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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载盛世

(代序)

进入21世纪的首部续修《玉门市志》业已告竣，即将付梓。这是玉门人民的一件大

事喜事，也是玉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玉门，是历史悠久、亘古迭今的文华之地。早在华夏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就有先

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汉武帝元狩二年初置玉门县，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

历史。千百年的沧桑演进中，玉门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流商远贾经此货通天

下，播撒文明；飞将猛士在此各领风骚，演绎传奇；文人骚客在此饱览大漠风光，抒

发边塞情怀，留下了无数泻珠迸玉、光华绚丽的诗词佳作。

玉门，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育人家园。诚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

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玉门人勤劳、质朴的群体个性，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积淀了玉

门人坚毅、奋进的精神气质。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优秀玉门儿女走出玉门，走上恢弘壮

阔的历史舞台，将从玉门汲取的灵气和营养发扬光大，铸就了“爱国、创业、求实、

奉献”的伟大“铁人精神”。今天，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的“铁人精神”更加历久弥

新、熠熠生辉，激励着玉门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玉门，是物产丰饶、资源富集的沃土。西晋《博物志》首次记载玉门石油，1939

年中国第一口工业开采的油井在抗日烽火中于玉门老君庙投产，1957年新中国第一个

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随即担负起了中国石油工业“三大四出”的历史重任，赢

得了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的无尚荣光。玉门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3000万千瓦以上，可

开发的达2000万千瓦以上。1996年甘肃省第一座示范型实验风电场在玉门建成，2009

年8月全世界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在玉门奠基开工，玉门成为甘肃风电产业的摇
筷jm 0

玉门，是涅粲重生、风光无限的发展胜境。进入2lt!J：纪，因油而兴的玉门誓要摆

脱因油而困的宿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玉门完成了市政府驻地迁址这一宏大工

程，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以“十年磨一剑”的坚毅，玉门催生了“建设河西风电走

廊、打造西部陆上三峡”这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发展蓝图更加绚烂。以“先干

起来”的豪情，玉门跻身全国44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发展前景更加光

明。放眼未来30年战略机遇期，打造“百年油田”，玉门大有作为；托起“西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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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玉门前景可期。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本轮续修《玉门市志》始于

2005年，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执笔，社会参与的方针。其间，广大修志工

作者历尽艰辛，筚路蓝缕，甘于淡泊，伏案耕耘，历时6个寒暑，终于大功告成。续修

《玉门市志》上溯1988年1月1日，下讫2004年12月31日，觇天文、察地势、辨物产、

考人情、表风会，洋洋洒洒50余万字，极具“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堪称玉门

文化宝库新的巨著，先进文化建设新的篇章!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续修《玉门市志》所载17年改革开放历程是一部革故鼎新、

强市富民的奋斗史书；是一曲催人奋进、可歌可泣的壮美乐章；是一幅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的瑰丽画卷。怀古以励志，掩卷当奋发。当前，全市人民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揽，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和甘肃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老工业

基地、资源型城市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冀望全市干部群众以《玉门市志》为鉴

镜，了解过去、把握当下，传承“铁人精神”、坚定发展信心，在新的征程上努力开

创玉门科学发展新境界，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是为序。

厂钧礅
2010年12月



凡 例

一、 《玉门市志(续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力求翔实地记述公元1988年至2004年玉门市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方

面的状况，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为第一轮修志后的续志。志书上限至公元1988年1月1日，下限止于公元

2004年12月31日。新增《乡镇》一章，上限追溯至公元1949年1月1日，下限止于公元

2004年12月31日。

三、本志采用记、志、述、图、表、录体例，全志为章节式结构。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编排，纵述事物，以明时序脉络；设主体专志26章，章下设节、目，按事物属性

归类，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图、表随文插入，篇末为编后记。

四、本志所记事物均为当代事实，力求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真实可靠，体例完备严

谨，篇目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深刻，段落层次清楚，着重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征、

行业特征。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全书用第三人称记述，行文按中国地方志编纂指

导小组[2007]1号文《关于第二轮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编排记述。部分内容含“50年

代”、“60年代"⋯⋯“90年代"均属20世纪；文中“全市”、“本市”皆指“玉门

市”； “玉管局”特指“玉门石油管理局”等，即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

后用简称，随文标注。

六、本志所用的数据：历史数据、文献数据经考证后载入，大部分数据以政府统计

部门的数据为准，一部分采用职能部门核定的数字。凡以“玉门市”、“全市”口径

统计的数字，包括在玉门境内中央、省、地(市)企业；凡记述由玉门市直接管理的

工、农、商等各业情况，则标明“市属"二字。

七、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位，照当时习惯记

载。

八、本志基础资料先由各部门(单位)提供，市志办审查后继续组织人员据实补充

完善，再由市志办编纂者精心撰写而成，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人物类基础资料参差不齐，繁简不一，且涉及驻玉单位较多，各方意见较

多，难以考证核实，统一标准，经编委会慎重研究，为求全面、客观、公正，决定将

人物资料核实后简要载入大事记，或散录于各章中，以表为主集中记述，不再单设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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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8年

1月14日 玉门石油管理局(以下简称玉管局)炼油厂被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委

托为出口石油产品检验单位。

3月1日 中共玉门市委(以下简称市委)决定撤销市委农村工作部。

3月4日 玉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继续深化改革问

题。

3月9日 玉门市(以下“市"、“本市”统指玉门市)土地管理局成立。

4月4日 1987年度全国石油企业考核结束，玉管局获“二等企业”称号。

4月16日 玉管局离休干部卜鸿福的国画获全国石油离休干部书画展览二等奖。

4月25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 “省”统指甘肃省)副省长张吾乐

来玉调研工作。

是月 市国税局赵振东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是月 市第一人民医院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位”。

5月6日 疏(疏勒河)花(花海乡)干渠建成通水。该干渠长43．4公里，由省两

西指挥部投资813万元，玉门市白筹120万元，历时2年时间完工。此工程建成后，可扩

大灌溉面积4万亩。

5月20日 市政府发布公告：自1988年5月20日起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

5月28日至29日 玉门市城乡气温骤降，农村玉米、甜菜、籽瓜等作物大面积受

冻，受害面积13 880亩，损失300万元。‘

6月24日 玉管局机械厂获美国石油学会颁发的API证书。

6月24日至25日 以郑兰生为团长的世界银行农业代表团一行3人来玉门考察昌马水

库库址、荒地资源及农区种植现状。

6月30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吐哈盆地勘探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

是月 省政府授予玉管局炼油厂动力车间循环水岗位和运输处四区队六班“安全生

产标准化班组”称号。

8月12日 玉门市召开归侨、侨眷联合会成立大会。

8月18日至22日 省“两西”指挥部副指挥刘俊卿一行8人，来玉门检查“两西”建

设情况。

8月22日 玉管局炼油厂生产的3号喷气燃料获甘肃省新产品、新技术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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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至26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和铁道部联合召开的“全国铁路运输用地管理座

谈会”在玉门市举行。

9月1日 农业部部长顾问、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刘锡庚等4人来玉了解种子

工作情况。

9月10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下总公司、石油总公司统指该公司)挂牌办

公。玉管局改由甘肃省和总公司双重领导。

9月10．--一1 1日 甘肃省八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学习交流会的30多名代表来玉参观、检

查。

9月20日 省农委主任杨怀孝一行6人来玉门检查疏花干渠、赤峡水库、昌马大坝等

水利工程建设。

lO月22日 玉管局工会主席刘世洲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10月23日至24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以下简称省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麻涛等一

行4人来玉门了解执法大检查工作情况。

lo Jq 27日 省红十字会会长李屺阳一行2人来玉门检查职业技术教育和指导成立红

十字会工作。

是月 玉管局炼油厂生产的“祁连牌”系列产品——1号真空泵油、10号航空液压

油、80号真空封蜡及T705添加剂、凡士林系列产品入选《中国工业产品大辞典》，并

获由国家颁发的荣誉证书。

11月 玉管局被评为全国石油系统工业卫生建档先进单位。

1989年

4月3目 玉管局获“1998年度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受到中宣部、国

家体改委、全国总工会的联合表彰。

4月17日 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李舒珊一行6人来玉门检查民政工作。

4月24曰 市三台小学被中共甘肃省委(以下简称省委)、省政府授予“双文明建

设模范单位”。

4月27日 省委、省政府授予玉管局“双文明建设模范单位”称号，授予郭敬、剡

学文、孔繁瑾、安希学、马刚、陈兰英、阎彪“劳动模范”称号。

5月3日 敦煌莫高窟465窟壁画被盗案破获，6名案犯在本市收审。

5月17日 玉管局炼油厂发明的“酸渣综合利用”获国家专利证书。

5月23日 7级大风持续20个小时，全市农村有6000多亩瓜类蔬菜受害。

5月24日 玉管局被省政府授予“1988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玉管局机械

厂铸造车间模型班被授予“安全生产标准化先进班组”称号。

6月28日至30日 省水利厅设计处、规划院有关专家、技术人员一行16人，就赤峡

水库加高工程设计进行了现场会审。

7月6日 昌马乡被省政府评为售粮(油)模范乡；陈志金、张光基为二等奖售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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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户；罗成仁为三等奖售油模范户。

7月20曰 《人民日报》第5版公布国务院表彰全国夏季粮油创高产活动达标单位名

单，玉门市名列“夏季粮油生产双丰收，总产和单产分别超过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单位。

8月7日 省政府表彰侦破敦煌莫高窟“465"．窟壁画被盗案有功单位和个人，其中

玉门市公安局干警徐亚斌荣立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公安局局长王庆华、副局长常

保权荣立二等功，晋升一级工资。

8月16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常崇煊先后到赤金镇、玉门镇检查计划生育

工作。

是日 全国政协常委，原玉门矿务局第一任党委书记、局长，玉门市第二任市长杨

拯民，总公司副总经理、原玉门市委副书记金钟超看望玉门市党政领导，并接见政协

领导和各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代表。

8月19日 玉管局召开庆祝玉门油田建矿50周年大会，中顾委常委康世恩来电致

贺，总公司副总经理金钟超宣读了总公司的贺信，省政府、省石化厅、酒泉地委、嘉

峪关市、玉门市、新疆油田、青海油田、大港油田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杨拯民、任志

恒、赵启明、余群立、张一青、傅万祯、胡延尧等出席大会。

8月29日 市建筑公司退休工人、中国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董全逝世。

8月30日至31日 省教委、省广播学校、地区广播学校领导对本市农广校评估工作

进行验收。

是月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丛书——玉门市》一书在本市发刊。

9月9日 市三台小学校长、全国优秀教师王国栋参加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七次代表

大会。

9月11日至13日 省政协委员视察组一行9人来玉门。

9月18日 在全国石油新技术交流会上，玉管局参展项目获银牌2枚、铜牌4枚，玉

管局展团被评为先进展团。

9月20日至22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玉门市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暂行规定》。

10月3曰 省政府授予花海乡金湾村农民陈志金1988年度“全省售粮模范户”称

号。

10月7日 《经济日报》公布1988年全国500家大企业名单，按销售额排序，玉管局

居第200位。

lo月20日 中共酒泉地委(以下简称地委)书记负小苏、酒泉地区行署(以下简称

行署)专员赖学忠一行8人来玉门检查工作。

10月21日 玉管局石油沟油矿采油二队获“全国能源工业先进集体”称号；杨怀

德、赵殿琰、赵春林、陆益民、李宾生获“全国能源工业劳动模范”称号。

10月26日 甘肃省、酒泉地区(以下简称地区)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组来玉检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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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省政府授予玉管局“甘肃省一级企业”称号。

是月 赤金峡水库扩建工程开工。

11月18日 黄闸湾乡黄花营村党支部作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

是日 花海乡乡长王志新、昌马乡乡长康学著被省政府评为优秀乡长。

11月21日至22日 行署副专员刘兴一行3人来玉门了解计划生育工作和卫生系统开

展“百日评比竞赛活动’’情况。

11月21日至22日 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妥文胜带领东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马正

廉、永靖县县委书记黎瑞忠一行11人，到花海乡小金湾移民基地了解移民安置有关情

况。

12月1日 市第二水泥厂生产的“玉门关水泥”，被评为甘肃省名优产品，1997年

被评为省名牌产品。

12月2日至6日 玉门市粮食生产连续3年增产丰收，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受到

省政府的表彰奖励。

12月19日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玉门中坪广场召开宣判大会。

12月25日 市公安局出动干警执勤民兵近300人，在全市城乡开展扫除“六害”等

集中统一行动，抓获有“六害’’违法犯罪行为的案犯16名。

12月28日至30日 中共玉门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990年

1月15日 政协玉门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期5天。

1月16日至20日 玉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月23日 地委副书记武惠民、行署副专员刘兴一行4人来玉门，慰问孤寡老人和特

困户、老红军、劳动模范、百岁老人。

1月27日市文联主办的《走廊》季刊创刊。

2月11日 省计委批准，肃北县金庙沟煤矿一、三号井由玉门市国营企业开采。

2月19日 地委副书记武惠民、组织部长景兆年带领工作组一行13人，来玉门蹲点

进行城乡形势教育。

2月20日 省委常委韩正卿一行15人，由地委副书记黄显德陪同来玉门考察农村工

作及昌马水库。

2月23日地委书记负小苏来玉门调研春耕工作。

3月8日 玉管局工会文化宫被评为全国工会文化宫先进集体。

3月12日 受十级大风袭击，全市8乡(镇)普遍遭受灾害，花海、玉门镇、下西

号、黄闸湾、柳河等乡(镇)受灾最为严重，受灾面积共25 460亩，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65万元。灾情发生后，市六大班子领导深入各乡镇、村、组，组织农户开展生产自

救。

3月23日 是日起连续5日降水，平均降水量达14立方米，气温下降3，---5摄氏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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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花海等乡镇农田积雪10厘米以上，全市8乡(镇)10．35万亩已播种的粮食作物

造成严重板结，6万亩未播种的农田不能按时下种；赤金、清泉、昌马三乡(镇)死亡

大小羊6000多只。

3月26日 省政府工作组来玉门调查冻灾情况。

4月9日 在全省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焦松旺被评为农业

科技推广、承包先进个人，受到省政府奖励。

4月9日至10日 行署副专员刘兴及计划生育处处长蔡爱群一行4人，来玉门指导工

作。

4月12日 省档案局副局长王爱彦一行3人来玉门检查工作。

4月12日至13日 农业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王锡吾一行3人，到花海乡考察农业开发情

况。

4月28日 全省乡镇明星企业和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中，玉门镇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张登科、黄闸湾糠醛厂张树礼、玉门镇砖厂张明义榜上有名。

是月 市化工厂生产元明粉7930吨，创月产最高纪录。

是月 旱峡煤矿生产原煤1．18万吨，创月产最高纪录。

是月 市少年工作委员会祁真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

5月19日 市委、市政府在玉门镇宴请泰国干拉维妮·瓦塔娜公主一行12人。

5月22日 省军区参谋长阎崇厚、酒泉军分区参谋长李西君一行5人来玉门检查市武

装部工作。

是日 省政府副省长张学忠来玉门调研教育工作。

5月25日至26日 张掖行署副专员赵家瑞一行18人，到玉门交流计划生育工作。

5月26日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范彤妮来本市

考察人口发展有关问题。

是月 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疏勒河流域农业灌溉暨移民项目建议书。

6月10日 玉管局劳模马武林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石油系统劳模演讲会。

6月10日至1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曾宪金一行3人来玉门了解中共十三届六中

全会精神贯彻情况。

6月16日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周宜兴到玉门，商讨成

立玉门市支部委员会有关事宜。

6月20日 省政府授予玉门市“扫除文盲先进集体”。

6月25日 省委书记李子奇来玉门听取工作汇报。

6月27日 地委、行署、酒泉军分区在玉门市召开了“酒泉地区民兵训练基地建设

现场会”。

是月 玉门市博物馆成立。

7月1日 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经查，全市人口总数为193 912人，其中男102 108

人，女91 804人。

7月1日至2日 地委书记炱小苏来玉门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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