡献，多次受到国家的嘉奖。

大武口区附近名胜古迹颇多。古老的。北武当庙"为佛教胜地，始建于明正统

年间(公元1436"-'1449年)。清光绪年间，因受慈禧太后特赐的“钦赐护国寿佛禅

寺’’绢书一幅，故又名。寿佛寺’’。左宗棠等人也曾为之题字作画，使之声誉大振，远

近闻名。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重阳节为北武当庙庙会期，各地

前来朝山拜佛的蒙古、藏、满、汉等族的善男信女，以及游刹观景，赶卖香火、小吃、

瓜果等人数以万计，云集于此，香火极旺。区境北端有明代修建的。北长城’’和“西

长城’’，依长城建有兵营、城堡及峰火台等设施。

区境西侧的屏障——贺兰山内的石壁上存有幅面不等、内容丰富的贺兰山岩

画近300幅。1990年9月，国际岩画研究讨论会在银川举行，本区境内的岩画参加

了展出。各国专家看后兴趣盎然，遂进行了实地考察。城区南侧，有面积逾2万多

平方米的三湖旅游区，西南方有面积近万亩的沙湖旅游区。1991年6月，江泽民总

书记到石嘴山市视察时，极力称赞这些塞上旅游景点，并为沙湖旅游区题字。

‘随着国家对西北地区开发政策的出台，我国的煤炭、石油、电力、有色金属、铁

路五大产业的西移，投资项目的增加，建设速度的加快，大武口区的经济建设步伐

必将加快，将会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1473年(成化九年)

大 事 记

明 朝

修筑西长城(古称“边防西关门墙’’)

1531年(嘉靖十年)

修筑大武口长城(古称。边防北关门墙")

修筑临山堡(俗称“营营子")

修筑：l匕关门(又称。镇北关")

清朝

1829年(道光九年)前
●

平罗县在今大武口乡设。打税口堡"。 ，

●

1909年(宣统元年)

平罗县监生牛耕田首次对打磴口的人口进行了统计，为96户385人：



‘茏 大武口区志
———————————————————————————————————————————————————————————一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中华民国

9月，创办打桤口学堂(现市第十小学)

1941年(民国三十年)

4月，平罗县将打桤口堡设为县第四乡。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宁夏建设厅修建了大汝公路(大武口沟El～汝箕沟口)，全长24·5公里。

刘慕侠(马鸿逵的四姨太)、赵文府(宁夏财政厅长)等，个人集资在贺兰山清

水沟办光华陶瓷厂。。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6月，宁夏建设厅长李翰园．赴贺兰山清水沟光华陶瓷厂视察，将“打桤口学堂’’

改为“大武口学堂”。

9月，光华陶瓷厂迁入平罗县第四乡。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春，光华陶瓷厂停产。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武口，区境仍属平罗县。



1950年

5月，平罗县将第四乡改设为县五区一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境建

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

4月20日，郭匪(郭栓子)抢劫新华陶瓷厂(原光华陶瓷厂)，杀害厂领导2人。

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峰沟活捉匪首郭栓子(郭永胜)。

10月，五区一乡农民刘元英带领乡民44人，在西大沟开荒670余亩，这是解

放后该乡组织的第一次集体生产劳动。
一

1951年

9月，平罗县派土改工作组进驻五区二乡领导土改。

1952年

1月21日至2月10日，五区一乡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乡长和委员。

6月，成立五区一乡团支部，约有团员20名。

是年，新华陶瓷厂(原光华陶瓷厂)迁往现石嘴山区。

1953年

4月，五区一乡组织100名劳力在金家窝修建涝坝一处，这是解放后该乡搞的

第一项水利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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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武口区志

1954年

五区一乡开始使用“单把犁"等新式农具刀
●+

1955年

秋，五区一乡办起了新联、新谊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9月，成文中共五区一乡党支部(隶属五区区委)，共有党员5人。

1956年

2月，五区一乡成立了新联、潮湖、简泉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7月，平罗县进行撤区并乡工作，原五区一乡改为大武口乡，成为县直属乡。

成立中共大武口乡党总支，下设大武口、潮湖、简泉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20人。

9月，成立大武口乡团总支，下设大武口、潮湖、简泉三个团支部，约有团员

300余名。

是年，煤炭部西北煤管局146煤田地质勘探队开往石嘴山进行煤田普查，驻

大武口。 ·

成立大武口乡卫生所。

1957年

1958年
●

，

一

●

9月，撤销大武口乡建制，新联、潮湖、简泉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生产

大队，划归平罗县崇岗人民公社领导。

平罗、贺兰等县组成炼铁队，在大武El、清水沟等地开展。大炼钢铁"活动。

大武口新联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到1 962年初食堂陆续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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