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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享警鬻鬻警翥警集吴忠≥乙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天园才b

惠农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北端的一个县。宁夏古称朔方，历史

悠久，开发较早，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行政建制，秦汉时期即兴修水利，

农牧业生产得到初步发展，隋唐间已有“塞北江南”的美誉。然而地处

宁北的惠农，在宁夏却较为特殊，由于地界贺兰山尽头，凭黄河之滨，又

与套外游牧民族接壤，孤悬河外，险关要隘，处处重防，可谓宁夏和西北

的门户。今县境内的省嵬城、镇远关、黑山营，以及纵贯东西的两道明

长城遗址，均依稀可辨。特定的形胜，决定了该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

故而此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仍，兵连祸接，连地方行政建制

都难以立足，更何谈修志呢?

惠农地方开发早，建制晚，变动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41

年，首次设县，名目“惠农县”，系依县内干渠——惠农渠而得名。后又

一度省废，至1987年再次复县至今。特殊的经历，使该县没有来得及

编纂完成自己的县志，所以县领导和有识之士对于首修《惠农县志》都

寄托着殷切的期望，给予极大的关怀。1988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管县志编修工作的刘尚文同志，其开拓之功，有口皆碑。经过四届领

导的努力，最终在县委书记刘仲平、县长黄占福和主管副县长俞爱山任

内，完成了<惠农县志》的总纂和出版任务。这不仅是全县人民的一部

传世之作，地情巨著，而且也是一项德政，一座丰碑，值得永远纪念。因

为新编《惠农县志>，不仅是惠农地方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而且也是

该地区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它的问世无疑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是10万人民的大喜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也是留传给

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2 序 一

修志，虽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但是自从清末国力衰

微，乃至其后“左”的干扰，实际上早已中断。人们对于方志的意义和修

志的重要性也早已淡薄了。现在对于参加修志的人员来说，可算是老

传统新任务，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其艰难性就可想而知了。

尤其是在惠农县修志，则比别的县更为困难，因为这里历史上从无县级
行政建制，既没有旧志可以参考，又没有留下档案文献可供使用。编修

同志只能靠自己四方征集，抢救口碑，大海捞针，于浩瀚的史料中勾沉

发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真如同辛勤的蜜蜂

在采集百花之后所酿成的蜜糖啊!因此，当人们手捧《惠农县志》之时，

不能不对以主编朱国忠，编辑郑彦卿、岳亚东、刘永祥等同志为代表的

县志办历届全体同志和对县志编修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张戈、黄德志

等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全县人民将世世代代感谢为首

部方志出力的各级领导和编写人员，这些同志的功绩和芳名将永载史

册，与志书一起世代相传，永垂青史o

<惠农县志>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宁夏解放50周年大喜大
庆的日子里正式出版发行，真是喜上加喜，意义更不寻常。《惠农县志：》

既然是本县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而社会主义江山要千秋万代永传

不竭，所以编修新县志的任务也就不会到此结束，必然还会有续修第二

代、第三代⋯⋯县志的任务，这将有赖于后来人了。人们有理由认为：

修志将与历史并存，与日月同辉o

我有幸拜读《惠农县志》稿，不仅先睹为快，还于读后产生以上一些

感想，聊赘数言，用以表达敬意，并厚望来者。是为序。

1999年5月1日



序‘．二

中共惠农县委书记 刘仲平

惠农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占福

惠农县位于宁夏最北端，依山傍水，既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

地，又是商贾交往的通衢要道。虽地处大漠边缘，却享有“塞北明珠”之

美誉。巍巍贺兰，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滔滔黄河，浇灌着肥田沃野。

早在新石器时代，勤劳勇敢的惠农先民，便在这块美丽富饶的沃土上苦

耕勤牧，繁衍生息。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央集权与地方民族首

领扩张势力之争，乃至军阀之间的争夺抢掠，战事频繁，兵祸连绵，田园

荒废，惠农首当其冲，先民们备受其害，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全县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87年恢复县制以来，县委、县人民政府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各项富民政策，使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沃土，更加焕发出无限

生机。农业连年丰产丰收，工业、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第三产业和非公

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全县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民族和睦团结，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盛

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纵观历史，编史修志代代相传，绵

延不断，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藏。编修社会主义新

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

大业。在历届县委、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关心帮助下，经过全县各级组织

和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历经十个春秋，终于完成了惠农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宏篇巨著——<惠农县志>，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喜事。



4 序 二

惠农是个美丽可爱的地方，凡是到过惠农或在惠农工作过的人们，

对这里雄秀俊美的山川，历史悠久的文化，温逊敦厚的民风，勤劳淳朴

的人民无不产生深情厚爱，寄托着无限的期望。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
做好领导工作，不仅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刻了解县

情。各级领导都肩负着建设惠农，繁荣惠农的历史重任。只有理清惠

农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制订出符合县情民意的改革

方案，采取正确的举措，求得事业的迅速发展。《惠农县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纵涉古今，横纳百业，囊括了惠农

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物产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风情和
人物诸方面的内容；客观真实地记述了惠农的沧桑变幻，再现历史和现

状，特别是重点反映了解放50年来，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新惠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坎坷经历，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和

教训。从这种意义上讲，《惠农县志》既是一座信息库、资料库、数据库，

又堪称惠农的百科全书；她是惠农今天和明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珍贵地情资料，也是一部对全县干部群众，

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乡土教材。欣逢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50周年，亿万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跨入新世纪之际，《惠农县

志》付梓面世，向国庆献礼，意义非同一般，作为惠农县的党政领导，我

们甚感欣慰。我们希望它能对了解认识惠农，开发建设惠农，发挥应有

的作用。在此，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惠农县志》成书的各级领导、专家学

者和提供史料的同志，对编委、主编、编辑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敬业精神

表示衷心的感谢。

遵编委之嘱，撰此文为序o

1999年9月



凡 例

一、<惠农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实事求是，力争达到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第一部县志。

二、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归类成志，分志并列，横排竖写，
纵横结合。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
书；大事记记叙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纵述史实，设建制、自然环境、资源、人
口、农业、水利、林牧渔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财税金融、城乡建设、科学技
术、经济管理、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军事、民政、人事劳动、教育、文化艺
术、医药卫生、体育、风俗宗教、方言、人物共27编108章370节；附录收录限外辑
要、修志始末等资料。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录辅之，图、表附于各章、节中，力求文图并茂。
四、文体一律为现代语文体、记叙体。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明，寓褒贬于事

实之中。
五、时间断限：上限为1941年，有些编章根据需求适当追溯；下限为1995年。

1996年到正式出版前的大事、要事录入限外辑要。
六、记叙范围：以现行区划为限，历史上划进划出的区域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对于1960--1976年石嘴山市管辖时的情况，以现行区域进行记述。

七、本志数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解放前的数据以查证核实者入志，解放后的数据以惠农县统计局编印的资料为
据，个别有出入的数据，经查对核实后采用。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

1949年9月26日惠农县解放时间为界。
八、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所记事项凡有月日可查的，注明月日；日不详者附于

月末，用“本月”表示；月不详者附于季末，分别用“春、夏、秋、冬”表示；季度不详者
附于年末，用“是年”表示。

九、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正面人物为主，也有个别反面人物。
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和能工巧匠录入人物简介。未立传的革命英烈收入烈士英

名录。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模范人物和评定高级职称的科技人
员列表入志。

十、本志凡引文献、古籍的原文，均注明出处，以供查考。采用各部门(专业)
志资料和回忆录、采访记，为节省篇幅，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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