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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i 记述家乡．再展宏图
●

．

．

一． 古城是我的故乡，我忘不了这生我养我的地

方o：解放后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发展，说明古城人民永远跟着党坚定地走
·社会主义遗路，奋发向上，建设家园；追求新生
活的雄心壮志a：图此，故乡可-爱‘，‘‘人民可敬。 j

《古城乡志》的编写成书，更激起我对故乡

的强烈’感情。’古碱虽小，·但‘也是伟大祖目的组成
．，部分，：j在这块土地上，养育着历代勤劳勇敢的人．
．民，记载了古城的历史，’特另lj是反映了解放后四。

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改天换’_

地，。：‘创造社会发展史的英雄事迹。 一

41, ‘．《古城乡志》的问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盼?

。和精神文明的真实写照t是我们研究．乡情，，熟繇：：
● 乡土：建设古城，’。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热爱祖国‘””

热爱党7、．热爱社会主义制度0热爱家乡教育的乡

土教材，可以教育和鞭策我们振兴中华，建设新

．古城，也可以使后人懂得过去、了解现在≮．认识
，

．，0薯；



将来、珍惜生活、努力奋斗、建功立业、增添光
彩、再展宏图。

．。一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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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丸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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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古城乡(人民公社)，环城四周，位于吴忠城

镇郊区，东靠东塔寺乡，西靠黄河东岸与早元乡接

一 壤，南以秦渠为界，北与灵武新华桥相邻；包兰

”，公路穿境而过∥乡政府设在吴忠北环公路西侧市区

之内。总面积l 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 5 l O亩。全

乡现有7个行政村，印：古城村、红星村、左营

村、佥星村、五星村、朝阳村、新生村，45个村

民小组(生产队)。l 9 8 9年新灌区的高糜子湾和金

银滩已将搬去的农户和土地全部划给新成立的扁担

沟乡争金银滩镇，现有农户2 5 5 4户，l 2 O2 5人，’”

其，中： 回族l O 3 24‘人， 汉族l 7O 1人， 男

5 9 7 1人；女6 05 4人。有乡办企业4个，村办企业

·．3 7个，全乡有从事运输。养殖、饮事服务、修理

加工，废品收购等行业的专业户7 85卢，是一个

。农、工、商、副发展多种经营的乡。

’▲ 古城是河床地带，．．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形成陆

“地，是与外族兵绒拥争之地，清光绪年阀：古城

●’．就有渡口．，用羊皮筏子和简易木船渡运，现用机船

渡运。乡界内地势平坦，属黄河冲击平原j．海拔高

度l 1 O O～l 2O O米之间，土层深厚，．地质松软，

南靠秦渠，西靠黄河钆城西排水沟直穿6个村．的农j
； ·．。· ．’，··‘“二．，‘一’ t。，!．。!‘一矿y⋯+ _

’

：．：：：-0 j‘j-．-～3，．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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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支斗沟渠配套，排灌方便，园田成档，绿树

成行，五条生产路笔直，从东到西长达一万多

米，良好的地势给小麦、水稻、玉米生产创造了有
-

利条件，7 O％的农户居住在城区的东环路，西环

城路，北环城路两侧，有利于发展二、三产业， ‘I

天下黄河富宁夏，也富了古城乡。

古城乡属申温引黄平原大陆性农业气侯，其‘

特点是气侯干燥，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春

暖早，夏热短，秋凉快，冬寒长，主导风向，冬

季以西北风见多，春季以东南风见多。，夏季热于风

见多，年平均气温为8．7℃，年平均降水量2 8 l毫

米，年平均日熙总时数为2 9 6 3．2小时，年平均无

霜期l 8 6天，冻土目数l 3 O天，最大冻土深度6 3

厘米。
’

． 古城乡在民国时期就人多地少，做买卖的

多，种地的少，加之渠系不配套，排灌不畅通，’

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后，经过了土地改革，互助合

作，人民公社三个阶段的转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

发展，但由于单一经营，老式种田。粮食产量低而

不稳。7 O年代经过园田建设，产量稳步上升，特
1

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大包干联

‘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加快了乡村企业的发展

：一4_-’ ．

t



●

●

●

-

步伐，使农民生活得至q了显署的改善和提高。

到l 9 9 O年粮食生产已连续获得第6个丰收

年，每年以8％的速度递增。．．乡村集体企娑总产值+

达到l 5 O O万元，比l 9 8 O年的l 2 1．4万元增长l 2．

8倍，纯利润达9 0万元，比l 9 8 0年的7．6万元，”．

。增长l 2．4方元，由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乡党

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坚决走以副养
农，以农促副的路子。．每年以递增l O％的速度向

农业投入口l 9 9 0午的投入巴达3 2万元，将这些投

入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水刺建设，提高机械化

程度，实行科学种田，减轻农民负担。
‘

现在全乡已建立了配套的为农民服务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乡经委下设：一农贸公司、．辖农业技尜

服务站、农机服务站、水利建设服务站。林业服务

站，农经管理站、农电管理站、。各村成立服务：j、

组，与乡服务站对口；乡工贸公司和村工贸小组为__

乡村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合同管理服务。， ．．，

乡农贸公司为了加强服务功能，为农民提供

一产前、产申、产后服务。对农业技术、科学种田、

农业机械使用、水利工程一植物保护等方面实行卡i
二个统一，。即：统一犁田耙地‘统一播种、统一良。

种、t统二育苗机插秧，．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二脱

粒、统一管水用水、统一秋施肥等毒． ． ．：1’≯

一5 o～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壮大，农

业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全乡集体拥有大型拖拉机
l 8台，播种机7 l台，进口插秧机43台，脱粒机 囊

4 8台0扬场电风扇4 8台，机动喷雾器l 5台，机井

l l眼，村民拥有民厨汽车l 3辆，小型拖拉机2 3 6

台，全乡7个行政村群众全部通电，年用电量为7 8
-

万度。

为了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乡上在各村建立5个

种子基地，更新换代，每年都有千亩丰产方，百

亩吨粮田，特另lj是自l 9 87年以来，试验推广水稻

， 工厂化小工棚育秧，机插秧。l 9 9 0年发展到

4 2 0 0亩， 占水稻总面积的86％o平均亩产达

l 4，3 2斤，试验水稻新品秧“宁梗9号”已成为当

家品种，并向外乡推广。．．

集体企业迅速发展，乡办企业有农具修配

厂、建筑公司、劳动服务站：生物化工厂、村办企

业有6座饭店旅社楼、搪瓷厂、饮料厂、面粉厂、

饲料厂等3 7个厂家。全乡7个行政村集体企业年纯

‘利润超过l O万元以上的有4个村，左营村、，红星

村、五星村’、金星村，经济效益显著。

文教卫生发展迅速，现有全日制小学4所，教

学点1个(因靠城镇，学生上中学全部在城市中

学就读)，有教职工l 0 4人，‘学生l 8 O O余人，普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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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初等教育l 9 8 6年经自殆区验收合格，校舍砖木’

结构，回民小学为三层楼房，学校设备已实现“r

无’’ “二有力 “六配套"。乡里有卫生院一所，病

床6 4张，医疗点2个，村村都有妇幼保健所口有线

广播入户率达到8 5％左右，有2 04 0户农民安装上

了有线喇叭，8 O％的农户有了电视机，乡里有文

化站、农民技术学校，各村有文化室，农民技术分

校。青年、民兵之家，为农民提供上学、掌握科学

技术，就医，文化娱乐的方便。．
。

全乡有邮电信箱8个，装置电话4 5部，其

中：集体8部，个人3 7部二

l 9 9 0年全乡有文明单位1个，文明村2个，五

好家庭7 7 5户，双文明户2 3 2户，科技示范户1 4 8

户，遵纪守法户达9 5％以上。 ‘．

由于农业生产，集体个体企业的发展，‘农民

收入逐年提高。l 9 9 1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达6 6 O

元，比】9 8 0午的．1 3 2元增长5倍，按国家规定标

准已达“温饱力型正向“小康’’型迈步。

．

‘

．1‘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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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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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乡大事记

l 94 9年

8月2 2日

队形整齐，

1 9 5 O年

’ 吴忠市古城解放，解放军纪律严

穿街而过。

元月，昊忠与灵武分开，并划为三个区

二区，开始政权建设。

六月，开始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古城

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力。

冬季，乡里成立“速成识字班”，利用

，在乡里学习1，学员8 5人口‘

i 9 5 1年

秋，土地改苹开始：成立农会组织，在

点，工作队长耿杏文。

l 9 5 2
一

眷季，市委号召“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会，古城开始了以灭“蚊、蝇、雀、鼠力

四害爱国卫生运动。

3月。区公所召开各族人代表大会，进行
。当时所属的三个乡都选出代表，共l 3 5

结果，左营乡乡长杨登连，古城乡乡

秦桥北乡乡长马彦录。 。
．

一8一

， 古

成立

晚上

左营

■

-

◆

●

动主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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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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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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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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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选功



l 1月，土改结束，并进行了复查，全乡有

2 5 O 0亩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对全乡土地进行
'

平等定产，共分三等九级，最高亩产定为2 8 O斤。

l 9 5 3年．
’

I 春季，搞互助组，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全

乡搞起7个互助组，当时梁保太的互助组有l 9户。

9月，昊忠古城流行“百日咳胗传染病。 ．

9月，进行普选，二区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

会，参加人民代表8 O人，古城乡选举产生乡长余

+生华；副乡．长马献宗；左营乡选举产生乡长蔡

功；副乡长马‘占风；秦桥北乡选举产生乡长马

英，副乡长赵青。

+，秋季j吴忠古城实行粮食统I购统销。 ．-

，’

‘，9 5 4．J
j

。

。3月，古城乡试办三个初级社，最大的初级社

有27户群众。古城初级社社长马献宗‘；左营初级

社社长杨开忠i秦桥初级社社长马汉元o ：·

·o ／謇淳，全市掀起。?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劳运
J’动。乡政府号召回族妇女参加劳动。

·． 』’’6月。，小．麦’发。生’“。吸浆虫。害，一全乡表民用
“6 6 6黟药粉及．“石灰”．等，．采用布袋抖的方法进
行人工防治。“一 ··’·。。一 ‘

‘

7月初，全国进行第_次人口普查'_『古城乡有
●-

‘

j·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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