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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千阳县城乡建设志》的编篡，经各部门支持，编篡人员

的不懈努力，历时五个春秋，三易其稿?终成志书。这是全县

人民的一件喜事、大事、在此以示祝贺 o

千陆县有古老的文明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先民就已在

此从事定居的农牧业生产，唐、宋时 p 农业经济昌盛 p 千 )11 是

"西园夜雨红樱熟，南亩清风自稻耻"的富庶之区，县被列为

中上等级。历史的沧桑，导致千甜地癖民贫。共和国成立时，

千陌县城土屋寒舍，清街陋巷;工商业萧条吉农牧业凋零?生

产技艺原始，经济甚为落后;农村地癖产歉?缺衣少食。共和

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千阳人民罔舟共

济，克服困难，艰苦创业 F 使千由山河旧貌改观。特别是改革

开放几十年，全县人民励精图治，经济发展加快，城乡建设事

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县城乡建设，布局合理，设施完善，

人居舒适当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相处。

2004 年取得省级卫生县城 2005 年获得百家卫生县城 2006

年被省政府命名"千阳县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 年 2 月被命名

为"国家级园林城市'\同时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生

态示范县称号。

今天，千四县建设事业又一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盛世

修志，鉴往知今;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衷心希望全县建设者乃至社会各界人



士，更好地发挥这部志书"资治、教化、存史"作用，使千陌

县城乡建设事业进一步取得重大业绩，以惠及子孙万代。

在千阳县城乡建设志编篡成书之际，谨向关心和支持志书

编篡工作的县志办?各有关部门单位及全体编篡人员表示衷心

感谢，并希望广大读者和同仁多加指正。

是以为序

千阳县建设局局长 朱文科

二0一一年五月



凡例

一、《千阳县城乡建设志》遵照省、市、县编篡要求，横排

竖写，上下限原则上 1949-2010 年，建县历史追溯至始。

二、编旨，设置章、节、目。

三、表述采用记事本末体，分行别类记述。

四、插入图表，较真实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实况。

五、采用语体文法，文字、标点基本按"省行文规范"处理。

六、表中历代政权称呼从习惯括注公历。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纪年，人物直书姓名。

七、志中历史地名括注今名。

八、志中数码用阿拉伯字。

九、志中城区范围按原习惯划分记述， 1985 年后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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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千陌县位于关中西部，宝鸡市北部山区，东邻凤翔、麟游

县，高连陈仓区，西接陇县，北与甘肃灵台县接壤。距宝鸡市

36 公呈，西安市 200 公里，陇县 42 公里吉凤翔 44 公里。宝汉

高速、宝平，千风、千灵(台)公路，宝中铁路横贯千阳东西

全境，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土地广博，水资源丰富，石

灰石储量极大，奶畜、蚕桑、速生扬、果品，手工艺品闻名西北。

千陌县地域面积 996. 46 平方公里，位于东径 1060 56'15" -

1070 22' 31斤，北纬 330 33' 34" - 340 56' 56" 0 全县辖 6 镇 5 乡 2 个

社区， 98 个行政村、 518 个村民小组。总户 24880 户， 12. 8 万

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0. 9
0

C ，平

均无霜期 197 天。地势西南、东北两部高，中间饭。东、北为

千山山珠、 i每拨 1000-1545.5 米;西、南为陇山山脉，海拔

1 0 0 0-1 5 02. 1 米，中间系于河谷地和黄土台楞，海拔 710-860

米。县城区海拔 720 米。

千 ß8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境内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表明，

距今六、七千年前先民就从事牧业生产。夏离时期，在周部落

活动区内"故其民. ... ...好稼稽，殖五谷" (((史记.货殖列传川。

周孝王后，秦农牧千渭问，县境丰盛的水草f使吏其"马大蕃息

成为其与西戎斗争，捍卫周室战略要地。春秋时期，燕 12枝上鲁

从学孔丘，尔后归里设教，育化桑梓。西汉高祖二年( 205 )置

县~俞虞。西晋撤~俞庭，并入千县，北周天和五年( 570) 复置



县，以治在千水之北而定名千阳县迄今 2214 载。

千阳古代地处交通要道，商周时的 μ安夷关道"秦代的 u回

中道

或藩镇寄割j据，或边族侵犯，或朝廷追剿农民义军，都使千阳遭

受苦难。千阳人民不畏强暴，在反抗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出现

不少英雄人物，唐代段秀实不愧其优秀代表。

古代千阳山青水秀，唐代诗人将其生态环境咏为"千水悠

悠去似饼，远 i山i七j 如画翠眉横归和 f卢‘ 7水k腻山春节气柔

于历史沧桑和人们生存需要，山林被垦辟，水土流失加剧，土

壤渐渐贫异号，白然环境慢慢失去原有风貌。唐宋时列为上等县，

到元代降为下等。明代虽曾出现过"山谷人满、商贾骂是集"盛

世，但自嘉靖之后，灾患频仍，盛况日落。尤其崇祯年阂，荒

旱连年，兵祸不息，人口锐减，田园荒废。清)顷治七年 (1650)

全县仅存 15 自 3 人，一片"群整"奔流"四山荒合野景象。清

光绪时，人口增至 7 万，耕地 16. 16 万亩，到民国末，全县人

口长期徘徊在 4.5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过上了安

居乐业生活， 2010 年底，全县人口 12. 7 万，城区人口达1. 7

万人。

千阳县城位于千河北岸，宝平路千风路从城区通过，宝中

铁路沿城区南边过境，县城规划面积 8. 1 平方公里，东起千阳

中学，西至段坊河，北至沈家庄子北台塘、下，南至龟山脚下，

东西长 5 公里，南北宽1. 6 公里，呈北高南低阶梯形。规划区

、
/
』



总人口 3 万人，建成区面积1. 9 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1. 719 

万人。

千阳县城，历史上有五次易址。今县城城垣土筑砖垛，周

长约 3 里，高 2. 6 丈，城垣基宽1. 5 丈，顶宽1. 2 丈，东西城

门各筑有月域及城楼(南门在雪白巷南端，北门在药王洞巷北

端?均未开)。千阳县城建设起源于西汉高祖二年(前 205 )始

设榆果县。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发七县工匠历一年修成千

阳今县城。清道光十二年( 1832 )重修西关安乐桥，十七年(1837)

知县罗日壁创建启文书院，同治五年( 1866) 修补城墙和东西

城门，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修复西城门。宣统二年 (1910)

修复千阳公署。民国十年( 1921 )架设凤翔一千阳一陇县电话

线路。二十五年( 1936 )修筑风(翔)陇(县)公路。三十年

( 1941 )修宝(鸡)平(凉〉公路。二十一年 (1942) 千阳县

初级中学在玉清宫竣工开学。三十三年( 1944 )孩(镇)陇(县〉

妓娘庙轻便铁道开修( 1946 年 1 月修通运煤)。二十五年( 1946 ) 

千河大桥建成通车， 8 月全县各乡环境电话架通。 1950 年 5 月

全县划编 6 区 30 乡 182 村。 1956 年 4 月全县划 2 区 14 乡 1 镇，

农业社取代行政村。同年千 ß8客运站始通宝鸡、平凉客车。 1957

年 8 月 24 日省政府将麟游县后坟村 6 户约人 180 亩地划归千

阳县。 1957 年千河大桥重修通车。 19盯58 年 5 月始f修奋大沟水库。

8 月全县建成 8 个"人民公社

东西城门，将东西两头街道路低。同年 11 月 21 8 国务院通知

3 



撤销千阳县建置妇并陇县，千阳县更名"陇县千阳人民公社"

设 15 个管理区。 1959 年始修千(阳)高(崖〉公路。 1961 年 5

月撤销管理区，千阳公社分设 7 个公社。 1961 年 9 月千阳县置

恢复。 9 月"五一何电站发电，城fR开始用电照明。同年 12 月

全县分设 14 个公社。 1962 年千陌露天舞台建成穹 1964 年医务

院将地名" 1干?字改为代替字 u千"县名千阳县。 1968 年 5

月砖瓦厂建成投产。 1969 年 10 月县红卫电站建成发电向城区供

电。 1970 年 11 月一七一厂在东区开工建设， 1972 年投产。同

年 11 月冯家山水库开工建设，水库淹没区涉及黄里、城关两个

公社，一个镇， 15 个生产大队、 42 个生产队，移民 1045 户，

5380 人， 710 高程以下永久淹没区 756 户 3808 人，土地 11130

亩，房 3187 间，窑洞 118720 孔。同年千(阳〉凤(翔)公路

改道动工，全县)1\塘、四个公社 3000 名劳力参加施工。 1971 年

县水泥厂建成技产。 9 月千阳 35 千伏变屯站动工建设( 1973 年

1 月建成投运 t 1972 年县功一一千把 35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架

设竣工， 1973 年送电。同年千阳县房管所成立。 1973 年县自来

水站成立，城北打井向城区供水。 1973 年在一七一厂协助县级

机关备料，将东西大街、什坊街建成硅路面。南关路修成渣油

路面。同年冯坊河大桥建成通车。同年县剧院建成可容观众 8∞

人。同年在后窑征地 2. 085 亩地建居民出租秀 8 栋。 1974 年开

始治理千河，修防洪堤。 1975 年公用事业管理站成立。 1976 年

在南境征地 10.9 言建离退休干部住房。 1977 年在西关西河沟桥

4 



南北建涵洞 256. 9 米，桥北建禽蛋市场，桥南建饮食、瓜果、

蔬菜市场。 1979 年南关路南北修排洪渠， 1981 年地名普查全县

有 442 个废弃村庄。 1982 年县城第一栋住宅楼开工建设。 1983

年千中教学楼竣工。 1984 年 6 月革上公路建成通车。的均年对

县城和 15 个乡镇 136 个村 433 户自然村进行了建设规挝，编写
-画ψ，.-~ ,-". "..~ 牛牛

资料 3151 份。 1986 年招待所宾客楼开工建设( 1987 年发工)。

过但其 3 月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成立。史;年县政府印发了
《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意见))，把城镇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8

月县政府颁发了《千阳县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共 7 章 53 条。

0!_89 年 8 月县城建局、农林局联合在职中开办建筑专业班，招

收学员 50 名。 ~..9~_0 字县上成立村镇规划管理站，乡镇设规划助

理员 p 同年在县城东大街东段、西大段东段、水桥巷南段开始

建地下排水工程 1377 米:1 1991 年县政府批准《千阳县县城规划
\" 

区界定方案》。界定县城区 6 平方公里。同年开始城区街道路面

改造建设工程。，，1.9.92. 年县房管所升级为副乡级。 lJ 92 年成立"千

阳县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设县房管所。同年县政府印

发《千阳县县城垃圾管理制度》。同年 3 个单位集资建住宅楼

2002 子方米。号994:年县环卫站成立， ((县城防洪规戈怜通过省

市专家评审。 1994 年 9 月省市专家对我县《龙泉寺一一冯家山

风景区))， ((青崖洒一一燕 f及故里名胜区))， ((高;同沟景点》进行

调查论证。 1995 年 10 月宝中铁路正式通车转入营运。主995 年

城区建住宅楼 11289 平方米，投资 45 1.元万元。 1996 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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