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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总序

中共盐池县委书记赵涛

盐池县自古为向衍戎族游牧之地，秦时设立陶衍县制，从此进入中央朝廷管辖。汉代，

盐池地区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集镇和繁荣的商业贸易，从境内汉代张家场古城及

其出土文物可以得到印证。 唐时，盐池及其周边地区称为盐州，是朝廷与吐蕃争夺攻伐的

战略要地;盐州军也曾参与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军事力量。

明代，宁夏后卫花马池作为朝廷与北元蒙古聪扭部族不断纷争的前沿阵地，在长城沿线的

九边军镇中占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嘉靖年间兵部奏称"宁夏花马池，虏骑冲突之所，最要

害也。 近议每秋总督亲往调度，此诚扼吭先制之计。 "康熙兰十六年(1697 年) ，康熙亲征葛

尔丹时途经花马池，曾在花马池、安定堡、兴武营一带狞猎。 因此，盐池县自古即为边陆要

邑，军事重镇，历史丰厚，文脉鼎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李益分别留下了《城盐州H过盐州

饮马饮》等著名诗句。 旧时狼烟随风飘去，怨慢羌笛不再悠扬。 曾经的盐州草原，在历史沧

桑之后，依然灿烂。延安革命时期，盐池县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和经济中心，也是

《王贵与李香香》的诞生之地。

盐池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接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融合，民族风情和区

域文化繁荣发展。县境内汉代遗址、北魏石窟、唐代墓葬、长城遗址、墩喉战台星罗棋布;惠

安堡为唐时温池县所在地，与花马池一起，历史上以"行盐"著称;南部麻黄山，古称拘子

山，为明代庆王朱旗放牧草场;青山、铁柱泉一带在唐代、明代时朝廷皆设有养马宛，也为

军家必争之地。

盐池县历来就有修志撰史的优良传统，乡镇志书及其他地情资料的修编皆为可喜可

贺的文化盛事，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乡镇志书反映的是乡情、地情、民情、风情，

也包括了一个地方的历史事略、文物古迹、文化传承、人物风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恢宏。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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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志书编修的同志众志成城、刨土亮玉、摄英咀华、去芜聚萃，使盐池的历史文脉内涵更臻

丰厚完美，更加亮丽卓越。

志为盛典，亦为一方乡士之眼。 乡镇同志慎重其事，邀为作序，是以略具数言，以为

称盛。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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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大水坑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注重反应地方特色、时代特点遵循事物发展规律。

二、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 按事物性质归章，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纵不

断限。 全志分为概述、大事记略、自然环境、建置区划、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人

民政府、群众团体、人口与人民生活、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工业、交通邮电电力、商业、

供销、粮食、集贸市场、税务、金融、经济管理、城建及新农村建设、综合政务、、政法、兵役、

教育、文化、卫生、民族民俗、人物二十九章，约 60 万字。 各章视内容情况设置不同节、目 。

兰、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并用，力求章、节、目层次清晰，图文

并茂。

四、本志一律为语体文，述而不作，秉笔直书，力求文字通顺、朴实、简明 。

五、本志为新修地方志，主体上限无具体年代，为追本溯源，根据资料考证，尽量上溯。

但由于历史资料缺乏，上溯年代不远，重在当代。 下限至 2013 年年底，个别内容为了叙述

完整，则视情况略作下延。

六、大水坑镇为革命老区，关于新旧社会的时间界限， 1936 年 6 月红军解放盐池之

前，称"新中国成立前"，之后，称"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后称"新中国成立后"。

七、本志叙事、记述范围为 2013 年大水坑镇辖行政区域。书中"全镇""本镇"指大水坑

镇;"全乡""本乡"指红井子乡 。

八、大事记略采用编年体，兼采记事本末体。 所记事凡有月日可考者，注明年月日;月

不祥者，用"是年";同月用"是月";同日用"是日"表示。

九、人物志分传、简历、闻人、录四种形式。 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主转人物为 2013 年

以前去世的曾在镇境内活动，并对大水坑镇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镇党委、人

大、政府主要领导以及本籍和在当地工作过的升任副处级以上的领导，采取人物简历形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概述

大水坑镇位于盐池县南部，距县城 60 千米，东与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接壤，南靠麻

黄山乡，西邻惠安堡镇，北连青山乡、冯记沟乡 。镇人民政府位于兴盛东街，距吴忠市 88 千

米，距银川市 138 千米，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建置镇。 南北长约 46 千米、东西宽约 54 千

米，总面积 1458.5 平方千米，耕地 24.9 万亩，草原 123 万亩。 共辖 1 个社区 3 个居委会， 15

个村民委员会 106 个自然村，总户数 11412 户、总人口 35408 人。 其中以回族为主的少数

民族有 38 户， 127 人。 大水坑镇建制历史悠久，地理形势险要，古代为边陆用武之地，近代

为陕甘宁边区要邑，屏革命根据地区西部门户，现在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

新潮中进行商贸活动的旱码头，国家石油开采基地;大水坑镇农耕、游牧文化交融，远古、

现代文明沉积，边而不荒，蔚茂彬雅·大水坑镇经过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经济建设快速发

展，社会事业开放进步，人们物质条件、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水坑镇土地、牧草、

矿产资源丰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是块亟待开发的宝地。

大水坑镇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衔接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

1600 米，东南部为粘性黄土丘地带，沟整纵横，起伏连绵，钱记山为境内最高山，主峰

192 1.2 米。西北部为荒漠草原地带，地势开阔平缓。镇内无险峰峻岭，无大河流，天高野阔，

地广人稀。

大水坑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少雨多风、气候干燥、长冬严

寒、短夏温凉、春迟秋早，每日早凉、午热、夜寒，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炉吃西瓜"之

说。年均降水量不足 300 毫米，且多集中在夏末秋初。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年均蒸发量高于

2000 毫米，约为降水量的 7 倍。 旱灾常有发生，且冬季最为严重。 年均日照 2901 小时，日

照资源丰富，利于作物生长。 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风力资源丰富，风力发电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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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速，但风多力猛，风强雨弱，常有沙尘暴等灾害发生，也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之说。 由于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垦荒、过度放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沙

漠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山禁牧以来，

大力种草种树，禁止滥垦乱牧、采挖甘草，生态逐步得到恢复，如今环境优美，生态、农业、

牧业协调发展，保护环境、和谐发展蔚然成风。

大水坑历史悠久，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盐池县为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 西周有

捡犹，亦称戎或西戎，东周居住着晌衍戎族。

秦统一后，盐池属北地郡向衍县。 大水坑当在胸衍县范围内 。 西汉因之。 东汉废胸

衍县。

兰国、两晋时期，盐池一带(含大水坑)为匈奴、羌和汉族杂居地区 。 十六国时期，盐池

先后属赵、后赵、前秦、后秦及赫连大夏。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盐池(含大水坑)属西安州 。西

魏在州下置五原郡，后改大兴郡。大水坑先属五原郡管辖，后属大兴郡管辖。西魏恭帝元年

(554 年)改西安州为盐州 。 盐池县(包括大水坑等)大部地区属之。

隋代先后废五原郡、普乐郡，又改置盐川郡。 大水坑属盐川郡管辖。

唐改盐川郡为盐州，领五原、兴宁两县，大水坑应属五原县管辖。 武德四年(621 年)废

兴宁入五原，贞观元年(627 年)废盐州，五原县(含大水坑)入灵州 。 次年复于旧城置盐州

及五原、兴宁两县隶夏州 。 大水坑仍在五原县管辖内 。 寻改盐州隶灵州，大水坑又属灵州

管辖。 天宝元年(742 年)更名五原郡。 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盐州，辖五原、白池两县。 大

水坑属五原县管。 神龙元年(705 年) ，在今惠安堡附近设置温池县，亦属灵州，现大水坑镇

以西部分地区属温池县管辖。 贞元三年(787 年)盐州城为吐蕃所据，九年，吐蕃离去，分属

灵州、盐州，均属关内道。 大水坑东部地区在盐州范围内，西部在灵州范围内 。

五代盐池分属灵州温池县、盐州五原县，先后为后梁、后唐、后晋所据。 大水坑东部在

五原县境内，西部在温池县境内 。

北宋初盐池(含大水坑)属北宋，后属西夏0

元代盐州并入环州、| 。 大水坑在其范围内 。

明代置花马池营，后改称宁夏后卫，又设兴武营千户所。 今盐池县全境分属花马池、

兴武营、灵州三个守御千户所。 大水坑镇大部地区属灵州守御千户所管辖。

清初盐池置花马池营、兴武营，废宁夏后卫，置花马池分州，属灵州 。 大水坑全境在花

马池分州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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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民国 2 年)设盐池县，隶朔方道，大水坑全境属盐池县管辖。 1929 年盐池县归

属宁夏省。

大水坑资源丰富，除广袤的土地，品种繁多的牧草外，矿产资源有石油、石膏、石英砂、

砂砾石等。大水坑镇是盐池著名的滩羊产区和甘草产区之一。滩羊袭皮、滩羊肉、山羊绒毛

产品远销国内外，备受用户青睐。甘草、养麦、小米、白豌豆、马铃薯淀粉、老瓜头蜂蜜、胡麻

油等小杂粮、油料等农副产品，独具地方特色。

大水坑镇内共有油田 6 处，分布在大水坑、摆宴井、红井子、马坊、新桥、王新庄等处，

累计探明储量 3443.34 万吨，均为小型油田 。 同时伴有天然气矿源，近年探明天然气储量

大，已着于开采。 随着石油工业开采技术不断更新，勘探、开采石油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

来进一步探明大水坑地区深层石油储量巨大。 现建成年产原油产能 58.5 万吨，年产原油

量 23 万吨左右。 大水坑、红井子地区石油已大量开采，开采时间达 40 多年之久。

大水坑镇有丰富的石膏矿。 属零星分散矿产，主要分布在宋堡子的北王场，大部分矿

床地表外露，品质良好。大水坑镇建筑用砂地质储量 4000 万吨，品质良好，为小型矿，主要

分布在大水坑村、红井子村。 大水坑镇还有砖瓦粘士，分布在宋堡子的谢记梁，现已大部

分开采利用。

四

在盐池近代史上，大水坑地处南部要地，"历代王朝为巩固北防，多次征丁起夫，修长

城，建城堡、筑墩喉"，大水坑人民出丁夫、修长城、经战乱、供粮草，为之付出良多。

近百年来，大水坑人民反侵略、反压迫，为争自由浴血奋斗，如 1911 年，盐池县狼洞沟

高登云领导农民起义，响应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

1936 年 6 月 19 日，韩先楚、崔田民帅红军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骑马前往盐池勘察地

形，侦察敌情，大部队随之向盐池城外云集。 6 月 19 日晚，红军发起进攻， 6 月 21 日凌晨 3

时攻克盐池县城。

在红军七十八师攻打盐池之前西征红军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已经定边之红柳沟、盐

池之二道沟、苏堡子(今新桥)、麻黄山、大水坑等地向西挺进，先后在毛儿庄、青山等地击

溃阻敌， 1936 年 6 月下旬，盐池除惠安堡外，大片土地解放。 盐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属陕

甘宁边区政府，民国盐池县政府移治惠安堡。 大水坑东北部地区属于解放区，西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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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管辖内 。

陕甘宁边区时期，大水坑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党、团组织，建立革命政权，

出人出力，支援抗日 。 之后，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发展生

产，反奸防特，支援陕甘宁边区和宁夏解放。大水坑镇是红色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7 年，豫旺县苏维埃政府机关

驻地设在王家寺(今属大水坑镇) ，豫旺县游击队驻井记沟(今属大水坑镇谷山塘村)， 1945

年中共兰边地委决定成立宁夏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 领

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 3 个据点，据点对内称"工委\对外称"统战部"，开展对国民党

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1946 年冬，红井子工委领导的游击队 60 多人，在何广宽带领下，两次

深入敌占区里山区的保、甲组织及国民党区分部，在狼布掌解救出被国民党强行抓捕而

进行训练的"国民兵"新兵数百人，俘获马部派来的军事教官 3 人。这一行动对国民党统治

区震慑很大。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以《何广宽部向下马关一带出击》为题作了报道。

大水坑曾是宁夏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了解、向往边区的窗口之一。 1947 年 8 至 9 月，盐池第

二次失陷，盐池县委撤往定边姬原一带，遂转入盐池南部山区，组织游击队、武工队，以五

区的李原畔、苏堡子为据点，坚持游击战争。

大水坑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做出了贡献，他们将自己的优秀子女和大批物

资送上前线，许多人为保家卫国、解放全中国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7 年盐池县城失陷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复迁县城。 1949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光

复盐池，大水坑西南部地区全部解放。

1937 年春，建立区、乡地方苏维埃政权，南部的井沟、二道沟、红井子、大水坑、苏堡子

(今新桥)、李原畔等地，因解放早，在定边县建立区乡政权时，划入定边县的二区范围，至

1937 年 7 月重新划归盐池县，称五区。 1958 年，五区改为星火公社(大水坑) 。 人民公社为

政社合一的组织，原来的区、乡的行政建置和高级合作社一并废止。

五

新中国成立前，大水坑地区农、牧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

府虽然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但由于主要采取畜力耕种，生产工具落后，加之人民

公社体制的弊病，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生产一直徘徊不前，人民生活没有根本改变，有"吃

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之说。

改革开放以后，大水坑镇党委、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带领全镇各族人民充分发扬"艰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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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奋发图强"的盐池精神，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科学技术进

步，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加快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 新千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一步深入，大水坑镇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紧扣发展第一要务，坚持"生

态立镇、农业稳镇、工业强镇、商贸活镇、城建青见镇"的发展思路、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

创新，务实苦干，各项工作有效推进全镇上下呈现出经济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013 年，全镇社会生产总值达 5.92 亿元，是 1988 年工农业总

产值 1337.46 万元的 44.26 倍(含红井子乡人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709 元，是 1980 年

的 103.69 f音。

大水坑镇是盐池县的畜牧大镇，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半农半牧。 历届镇党委、政府全

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坚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首

位，下大力气狠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1983

年，盐池县被列入"兰西"农业建设专项资金扶贫县，加之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倾斜，加

大了对大水坑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1997 年，盐池县在宁夏南部山区 8 县率先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的目标。 镇党委、政府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核心，加大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突

出发展畜牧业，重点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保持了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种植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种植业结构逐步

由粮一经二元结构调整为粮一经一饲多元结构，突出发展经济作物和特色产品，已基本

建成了小杂粮、油料、土豆等农产品生产基地。 先后引进樱桃西红柿、甜瓜、独根红、油葵、

直麻、人工甘草、黄花等多种名、特、优、新品种，加速了种植业结构调整步伐，提升了种植

业的整体效益。 二是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建设步伐加快。 大水坑镇采取项目带动、银行贷

款、群众自筹的办法，加快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建设步伐。 2012 年，全镇已建成"兰位一体"

生态温室 1481 座、日光温室 86 座，太阳能猪舍 3.55 万平方米。 兰是畜牧业在封山禁牧 10

年之后，仍发展势头强劲。 在稳定羊只饲养量 20 万只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暖棚养殖、舍饲

养殖，同时积极发展猪、鸡等养殖业，推动养殖业向新领域拓展。 全镇畜牧业总产值已占

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的 60%左右，人均牧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50%左右。 四是科技

推广力度明显加大。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在农牧业生产中的作用，大力推广和应用

适用于农业生产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动全镇整体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以旱地节水，地膜

覆盖等综合增产增效技术，以脱毒薯为主的马铃薯综合增产增效技术的推广应用，极大

地提高了旱地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 "旱地宝""保水剂""ABT 生根粉"等造林技术的大力

推广和应用，提高了林木成活率。 矿水淡化、节水灌溉、秸秤氨化、肉羊育肥以及畜禽品种

改良等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和档次。 2013 年，全镇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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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已达 85.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村增产的贡献份额提高到 47%。

大水坑镇乡镇企业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在初级加工阶段，产品附加值低，发展慢，

企业利润少。 1985 年，全镇乡镇企业仅有 465 个，从业人员 1046 人，总产值 418.4万元(均

含红井子乡 ) 0 2013 年，全镇乡镇企业已达到 2634 个，从业人员 4895 人，营业收入达到

2.94 亿元，总产值 2.63 亿元，总产值比 1985 年增加 61 倍。 乡镇企业已成为全镇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全镇农民收入的兰分之一、工业增加值的 80%都来自乡镇企业。 在深化乡镇

企业改革，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采取租赁、承包、拍卖、购买等形式，对乡镇集体企业

进行全面改制，成效显著。 2013 年，非公有制企业完成的收入和利税均占乡镇企业各项指

标的 80%以上。 县属变性淀粉厂、金属镇厂等企业相继停产，仅有一些小加工企业在生产

发展。 2002 年后，镇党委、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始终把工业作为全镇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先

导，以"两大任务"(争项目争资金，招商引资)为抓于，在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的基础

上，举全镇之力倾力打造良好投资发展环境。 先后引进了荆门玉联石膏厂、宁夏长升建材

制杆厂、西安中天石油公司、圣亚利工贸公司、宁夏嘉实石油化工公司、飞龙油田服务厂、

宁夏振恒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盐池县运航特种车辆运输公司、耀兴彩钢加工厂等 20

多家企业投资人驻，2013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达到 2.57 万元。

大水坑镇第三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在全镇生产总值中占有比重较低。 20 世纪 80 年

代，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渠道单一，流通欠畅，商品短缺，不能满足

人们的生活需求。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全镇流通领

域的重要力量。 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商业活跃，商品丰富，满足市场需求。 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房地产、交通运输、服务业、娱乐

业、信息、金融、石油开采服务、商贸流通等产业的发展。 2012 年全镇共有登记注册的个体

工商户 1209 户，全镇集市贸易成交额达亿元，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成交额分别是 1985

年的 2.7 倍和 55 倍。 逐步形成了大水坑镇功能完善，交通便利，市场繁荣，兰产发展，服务

齐全，和谐富裕的新集镇。

大水坑镇党委、政府紧紧抓住中央实施"东西部合作"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积极

争取国家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增强发展后劲推动经济增长。 一是水利设施建

设成效明显。 2013 年累计打井窑 7400 眼，发展水浇地 3071 亩，建设基本农田 20 万亩，农

业人口人均 9.2 亩。 建成扬黄二期人畜饮水工程，有 64 个自然村通水，占总自然村的

60%，居住农村的 6000 户人家，通水的 3750 户，占应通水户的 62.5% 。 二是生态建设步伐

加快，兴林治沙，改善生态环境。 1978 年，盐池县被国家列为"兰北"防护林体系重点县后，

大水坑镇实施重点治理项目，掀起了大规模的种树种草活动。 围绕南部山区"两杏一果"

扶贫开发工程、全国生态重点县项目、治沙综合治理示范区、飞播造林等生态林业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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