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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地方志素有鉴古、识今、资政和教化之功能。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优良传统。城北区虽是西宁市的一个新兴市区，但其历史悠久，据考古发

现，西宁市四个区中，古文遗址数城北区最多。这部以新观点、新方法和新

材料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城北区志》付梓问世，是城北区的第一部

志书，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城北区志》在编纂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

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坚持在方志体例上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突出反映城北区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的斗争和活动，重点反映了中共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取得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以及本区经济文化建设发生

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气象。从而为我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

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制

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资料及历史借鉴；为向广大群众进行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了一部宝贵的乡土教

材。
’

《城北区志》，是在上级领导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心支持下，经过修

志人员坚持不懈、广泛调研、汇集资料、勤奋笔耕，历时六年多，五易其稿，

又经多次修改而成的志书。值此付印出版之际，谨代表中共城北区委和政

府，向所有为《城北区志》的编写和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书记 杨生吉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区长 宋建国

／2-，



序 言3

序 言 二

城北区虽是个新区，但其地域开发发展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早在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在下孙家寨、花园台、小桥、朱家寨、三其等

村寨生活，迄今已有4000多年。

自然界物竞天择，星转斗移，然我土楼山巍巍依旧；人世间，朝代更

替，沧海桑田，沃野几十里仍然如故。区境内资源丰富，土地宽阔，交通

四达，仓储密布，铁路专用线纵横，西宁的新兴工业多数在这里安营扎寨。

我们的祖祖辈辈在这里劳动生息，聚居繁衍，艰苦创业，建设家园。他们

以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演出了一幕幕悲壮动人的话剧；用自己的聪明智

慧，创造出一批批灿烂辉煌的业绩。忆往日，英雄逐鹿，志士往来，名流

聚居，卧虎藏龙；看今朝，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盛

衰演变，兴废沿革，谱写了城北的历史!今喜逢盛世，修志以载，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责任重大，义不容辞。

区志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文化工程，集全区百科之大成。本志书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上溯几千年，纵

横几十里，雍容大度，包罗万象，“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

之无"，翔实地记载了城北区的历史和现状，为振兴城北区的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在编纂体例上，本志书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分十八篇记事，即

概述、大事记、地理、城市建设、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税收与金融、综

合经济管理、党派及群众团体、人大、政府、政协、劳动人事、政法、民

政、社会、军事、文教、卫生、科技、体育、街道办事处、乡政府及人物

等。以“详近略远"为原则，各篇上限时间不一，各依实际情况尽可能上

溯，下限时间一般到1986年底。书中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穿插

并用、文图并茂。文字力求朴实、准确、严谨、简明、通俗，共计70余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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