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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来往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

统一；存在问题的处理足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它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i贝4绘，文教等各项工作都起

很大作用。因此，进行地名普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原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11]11979年305号文

件)的精神编辑的。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强。在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普查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每条地名的历史沿革、含

义和地理概况进行认真核对考证，再广泛听取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编写的这本地名

志。这次所定的地名与普查前群众称说的相比，更动的不多，广大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均

未轻易改动。

《海原县地名志》是经过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的，凡是地名志列入的地名都是标准地

名，今后使用地名，都以此为准。如有其它原因对地名有所改动，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

方为有效。

嫡原县地名志》中的行政区划及各公社的地名图均未经过实测，不作为划界的依据。

《海原县地名志》所用的数字，除注明年月外，其余均为一九八一年底的统计数字。

海原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灿＼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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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概况

海原县地处北纬36。077--37。047，东经105。107一106。097。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

六盘山的西北麓。东与固原．同心两县分界，北面又和同心，中卫两县毗连，南接西吉县

境，西与甘肃省靖远、会宁县为邻。总面积5。600平方公里①，全县共分20个公社，1个农场，

1个牧场；163个大队(包括1个城镇大队)，l，560个生产队，1，013个自然村；计有38，014户，

234。173人(农业人口226．966人，非农业人I=17．207人)，回族160。643人，占总人口的68．6％，

除汉族外，另有少数蒙、满，壮，撒拉及东乡族。县址设在城关中心。

考证海原地域形势，古为雍州境壤。秦昭王开北地郡，汉武帝置安定郡，晋时仍为安

定郡，南北朝时属原州，隋属平凉郡，唐代时夏属原州，唐宪宗元和年间陷于吐藩，亦为

西陲牧地②；宋时属泾原路曾为西夏两度入据③，元时豫王建国西安州(今西安公社境内)，

明清两代均属固原州。清乾隆14年(1749年)海城设盐茶厅，清同治13年(1874年)改厅

为县，始设县治④。县城为宋元符二年所筑(公元1099年)。宋名天都寨，夏为东牟会，元

名海喇都，明初为海城，辛亥革命后始称海原(公元1914年)⑤。民国二年(1913年)废

固原州，海原属泾源道管辖；1936tg后，海原县归属甘肃省第二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8

月11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海原人民欢庆解放。解放初期，海原隶属甘肃省定西专区1950

年划入平凉专区，1953年8月归入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7年4月改属甘肃省西海

固回族自治州；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海原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行政公署管

辖至今。

海原县回、’汉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o．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反

击敌人的进攻，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于1936年5月进行西征。先在同心一带向马匪军③

展开了激烈的反击战，解放了同心和海原的兴隆、高崖，李旺等地。同年6月27日成立“陕，

’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⑦，使这—带回汉族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当家作主

的权利。广大回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期间，红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我县红

羊、树台．盐池等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虽然红军在我县活动时间很短，豫海回民自治

政权只存在半年之久，却使我县回，汉人民亲身体验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真正认识到

了共产党，红军才是各族人民的救星。1938年—叫941年，我县和固原等地的回族农民⑧，
为争取抗日，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统治，在短短的四年之内，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给

反动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虽然暴动在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抗争之火仍在群众心头燃烧。

暴动的优秀分子在革命思想影响下进入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海原县位居西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域，地貌类型约分以下四张山地(占13％)、黄土丘

陵(占73％)、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占14％)。境内主要有：南华山，西华山、月亮山、瓜

瓜山和油井山。本县属大陆性气候，十年九旱，风多雨少，旱，风，冻，雹，震五灾俱全。

平均气温7r℃，无霜期120一140天，年降雨量一般为364．4毫米左右，但分布不匀，多集中



在七、八，九三个月。

全县流域总面积5，516平方公里，地表水年均径流量7，829万立方米。境内主要河流有园

河、麻春堡河，贺堡河、杨明河、马营河，郑旗河，均为清水河系，控制着境内90％以上

的流域面积。解放以来，全县兴建中、小型清，洪水库40座(可利用的35座)，总库容2．77

亿立方米，塘坝40座(可利用的24座)，总库容为685万立方米。多年来，虽然淤积严重，但

仍有1．66亿立方米调节能力，库灌面积45，555亩。．修主要干渠22条，长148．84公里，配套

机井207眼，建小高抽(扬水站)146处(配套114处)，储能自压喷灌站一处。使全县水浇地面

积由解放前的几百亩发展到现在的70，48哺。固海引黄扬水工程正在兴建中，建成后，我
县东北部的李旺、高崖，兴隆公社将有部分土地得到灌溉。

全县解放初耕地面积是969，000亩，现有1，452，07宿，增}11149．9％。耕地面积占总面
积的17．3‰70％以上的耕地分布在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力瘠薄，影响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

粮食作物以小麦、糜子，谷子为主，其次有养麦，莞豆、扁豆、洋芋等，油料以胡麻，

芸芥，麻子为主；经济作物有大麻，药材，瓜果．蔬菜等。粮食总产解放初为1．964万斤，

1981年是6，188万斤，增长3．2倍。1974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1．4亿斤。平常年份

粮食总产约为8，500万斤。

全县林木面积223。873亩，其中天然林7。724亩(乔木830亩，其余为灌木林，主要分布

在李俊、杨明、灵光寺、水冲寺、西华山等地)；零星植树489万株。人工种草55，733亩。

大家畜解放初为32，866头，现有50．014头；羊只由1949年的114，340只，增加N1981年

的338，284只；生猪1981年存栏数15，9771：：I。近年来养蜂事业有所发展，现有5。700箱，年

收入ll万元。

我县北部的兴仁、徐套等公社出产的滩羊羔皮，可供加工出El。除皮毛、鲜蛋外，关

桥的瓜果，马营的红皮蒜，高崖的白灰，盐池的细毛羊和硝盐，都是历史悠久的土特产品。

解放前，县境内没有农业机械与电力。现拥有农机总动力48。566马力，其中汽车169辆，

大、中型拖拉机282台，手扶拖拉机I，193台，其它各种农用机械5，862马力。自1979年以来已

有9个公社，36个大队，177个生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381万度，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

来极大的方便。并力、起了农机修造、铁木加工、榨油、食品，白皮加工，砖瓦，陶瓷，印

刷、缝纫等25个小型企业。其中县属国营企业4个，集体企业5个，总产值100万元。社队企

业16个，年总收入79万元。

解放前，县境内只有包兰．平银两条简易公路，没有一台机动车辆，主要运输工具是

木轮车及少数胶轮车加畜力。现在有包兰，平银，潘西，李海、海同，海靖，中静等七条

公路穿越县境，÷全长681公里，除徐套公社外，各社均有简易公路相通。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前，由于反动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

视政策，我县文化教育十分落后。1945年县城才建起第一所中学，仅有教职-1"_11人，学生

40名；小学13所教职工43人，学生592人，回民子弟入学的为数甚少。现在，不但社社有中

学，一些居住集中的大队也办起了初中；各大队有完全小学，绝大部分生产队也都办起了

初小。全县现有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完全中学6所(其中回民中学一所)，初中27所，教职

2



1377名，在校学生6，998人(其中回族1，962人，女生1，950人)，小学573所(其中回民小学14

所)，教职工l，592名，学生30，032人(其中回族13，191人，女生8，715人)。同时，幼儿教育，

工农业余教育都有所发展，民族干部大量成长。县城新建了影剧院．体育馆、图书馆，并

有广播站，文化馆，文艺演出队、书店等单位，各公社先后建立起了文化站和电影放映队，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解放前，全县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医，两三处小中药铺。现有县力、医院一处，中心

医院三处，公社卫生院16所，门诊部5所，妇幼保健站和防疫站各一处。共设病床265张。

有医务人员347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05名。全县各大队共办卫生所l 65个，卫生人员324

人。另外，生产队有卫生员299人，接生员428人。现在，一些危害人民的疾病虽然能及时

防治，但部分地区仍缺医少药。

以上所引用的数字除注明时间外，均属1981年年报数字。

注释：

1． 我县总面积采用1972年版《海原县兵要志》，1981年仍用此数字。1981年自治区下

达给我县的总面积为6，800平方公里o

2． 见《固原州志·地理志》。

3． 见《宁夏地域历史沿革考》。

4．见《海城县志》o

5． 见《宁夏地域历史沿革考》。

6．指马鸿逵的部队。

7． 见《宁夏地域历史沿革考》。

8．见1978年10月第一版《回族简史》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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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公社概况

城关公社位于海原县中部，东接杨坊、贾土尚公社，，西与西安公社接壤，南邻树台、红

羊公社，北靠关桥公社。地处北纬36。33 7，东经105。387，总面积398．83平方公里。辖城关，

西关、段塬，武塬．王井、高台寺、水面、堡子．黎庄，大川．史店，田拐．山门，苍湾，

徐坪等15个大队，1个城镇大队，154个生产队，93个自然村。从事农业生产的4，684户，

28，221人，其中回民4，112户，24，864人。城镇大队由非农业人口组成，共-691户，7 207人，该

社多为回：汉族，有少数蒙，满族人。公社驻地设在县城南郊。

解放前这里是伪城关镇所在地。解放后划为城关区，一九五八年建社前为县直属城关

乡，一九五八年成立城关公社，一九五九年将县城非农业人口组成城镇大队，由城关公社

兼管。 ．

该社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山多川少，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南高北低，南华山屏障于

该社南界，主峰马万山，海拔2，955．35。气候干燥寒冷，降雨量多集中于秋季，年平均降

雨量400毫米左右，年均气温7℃，无霜期156天，旱．雹，风冻等自然灾害频繁。经济
以农为主，兼有林、牧，副业生产。

耕地面积173，778亩，均为旱田。粮食作物以小麦．糜子、豆类为主。正常年景总产

l，070万斤，亩产80斤；最好年景一九六七年总产1，233万斤，亩产92斤；最劣年份一九七三

年总产152万斤，亩产儿斤。经济作物以胡麻为主，总产一般在86万斤。林地总面积22，559

亩，四旁植树866，547棵，人工种草14，053亩。大家畜5，168头，羊24，197只，猪671口。

社力、企业有机砖厂，农具修理厂，综合加工厂。共有职7"-130人，年总收入50万元。农

业机械总动力4，667马力．载重汽车7辆，大、中型拖拉机25台，手扶拖拉机140台，其它农

用机械173台。全社有5个大队，42个生产队通了电。交通运输以县城为中心，有李海、中

静，海同，海靖及通往各公社的公路，交通便礼
‘

文教卫生方碌现有初中2所，教职工25名，学生143人；小学50所，教职工124名，在

校学生2,315人；其中有回民小学一所，教职工17名，学生278人。公社设有文化站，广播扩

大站各一处。设有医院1所，医务人员29名，设病床30张。另外，各大队共办合作医疗站

15所，卫生人员2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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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灌名称 融谶r拼_直⋯⋯黧訾积 人9 驻地 备’注

一一海原县～⋯～一⋯Ha·yuOn XIdn⋯⋯～⋯．1，452，077～～拿3“173⋯ 城关

城关公社 Chenggu石n Gongshe 173，778 28，221 城关⋯～+
“

城镇大队 Chengzhen D0dui 7,207 城关

城关大队

田家套子

河沿子

东门

黑面

西关大队

北城

西湖

南门

杨家沟

段塬大队

段塬

夏塬

．，胡麻岭上

刘塬

西士肖

马塬

武场．大队

武家塬+

马家后塬．

塬头

涧沟堡

小塬

二道坡

大塬上

三道坡

Chengguan Dadu I 7'640

Ti6ni iat60zi

H色yanzi
。

DOngmen

Heiwa

Xiguan DOduI 8,459

B芒ich色ng

Xiho

NOnmen

Yangj iagou

DuOnyu6n D0du I

Duanyu6n’

X10yu6n 一

Horn0 1 ingshong

Lioyu6n

Xitang

Mayuan

WoyuOn Dadul

W0j iayuan

Maj iahou．yuon

YuOntOu

Ji e]n96ubO

Xi boyuan

Erdbop6

Dayu6nshong

SandOop6

6，830

2，461 城关

420

287

1,516

238

2，462

412

1，542

’333

175

1，255

182

157

70

389

176

281

王井大队 WOngjlng Dadui 10，178 1,725 张湾
IIIII—— I li lt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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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耕訾” 人口 驻地 备注

张湾 ．Zhangwan 532

王家井

水土尚清

三岔河

高台寺大队

高台寺

燕儿窝

白石头河

白石头梁

瓦口子

堡子梁

党家河口

野狐坡

水击大队
殷家山

谢塬

双墩

陈家台子

堡子大队

上庙儿沟

下庙几沟

郑家埔

下套子

上套子

大树根

沟沟子

闵家±尚

五家槽子

刺儿沟

安桥堡

安湾

Wangj iajing

Shuitengq ing

Sanchohe ．

·

Gaotei sl Dadui 17，405

Gaotoi si

Yanrw6

B0ishItouh爸

B0i shitouI iOng

Wak6uzi

B0ziIiOng

Dangj iahek6u

Y芭hOp5

Shuiwa DaduI 8，187

Yinj iashan

Xieyuan

Shuan9don

Chenj iataizi

BOzi D0dul 15，096

Sh6ngmiOor96u

Xiamiaor96u

Zhengj atang

Xiateozi

Shangtaoz

DOshOgEn

GSugou'z

Minj iatang、

WOi iacoozi

ClrgOu

Anqiaob0

Anwan

429

325

439

2，268 高台寺

698

87

210

133

410

248

185

297

1，811 殷家山

220

392

803

396

2，167 上庙儿沟

329

215

321

254

186

146

32

212

40

188

18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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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耕地(亩i11)i积 ’人口 驻地 备注

黎庄大队L-izhu石ng DOdui 6，896 l，499 黎家庄

黎家庄 Lij iazhu石n9 1,229

耙子fIj P6ziw石 270’

．大川大队

下川

独嘴子

史家大川

上川

史店大队

史家店

下廊春

上廊春

赵家山

东面
’

徐家沟

三溜函

田拐大队

田家拐子

马营梁

上阳面

下阳面

沙河

南台

长嘴

双涝子℃

山门大队

山 门

哈家庄子

杨坊岔

陡沟

新庄子fIj

Dachuan DOdui 5，729

Xiachuan

Dozuizi _

Shij iadachuan

Shangchuan．

Shldi6n DaduI 13，333

Shlj iadian

Xi Ol 0ngchon

ShanglangchOn

Zhaoj iashan

DOngwa

Xujiagou

SanI iow石

Tianguai Dadul ， 14,000

Tidnj iaguaizi

Mayingli6ng

Shangyangwa
·

Xiayangwa

Shah．e

N6nt6i
．

Changzui

ShuanglOozi

Shanmen DOdul 9，494

Shanmen

Hajiazhuangzi

Yangfangcha

D6u90u

Xinzhuangziwa

884。 下JII

308

145

140

291

2，048 史家店

451

320

188

391

181

226

291

l，573 田家拐子

444

237

88

141

271

35

178

179

l，238 山门

293

229

178

176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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