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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同心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9793305号通知发布《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的精神编辑的。是一九七九年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这本地名志，是
，

在同心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全钵地名普查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参

照历史，查阅资料，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后编辑而成的。这次所定的地名与普查前

群众称说的地名相比，更动的很少，广大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均未轻易更动。

《同心县地名志》共普查编汇了全县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一千四百二十一条，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二十三条，人工建筑物名称十二条，场(厂)，矿，站，所名称四十六条，道班

名称十三条，名胜古迹名称七条，各种图片十幅。

《同心县地名志》是经过同心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凡已列入的地名都是标准地名。今后

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凡与标准地名不一致的，均以此为准。《同心县地名志》出版以后，

非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同心县标准地名。

《同心县地名志'中的行政区划图和各公社的地名图均未经过现场实测，不作为划界的

依据。

1．．．．．．．．．．．．．．．．．．．．．．．．．．．．．一——

同心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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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县概况



同心县概况

同一b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东与盐池、甘肃环县交界，南与固原相

连，西与海原、中卫接壤，北与中宁、吴忠、灵武毗邻。位于东径106087、北纬

·36。597。总面积八千四百三十三平方公里，划分为十四个公社，七个农林牧场，

二百零三个生产大队，九百四十一个生产队，共有一千二百零四个自然村。总人

口十八万三千零一十一人，其中回族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七，汉族占百分之二十

二点二一，土、满、蒙等民族仅有十五人。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同心城，距自治区

首府银川市二百三十四公里。

同心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是边陲之要冲，塞上之咽喉，南扼固

原、平凉，北制吴忠、银川，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四千

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进入阶级社会后，同心历史沿革领属史书记载甚少，稽考甚难。从同心县第

一次设置三水县(公元前一一四年至公元四十年)到公元一八七三年，同心的行

政区划常有变动，版图亦不固定，同心的地域是各族统治者的分辖之地。
公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同心重设行政建制为平原县。一九一三

年(民国二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广大回族人民，将平原县改为镇戌县，一
九二九年又改为予旺县。一九三七年，盘踞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出于反动统

治的需要，将予旺县更名为同化县，后因遭到广大回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才于一

九三八年改为同一b县，县治设同心城。 ：
·

同心还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西征途

中，在同心、海原两县之地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政权“陕甘宁省予海县苏

维埃回民自治政府’’，回民代表马和福同志当选为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因坏人告密，

被马鸿逵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同。b城枪杀)。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广大回汉族

人民同蒋马匪帮英勇斗争，积极筹粮筹款支援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

了贡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也曾随军到过予旺、下马关地区，并在

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对当时同心的景况作了详尽的记载。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同心县获得解放。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
人民政府光荣诞生。 。

同心属鄂尔多斯台地的一部分，为川、垣、山地、丘陵交错分布的自然地

形。地势由东向西倾斜，以山地为主。东部山一般在海拔一千二百六十米至二千

六百二十四米之间，较高的山峰有罗山、窑山、米钵山。境内草原辽阔，有大、

．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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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流三条，主流清水河由南向北，横贯全境。大小沟壑八百八十四条，较大的

有折死沟、金鸡儿沟、洪沟。全县土壤多为灰钙土、低盐灰钙土和黑垆土。县内

气候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较大，日照充足。降水量小，蒸发量大，空

气干燥，常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八点三度。一月平均温度摄氏零下八点五度，七月

平均温度摄氏二十二点六度，绝对最高温度摄氏三十七点九度，绝对最低温度摄

氏零下二十七点三度。境内水利资源贫乏，全县常有一半以上人畜靠蓄积雨水生

活(平均年降水量二百八十一点五毫米，多集中在六至九月)，一遇天旱，人畜

饮水奇缺。全年无霜期一百五十四天左右，春夏常受大风、沙暴的袭击，最大风

力可达九级。
’

解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财贸、

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的面貌焕然一新。

解放前，同心交通闭塞，人烟稀少，人民生活极端贫穷。解放后，在各级党

组织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大力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

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中央投资建设的扬黄工程，连同盘河团结渠配

套工程组成良好的灌溉网，使河西、河东四万多亩早地成了保种保收的丰产田。

同心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糜子为主，辅之以谷子、大麦、荞麦、莞豆、洋芋等杂

粮。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元元和麻子。据查三十年的资料，全县粮食总产量最

高是一亿一千三百七十九万斤，最低是八百七十四万斤，平均是五千九百二十八

万斤。同心的人民在大搞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狠抓了林牧业生产的发展。截止一

九七九年底，全县共有大牲畜四万零一百五十二头，羊四十三万零九百七十四

只，生猪八千八百二十九口。林木面积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一亩，四旁植树一百
六十五万株，育苗五千零二十二亩，。果木面积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五亩。随着农业

生产的不断发展，同心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很大提高。全县现有大、中型拖拉
机三百三十四台，推土机二十七台，手扶拖拉机八百八十九台，碾米、磨面机一

千二百三十三台，榨油机五十台。各种小型农业生产机具八千二百零五台。

同心县的工业生产也在不断发展。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铁匠铺和几座小煤

窑，现在已有各种厂矿三十七个，主要从事水泥、煤炭、制毯、印刷、服装、自

皮加工、烧瓷、粮油加工、农机修理等工业生产。一九七九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已
达三百九十一万元。

境内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除有埋藏量较大的煤炭(11．16亿吨)、石膏

(24．12亿吨)外，还有磷、铁、铜、石灰石、铅、铝、硫等。石膏可供生产大

量的建筑材料，开采后将有广阔的工业发展前途。此外，还埋藏有种类多样的古

生物化石。经考古部门鉴定，有铲齿象、嵌齿象、皇冠鹿、利齿猪、犀牛、肉食

类等，素有“古代动物乐园”之称。土特产品主要有甘草、发菜、二毛皮和中药

材。其中甘草、发莱、二毛皮被誉为“三宝"，在国内外市场久负盛名。
过去同心县是羊肠小道不通车，运输全靠毛驴驮。现在公路发达，交通非常

便利。包兰公路、平银公路、吴予公路贯穿县境，可直通兰州，平凉二银川。全县

一4一



现发展有货运汽车一百零一辆，客运汽车五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提高。全县现有二十二所

中学，一个简易师范班，五百七十四所小学，教职工一千六百八十一人，在校学

生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人。文化方面有电影院一座，电影放映队二十一个，文化
馆一个，文化站二个，县广播站一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十四个。解放前，同心县

没有医院，全县只有几名中医和几家药铺，群众看病十分困难。如今，全县就有
四所医院，十一所公社卫生院，一所卫生防疫站，一所妇幼保健站，二百一十张

床位，二百一十二名医护人员。五十四所大队合作医疗站，三百四十五名赤脚医

生。对防病治病，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心县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较多，现共有五十余处。其中同心清真大寺、

红城水娘娘庙、韦州康济塔、韦州古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均属区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在四化建设的凯歌声中，同心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鼓足
干劲，为把我国迅速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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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公’社概况

城关公社位于同心县西南部。东依窑山山麓，西南隔清水河与海原县兴隆公

社相望，北与纪家公社相邻。面积三百二十三点一平方公里，有四十四个自然

村，十七个生产大队，八十九个生产队，三千三百八十户，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九

人，其中回族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四。

城关公社原名为跃进人民公社，后因全社环绕县城而改为城关公社。公社驻

地同心城历史由来已久，据平远县志记载： “不知筑于何代，宏治年间重修计二

里半，内外皆土盖。”由于早年曾遭洪水袭击，后惯称为“半角城"。城内原有

清真寺六座，其中大寺、小寺、南寺的建筑宏伟独特，别致壮观。自民国二十五

年以后(1936年)，国民党伪县政府一直设在这里。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

+西征路过同心城，曾建立革命政权予海县苏维埃回民自治政府。一九四九年八月

二十六日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城关区公所"。--JL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

同年县人民政府等机关单位迁置新城。

城关公社地处清水河流域一个较大的平川上。全社现有耕地面积十三万六千

七百七十六亩，其中水田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亩，多在清水河两岸的洪积层上。

这里虽然地势平坦，但是气候干燥，素有“川大N／l,，风多雨少”之说。清水河

自沙嘴城大队入境，由南向北，经中宁流入黄河。平银公路、同予公路和同红公
路贯穿境内，交通运输颇为便利。

城关的农业生产，原为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常受风沙、干旱灾害的威胁。

一九七一年以后，随着盘河团结渠、同心扬水工程的竣工和河东，河西两个灌区

的建设，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城关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糜子

为主，辅之以大麦、谷子、洋芋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元元。到一九七九年

止，全社粮食总产量最高为八百五十六万斤，最低为二十九万斤，平均为四百六

七页斤。

农田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林牧业生产。截止一九七九年底，

全社共有大牲畜二千二百七十七头，羊·万三千二百七十一只。林木面积二千七

百五十二亩，四旁植树六万六千株，育苗三百四十三亩，果树五百零四亩。

农业机械化方面全公社现已发展有大、中型拖拉机三十九台，推土机八台，

手扶拖拉机九十八台，碾米、磨面机一百二十一台。各种小型农机具八百九十九
厶
口0

公社驻地同。b城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清朝初年起，这里就已

经商买卖，成为邻近地区一个较大的农贸集镇。因此，城里居民长期来习惯于买

． 一≯一



卖经商，多以做小本生意和搞运输为生。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面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商企业在公私合营前只有几家货店和铁匠铺，现在已发展

有县属工厂八个，财贸单位二十四个，社办企业三个。经营的范围有机械维修、

印刷、服装、制毯、白皮加工、’食品加工、铁木制品和粮油加工等。所生产的工

业品除供应本县外，有的还远销国内外。此外，这里还设有全县最大的农贸市

场。每逢集市，街道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集市上购销两旺，不但促进了城乡

物资交流，而且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城关公社的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向前。解放前全

社只有一所完全小学，二所初级小学，在校学生三百多人。现已发展到一所中
学，三十四所小学，教职工一百六十四人，在校学生三千七百九十人。一所公社

卫生院；七名医护人员。二所大队医疗站，二十五名赤脚医生。

境内著名的同心清真大寺是一九三六年成立予海县苏维埃回民自治政府的大

会会址。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属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q城关公社》

城一大队

老 城

Cheng guan 90ng she 18，919 县城

Cheng yi da dui

Lag cheng

城二大队 Chen9 er da dui

城北大队

北 滩

沙嘴城大队

沙嘴城

北洞子沟沿

麻圪鞑大队
麻圪毯

沙沟脑子

余家梁大队

余家梁

麻黄沟

上沙沿

沙沿大队

沙 沿

南 台

庙儿岭大队

庙儿岭

东杨家土尚

周家湾

黑家套子

杨家圪哒

Chen9 bei da dui

Bei tan

Sha zui cheng da dui

Sha zui chen9

Bei dong zi gou yah

M岛ge da da dui

Ma ge da

Sha gou nag zi

Ya jia liang da dui

Ya jia liang

Ma huang gou

Shang sha yah

Sha yan da dui

Sha yah

Nan tai

Mlag el"ling da dui

Miao er 1ing

Dong yang jia tang

Zhou jia wall

Hei jia tag zi

Yang jia ge da’

1，914

l，238 县城

1，082 县城

1，082

1，111 沙嘴城

694

417

1，240

1，118

122

麻圪鞑

843 上沙沿

360

120

363

955 下沙沿

609

346

1，169 庙儿岭

457

335

94

187

96

金家井大队 Jin jia jing da dni 758 李家庄

金家井， Jin jia jing 157

李家庄 Li iia zhuang 179

金家梁， 】in jia liang 159

杨家井 Yang jia iing 263

一_--I__l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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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名 称’ 汉语拼音 人 口 驻地 备注

八方大队

八 方

金家树

王家崖头

北峰墩

合 庄

湾段头大队

湾段头

园艺场

西 滩

小山大队

小 山

吴家河湾大队

吴家河湾

西吴家河湾

干湾沟

河草沟大队

河草沟

杨家墒大队

杨家徜
金鸡口子

丁家躺大队

丁家±尚

李家岗子大队

李家岗子

李家套子

刘家乱沟

张家堡子

杨家河湾

王家湾

窑家岗子

Ba fang da dui

Ba fang

Jing jia shu

Wang jia ya tou

Bei feng dun

He zhuang

Wan dtlall tou da dui

Wall duan tou

Yuang yi chang

Xi tan

Xiao shah da dui

Xiao shah

Wtt jia he Wall da dui

Wu jia he wan

Xi Wit jia he wan

Gan wan gou

He CaO gou da dui

He C&O gou

Yang jia tang da dui

Yang jia tang

Jin ji kou zi

Ding jia tang da dui

Ding jia tang

Li jia gang zi da dui

Li jia 9ano zi

Li jia tao zi

Liu jia lall gou

Zhang jia bao zi

Yang jia he wan

Wang jia wan

Yao jia gang zi

1，143

317

317

129

251

129

1，131

808

131

192

495

495

922

306

189

427

金家树

湾段头

小山

吴家河湾

1，397 河草沟

1，397

1，182

939

243

869

869

1，470

492

336

2 7，5

28

193

24

122

杨家绱

丁家淌

李家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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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家公社概况

纪家公社位于同心县北部。东依大疙瘩山，西临清水河，北靠中宁县，南和

城关、窑山公社接壤。面积七百二十九点四平方公里，有四十三个自然村，十个

生产大队，五十三个生产队，一千九百五十户，一万零三百一十六人，均属回族。

公社驻地在纪家庄。

纪家，原系该社的一个庄名。因当地居民多数姓纪，而得名纪家庄。一九六

二年公社成立时选址在纪家庄，故定名为纪家公社。

纪家公社地势高低不平，多属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之间的黄土丘陵。东

部靠山，地势较高，北部地区沙化严重。境内最高的山是大疙瘩山，主峰海拔一

千八百九十三米。主要的大沟有丁家二沟，其源于新庄集公社，经马家渠、金家

井向西注入清水河；全长达三十公里。是东西通行的交通要道。

公社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是一个丘多、沟多、灾多的穷山区。由于常

年干旱，广种薄收，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近年来，全社人民集中力量填沟筑坝，

大搞水保工程，先后建成了红柳沟、石子湾、龙白沟、长清等四座沟坝，不但控

制了水土流失，而且解决了部分羊畜的饮水困难，为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发挥了

显著的作用。纪家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糜子为主，辅之以谷子、洋芋等。经济作

物主要有胡麻和麻子。到一九七九年底为止，全社粮食总产量最高为六百二十四

万斤，最低为八万斤，平均为二百六十八万斤。

纪家公社草原辽阔，适宜发展畜牧业生产。截止一九七九年底，全社共有大

牲畜二千五百七十七头，羊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七只。林木面积五百三十五亩，四

旁植树三万株，育苗一百零七亩，果树一百亩o

近年来，纪家公社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很大提高。全社现有大、中型拖拉．

机十八台，推土机一台，手扶拖拉机五十七台，碾米、磨面机四十五台。其他各

种小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机具一百三十三台。

纪家公社除有社办企业农具厂、砖瓦厂外，还有县办土坡煤矿9年产煤一万

七千多吨。土坡煤质好耐烧，是本县和邻近地区较大的民用煤基地。此外，公社

南部还有埋藏量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俗称龙骨)o

纪家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解放前，全社没有一所学校。现在已

发展到一所中学，二十九所小学，教职212／k十六人，在校学生一千三百一十四
人。一所公社卫生院，五名医护人员，十五名赤脚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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