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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宁夏入仄#厉秽出版



序 一

， 史念海①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即称道过搿四方之志"，《后汉书·西域

传》更具体提出。二．汉方志"。自是之后，纂述者日多，浸假全国县邑莫不各有其

志书。有的还不仅一修再修，甚至多达十有余次。其中前后两志相隔，有近至十

余午的，也还有不出几年的。中卫志书，清时旧传有《应理》一册，抄撮《朔方新

志》数条，不应算作正式记载。具体创修，实应始予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

年)的《中卫县志》，至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再修，相隔八十年，已嫌稍

久。由道光迄今，又已一百五十余年，更为久远。其间故老先后凋零，文献问有

阙佚，引入杞忧，势所难免。当今盛世，迥异往昔。盛世修志，使遗文坠献，得有

所稽考，当世宏图，能有所记载，诚为难得的盛事。《中卫县志》能在此时撰成刊

布，应该说是盛世盛事了。

乾隆、道光两次纂修的《中卫县志》，今仍并存于世，而道光志更为见誉于

人口。当时程德润为之撰序，谓其“详略得宜，信乎师《武功志》之遗意一。明时康

海纂《武功志》，以简赅与韩邦靖《朝邑志》齐名，为当时后世所称道。道光《中卫

县志》诚亦简赅，然其一卷《地理考》，论当地的自然环境实仅限于《山川》一目，

无乃太过于简赅了。

为中卫县修志，自有困难之处。诚如乾隆志序所说，。中邑自五代迄宋，沦

入西夏，荒灭不可考一。这当然就人事而论。不能并当地的自然环境亦因之无从

辨别，不复多所道及．仿佛西夏前后各代，已同沦于荒灭。现在所纂修的新志，

论述山川就更为详瞻，而山川之外，论述的益见繁多，这当然可以说是当今之

世，科学昌盛，有关资料易于搜求。如果还欲韩朝邑、康武功的旧规，虽有昌盛

①史念海，全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方惠学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唐史研究所所长，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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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殆亦不易稍一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方志，溯源流长，其间体例，多所因革。早在两汉之时，已有述地、记人

两类。历经隋唐，至宋时始逐渐合而为一。迄至现在，仍遵循旧规，别无更张。在

此演变过程中，述地逐渐减少，不如记人的多占篇章。所谓述地就是论述当地

的自然环境，兼及当地居人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而记人则是记载当地的人

物及有关的社会活动。这样的演变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未可一概而论，其间

轻重难易亦有若干差异，不宜强期一律。因而对道光志的论述，就不必多事

苛求。

中卫也和其他各个县邑一样，是有其特点的。在过去不同的王朝统治时

期，中卫地居边塞。边塞与内地不同，但濒倚黄河，可以引水灌溉，因而稻垄桑

田，沃野千里，引人羡慕，视为乐土。但这样的乐土却受到沙漠的迫胁。这就使

得中卫人不仅擅于引水，还长于治沙。中卫为包兰铁路经过的地方，铁路还要

经过县中的沙地。在沙漠上筑铁路，还能畅通无阻，应该说是当世的奇迹。宜其

为国内外所称道，可为治理其他沙漠地区所取法。其实更应该珍视的，则是中

卫人奋力治沙的精神。不仅阻止了沙漠的继续向河滨扩展，而且出现人进沙

退，腾出更多的土地。 ’

‘

中卫的沙漠向东南扩展，虽说是自古已然，却是愈至后来愈为严重，致使

再不能漠然视之。中卫的始称边塞，远在秦汉之时。秦汉为了防御匈奴，曾经在

北陲修筑长城。中卫既是边塞，也应是当时长城经过的地方。秦汉长城遗迹早

巴泯灭，难知其故处。道光时所修的《中卫县志》列有《塞垣》一目，所记只是明

长城，秦汉旧迹也无从谈起。不佞近年一再探索，始知当时的长城，乃是由鸟鞘

岭下，绕中卫的西北，再达到阴山山脉的西端。这是说，秦汉长城斜贯今腾格里

沙漠之中。沙漠中如何能够修筑长城?此说殆令人莫解。其实当时沙漠距中卫

县尚远，长城可能筑在沙漠边沿，并未稍受沙漠阻遏。今中卫县西北沙漠中的

通湖音乌拉发现有东汉时的石刻文字，以隶书书写，记述南匈奴配合汉军，联

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就在通湖音乌拉稍南处，还发现有汉代的岩画，这

至少都足以说明，当时这些地方尚无沙漠，居人不少，活动相当频繁。后来沙漠

不断向东南发展，这些遗迹遂不复为多人所知晓。沙漠的东南发展，自与当地

的风向风力有关，而人为的不臧，也有促成的助力。至少森林的破坏，不能利用

以减弱或阻止风力，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建国以来，中卫人民大力植树造林，



序一 3

防风治沙，改造并且利用沙生资源，因而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奇迹。这些防治的

过程应该见诸方志的记载。《中卫县志》也确实有所记载，而且详尽无遗。这是

和康海《武功志》异趣的。康海《武功志》和韩邦靖《朝邑志》虽卓有声誉，然纂修

方志者多不相遵循。时至今日，更不必墨守成规，师其遗意。

当今盛世，改革实为急务。这是超越前代的壮举，也是富国裕民的要图。故

中枢发出号召，全国普遍遵循。中卫藉此机缘，亦取得许多成就。当前固已受益

匪浅，就是对于可以望见的将来，亦多构思设想。这样的历程和效益，自应在方

志中有所记载。这是前人所不能想像的，也是以前的方志无由加以记载的。这

当然要另辟蹊径，不以樊笼自限。《中卫县志》，为了加强宏观经济的记述，增设

了综合经济卷章，系统地记述了全县经济兴衰轨迹和进步发展里程，显示地方

经济发展的规律。当前各地修志，多能逸出前人旧规，已经形成必然的趋势。

《中卫县志》综合经济卷章的增设，应是这样趋势在当地的显现，是会引入注

目的。

综观全志，增设的卷章实不仅综合经济一目，还可见之方言一篇。方言入

志虽并非新奇，然在中卫，却是前志所阙遗的。补苴罅漏，也是必不可少的。中

卫曾长期为边塞要地，也是往来通衢，而移民实边尤为以前一些王朝所重视。

交往频繁，语言自较复杂，改易变化．并非鲜见。虽为一地方言，对于了解前代

的往事，实甚有裨益。这也应是冲破旧志的旧规，开拓的新猷，是应该称道的。

修成新志，颇费周章。其中新猷不少，具见卓识，谨举其荦荦大者，以告

来哲。
’‘

1994年9月20日

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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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卫县委书记 陈致敬

中卫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部。境西长流水、一碗泉旧石器晚期文化

遗址的发现，证明两万年前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患繁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中卫地区一直是中央专制政权与少数民族首领扩张势力、争夺疆域的过渡

地带。政权反复更替，居民大幅度流动，至明设卫，才基本稳定下来。清雍正二

年改卫置县，县名延续至今。

． 中卫地处黄河上游，有得天独厚的引水灌溉之利。两千年前，勤劳智慧的

先民就开渠置堰，后经历代开发，使之成为“塞上江南一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

她背临腾格里沙漠的威胁，大片平畴沃土、纵横沟渠被黄沙逐年吞噬，严重危

害了人民的衣食生存。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

。愚公移山’’的精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不仅遏制了沙丘的迁徙，还将沙害侵

蚀的大片土地改造成了良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按照。继续抓好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强化流通服务，推

进科技进步弦，“以农稳县、以工富县、以商活县、以法治县一的指导思想，大胆改

革，团结奋斗，务实创新，使经济建设有了较快发展：199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

值比1949年增长97倍；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04倍。尤其是自1986

年以来，各类工业发展迅猛，乡镇企业逐步壮大，三资企业有了突破，个体、私

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建设步伐加快，城区面貌大为改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盛世，修志出版，是全县人

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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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志>，记载了自秦汉王朝到公元1993年两千余年的历史，以大量

的史料，记叙了中卫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再

现了中卫人民的光辉斗争历程。其中，重点反映了建国40多年来，全县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经历的坎坷途径，总

结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县志独具匠心地单设了环境保护卷，真实记叙了中卫

人民与风沙斗争，特别是创造闻名遐迩、誉满全球的沙坡头治沙工程这一世界

奇迹的全过程以及成功经验，为全球人民改造自然、战胜干旱、控制沙漠、造福

子孙提供了可借鉴的珍贵经验，不失为有地方特色的佳卷。

地方志是经世致用的辅治之作，也是惠及子孙的传世之典，为政者既要修

志，更要重用志。新编纂的县志付梓出版后，要大力做好宣传发行工作，要组织

好本县各级领导干部读志用志，充分发挥志书功能，借鉴历史，服务现实I要把

县志作为对全县30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乡土教材，以激芡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和献身

家乡建设的热忱，把我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更新水平。

《中卫县志》编纂成书是几届修志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在编纂过程中得

到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区内外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指导帮助。值此之际，

谨向为《中卫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同志致以真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礼l

1994年10月20日

孓知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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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人民政府县长郭生岐

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象更新，百事并

进。欣逢盛世，盛世修志I方志盛衰，系于政治。值此，先做一番简短的扫描。

当时者迷，过往后清。曩昔国势积弱之因，诸事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

者可为而不为，何者不可为而为，志书皆起到“证疑考信，后世赖之’’的作用。

修志事大，非盛世无法启动。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学

术繁荣。开笔十余年的策划、编纂、核实；数省市县及自治区志界的教诲熏习；

评审志稿时当面请益更如醍醐灌顶。务期和时代同一脉息，自求为一方巨献。

喜得付梓，举县同庆。

志当存久远，香溢惠乡井。今县志出版发行，无疑可为间里汤汤大河中倾

入丰沛的源头活水，“举一隅’’而“三隅反"：

—一倡导新风，革故鼎新，代代相承，不断探索新领域。

——藉读志拓展视野为经，活用县情特色为纬，编织新图。

．——进一步增强坚持向中国共产党树建之标奋进的自觉性。

《中卫县志》虽刻意经营，黾勉志法，力求准确，然涵盖范围至广，即使反复

修订，偏重、挂漏或错误之处仍属难免．热切恳请领导、专家、广大读者不吝

指授。 ．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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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运用新方志编纂理

论、原则和方法，全面反映中卫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通古贯今，上限一般追溯到各类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3年

底，特殊事类则延至搁笔之日。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于卷首，为全志之经，统全志之纲。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叙在本县作用大、影响大的大事，或此处不记则

为缺门之要事，或带有起点性的新事。

四、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事以类从，以事设志。除卷首概述、大事记及

卷尾人物、附录外，正志分设28卷124章420节。以节、目为记述实体，不求表

象平衡，根据实际需要多则多记，少则少写。卷下分章设节，以类事科学理论划

分为指导，不恪守以学科体系严格划分界限，而以志书体例所需灵活安排章、

节，内涵外延。 。

五、本志以述、记、志、表、图、传、录综合应用，以志为主，图照采取集中与

分散相结合，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人物卷置传、录、表三个层次，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近现

代和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的原则。对在中卫作出突出贡献的客籍人

士亦予以记载。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分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有重要贡献者

及副厅级以上人物入录、本籍在外工作副处级以上或获高级职称者入衷不受

此限。 ，

七、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前一般采用历史纪年，统一年号，并夹

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政区、机关名称均系

当时称谓，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其余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本志记事范围，以现行区域为主，涉及历史辖属地区也可简述其要。

九、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计量单位，以法定为准，数字书写以法

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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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版标准化规定为准。

十、本志记述中凡用建国前、建国后表示的时态，以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解放前、解放后则以1949年9月18日中卫县和平解

放为界。

十一、本志数据资料，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法定数据，县统计局缺者则采用

各有关单位数据；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均含中央、省地在卫企业收入，工农

业总产值、职工人数及人均收入如无夹注者仍指全社会。

十二、本志史实资料来源于县部门、专业志稿，县、区文献档案，正史旧志，

有关报刊、专著和回忆录、口碑等。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概 述

中卫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银南地区最西端。介于北纬36。597～

37。427，东经104。17’"-'105。377之间。东邻中宁县，南靠同心县、海原县及甘肃

省靖远县，西接甘肃省景泰县，北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全县东西118

公里，南北91．8公里，与外省区边界线长326公里，占县境边界线总长的

68％。总面积5780平方公里。辖5镇11乡，总人口30．5万人，汉族占98．

45％，少数民族中有回、满、蒙古等11个民族。县城驻地城关镇，在黄河北岸，

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中卫历史悠久。考古发现的长流水旧石器文化遗址、一碗泉新石器文化遗

址、大麦地古代岩画等遗迹表明，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已有3万多年的历史。春

秋时为羌族和戎族杂居地。秦时属北地郡，西汉属围卷县；隋唐置丰安县、丰

安军；五代后唐置雄州，后晋改昌化军、昌化镇；西夏置力吉里寨；元升应理州；

明永乐元年置宁夏中卫，中卫之名始此。清雍正二年裁卫置县，改称中卫县，属

宁夏府。1911年中卫属甘肃朔方道。1933年分中卫、中宁两县。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置未变。1954年，宁夏省裁撤并入甘肃省，中卫属银川

专区。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卫县隶属之，1972年始属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南行署辖制至今。

中卫山川齐备，地形险要，自秦统一中国，沿河置障设塞划入中央集权统

治版图，历经两汉、隋唐修边墙、筑城堡，派兵驻军防守，成为历代游牧民族部

落和政权争夺对垒的军事要地。明时境内墩台哨所相望，城堡营垒遍布，为“左

联宁夏，右通庄浪，东阻大河，西据沙山一、。后接贺兰之固，前有大河之险’’的边

陲要路。同时又是由长安、灵州通往西域边口孔道的“丝绸北路刀。清季至民国

年间，边防功能逐渐消失，交通日益废塞。新中国成立后，中卫经过40多年的

建设，经济战略地位日趋突出。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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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地处内陆，北依沙漠，南踞香山，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这里日照

充足，光能丰富，积温较高，干旱少雨，夏热冬寒，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年平

均气温8．4"C，极端最高气温37．6"C，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9．2"C。年平均日照

2839小时，太阳辐射总量年平均每平方米高达142千卡，仅次于青藏高原。引

黄河水自流灌溉和夏、秋雨集中的优势，为中卫大地上的动植物繁衍生息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中卫山川秀丽，风采各异。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西南有香山，西北有腾

格里沙漠及低山绵延，中部的黄河冲积平原，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其间，

格外壮丽。境内有高耸翠岚接天浮的天景山、香岩寺山；有烟雾袅绕的炭山、夜

明山，有田园如画、沟渠纵横的平原；有沟谷切割蒿茅一色的丘陵台地；有浊浪

滚滚的峡谷急流；有浩瀚无垠的黄沙广丘。这些构成了大自然界瑰丽的画卷，

哺育着历代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卫人民。

中卫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总量达329．96亿立方米，尤其是黄河流程过

境114公里，引水灌溉得天独厚，在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下，源源不断地为当

地人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充沛水量．河中所产黄河鲤鱼、鸽子鱼，型美味鲜，历

代有名。境内黄河黑山峡谷的大柳树、沙坡头地段河床落差大、流速快，蕴藏大

量的水能资源，期待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丰厚。全县土地面积为714．05万亩，

现有耕地面积34．3万亩。引黄灌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沟渠纵横，林茂粮

丰，素有。塞上江南’’之美称，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大豆以及辣椒、大蒜、西瓜、

构杞、红枣、苹果等作物，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l南山台子和北干渠系两个十万

亩新灌区，是重要的林果生产基地；南部山区，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闻名

中外的中卫山羊和滩羊裘皮就产于此地；北部防风固沙林区，经过30多年的

奋斗，已筑起一条60多公里的绿色长城，成为引黄灌区可靠的生态屏障。矿产

资源种类较多，分布广，储量大，易于开采，运输便利。主要有煤、石膏、大理石、

油页岩、石灰石、重晶石、硅石、型沙、陶瓷粘土、铁、金、铜、铅、锌等20多种。境

内香山煤田已探明储量4804万吨，远景储量2亿吨，煤层厚、埋藏浅、发热量

高、易采掘。石膏储量极为丰富，质地优良，矿床裸露地表，采运方便，现已探明

储量4841万吨，居全国第二位。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卫经济振兴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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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人民长期以来，用艰苦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家乡。秦汉从内地移民派军

屯垦，开渠引水灌溉，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汉代在境内黄河南岸已有麦田山、

麦田城的地名聚落，隋唐时在黄河北岸设丰安县、牢安军，农牧业兴旺。唐末长

时处于边乱战事不绝．生产、生活设施遭严重破坏，虽明、清有所恢复，但民国

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割据，加倍课捐征税，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广大劳动人

民陷于饥寒交迫之境地，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卫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拼搏进取，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199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6020万元，比1949年增长97倍，年平均递增10．

7％门二农业总产值66227．6万元，比1949年增长104倍，年平均递增10．9％。

在农业方面，充分发挥自然条件优势，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防

风治沙，大力推行科学种田，普及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1993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4420．5万公斤．小麦亩产由50年代的150公斤左右

提高到321公斤，水稻亩产由200公斤左右提高到505公斤。成为宁夏重要的

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整个农村经济以市场为

导向，沿着优质高产高效的路子稳步迈进。经果林面积扩大，肉、禽、蛋、奶产量

逐年增加。治沙造林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建国前，腾格里大沙漠以年平均3

～5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进，沙暴经常袭击全境，吞噬村庄田园。建国后，全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坚持大搞治沙造林。1993

年，全县共完成人工造林面积32．1万亩，其中防风固沙林12．5万亩。沿北部

腾格里沙漠边缘建成60公里长的防风固沙林带，在沙坡头创造出人工防风治

沙、改造利用流动沙丘的世界奇迹。绿色长城挡住了风沙．保护了基本农田及

包兰铁路的畅通，夺回了被风沙压埋的良田，开发出lO万亩的南LIJ台子扬灌

区和10万亩的北干渠新灌区，建成了赛金塘万亩创汇果品生产基地和高标准

的农田林网．真正实现了人进沙退。中卫县被国家绿化委员会、林业部命名为

全国绿化先进县和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经过60年代、70年代不断调整充实，巩固

提高，投资新建，改造扩建，初具规模。80年代以来，中卫把大力发展工业作为

振兴经济的关键来抓，坚持一手抓新上项目，一手抓老企业挖潜改造，引进技

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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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资金、设备，发挥资源优势，扩大生产规模，工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

展。1993年，全县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7653万元，比1949年增长1394倍，

年平均递增17．5％。全县以国有工业企业、二轻企业和乡镇企业为支柱，形成

机械制造、建筑建材、造纸印刷、纺织制鞋、高耗能冶炼和农副产品加工6大骨

干行业。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240家．各类产品1000多种，主要产品有原煤、

石膏、粉刷石膏粉、水泥、生铁、硅铁、铁合金、电石、化肥、切削机床、地毯、皮

鞋、旅游鞋、服装、陶瓷制品、机制纸、印刷品、木制家具、辣椒红色素、脱水蔬

菜、黄金、涂料等。全县建成中外合资企业8家，其中长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引

进德国的六色胶印机和英国的电子分色机等先进设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技

术含量较高的无碳复写纸和印刷包装装潢两条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

经过40多年的交通通讯建设，全县公路、铁路、水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县内建有公路干线10条，与国道、省道相连，形成连接区内外各市县的公路网

络。包兰铁路穿越全境，甘武铁路接轨于境内。宝中铁路与包兰线相交于中卫，

中卫成为西北继兰州、宝鸡之后的第三大铁路交通枢纽。黄河航运里程65公

里，8个水运码头已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经济、文化的重要纽带。邮电通讯事业

得到较快的发展，县城开通3000门程控电话，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已经投入使

用，农村程控电话已经联网，实现了乡乡通自动电话。

商业贸易日趋活跃。建国前夕，全县仅有店铺、商贩342家，集市日上市仅

数百人次，商品购销量极为有限。1993年，全县有商业贸易机构2100多个，商

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3000多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20266万元，比

1949年增长150倍，年平均递增11．8％，城乡集贸市场发展到10个，交易品

种3000多种。县产lo余类的60多个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铁合金年出口量1

万多吨，石膏年出口量5万多吨，机床年出口量100多台，地毯年出口2万多

平方米。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中卫是宁夏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县

和普及初等教育县，1987年被国家教委列入全国百名“基础教育先进县"。

1993年，全县有中等专业学校1所，普通中学31所，职业中学2所，小学108

所，在校学生近6万名。有科研推广机构12个，学术团体30多个，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4000多人。县、乡、村形成3级卫生网络，有各级医疗机构42个，拥有

病床560张，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的18‰左右下降到90年代初的4．5‰左

右。广播电视从无到有．发展较快。全县建有广播站、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并开

办自办节目。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县城地区建有文化宫、工人俱乐部、图书馆、

影剧院、博物馆等，全县乡乡有文化活动站，村有文化室，实现了四级文化网

络，1991年中卫被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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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卫文化渊源流长，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长流水旧石器文化遗址、一碗

泉新石器文化遗址、古代岩画，春秋古城场遗址枫古墓群；张家山汉代古墓群、

长流水唐代军城遗址；高庙、鼓楼、明代古长城遗址等。其中高庙和明代古长城

遗址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座落在县城的高庙为儒、释、道“三教合

一一的古寺庙，以其殴宇紧密、重楼迭阁、檐牙相啄、曲廊相争的独特建筑风格

闻名国内外。高庙。地狱一是现有的中国四大古地狱之一。近年来发现的中卫岩

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多彩，画面达2000多幅，个体图像近万个，其密集程度

不仅是全国罕见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时空上下跨越数千年，制作年代可

追溯到公元前2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卫风光奇特，著名的沙坡鸣钟、黄

河弄筏、高庙揽胜、沙山明湖，以其千姿百态、独具风采的声誉吸引了大批中外

游客。 、j ；

中卫人杰地灵。忠义、爱国之士层出不穷。明代中卫古水营守备李彩率军

响应李自成起义，反抗清兵而罹难。清代，名将李日荣率军平息吴三桂叛乱，李

景隆转战东南沿海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军功卓著；举人黄允清联名。公车上书"

光绪皇帝，痛斥清廷崇洋卖国、割地弃民，爱国之举精神可佳。民国年间，爱国

人士袁金璋不畏强暴，追求真理，推进民主，联名请愿南京国民政府，揭露宁夏

军阀马鸿逵的黑暗统治，颇有声望；教育家刘佩黻，鼎力倡导新文化，举办新学

校，提倡男女平等入学读书，为中卫开办新型教育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

青年知识分子孟长有冲破黑暗统治，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回宁后从事地下革命

和抗日宣传活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成为宁夏最早的革命烈士之一。现

代知名学者苏景泉攻研“三苏"诗词，造诣颇深，论著亦丰，诗文浩瀚，在台湾大

学任教20余年，因其学术成就与影响，蜚声海内外。现代学子中年作家麦天

枢、画家乔维新已闻名西北乃至全国，青年学者吕振华30岁和31岁时分别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80年代以来，县内高中毕业生每年有10多人考入清

华、北大、复旦等全国重点学府，相继培养出中卫籍尖子人才，为家乡和国家作

出贡献。

卜一1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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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卫地理独特，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地处黄河上游水利水能开发地带，良

好的电力、水力、交通、农业等地理环境组合成明显的整体优势。是国家未来一

个时期开发能源和原材料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由东部向西部推进

的前沿阵地。’随着宝中铁路建成通车(1994年)和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形成，以

及黄河大柳树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沙坡头水利电力枢纽工程、黄河公路大桥、

包兰铁路复线改造、石嘴山至甘塘铁路电气化改造、迎水桥大型铁路货运编组

站等国家和自治区重点项目的建成，中卫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将

更加重要。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输、充裕可靠的能源供给、旱涝保收的农业基地

和优越适中的地理位置，使中卫的发展前景甚为广阔。一·‘：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勤劳勇敢的中卫人民正满怀信心，用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努力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 。。j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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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

距今约2．5万年左右，长流水等地已有先民繁衍生息。

公元前1万至3千年左右，先民逐水草而居，从事狩猎、畜牧、采集活动，

并能磨凿岩画，烧制红陶器具。

公元前7世纪前后，沿河傍山地带散居着各有首领、不相统一的猃狁、犬

戎及义渠游牧部落。 ·、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出兵击溃义渠，分置陇西、北地、上郡。

中卫地属秦北地郡。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置北地郡富平县，中卫属之。 --

三十四年(前213年)，秦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万里长城。这条长城由兰

州经中卫西北接贺兰山北趋阴山。(据考：一说已陷流沙，一说只在黄河沿岸修

筑城障)。

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国内大乱，匈奴趁北部防御线残破，逐渐南下占

领边地。

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攻克北地郡，又复修沿河城障，中卫境内筑有

麦田城。

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徙内地70余万灾民到河套以南地屯耕。自

朔方(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西北)，普遍修渠灌田，

中卫始有灌溉农业。-

元鼎三年(前114年)，北地郡西南析置安定郡，设围卷等县。中卫属围卷

县地．．

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前111～109年)，境内开始开挖引灌蜘蛛渠(今美

利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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