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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建设志·

<秦安县城乡建设志>已经编撰就绪，就要出版发行，和读者见面了。<秦

安县城乡建设志>是我县解放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地方志书，也是系统反映地

方事业发展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物，这是我县城乡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可喜可

贺!

秦安，是传说中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远古时期，这里

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建设家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秦安县的城乡建设事业世代发展，延绵不绝。清水河谷半地穴式房屋遗址群

落，是典型的原始村落建筑；大地湾巨型房屋遗址，是全国最早、建筑面积最大

的原始殿堂式建筑；汉代的略阳城，为全国最早的城池之一；汉唐时期的丝绸

，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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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南大道经过秦安，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道路；寺庙建设经久不衰，现

存的县城兴国寺“般若’’殿是全省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建筑，1997年批准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城东山的泰山庙建筑群是天水市内最完整的古建筑

群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安县城乡建筑揭开了新的一页。尤其是

八十年代以后，县城建设按照总体规划，井井有条地进行，通过拆迁改建，县城

内各类新型建筑物不断增多，市政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公路交通四通八

达，一座现代化的城镇逐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秦安村镇建设日

新月异，欣欣向荣。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秦安在明、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共修四部不同形式的

县志，其中保存了一定的城乡建设史料。其信史之绩、翰墨之功，应予肯定。

但旧志记事简略，遗漏较多。这次新编的<秦安县城乡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实事求是的

原则，科学分类，记述详尽。为编好志书，编写人员广征博采，倾注了不少心

血o<秦安县城乡建设志>从本县实际出发，分门别类，上下贯通，去伪存真，探

本求源。做到了资料翔实，立意新颖，结构严谨，文图并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这部志书，是对秦安古今城乡建设事业的总结，不仅能起到

保存史料、为领导提供决策服务、教育后代的作用，而且是开展秦安城乡建设

科研工作的珍贵资料。

纵观历史，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千秋繁衍，辛勤耕耘，久负盛名。今

天，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秦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

的指导下，一定能再展宏图，创造出更加光辉的奇迹，无愧前人，惠及后代。让

秦安的城乡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途上展翅腾飞，奋勇前进!

宋存良姚元来

一九九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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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建设志·

1．<秦安县城乡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征博采，古今并收，以今为主o

2．本志记述事物时限，上自事物的发端，下至1998年。

3．记述内容，以事为经，以时为纬，以横为主，纵横结合。记载了秦安县自

古迄今各方面的内容。全志共9章，并设有概述、大事记和附录，总字数30

万。

4．本志表述体裁以志体为主，述、记、录并用，图表插入其中。文体叙述，

除少量引用古籍原始文言文外，其余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事。

5．本志资料来源于地方史志，省、市、县档案及县城建局档案资料，有关出

版物以及县级各部门提供的档案资料，并且有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数字多数

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标准数据，也有部门档案资料数据。所有数据都经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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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实确定。

6．历史纪年以当时的习惯用法，中华民国及其以前的历史纪年均注明公

元纪年。历史纪年用汉字，中华民国和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年、月、日使用公历。

7．本志中使用的历史地名一律用当时的习惯称谓，必要时对古地名加注

今地名。对今地名加注古地名。

8．志书中建国前(解放前)和建国后(解放后)的概念，系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时间o

9．年代称呼，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提法，均指本世纪即二十

世纪而言。

10．全志行文，统一按1986年4月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颁布的<甘肃省

地方志行文规定>(试行草案)和<天水市地方志行文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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