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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 员

主 编

赵世忠

l任峰l 祁进善

马 颖 陈永宝

赵世忠 l任峰l 祁进善

马 颖 陈永宝 杨俊卿

宋邦甲 郭力平 陈明福

昊惠民 冯世山 王一曼

曲继川 薛永堂 贺树义

杨振荣 张梦发 李芳远

马兴军 马孝义

I任 峰l

副 主编 马 颖 陈明福

办公室主任 马 颖(兼)

副主任 李芳远 徐孝义

1989年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大学

副主任委员 陈永宝

委 员 周大学 陈永宝 马兴军

王一曼 冯世山 宋邦甲



主 编

副 主编

办公室主任

编纂人员

工作人员

郭力平

杨振荣
千言章
—-口J

魏 璞

雷雨花

李华如

陈永宝(兼)

徐孝义

徐孝义

徐孝义

周富华

苏毅萍

杨俊卿

贾根利

雷 宏

王存娥

杨书新

李华如

李华如

刘双全

陈明福

郑永明

张爱军

毛遂祥

徐孝义

周 强

1990年第三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肖栓成

副主任委员 陈永宝

委 员 肖栓成 陈永宝 I马兴军

王一曼 冯世山 宋邦甲

郭力平 苏毅萍 陈明福

杨振荣 杨俊卿 郑永明

王言宇 贾根利 张爱军

毛遂祥 魏璞 雷 宏

雷雨花 王存娥 徐孝义

牵华如 杨书新 周 强

张梦发 李芳远

主 编

副 主编

办公室主任

编纂人员

工作人员

制 图

陈永宝(兼)

徐孝义 李华如

徐孝义

徐孝义 李华如

周富华 刘双全

青海省测绘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摄 影 汪启龙 杨勇军

(其中部分照片由区属单位提供)

1999年第四届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主 编

副 主编

办公室主任

郭力平

刘延军

郭力平 刘延军 谢忠山 贾 栋

倪建荣 王海蓉 包正方 史振铎

马兴军 张明雄 张永成 杨银宁

陈风梅 刘振亚一王同乐 蔡 芳

刘来运 王青江 柴柏川 张启贵

汪启龙崔俊艳

刘延军

倪建荣

倪建荣

校 订 杨文盛 邓靖声 严永章

《城中区志》审定单位及人员

审定单位

审定人员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马石纪 马彦海 姚聪拮

樊继文 闰瑶莲 韩效忠

周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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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中区志

显不足之处。由于修志的范围涉及全区各部门及各个方面；<城中区志>的编纂

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资料残缺；修志队伍理论及文化水平不一，制约着

本志的学术水平。总的看来，线条粗疏了一些，内容还不够充实，其中教育、文

化等篇章，显得有点单薄，社会篇等深度不足，人物篇中缺漏较多等，均待今后

续修本志时，加以充实。

作为本区党政领导，对本志的综合价值是肯定的。我们深刻体会到创修志

书的不易，修志工作者为完成这一业绩，不畏艰辛，呕心沥血。在此我们以深切

的哀思怀念已故的第一届编委会主任任峰同志，、同时感谢为<区志>的完成进

行了扎实的前期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的陈永宝同志，以及历经七载的辛勤劳

动，殚精竭虑完成<区志>初稿的区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当<区志>付梓的前夕，

为了对历史负责，使<区志>内容更充实一些，文字更精练一些，又专门召开了

两次有区委、人大、政府、政协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调整充实了编纂委员会，

并聘请了学有专长的杨文盛、邓靖声、严永章等同志，焚膏继晷，奋蹄耕耘，从

内容到文字，进行了总纂与校订，历经七个月，完成了改稿、校正清样、更正图

片文字等事务，并在青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指导下，完成了出版前的一应

准备，谨表感谢。

钟振良

郭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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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地方志是我国各民族文明进步过程中灿烂的文化结晶。这一文化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周朝。<周礼>多处提到，外史“掌四方之志”。历代学人对方志的社

会、历史价值，有相当明确的认知。宋·司马光认为，它是“博学之书”；清代史

学家章学诚更明确地指出，它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盛世修志”更是我国历史发展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了全党工作

重一ii,的转移，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修志工作随之

在全国各省市、县(区)兴起。为了使这一工作顺利、有序、规范地开展，1983年4

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适时成立。此后在青海省和西宁市领导的关注下，

城中区的编志工作纳入了议事日程。成立了区志编纂委员会，由区委、人大、政

府、政协及区属各部、委、局、办的领导人组成，设立了区志办公室，群策群力，

开始了纷繁的资料搜集挖掘、查阅核证和书稿的编纂。在历史上虽有<西宁卫

志>、<西宁府新志>及<续志>等的出版，但其涉及的范围，囊括今青海省的全

境，谈及城中区的各方面资料，则或缺漏、或语焉不详。更何况建国50年来，城

中区的变化日新月异。因此，<城中区志>的编纂，实为一项创造性的文化工程，

筚路蓝缕，艰辛可知。历时八年，数易其稿，始成斯编。1999年，城中区人民政府

决定拨款出版<区志>，特邀原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城中文史资料>责任

编辑杨文盛、邓靖声，原<青海粮食志>编辑之一严永章等三位同志，对<区志>

中的错舛、不实、叙述不清之处，进行了总纂、考核和校订。经过几个月的不懈

努力，完成了核证、校订任务，交付出版。

(城中区志>是介绍城中地区各个层面的一部简明的百科全书。希望它能

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也为人们了解城中在历史上以及今天作为西

宁经济、政治、商贸，文化穗乏育、科学等事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激发中区各族

人民建设中区的热情，开创社会主义新城区的千秋伟业。

<城中区志>正式出版，爰缀数语，以志缘起。并向为编纂本志而付出一t,-血

的专家学者及修志工作者致衷心感谢。

刘延军

1999年11月

勺L



4城中区志

凡 例

一、<城中区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按照资料的属类，设置篇目，分门别类，以囊括事实，纵向记述，详

今略古，通贯古今。概述冠各篇之首，总揽全局。

三、志书记人载事，上限追本溯源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6年。特殊事

件，可适当下延。

四、本志以现代汉语文体，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撰述。

五、本志采取记、传、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表置文后，照片集中

卷首，力求图文并茂。

六、本志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地区事业有贡献，有影响的已故人物

设人物传，并设先进人物名录和烈士英名录。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沿用通称，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全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区档案资料和区属各部门编写的志稿和史

料，并有部分经过考核之口碑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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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大致上以

长，略似菜刀

路桥沟通；西

通衢；南与湟

北麓，故形成

西南高，东北低的倾斜面，平均海拔2261．2米。截止1986年，区内总户数29514

户，人口120470人。其中汉族人口在94％左右。少数民族有藏、回、蒙古、土、撒

拉及解放后迁入的壮、朝鲜族等，共23个民族。 ，

由于城中区地处湟水与南川河的台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流受北山屏障，

夏季炎热时又受拉脊山较冷季节风的调剂，形成“夏不摇扇，冬不重裘”的天然

避暑胜地。总的气候特点是昼夜温差大，季节温差小，夏季炎热期短，有霜期较

长；日照长，降水量相对较低；年平均降雨量345毫米，年平均气温6．5℃，夏季

最高气温31．9℃，冬季最低气温一18．7℃；5至9月，日平均气温在11—17℃之

间。加上城区土壤基本为肥沃的栗钙土，适宜豆、麦及一般温带花卉、灌木及

松、柏、杨、柳等植物生长，宜于实施城市及山坡绿化，种草种花。

城中区是在经过悠长的历史发展，于解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区。是

青海省与西宁市党政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也是全省经济、文化及城市交通的枢

纽。是历史上西部重镇之一，对发展商贸事业，具有巨大的潜力。

西宁市城中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近年考古发现，今城中周围有众多的．

“卡约文化”遗址。城中当属“卡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解西羌对令居、袍罕之围，把部分

2多



2城中区志

羌人赶离湟水流域，在今西宁建西平亭。此后，晋、隋设西平郡治；南凉太初三

年(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为秃发利鹿孤的都城；唐朝为鄯州州治(但其官

署是否在今城中地区，众说不一)。到宋朝，口角厮口罗从今乐都迁都西宁后，政权

中心设于今城中区(口角厮口罗的宫室，即建造在今水井巷至民主街一带)。宋、

元、明、清时期，城中地区则一直是控扼青海广大地区的军政首府所在地，也促

成了文化、商贸、交通等事业从这里向四周辐射发展。

， 西宁自古至今，人才辈出。其中可定为今城中区的人物，既多勇武善战之

士，亦多睿知俊彦之才。南凉时的西平“神童”秃发归，13岁时撰<高殿赋>，据说

“下笔即成，影不移漏”，时人比之为曹子建。妇女中有西宁的郭姓女子，曹魏黄

初年间(220--226年)遭战乱没入宫中，后来成为曹操的孙子曹睿的妻子，后封

“元明皇后”，相夫辅政，粉碎了宫廷中的政变阴谋。历代也曾有不少廉洁勤干

的官吏，列名史册。元朝刘容，身为太傅，廉洁自律，以忠直称；明朝张经，官不

过固安县丞。境内遇灾荒，济民不饲马，受上司苛责，拒不应命，后归西宁，竟家

徒四壁，“并日而炊”(两天做一餐饭)，泰然不改初衷。其孙张问仁，官至山东按

察司佥事，在任工部主事时，库盈五千金，分文不取；任佥事时不受馈赠，拒绝

请托，后遭疑罢官，处之坦然，临行百姓卧辙下挽留，回西宁时，图书之外无长

物。乾隆时进士严宜，任盐政直隶长卢、蓟分司时，时清代盐政积弊甚深，收受

巨额贿赂已成积习，故受之不为贪，但被他拒绝，后来案发，唯严宜一人未陷案

中，时人这才钦其廉明有远见。清末时，刘永椿曾任广东翁源、龙川等县知事，

生平以廉干称，殁于官，身无长物，由广东士民捐资将遗骨送回西宁。鸦片战争

中，西宁镇标右营千总魏启明、把总卢炳、肃州镇标外委杨增福等与从征的士

兵在浙江慈溪大宝山与洋枪洋炮的英国侵略兵浴血奋战中壮烈殉国，<清史’

列传>中，褒称“忠义”。 ． ．

晚清至民国期间，志士奇才，更不胜枚举，由于政治腐败，民生凋蔽未能彰

显。如张恩宪、李协中等灰·5-仕途，寄情山水，成为著名诗人。朱耀南除辑其父

朱向芳诗词编为<寻芳书屋遗诗>外，尚辑有<舆地考略>、<五大洲>、<五大洋>

等著述，欲扩展执政者的眼界，开启民智的苦心孤诣跃然纸上。多才多艺的邓

敏，性敏好学，淡于仕途，故终生布衣。精研传统<易>学，重“格致”之学而不事

鬼神，主张薄葬，著述颇丰。然行世者唯《树谷堂印谱>，特立卓行，实足后人景

仰。清末举人丁耀奎，多次上书北洋政府呼吁开发青海。后又上书马麒，主张提

倡实业，推广土产，殖民实边，培养人才，至今尚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原籍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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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绣，倡导职业教育，精研边疆事务，遗著有《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近年重

印。其余如诗人李焕章、基生兰，吟叹直抒民瘼；发展民族教育的邵鸿恩；开创

合作社事业及农业科学教育的石殿峰；著名国画家及篆刻家晁永火斤，刀锋直追

浙皖名家，自成蹊径；画师柴成桂，不仅门下桃李芳菲，其墨迹遍及青海东部寺

观庙堂；更有不少志士，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变革，如罗凤林壮年参加辛亥革

命；钱平、余光等青年时期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贡献出

了一生。为了振兴桑梓，负笈远行，求学于外地者，解放前不下百余人，其中一

部分入，解放后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作出了贡献。

西宁地域的变迁与划分，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化。而城中区的划分、则从新

中国成立以后始。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宁。8日，西宁市人民政府成立，全

市设6个区公砉。现城中区以南北大街为界，湟光电影院以西，为第一区；南川

河以东，为第二区所辖；1950年10月23日，根据西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区、乡沛f

政府名称更改的通知>，改区公署为区公所。1952年9至IOY]，区公所改建为区

人民政府。1954年3月6日，经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第一区改为城东区，第二区

改为城西区，原第三区改为东关回族自治区。

1955年9月26日，市人民政府决定，改区人民政府为区人民委员会。1956年

8Y]，根据市人民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撤销原建制，新建城东、城中、城西三

个区人民委员会。1957年10月18 B，将城东、城中、城西三个区合并为西宁市城

区。1958年10月14日又经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城区，设立城中区人民委员

会，领导城中、东关、古城台、小桥等4个城市人民公社，至此西宁市实现了人民

公社化。1960年4月，又撤销了城中区建制，在市区分别设立城西，城东两个人

民委员会。

1963年3月3日，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撤销了4个城市人民公社，设立城

东、城中、城西3个市辖区。

1967年11月17日，西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相继城中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9年11月18日，西宁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西宁市

革命委员会更名为西宁市人民政府，各区革命委员会亦相应更名为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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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至此，城中区人民政府下辖6个办事处，67个居民(家属)委员会。

四

：

从1949年西宁解放，城中建区以后，走过了36年的历程。紧随共和

的步伐，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9月一1952年12月)；社会主义曲折

前进时期(1958年1月一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一1976年

10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6年10月以后)。1978年后，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导下，城中区迈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

期，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繁荣，社会安定。．

商贸在城中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全市国民经济中也占重要地位。商贸

的开发，历史悠久。据<北史·吐谷浑传>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北周的凉

州刺史史宁一次就劫掠了吐谷浑商队及西方胡商240人，驼、骡六百峰(头)，杂

缲丝绢1万多匹；1956年在解放路出土的波斯银币76枚，据鉴定系波斯萨珊王

朝菲鲁兹王(459--483年)的银币，当时在中西亚地区流行很广。由此可推见当

日的商贸往来规模。宋朝与晌厮口罗的茶马互市十分活跃。11世纪中叶。由于西

夏阻塞今甘肃河西走廊，青唐城的东部(相当于今南北大街迤东)，由高昌(今

新疆吐鲁番县)经青海湖畔东来的商贾，多集中于此，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明

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在今北大街设西宁卫茶马司，行施纳马易茶事宜，带

动了丝绸、布匹、铁器及皮毛、药材的以物易物。清康熙时，已形成了道署西(今

互助巷南口)的菜果市；石坡街的骡马驴市；大什字的柴草市及石煤市；驿街

(今生产巷)口的石炭市；黉学街(今勤学巷)的粮面市等。乾隆元年(1736年)陕

西华阴人郗化家族在东大街开设寿春堂中药店，是有史可据的具有一定规模

的商店。至清中叶，相继有“晋益老”、“合盛裕”等山陕商人的商号出现，并先后

有晋、陕J||、直等省会馆建立，各自形成独立商帮。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商

人先后在石坡街、观门街设立多处洋行，大量收购羊毛、大黄等。娼妓也伴随洋

行的出现而发生。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后，由于官僚资本的盘剥压榨，商户极不稳定，时有破

产者，市场日趋萧条。到西宁解放前夕，大小商户仅118户。

解放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安

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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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机床、拖拉机配件、电机电器、无线电器材、制锁、五金、针织品等产

品，产量质量不断提高，畅销于国内外市场。其中“松鼠”牌扳手及活动扳手，远

销法、美、阿根廷等32个国家和地区；“青海湖”牌燃柴油汽车，打入国内市场。

全区有108种定型产品。其中民族毛制品、粉末冶金、玛钢铸件、原子印章、热喷

涂工艺等，填补了青海省空白，获得科技进步奖。新型馒头机、汽车前小灯、前

大灯、分别获部优、省优产品称号。区管西宁毛毯厂的“六菱”牌毛毯，行销国内

外市场。1986年底，辖区内有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52家，其中省属11家，市

属27家，区办工业14家。适销对路的传统个体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建筑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从解放前夕只有一个肩扛手拿的营造厂，发展

到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公司4家，专业工程队17个。年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

1800万元，创利税逾百万元。

从1982年起，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财政状况的逐年好转，为全区各项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市政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观。辖区内总长37．3公里的55条街

巷，均铺设了沥青路面。有9条公共汽车线路纵横贯通全区，连通全区街巷。区

内供电、供水，基本满足全区需要；排水畅通，雨天无积淤。辖区内绿化、美化工

作成绩显著，主干道两旁绿树成荫；人行道边设绿篱、花地、花坛等，全区绿化

面积44万平方米，人均绿地3．6平方米。加上新建的亭榭阁廊及各类风格的雕

塑，形成新的城市景观。

五

城中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历史悠久，但因交通、经济、生活等种种因素的制

约，发展缓慢。<晋书>中有，吐谷浑的秃发利鹿孤采纳汉官史皓的建议，设立学

校，开科取士，设置“博士祭酒”等官职，以教育贵族子弟的记载。明、清两代，在

城中设卫、府、县儒学，并设“五峰”、“湟中”两书院，义学、社学等，教育逐渐向

平民普及。从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陆续设小学校(部)9所(含初级小学)；普通

中学2所；师范学校2所；中技、高职学校各1所。但校舍陈旧，设备简陋，师资缺

乏，入学人数少。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教育事业，逐年增加教育投

资，提高教师待遇，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现已有普通中学5所，中级专业学校2

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公办小学11所，保育院3所，民办保育院1所，厂矿中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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