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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英福

应了“盛世修志’’说，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贺兰县志》出版问世了。抚志遐思，激

情不已。十年改革奏新章，勤劳智慧、奋发进取的贺兰县人民锐意创新，开放搞活，

开创了经济活跃、精神一新的盛世。激励志士文人，挥笔讴歌，进而溯源及古，广采

博集资料，考究文献典籍，众口成碑，众手修志，七度寒暑，六易其稿，熔铸了这部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财富，文化瑰宝，资治当代，启迪后来，于政于民，值得

庆幸。敢问非此盛世，县志何成?

贺兰县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奋斗生息之疆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石器

时代贺兰山下就有人类居住；历代为i严j允、羌、犬夷、羯、敕勒、匈奴、鲜卑、氐、回纥

等民族游牧狩猎出没之所；为夏、商、周压迫、奴役、掠夺，杀戮少数民族部落之地；⋯⋯一
秦汉为北逐匈奴之险关要隘；西夏元吴以此为立国奠基之重塞；明清移民屯垦，以

固边陲；延至清末及民国，统治者离间挑唆，民族纷争，军阀混战，惨痛绝顶，民不

聊生，封建社会千百年，是人民与统治者压迫剥削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是各民族

对贫穷、落后、愚昧不断挑战的社会生产发展史。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春满大地，辉映人间。贺兰人民

奋起，回汉民族振兴，重整乾坤，力壮山河，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迅猛，经

济活跃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全县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工、商、运输、建筑、服

务业异军突起；粮食总产跨两亿斤大关，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乡镇企业突破亿万

元，国民收入增长两倍，农村人均收入500元；二毛裘皮重整宝威，驰名中外；鱼跃

4万亩湖塘，产量居全区之冠；面巾纸、卫生纸远销东南亚6个国家，享誉国内51

个地市；体育两次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独占全区鳌头。此景此情，令人振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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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沧桑，正道无量。理当彪炳史册，流传千古，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正是逢此盛世，着力修志，通鉴资时，教育存史，将贺兰地理、历史、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风土人情诸类历史沿革，兴衰曲折，尤其是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成就系统著述，意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益今裨后，育世励人，爱县爱

国，繁荣贺兰，建设四化，振兴中华。

《贺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社会调查、搜集资料、审核史料、辨别真伪力求详尽真实；记述详今略古，以

体现社会主义新方志特点。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贺

兰县社会生产和革命斗争历史风貌，重点记述建国30多年贺兰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事业的发展，着力重墨展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盛世景

象。不论近远，坚持实事求是，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分清是非得失，力求为现代化建、

设事业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依据。发凡起例，篇目设置，积极探索，努力运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现实性有机结合的新方志；编

志成书，自始至终认真核实史料价值，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以求“资治、教育、存史”

之目的。修志宗旨，如是明了。但愿《贺兰县志》的史实、叙述与宗旨浑然一体：“寓

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服务于改革；，服务于贺兰四化建设事业；但愿社会各方

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使《贺兰县志》与修志宗旨

更近些，更统一些；但愿贺兰16万各族人民以志为鉴，总结经验，扬长弃短，锐意

改革，不断创新，为贺兰县兴旺发达创造新功绩，为志书载入新的一页增添更大光

彩。

《贺兰县志》即将问世之际，谨受中共贺兰县志史编纂委员会的嘱托，说了这

些编志的门外话，恕不恭为序。1



序 二

党学礼 曹服业

i 第一部《贺兰县志》编纂成功，这是贺兰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

大成果，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喜事。

贺兰县山川1秀丽，交通便利，地域开阔平坦，水草丰茂，物产富饶，素有“塞上

江南”之称。各族人民敦厚诚实，勤劳俭朴，崇尚公益，重友好客。考究文物典籍，历

史悠久，自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开发生息，堪称文明古地。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贺兰也多次经历风云变幻，风物更易。在岁月沧桑中，饱经战乱、灾害磨砺的贺兰

人民，披荆斩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垦滋润了这片土地，遗留下许多值得讴歌

和以资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
／———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人民政权，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改革创新，奋力开拓，农业连

年丰收，工业生产迅速崛起，文教、科技、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新的道德风尚正在逐步形成，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可谓政通人和，百业兴

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

．

1963年，中共贺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曾组织人员修志，

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被迫中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社

会安定团结，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盛世修志的条件日趋成熟，修志

之议乃兴。1985年11月，中共贺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贺兰县志编

纂委员会’’，发动群众搜集资料，使古今往事，历历在目，从而为编修县志打下了基

础。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不辞艰辛，忘我笔耕，重其事，精其业，成其果，八改篇目，

六易其稿。在有关领导、专家、编撰人员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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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问世，从此结束了我县无志的历史。

我们在公余之暇，通览全志，受益匪浅。深感主一县之政，不仅要认真学习中

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要借鉴历史。欲知大

道，必先知史。《贺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颐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横排门类，纵述始末，详今略古，志一方之历史，激千古之爱憎。忆

昔抚今，通察县情，这对各级领导开明豁达，耳聪目明，正确决策，将发挥重要作

用。这部志书，不仅再现了历史原貌，总结了文化遗产，而且为我县“四化"建设，提

供了历史经验，为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乡土

教材，使各项工作“可鉴前世之兴衰，改当今之得失"。同时，还可借以积累保存地

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有实用价值的历史资料；有助于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们以为为政者不仅要重视修志，尤其要重视用志。相信《贺

兰县志》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经世致用的辅政之作，其意义和价值将为更

多的人所认识。

．愿全县各族人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同心同德，开拓前进，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在建设四化大业的征途上，创造更大的功绩，书写出新的社会主义史诗。



凡 例

一、《贺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的“一方之全史”、博物之书。

二、本篇目以地方志理论为准则，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分类，按国民经济

惯例而分工，以本县史料为基础而设置，力求创新存实。

三、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的三段结构形式，首立概述、大事记，此为志之全

貌和脉络，中采小编体式，34编、167章、342节，此为志之主体；末缀附录为志之

尾。分志并列，横串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各编又视内容情况，设置不等的章

节。

四、本志体裁，有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各编章之

中。

五、本志为新修地方志，不是续编，其时限，根据资料考证一般上溯到清末民

⋯～国，下迄1985年，也有少数未尽内容延伸到1986年，个别因资料单薄而推迟到
1987年或1988年。

六、本志坚持按专业归属分类，以行政管理范围和机构设置作为划分层次和

排列章：节的依据，以事物发展的先后主次为序，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门类齐

全。

七、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明、口语化，述而不

论，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八、本志记事溯古引今以存历史原貌，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

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为重点，特别详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特色。

九、本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循“宜分不宜集”、“宜粗

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章，不立标题，集中记述。其立论、功过悉以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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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物编》分传、表、录三部分。根据“生不立传，盖棺论定’’，生人入志不立

传的原则，无论外籍、本籍，凡在本县具有推动事业发展，社会影响较大之各界已

故人士均可立传，所立人物以正面的、群众中的、近现代人物为主。述其为人、记其 ／

功绩，以彰往昭来。“英名录”多为祖籍贺兰和外籍在贺兰牺牲的烈士。对突出的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影响面广的改革家、事业家，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述其功绩。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本县档案馆所藏文件和县级各部门所提供的《专

业志》，部分抄摘古籍文献。外地档案资料部门的案卷和一些老年人的回忆录、采

访记、口碑座谈等均经反复核对，力求翔实可靠。

十二、本志引文忠实原文，但对溢美或滥贬之词则略而不书。清以前纪年月日

时间以汉字书写，括号记公历，阿拉伯字书写；民国纪年及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的公

元纪年均以阿拉伯字书写，涉及历史朝代纪年，括号记阴历，以汉字书写。地名多

书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概、‘ 述

贺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临黄河与石嘴山市陶乐县相望，西至贺

兰山分水岭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接壤，南连银川市郊区，北接石嘴山市平

罗县。位于我国西北地区黄河上游，东经105。57 7～106。36’，北纬38。267"-'38。487之

间。县境东西宽49．6公里，南北长31．2公里，总面积为1208平方公里，折181．2

万亩，其中引黄灌区面积730．4平方公里，折109．56万亩，占总面积的60．46％，

贺兰山土石山沙丘等区面积为477．6平方公里，折71．64万亩，占39．54％。

贺兰县建置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原名宁夏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更名

为贺兰县。1 985年全县有33627户，人口161987人，其中农业人I：／145908人，占

总人1=I的90．07％，非农业人口15632人，占总人口的9．65％，未落常住户人口

447人，占总人口的0．28％；居住着汉、回、满、蒙古、土、白、壮、苗、锡伯、东乡等10

个民族，以汉族为主，占76．42％，回族次之，占23．41％，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

里134人。全县辖习岗、金贵、洪广、立岗4个镇；通义、丰登、常信、四十里店、潘

—一昶、金山6个乡，81个行政村、788个生产合作社，还有10个农、林、牧、渔场(站、

所)。县人民政府驻地习岗镇，距银川市14公里。

贺兰县地处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黄土高原之间断层陷落地带，经黄河冲积而

成。地形开阔平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坡降越向北越平缓。灌区南高北

低，地面比降为1／8500；西高东洼地面比降为1／7500；西南至东北比降为1／6500。

贺兰山主脉由西南向东北走向纵贯平原西部，通过县境长22．3公里，宽19．8公

里。山区面积为326974．4亩，山大沟深，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面积为45490亩，

贺兰山三大高峰马士倾、沙锅洲、水沟垴子都在本县边境。主峰(俗称马士倾)海拔

3556米。沿山划归本县辖属的有苏峪口、拜寺口、贺兰口、插旗口4道沟口：贺兰山

资源丰富，矿产贮量可观。蕴藏有铁、石英石、磷矿石、石灰石、铜、贺兰石、白云岩、

煤、砂石岩等。贺兰山为自治区自然保护区，覆盖有针叶林、混交林，盛产云杉、油

松；并有鹿、獐子、青羊、狐狸、蓝马鸡等珍禽异兽。县境内有野生药用动植物108

种，其中常用中草药有黄芪、麻黄、甘草、防风、远志、生地、大黄、柴胡、车前子、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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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子、蒲公英、锁阳等种类；动物药用有：麝香、鹿茸、刺猬、蛇、獾油等15种。

贺兰县地处内陆，远离海洋，属大陆性气候，夏季极端最高气温为37．3。C，冬

季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7．7。C，年平均气温为7。C～9。C之间，昼夜平均温差为

13．4。C，年平均日照为2935．5小时，年降水量187．2毫米，>2。C的无霜期年平均

为154天，适宜稻、麦、玉米以及牛、羊、禽、鱼、林木等各种温带动植物的生长。

贺兰县属宁夏古老的引黄灌区，早在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70～公元前221

年)，北方游牧民族北狄、匈奴、月氏就在贺兰山地区驻牧。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对

北部边地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迁3万户居民，约12万人，在此垦田开发生产。并

修筑北地西渠(据传为汉延渠前身)以利灌溉。又于公元前216年置廉县，县治在

今贺兰县暖泉车站西。西汉时进一步发展垦殖，开农田、兴水利，将北地西渠延伸

扩展改名汉延渠，又修筑光禄渠(唐徕渠前身)。从而出现了“谷稼殷积、牛马衔尾、

群羊塞道’’的繁荣局面。汉武帝大战匈奴于廉县，东汉时屠杀河西起义羌族，生产

力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贺兰成为游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

区。、鲜卑贺兰部占据贺兰山一带，以山前洪积地为放牧区，滋息畜产马至200万

匹，骆驼丰盛，牛羊无数。唐时，重视农田水利灌溉，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将宁

夏荒废的光禄渠疏浚延伸，改名唐徕渠，促进了农业发展。公元1032年党项羌族

李元吴脱离南宋，在宁夏平原建立了西夏国，实行军屯制度，为发展农业，兴修了

青铜峡至平罗全长300多公里的“吴王渠’’，迄今在本县境内还有12公里遗址。蒙

古军灭西夏，血洗兴庆府，今平罗、贺兰、永宁、银川I等市县，“赤地千里，土瘠野旷、

十不耕一”。到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开始恢复生产。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张文

谦出任中兴(银川)等地区行政长官，主持疏浚了唐徕、汉延等大渠和70余条支

渠，灌田达10万多顷。忽必烈又挑选南军身强力壮之人，进行垦田，堵塞了许多影

响屯耕的黄河岔流沟渠，三年之后收成倍增。明初对宁夏实行军政合一的“卫所

制’’，时今贺兰县各乡镇分属“五卫”中的宁夏卫、左屯卫、中屯卫和前卫所辖。明太

祖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将江淮、秦晋居民及“罪徒"10万余移到宁夏河西一带，充

实边防。官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赋税；不在额的土地，任何人垦种，永不起科征

粮。贺兰得黄河灌溉之利，为明代民屯、军屯的主要地区。清康熙年间，对宁夏采取

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造梯田的生产措施，署总督庆桂请帑修宁夏汉、唐、大清各

渠，凡依山近水之区，均各修治渠堰或疏浚山泉，或导引河水以资灌溉。雍正四年

(公元1726年)发帑命工部侍郎通智来宁，督修惠农渠由宁夏叶升堡至平罗入黄

河长252里。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重修汉延渠195里，重修唐徕渠320里。奖

励农垦和移民垦荒，使贺兰境内堡寨增多，人丁日增，耕地扩大，农业大兴。 ．

自清末民国以来，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激化。贺兰为宁夏南北交通必经之

地，也就成了统治者烧杀、蹂躏、掠夺之战场。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回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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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插遍贺兰全境，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左宗棠率军镇压，在通昌、通贵、清水等

地杀害回族义军近千人。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宁夏哥老会起义失败，西军

马麒派马海宴、马全良率部开往平罗，途经李纲堡，不分清红皂白开枪打死打伤无

辜群众100多人，并在常信、洪广等地搜捕哥老会，死者无数。辛亥革命以后，新旧

军阀连年混战，宁夏处于军阀争夺，土匪横行，民团豪取的浩劫之中，贺兰人民倍

受蹂躏掠夺之苦。自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始，冯玉祥率军入甘，在贺兰立岗堡

设粮站，按堡派兵3名，每户摊粮500斤。1929年反对冯玉祥的“黑虎吸冯军”头头

被人称为“尕司令"的马仲英率8000之众攻打宁夏被吉鸿昌击败，北窜立岗堡，抢

劫一空。高广仁率部600人，攻银川未克，窜入常信堡大肆抢掠。国民军之苏雨生

部300人驻军常信堡、立岗堡一带抓丁摊赋。还有土匪头子瓜瓜牛在丰登一带打

家劫舍。人民饱受战争之苦。
’

民国23年(1934年)孙殿英率8万之众，南扑银川，贺兰境内炮火连天，死伤

遍野。孙军攻打银川城，贺兰为其供给。后孙军败退北逃，贺兰村舍毁废，牲畜、财

物搜刮一空。马鸿逵统治的17年中，连年征兵扩军，加重赋税，贺兰人民苦不堪

言，全县30％的青壮年当兵，18岁以上45岁以下集中国民兵训练者约占15％，农

村只剩下妇女、娃娃和一些老弱残疾者种田。全县经济连年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贺兰人民在中共贺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支援

前线，着手建设人民政权。经过减租减息、反霸、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安定了社

会秩序，并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

恢复了农业生产。1952年粮食总产2597．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40．4％；工农业

总产值866．3万元，增长40．1％，其中农业产值855．1万元，增长30％；工业产值

11．2万元，增长70％；人均国民收入98．5元，增长30％。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从1953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全县国民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到

1 9 5 7年，粮食总产达3 7 4 4．5万公斤，较1 9 5 2年增长4 4％；工农业总产值为

1242．5万元，较1952年增长43％，其中农业产值1218．5万元，较1952年增长

70％；工业总产值24万元，较1952年增长11倍；人均国民收入109元，较1952年

增长10．9％。但是自1958年以后的几年，由于“左’’倾错误的泛滥，。共产风’’、浮夸

风和瞎指挥等盛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农业生产一度出现停滞下降的局面。

1961年农业总产值由1956年的14 33．2万元下降到863万元；粮食总产量由

1956年的4485万公斤，下降到2642．5万公斤。据前锋(金贵)人民公社调查，1959

年人均毛粮280斤，每天口粮7两7钱；1960年人均毛粮190斤，每天5两2钱；

1961年人均毛粮170斤，每天口粮4两6钱。三年中大家畜下降23％，羊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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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粮食减产38．8％。从1961年起贺兰县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

恢复了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到1965年，战胜了经济困难，生产得到了一恢复和

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310万元，较1957年增长86％，其中农业产值2172

万元，较1957年增长70％；工业总产值138万元，较1957年增长近4倍；粮食总

产5156．5万公斤，较1957年增长37．7％；人均国民收入167元，较1 957年增长

50％。1966年至1975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

的指导，使贺兰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县委、县人民政

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支柱，以乡

镇企业为突破口，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建筑、运输、服务行业相互促

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带领全县各民族16万人民取得

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成就。
’

农业自1 981年推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后，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弊

端，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连年增产，1982年首次突破亿公斤大关，总产

达10749万公斤。1985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131．5万公斤，成为全自治区商品粮

主要基地县之一。农业总产值达6791．2万元，比1949年增长5．1倍；比1978年增

长81．9％。在农业的带动下，各业都随之发展起来，1984年灌区实现林网化，四旁

植树1346万株；覆盖率达9．9％，成片林保存面积为45345亩，民用木材达到自

给，为基本农田形成完整的防护林体系。同时全县农村出现了苹果和红、黑瓜子的

种植热，贺兰县又是自治区内主要制糖原料——甜菜的主要产地，因此形成了本

县在种植业上的一大特色。畜牧业在县委、县人民政府“西山养羊、东滩养牛、综合

发展’’的生产方针和“一种、二养、三防治”政策的指导下，落实了畜牧业生产责任

制，增加了投资，调整了畜群结构，引进优良品种，牧业生产得到了发展，经济效益

有所提高。1 985年大牲畜发展到32946头(匹)，比1976年增长28％，比1949年增

长71；5％；生猪存栏39926头。上市猪肉174．7万公斤，羊只发展到70500只，比

1976年增长1．5％，比1949年增长211％；产羊皮2．4万张，驰名中外的“滩羊二

毛裘皮’’，再享盛誉；奶、禽、蛋、蜂蜜等也都有大量增加；畜牧业产值908．6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2．23％。渔业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85年养殖水面达32128

亩，年产鱼80．5万公斤，名列全自治区之首。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兴未艾。1985年全

县已建乡村以下企业4869个，从业人员13854人，年产值6417万元，占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的57．9％。其发展速度之快位居宁夏前列。在乡镇企业带动下，农村各类

专业户不断涌现，1 985年，全县有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专业户

3078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1．2％，收入在万元以上的专业户11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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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实行招标承包，加强和改善了经营管理工作。并通过技

改扩建、挖潜改造等工作，使企业普遍采用了新工艺，提高了产量质量。从而使本

县工矿企业在生产规模上、产业种类和经济效益上，较以往历史时期，有了迅猛的．

发展。1985年，全县有工业企业73家，其中有国营工业21家，集体工业52家，职

工5378人，固定资金4993万元，主要行业有采矿、化工、机械、建材、食品、纺织、

印刷、造纸、金属制品、家具制造、缝纫、饲料等；主要产品有18种，其中无烟煤、卫

生纸远销国外。全县工业总产值达4920万元，比1978年增长97．7％，年均递增

10．2％；实现利润447万元，比1 978年增长1．7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由

窄变宽、由死变活，城乡市场购销两旺，进一步繁荣。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为5672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为590．1万元。全县有商业网点780个，从业人员

2136人，上交税金89．8万元；饮食业网点187个，从业人员388人，上交税金

2．1万元；服务业网点482个，从业人员817人，上交税金6．2万元。商业饮食服务

行业上交的税金，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 6．1％。

城乡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推动了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前进。

科技工作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活

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85年全县获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656人；

有科研机构4个，有各类科学技术服务单位7个，职工309人；科技协会17个。教

育事业坚持“三个面向”(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县和基本扫除文盲县，并

开始了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85年各

级各类学校发展到125所，其中师专(自治区办)、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各1所，普通

～——中学15所，小学96所，幼儿园12所，在校学生38657人(含在外地上大中专学生

数)，其中师范专科生611人，中专生250人，中学生9962人，小学生25297人，入

园幼儿1537人。各类电大、函大、刊大学员22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初等

教育普及率达94．5％，全县12～40岁人口中非文盲率达89．3％。为活跃城乡人民

文化生活，文化设施建设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全县有影剧院4个，农村

电影放映队39个，文化馆站11个，图书馆1所，工人俱乐部1个，广播电台1处。

卫生工作充分发挥三级卫生网作用，积极为人民群众就医看病提供方便。1985年，

全县有医疗机构37个，床位216张，卫生人员536人；全县81个村有医疗卫生点

76个，乡村卫生人员270人。计划生育工作认真执行各项政策，有效地控制人口增

长受到了国家计生委的表彰；体育事业在宁夏保持领先地位，到1985年，在国家

和自治区各类比赛中，共获得金牌12块，银牌11块、铜牌7块。群众性体育活动开

展普遍，两次荣获全国“田径之乡铆称号。

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村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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