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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资政和教化作用，是其他辑刊所尢法替代的，自，i皆然。盖村这部县志，除了具有

与片他地方志书共钉的作川之外．还彳丁一层特殊的深刎意义一孟村是一个回族自治
县，尽管这个地h-jJj坐悠久，文化渊源流&，ffJ它毕竟是在新中国建立衍公元1955年

才以一个县建制的【自f貌⋯现n：我围版罔r的。通过这部县志，可以反映出存-有着56个

兄弟民族的挂I旧人家庭‘艮r卮村这个小小的区域内，下百年来回汉两族兄弟走过的是一

条多么艰难曲折的道路；从中I—r以看：n，自治县的建立，为这个地方的经济繁荣和民族

进步，Jt：辟的是一个多么宽f。、美好的天地，从而折射出我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灿烂

光辉和社会卜义制度的优越。这一点．我相信世世代代生活在回族自治区域的回汉族同

胞都会有深圳的体会。

其：，I)i史是‘个尢穷尢尽的延续．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走来，明天还需要在今天

的脚下延伸。r解过太以理解现化进而燧望未来，作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志书将有

助J‘扁迪人们把苦难的过厶1j幸福的今天相对照，激励人ff]x,t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向往和

进戢．以推进我仃】、’前的‘弘№，推动所史的进步。盂村这个地方，物华灭’匕人杰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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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仅就近代而言，即涌现出不少名震华夏的志士英杰。这里的

人民勤劳、智慧、豪爽、侠义，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所有这些，志书都给予

了记载和再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孟村同胞在通览志书之后，定会鉴古知今，进而

产生一种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强烈意识，为继承先人遗志，建设、发展、振兴自

己的家乡而发愤。特别是这部县志脱稿时，适值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盛世，乘此东风，

破浪前进，加快步伐，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孟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以一种崭新的形

象，屹立于中华大地县市之林。作为一个回族干部，我为自己有机会把人生中最美好的

年华贡献给自治县，并能够参与这部县志编修的组织工作而感到无尚欣慰。我想，这段

难忘的经历将作为美好的回忆伴我终生。

其三，志书作为传世之作，不同于其他一般著述。孟村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能够在

我们的任期内诞生，我们既感到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说实在话，在这方面我们的学

识、水平，经验、能力真是太不足了。加之自治县建置较晚，又几经分合，搜集史料如

同大海捞针，写史修志，谈何容易!所以，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部志书，不可避免地有

在着若干缺点乃至失误，恳请各界朋友批评和谅解。尽管如此，我觉得，对执笔修志的

同志近七个春秋的辛勤劳作还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肯定。繁重的工作任务，艰苦的办公

条件，紧张的活动经费，重重困难都被他们克服了。特别是主编祝延青同志，年近花

甲，抱病承担重任，带领全体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志书的字里行间，凝结着

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我想，修志之苦，恐怕没有亲身经历的同志是难以体味到的。如

今，辛勤的劳作终于化作丰硕之果。值此志书问世之际，作为孟村第一代修志人的方志

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应该为有一个圆满的交待而感到自慰。当然，孟村的各级负责干部乃

至全县人民，不能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最后，谨以编委主任的名义，向所有参与、支持和关心这部志书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致以由衷的谢意。

中共孟村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王元芳

1992年7月20日



县的昨天和今天，堪称是一幅展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项事业沿革与发展的历史画卷。

可能是自身工作性质的原因．平素深感资料的重要。决策中常因资料不济而不敢定

夺，秘书们也常为校核一段史实或一个数据，翻箱倒柜，备受觅寻之苦。我曾不止一次

地想过：自治县能否编写这样一本书一详细记载当地历史与现状，为广大干部群众了
解县情指门引径，给各级领导机关进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可以说，今天出版发行的县

志正是这样一本书。

孟村上溯数千年，县志雄文一线穿。这部书纵贯孟村历史，横陈自治县的建置沿

革、自然地理、政区人口、城乡建设，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文物胜迹等等。读后你将

被带人自治县的历史长河，从中可察知盂村的发展轨迹。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回族干部，

通过阅读这部县志，对孟村回回民族在旧社会的苦难，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解放前，少

数民族不仅同汉族穷苦兄弟一样在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压迫，而且，遭受着非人的

侮辱和歧视。仅今县境内，即曾有数以千计的善良无辜的穆斯林死于反动统治者的屠刀

之下。是中国共产党拯救少数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回回民族同其他兄弟民族

一起沐浴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下，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根据《民族区

域自治法》，回回民族行使民族自治权利，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回族后生也被推上了

领导岗位。抚今追昔，怎不使我感慨万千!在这里，我奉劝县内各界：县志到手，莫将

它束之高阁，你读罢此志，一定会增强对养育你的这片热土的真切了解，加深对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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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对家乡热爱之情，激励我们更加勤台地为振兴孟村而奋斗。

建县以来，自治县相继出版了《孟村回族自治县概况》，《孟村回族自治县交通志》

等书j这些书不失为自治县的文宝，而县志在孟村的文坛上堪称群芳之冠。

盈尺志书字里行间流淌着作者的心血与汗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或因征集资料而

奔波于天南地北，或为印证史实而跋涉于“书海～文山”。之后，伏案而作，晨抄暮写，

兢兢业业，笔耕不息。经七个春秋，终将志书捧诸于世。我想，当广大干部群众从这部

书中受到教益时，一定会从内心迸发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县志成书，如企业家千万元

项目之上马，建筑师万丈高楼之竣工，科学家重大研究之突破。县志编辑功不可没，当

载入史册。

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丁润沧

1992年7月20日



志书出版之际，编者啊我作序，我以愉悦的心情草成此文，

治国须知同情，把门清县建设好，就婴r解县情。除必螫的调查研究之外，要在矩

时问内较伞f自l系统地j7解·县的伞貌，莫过l‘·f}f：县志m手’E4i但i可使为政者“d日有

所稽．后lr所鉴”，『Iiili，它有教化．存殳之功，fu需村虽历史悠久，fJj经沧桑变迁，

却从庀系统的史志iL载。当今JE值深化改等的新H，f期，盛tI{=修忐，也JE符合我县丁作需

要，些委．县政府毅然决策调榘专人，拨付专款，决心在任期内．完成盂村有尘以来的

第一部县志。

县忐办公室的同志们ri J986年以来，以志事为牛命，什家‘扛J·4：顾．夜以继If，

孜孜以求；并位编辑分I‘坍作，不图荣利，水计丰从．』t襄盛学。近L年之功，终J：

1992年9月完成了盯余，i宇的丝志稿。我静心捧读，倍感欣舞。 ·方乡风艘卷¨丁得，

使决策者枉短时川内呵I!|；】晰当地"j止变辽的来龙去脉，县．占逆阱儿”f辩驳的殳复告诉我

们：孟丰寸的"j止．足【Il汉曲族人民其I叫创造的。饱览此阻你会做曲族先辈『叫优代反动

统治者斗争的业绩所感染，激励你继承前人节命传统，树i．碳H创业之志；使你受加珍

惜今天的幸榴，更加热爱这方热f．；更加珍惜M汉等各族人IE的人团结。我作为一名汉

族l：部，位时族f1汝县r作。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酸f{治民族的信仰和爿

俗，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f：部，把[-1汉等行族人比川结杠一pI目』E产党的胤同，大家

携手肝们，共|i；i】完成振*孟村，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宏伟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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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一项浩瀚工程，编纂自治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更是难上加难。此中

艰辛，难以言表。编者从中表现出的严谨科学态度，勤奋忘我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据我知道，有的老同志为完成这部县志梦牵魂绕，写真求实，一丝不苟。藉志书出

版之际，我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谨向为本志付出心血，做出贡献的人员，

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志的专家、学者、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表

示诚挚的谢意!

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杨福光

199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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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村回族自治县志》的出版，是孟村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本县历史上文

化建设的一项开创性的重要成果；它在资政、教化、存史诸方面必将发挥有力的作用。

县志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具体地再现了孟村的历史和社会风貌；记录了勇敢、智

慧、朴实、富有耐力和韧性的孟村回、汉族人民，从旧社会的反动统治、水旱灾害、兵

燹之患所造成的苦难中走过来，开创、耕耘、保卫、建设繁荣这块土地的历程。

《孟村回族自治县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用浓重的笔墨记叙了孟村地方数千年

来，特别自孟村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来，在反抗封建压迫、帝国主义侵略，

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后，回、汉两族人民及其他各兄弟民族携手并肩共同生活的历史。

尽管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孟村地区的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或有过误

会，但是回、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进步，从来都是

历史的主流。县志中所载事实，充分显示了回汉两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奋斗中

建立起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和民族

团结的精神力量，在共同反封建、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中，又为这种精神充实了新的内容，即携手共建文明富裕的新孟村。这种精神在今后的

改革开放中必将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一个更加繁荣，文明、富裕的孟村回族自治县的

出现，将再一次证明民族团结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在这里，我愿意把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文章对民族团结的一些论

述摘入孟村县志的史册。这些论述认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

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共同繁荣，是

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民族团结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民族关系中的一种崇高的境界”民族团结是关系到国家兴败的生命攸关的大

事”。我所以愿意摘记这些论述是企盼着它能激励我们回、汉两族人民和同志们能把维

护民族之间的团结，作为神圣的职责，以此为鉴，使全县人民世世代代团结和睦，安宁

幸福。 ，

孟村县志，以史为据，真实地记载了孟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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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孟村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i自i所取得的成绩和深刻变化。解放

前的旧孟村没有最基础的现代工业、交通、卫生医疗、金融、邮电的设施。今天的盂

村，曾是曲曲弯弯的黄土路已被平坦的环城公路、柏油马路所替代，以孟村为中一亡．、的周

边村庄的泥土住房及断垣残壁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灰瓦红墙的农舍。旧孟村只有一

两家简陋的中药店，如今有了现代化设备的医院；过去的私塾教育处于较原始的状态，

而今以现代科学文化为教学内容的中、小学校遍布城乡⋯⋯。吲顾历史，瞩目今天，孟

村的面貌发生了具有时代阶段性的变化，取得了可以告慰先辈们的成果。

县志的记载揭示了一个真理：民族团结是孟村人民共l—J繁荣进步的前提，而共l—J的

繁荣进步又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团结、进步这个主旋律，蕴涵着盂村回族自治县发胰繁

荣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的生命力。

我虽离乡多年，但对孟村的眷恋之情，却始终凝注在家乡的故土和朴实的人民身

上。县志所载的材料使我深信，勇敢、智慧、勤劳的盂村人民，在已有的基础上，今后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定会把孟村建设得更加文明和富裕，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贞献。

承蒙县志办的同志们邀我为县志写序之际，我衷心地向家乡父老，尤其是回族多斯

悌们呼吁一要重视教育，应不惜出人、出钱、出物，支持政府办好学校，使自已的后
代子孙接受良好的中、高级教育，为振兴孟村、振兴民族、振兴中华付出智慧，贡献力

量。

谨祝全县人民：团结、进步、平安、幸福!

辛 智

1992年7月19日十北京



凡 例

一、《孟村回族自治县志》是孟村历史上首部志书。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并坚持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力求准确地反映出本县的历史和现

状。 。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政区建制为准。文中所涉孟村回族自治县建立前

的地域，皆以。今县境”字样表述之，所述事物范围亦以今县境所辖村、镇为限。

断限：上限不限，下限除物候、。志补”外，皆止于1988年底。

三、本志内容依事物的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依据，开篇为序言．凡例。卷一为概

述、大事记．卷二至卷十为各专志，其中。民族”武术”各设为篇，以体现民族，地方特

点。附录为志补、历史文献辑存．本志编修始末和后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含照片)、表、录多种体裁，以志为主．志，

以史实为依据，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寓观点于叙述之中．

五、人物生不立传。立传者以本籍人为主；业绩突出之客籍人仅记其在当地活动．

对当地某项事业有贡献的生人，以事系之有关章节．

六、本志文体为现代语体文、记述体；结构用篇、章、节、目体，层层相辖。

数字书写：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

汉字使用除引文外，一律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字

总表》为准。

七，纪年：。大事记”沿用历史习惯纪年法，加注公历．其他篇章，记辛亥革命前事

物与。大事记”同；之后，用公历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5年9月当地解放以后；。建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后’，

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县后”，系指1955年11月30日孟

村回族自治县建立以后。
。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依旧制计量；之后，以国务院1984年

厂
f



凡 例

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土地面积仍用。亩”计)。1955年3

月前。旧人民币按新币值折算．

各项经济指标，除工农业总产值为1980年不变价外，余皆为当年价．

九、地名、机构、职官名称。皆用当时称谓(必要时括注现名)，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加注后用简称。。自治县”系。孟村回族自治县”之简称。

十，本志资料。除县内各单位提供者外。还摘抄县档案馆的史料和文献，并采撷部

分旧志、党史、家谱和地名资料以及知情者的口碑资料。有些内容来自外地的档案馆和

图书馆。

志中数据以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准，短缺部分由有关业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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