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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于规定》和自治区关于全面开展地名普查工

作的部署，于一九八O年底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开展了全县地

名普查工作，完成了文、表、图、卡四项成果。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提

供有关部门使用，现编辑成《隆德县地名志》。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整个工作大体经历了实地

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资料整理等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

人员三结合的方法，普查了全县地名的现状、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名标准化工作，确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对需

要更改的地名，通过群众协商讨论，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按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履行了法定的批准手

续。

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与书

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

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各项工

作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通过地名

普查和编辑出版《隆德县地名志》，扭转了我县地名混乱的状况。今后

使用隆德县的地名都应以本志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补充者，

须办理法定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本志收集的标准地名共一千四百四十四条，其中：行政区划单位名

称二百六十二条；自然村名称八百一十八条；片村名称十条；独立存在

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道班名称六条；人工建筑物名称五



二百七十七条。编入县、社概况等各类

地名图二十一张，并附有关照片。援引

一九八一年统计年报为准。

地名志》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个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诚望

隆德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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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县概况

’隆德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西坡。东南接泾源县，东

北接固原县，“西北接西吉县，西南和甘肃省静宁县接壤，南于甘肃省庄

浸县毗连。地跨东经105。48 7至106。16 7，北纬35。21 7至35。46 7。总面积

约1160平方公里。总人口156，378人，其中，回族12，057人。现在的行

政区划趋20个公社，241个生产大队，803个生产队，870个自然村。县人

民政府驻六盘山下西兰、隆泰公路交叉处的隆德城。

隆德，禹别九州，属雍州之域；周时为西戎所居；秦属北地郡，朝‘

那县；汉初仍属北地郡；至武帝属安定郡，月支道；三国、晋、南北朝

属安定郡；隋属平凉郡；唐，五代属渭州。
’：

． 隆德西北一带旧为群牧所地，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初置羊牧+

隆城，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改羊牧隆城为隆德寨(地址在今西吉

县火家集，后改迁六盘山下)。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被金所占，

金升寨为县，属德顺州，隶凤翔路。元代属静宁州。明嘉靖三十八年

(公元1559年)至清代直隶平凉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属甘肃省

泾源道，而后属甘肃省平凉地区i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隆德全县解放，

仍属甘肃省平凉地区，一九五八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划归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地区o-
。

隆德县属西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带，整个地形是东高西倔，海拔介于

1 780至2942米之间。主要分土、石山区，丘陵沟壑区，河谷川区三类地

区。县东有六盘山崛起于东，由于山脲走向与东南湿气流相垂直，有利

水分截留，所以气温较低而降雨较多，冰雹频繁；，有“春去秋来无咸

。一≥～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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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冰雪耀银花一的说法。全年气候大致是春寒、夏旱、秋涝、冬

干。年最高气温在26。C至28。C，最低零下21℃至24。C。最冷月是一月，

最热月是七月。由于气候变化无常，春寒时间较长，解冻一般在农历三至

四月。年降雨量平均在478毫米左右，多集中在八至九月份。全年无霜

期为110至140天，最少为九十天左右。一般早霜于农历八月中句来临，

晚霜延迟到农历四月份。全年日照2200多小时。因地势高寒，水土流失

严重，自然灾害繁多，农作物历年经受早、涝、冻、雹、风、霜等灾害

的侵袭，雹灾每年在农历四至八月之间o ．

全县耕地面积635，957亩，其中川地92，679亩，塬台地19974亩，山

地523304亩。森林覆盖面积为28．5万亩，其中天然林13．5万亩，种植林

15．1万亩。

过去，隆德县的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和蒋马匪帮的践踏蹂

躏，过着牛粪续火、麻秆点灯的苦难生活。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隆德同全国各地一样，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工交、财贸、文

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农业生产：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3万亩，粮食作物54万亩，主要有

冬、春小麦，蚕豆：豌豆、糜子、谷子、洋芋、玉米等。经济作物有葫麻、

油菜籽、大麻、葵花子、药材等。

从公社化以来，全县兴建中小型水库26座，塘坝70座、蓄水量4，400万

立方米。为了扩大灌溉面积，衬砌渠道32公里，建扬水站30处，小高抽

134处，提灌机械总动力达4580马力，可灌面积七万亩。近十几年来；

全县人民坚持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山地梯田14．6万亩，川

条田九万亩，为夺取农业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全县还购置了大批农用机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145台，手扶拖

拉机849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2，396马力，机耕面积达21万亩。

一2一



一九七八年全县粮食总产达8454万斤，为历史最好水平，油料273

万斤。一九八O年植树造林达15．1万亩，大家畜发展到26，024头，羊只存

栏79686只，生猪存栏42668口。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总收入达1275

万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58万元，社员人均收A．49元。

工业交通：工业从无到有，近年来办起了机砖、水泥、亚麻、食品

加工、汽车保养、农机具修造、米面加工、印刷、木器、服装等十多个

企业。一九七九年工业总产值达214万元，此解放初期增长近22倍。二

十个公社办社队企业407个单位，社队企业总收入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

百分之九点七。全县有各种汽车127辆，新修公路17条，全长206公里，

社社可通汽车。二十个人民公社百分之六十一的大队、百分之五十的生

产队通了电。县城内安装了二百门电话自动交换机，实现了县城内电话

自动化o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也阔步前

进。全县共有中小学校274所，在校学生28，278人，分别此解放初期增长

46倍、67．5倍。教师队伍由解放初期的120名，士苜加到一九七九年的1743

名。幼儿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农民业余教育都有了显著发展。电影、广

播、图书、戏剧从县到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网c全县有各类医院、

卫生所(站)23所，其中，县级医院一所，地区医院二所，公社医院18

，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处，共有病床182张，医护人员287

入，比解放初期增加17．4倍。大队有赤脚医生，保健员，群众治病方

便，健康水平大大提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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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概况

六盘山，又名陇山、络盘山，因古盘道曲折盘旋，六重始达山顶，

故名六盘山。主峰美高山，高二千九百四十二米。什字河、好水河、渝

河、廿渭河、水洛河、庄浪河均发源于此，汇入葫芦河。六盘山峻蜉插

天，山路险窄，跋涉恒艰，被古人誉之为“峰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

百二重一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常争之地。唐、宋时在六盘山

前后建“六盘关寨一，设“七关之险一互为声援，以应萧‘关。唐玄宗

破吐蕃于此。宋韩琦置寨守戍，抗御西夏，i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

大战李元昊于六盘山下好水川。元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元成宗铁穆

耳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戍兵万人。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徐达帅

大军西征定关中，屡败元兵于六盘山o

六盘山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一座名山，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中经过的最后一道大山险关。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同

志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歼灭了迎头阻拦的敌军，红旗漫卷过六盘。毛主席

健步登上六盘山时，纵观群山，仰望长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章

《清平乐·六盘山》，将汞远激励着六盘山地区的人民战胜困难，去争

取胜利J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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