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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的关键之年，适逢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千载良

机，中共吴忠市利通区委、区人民政府出人力、投财力。同商共议

修志大事，鼎力出版《吴忠市志》，不难看出历届党委、政府和利

通区委、区政府的卓识远见；不能不说是党和政府对历史、对桑

梓、对父老深深的责任心。

吴忠，自古就为塞上菁华之地，是开宁夏引黄灌区先河的历史

名城和军事重镇，是闻名遐迩的水旱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是古丝绸

之路的途经之地，更是人才辈出的灵杰之地，是自古至今河东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商

埠焕发了勃勃生机。吴忠成为自治区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成为新

兴的工业城市，成为自治区第一个科技工作先进市，成为全国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先进市，成为全区首批实

现小康目标的县市，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市和全国“双拥”

模范市，成为全区首批实现小康目标的县市，成为宁夏经济发展核

·,L／区。

《吴忠市志》以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

得当的体例、完备的体裁、朴实的文风，记载了昊忠昨日的辉煌，



吴忠市志

今天的奋斗；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斗争。她不仅是有史以来，

吴忠第一部百科全史，更是吴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家园、富裕人民的英雄史和创业史。她的问

世，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她是

一部活生生的热爱党、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乡土教材；更是人们

认识吴忠、了解吴忠、开发建设新吴忠的大型文献资料信息库。

《吴忠市志》的问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

吴忠文明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更是全市通力协作、众手成志的结

晶。我代表中共吴忠市利通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利通区地方志编委

会，向在市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极大关怀、热情指导的自治区地方志

编委会，向对修志事业给予极大关爱的历界市委、政府，向对吴忠

修志事业给予厚爱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向为市志编纂出钱、出

力、提供帮助、贡献聪明才智的各位编委、各部门、各位修志同

仁，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任何一部志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

资料的发现，定会发现市志的许多缺憾，这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

的必然。吴忠辉煌的昨天，El新月异的今天，任重道远的明天，都

要求我们不忘前事。只有记下岁月变迁的大事，总结历史的得失，

借鉴前人前事，开拓未来新路，才有明确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这

就是我们区委和本届政府鼎力告竣这一浩繁文化建设工程的苦心所

在peo

二ooo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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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区长

利通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英杰

《吴忠市志》主编

吴忠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吴忠市志》，历经14个酷

暑，终于面向桑梓。这是吴忠30万回、汉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吴忠市志》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

志。1986年，我们遵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承修新志。深知

这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是益国利民、裨今世而惠后

代的优良传统。既感盛世修志时机难逢而精神振奋，又觉修志工程

浩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而唯恐难竟其功，有负众望。在历届市

委、市政府和市志编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各部门和驻吴各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市志办编纂人员勤奋努力，辛勤笔耕，数易其

稿，终于编纂成百万言的《吴忠市志》。修一代良志，成千秋功业。

这既是全体编修人员的奋斗目标，更是昊忠人民的共同愿望。

吴忠地处祖国西北内陆，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部，境内沟

渠纵横交错，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自流排灌网络，浇灌着土肥草美的

千顷良田，养育着勤劳、富足的回汉人民，自古就有“塞上江南”

的美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

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昊忠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方工业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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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体系，农村经济繁荣兴旺全面发展，传统商埠焕发新姿名扬全

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初具规模，科教文卫等项事业和精神文明建

设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呈现出新局面。

《吴忠市志》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纵贯古今，横排

门类，对古代的自然与社会从略记述，对近代社会则以更多的笔墨去

记述，特别是以大量篇幅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吴忠人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业绩。全书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完

善、文风端正，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地方志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文献资料库，

海内外学者视其为具有物质和文化双重性质的财富，其“存史、资

治、教化”作用，非其他书籍可以替代o

《昊忠市志》的出版，是对吴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大贡献。它不仅为各级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依

据，更主要的是让外界了解、认识、关注吴忠，使吴忠人民与八方

有识之士携手共建吴忠；让吴忠美丽的“塞北江南”自然景色和丰

实的人文景观吸引更多的客商留连吴忠。

借此机会，谨向所有关心并支持过《吴忠市志》编修的各级党

委、政府，各位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各部门及全体编修人员，致

以衷心的谢意。

金无足赤，《吴忠市志》虽历经锤炼，值系承前启后之作，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恭请各位专家及读者朋友匡正，并此致谢!

二ooo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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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吴忠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实事求是，力争达

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民

族特色的一方之全史。

二、记述范围。本志定名为《吴忠市志》o记述范围以(原)县级吴忠市

的行政区域为限，并全面记载原金积县；市县合并前需分别记述的资料，一

般采取先吴忠后金积的方式并列予以记载。对市境内市属以上各单位的概况，

依据行业性质，并归于有关分志；驻吴上级领导机关设专记简要记述。贯通

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记事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吴忠境内事物发展

的轨迹。利通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新事，于志后另设

《利通区大事记》载述。

三、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份，下迄1998年9月8日(县级)

吴忠市撤市设区之日o 《利通区大事记》上限为1998年9月8日，下限为

1999年底。
‘

四、本志体例采用卷、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归类成志，分志并列，

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概述

综述市情，总摄全书；大事记勾勒脉络，记述大事、要事、新事。专志纵述

史实，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经济总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业、农

业、水利、商业、集市贸易、交通邮电、财税、金融、经济监督管理、科学

技术、党派社团、政权政协、综合政务、公安司法、军事、金积堡回民反清

起义、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族宗教、方言、人物共嬲卷151章504

节、约154万字。为充分反映地方特色，设集市贸易志、金积堡回民反清起

义志。附录收入限外《利通区大事记》、修志始末等资料。概述、大事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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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不列入卷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五、体裁采用述、记、志、传、

以编年体为主，兼采记事本末体。

六、文体，一律为现代语体文、

流畅，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大事记

记叙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明、

七、人物志荟萃本市古今各界名人、要人或代表性人物。立传只限已故

人物，以卒年为序，以正面人物为主。立传者为在本市有一定影响或有突出

贡献者。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涌现的杰出人物载于闻人简介。

八、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官职，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

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章内，只注首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2D世纪卯年代、6：D年代⋯⋯简称卯年

代、6D年代⋯⋯古地名必要者夹注今名。吴忠设市之前泛指今市辖区，统称

吴忠或吴忠地区。

九、数字用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计量原则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对个别沿用已久的市制计

量单位如“亩”等，仍旧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价值指标，作对比

时换算成不变价格。

十、资料主要来自本市各部门专业志及中央、自治区、地、市档案，经

考证入志。数据以市统计部门的历年资料为主；1949～1960年统计数字包括

原金积县。除引用典籍、书名等在文中注明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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