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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泠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80)52号文件精神，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领导下，以一九八。年地名普查的成果为基础，经

过考证、核定、充实编辑而成的。

本志在编辑过程中， 已将所录地名的读音和书写作了认

真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内容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的要

求。在县内，大队不重名，在区内，公社不重名。对重要地

名的名称含义和历史沿革也作了简要说明。

本志共收录县，社、镇、大队， 自然村及国营农场标准

地名六百二十五条，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九十七条，人工建

筑物及名胜古迹名称四百五十四条，各类自然实体名称二百

六十条。编入县、社、镇、国营农场等文字概况六十六篇。

绘制县、社，镇，国营农场地名图、县交通图及水利图二十4

幅。还有反映经济建设、文物古迹和社会风貌的彩色、黑白

照片二十四帧。

本志编入的内容是一九八二年以前的资料。各种数字，

均以中宁县统计科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底统计年报数为准。-

本志县，社，镇各级行政区划图的界线，均未经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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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划界依据。各公社面积均为川区部分，未含山区部

分o

《中宁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

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工业，农业，交通、文教、卫生

等方面情况的资料书和工具书。它将为我县党政机关，各部

门，各单位的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依据，从而为四化建设

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o。

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按规定经过各级人民政府批准

(长鸣公社行政建制，尚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具有法定

性。今后，各部门，各单位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本志为准，如

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和补充时，必须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

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按地名审批权限上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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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概况

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胜金关、山河桥与寺1=1以东，东

经一百零五度二十七分至一百零六度六分，北纬三十七度十分至三十

七度四十九分之间。西面与中卫县接壤，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左旗交界，东北面和东面与青铜峡县、吴忠县毗邻，南部与同心县相

连。南北长约六十公里，东西宽约五十公里，现有总面积二千九百五

十九点七平方公里(包括区属农场)。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四日中宁解

放，九月十八日成立县人民政府，现在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东街。全

县辖一个镇、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四个人民公社、八十六个大队、七

百四十一个生产队，三百五十七个自然村。有三万二千一百九十六户

(其中，农业户二万九千三百八十三户)，十六万六千三百零六人(其

中，农业人口十五万二千三百六十九人)。汉族人i：／占总人1：I的百分

之九十七点八六，回、满、蒙、壮、朝鲜、藏，苗、东乡、土族、瑶

族等少数民族有三千五百五十二人。其中回族居多，有三千三百九十

五人。这些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白马、新堡、宁安、康滩等公社。县

城距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百五十二公里。

境内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营长山头机械化农场和国营渠口农场，

这两个单位的人口有二千五百八十户，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人。

中宁县是一九三三年由中卫县划出胜金关、山河桥与寺口以东地

区设立的。因治所在宁安堡，故取中卫县的“中黟字，宁安堡的“宁’’字

命名为中宁县。

中宁县的地势四面高，中间低。按地形可分为两部分，南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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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地和丘陵，平均海拔一千三百米至一千五百米左右，面

积为二千四百二十六点九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二点

九二。主要山脉在黄河以南有泉眼山、米钵山、天景山、烟筒山，牛

首山。在黄河以北有胜金关山、双龙山、碱沟山、新寺山。海拔在一

千五百米至二千二百米之间。山区地域广阔，是牧业基地，雨量多的

年分，可种植糜子、棉花及瓜类。县境中部是灌区平原，海拔在一千

一百六十六至一千一百九十一米之间，面积五百三十二点八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六。黄河以北有石空、关帝、枣园三

个公社及国营渠口农场，黄河以南有城关镇和宁安，新堡、舟塔、康

滩、东华、恩和、呜沙，长滩、白马、古城子、长鸣等十一个人民公

社及国营长山头机械化农场。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耕地广布，

沟渠纵横，排灌便利，是全县主要的农业区。

县境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干旱、少雨、多风。日照充

足，蒸发量大。时有风沙、寒流、霜冻、暴雨及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

现。年温差及日温差均较大。年平均气温9．2"C，其中：一月份气温

最低，平均为一7．6"C，七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气温为23．5℃。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二千八百八十三点八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二百二十二

点九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高达二千零五十六点六毫米，为全年降水

量的九点二倍。年平均风速2．9米／秒，全年多东北风和西北风。风力

一般为二至五级，最大八级，特别是冬、春多大风，六，七月间，中

部地带常有干热风出现，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无霜期为一百六十五

点三天，一般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中旬出现初霜。

黄河两岸灌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大部分地下水位较深，灌

区面积百分之六十七点四的地下水埋深大于一点八米，其中：大于三

米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地下水的水质普遍很好，矿化度小于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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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面积占灌区，沽qg,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矿化度1至3克／升的

面积占百分之四十二，土壤积盐少，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方便城乡

用水。

全县属于温带荒漠草原区和半荒漠草原区，土壤以淡灰钙土和灌

淤土为主。主要植被有荒漠草原植被、盐生植被、沼泽植被、沙生植

被。

黄河自胜金关入境， 由西向东横贯全县，最后于青铜峡口出

境，总长六十八公里。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水利建设，

对灌区水利做了统一规划，进行了整修改线，开挖新渠，发展提水灌

溉，新建排水系统，扩大了灌溉面积，提高了灌溉效益。全县主要干

渠有七星渠、跃进渠，在我县境内全长九十五公里，灌溉面积近十七

万亩。主要支干渠有南北渠、柳青渠、康滩渠、北滩渠、高干渠，总

长一百二十余公里。主要排水沟十七条，山洪沟十八条。一九八一年

县人民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在黄河南北两岸建筑防洪大堤，全长四十

一公里，宽七米，高一点五米，按黄河流量每秒六千立方米设防，七

千立方米校核。灌区的排灌、防洪工程建设，对防洪排涝， 降低水

位，治理盐碱，旱涝保收，稳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固海扬水工程的建设，对我县扩大耕地，建设新灌区，发展农、

林、牧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条件。

全县耕地面积十六万七千五百六十九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实现

自流灌溉。农作物以小麦、水稻为主。其次有糜子、玉米，豆类等。

经济作物主要有苏子、胡麻、蔬菜、瓜果等。名贵药材构杞为中宁的

著名特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红枣、甘草、二毛皮、发莱也是本县特

产。一九七五年以来，全县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进行了沟、

渠，路、林综合治理，实现了基本农田林网化，改变了生产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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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放宽和落实

农村经济政策，全县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群众生产积

极性空前高涨。粮食总产一九六六年为八千八百四十六万斤，一九七

八年为一亿零一百六十一万斤，一九八二年达到一亿五千三百七十三

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

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九六六年为一千六百九十一万斤，一九七八年为

j千三百九十二万斤，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二千一百八十二万斤，比一

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林业、牧业、渔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县

现有国营林场一个，公社林场十个，大队林场六十五个，造林面积二

万六千五百八十亩，苗圃面积三千一百五十四亩，四旁植树五百六十

四万株，木材产量逐年增加，价格基本稳定。经济林五千一百七十七

亩，一九八二年产苹果三百六十七万斤，红枣一百八十一万斤。牧

业：全县有骡、马、牛、驴一万七千五百五十四头，生猪存栏三万五

千七百三十八头，羊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只，有县办奶牛场和良种繁

育场各一处。渔业：我县过去只靠天然捕捞，一九七九年在长滩公社

境内建起县办渔场一处，有些社队也先后办起渔场。一九八二年全县

共有养鱼水面一千四百二十六亩，天然和养殖捕捞年产六万五千八百

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农业机械迅速

增加。一九八二年底全县拥有农用汽车二十四辆，大、中型拖拉机二

百二十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千四百五十六台，推土机十四台，播种机

六百六十台，脱粒机一千台，碾米、磨面机九百一十七台，其他各种

农业机械三千零四十三台(件)。全县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九百二十六

公里，一万伏配电变压器三百七十四台，变电容量二万七千八百四十

九千伏安。全县社队都通了电，打碾、加工、耕作、灌溉基本上实现

一4一



r——一
{

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解放前中宁没有现代工业，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现在有电力，

煤炭、化工、针织、水泥、农机制造，印刷、食品和粮油加工等五十

四个企业单位。其中：国营企业八个，集体企业六个，街道企业一个，

社办企业三十五个。主要产品有电，水泥、煤炭、针织内衣、碾米机，

酒、木器家具、面粉、食油、化肥、被服等三十多个品种，一九八二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三百九十二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在县城，鸣沙、恩和、枣园等集镇

恢复了传统的集市贸易。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既方便了群众，又促

进了经济发展。

解放前中宁交通十分落后，解放后交通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在黄河北岸，包兰铁路从山银子入境至胜金关出境，全长五十一点五

公里，设有五个火车站，三个乘降所。还有迎永公路(中卫迎水桥至永

宁)。黄河南岸有包兰公路(包头至兰州)穿越县境，宁卫路(中宁至中

卫)、中鸣路(中宁至呜沙)、宁石路(中宁至石空)、石碱路(石空至碱

沟山煤矿)、宁山路(中宁至泉眼山)、新水路(新堡至水泥厂)、古新路

(新堡至古城子)、中东路(中宁至东华)相互贯通。中宁黄河公路大桥，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将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开工，计划在一九八

六年竣工。该桥建成后，对提高战备能力，解决南北交通运输，促进

经济繁荣，将发挥重大作用。

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巨大变化。解放前夕，全县有一所

初级中学，五十九所小学，在校学生仅三千四百八十人，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人处于文盲状态。现在全县有完全中学四所，初级中学十二所、

八年制学校四所、完全小学七十四所，在校中小学生四万零六百七十

三人，教师一千七百六十五人。县城有影剧院、电影院各一处，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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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二百多个座位的影剧院。还有文化馆、图书

、专业剧团、灯光球场等。农村有电影放映队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全县有综合性医院一所、

所、地区医院二所、公社卫生院十三所，床位

一个大队医疗站。农村基本上消除了缺医少药

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处，即西夏谅祚时所建

唐朝始建的石空寺石窟。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华严宝塔和一九五三年建的李吉武烈士纪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六届人大会议精神

鼓足干劲，朝着“四化厅目标奋勇前进。



中宁县历史沿革7

中宁县是“塞北江南黟的一个县份。黄河从胜金关入境，经青铜峡

出境，流入银川平原。这段水路在古代曾是西北的交通要道，丰安和

呜沙是当时水陆转运的重要城市，对沟通西域和漠北起过重大作用。

境内黄河两岸，有广阔的冲积平原，盛产小麦、水稻等农作物，还有

驰名中外的宁安枸杞，是宁夏的一个古老灌区。历代统治者在这里曾

屡设州县，视为边防要津、宁夏冲衢。中宁县的历史是悠久的。

早在原始社会，中宁地区就有人类活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记

载：在县城宁安堡南面有细石器文化遗迹。西周时，这里是戎族部落

游牧的地方。战国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以前，在今盐池县境

内设置了啕衍县，中宁县是"-3时啕衍县的西部边缘地区。秦统一六国

以后，逐匈奴，取河南(黄河以南)地千里，移民以实之。当时在今吴

忠县西南设置了富平县，辖宁夏灌区。中宁地区属富平县所辖。

西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 14年)，将富平县以南划归安定郡，

并在今中宁境内设置了昀卷(音菌)县；属安定郡辖。这是中宁县历史

上第一次设县，距今已经二千零九十六年。

南北朝北魏时期，中宁属于簿骨律镇所辖，呜沙地区比较繁荣。

到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鸣沙置会州。以后又于建德六年

(公元577年)废州，改为鸣沙镇，辖今中卫，中宁等地方。

隋唐时期，中宁川区进一步得到开发，经济繁荣，黄河两岸曾同

时设县。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丰安县，属灵武郡。又

于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环州，辖鸣沙等县。唐武德二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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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呜沙县。武德四年又以迥乐县析置丰安县。武则

官兵八千，马一千三百匹。在“丝绸之路’’南线中断

同西域的交通要道。

，仍为鸣沙县。
‘

元代置呜沙州，属宁夏路。明朝实行卫所制，建文一年(公元

1399年)于今中卫、中宁地区置宁夏中卫，属陕西都司，下辖十一个

堡。清初宁夏卫改属甘肃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裁卫设县，改宁

夏中卫为中卫县，属宁夏府辖。乾隆廿四年(公元1759年)，由于宁安

堡的地位逐渐重要，开始在宁安堡设巡检司，任命巡检一员。民国初

年宁夏府改为朔方道，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夏设省，中宁地区仍为

中卫县辖，堡城制度未变。一九三三年九月，宁夏省将中卫县胜金关

以东地区划为中宁县，一九三四年元月成立中宁县政府，县治设在宁

安堡，实行区乡保甲制度。辖区包括宁安，新堡、恩和、鸣沙，张恩

(即彰恩)、广武、铁桶、渠口、枣园、张义、石空、永兴等原城堡和

陈麻井(古沙泉驿)o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四日中宁解放，九月十八日中宁县人民政府成

立。一九五四年宁夏省并入甘肃省，中宁县属甘肃省银川专区。一九

五八年撤销银川专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属宁夏回族自治

区。解放后的中宁县，行政区划也几经改变。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

年，全县设立六个区，三十八个乡，一个镇。即：一区辖城关镇及洼

路、新堡、护城、宋营、东华寺等乡，二区辖上桥，长桥、舟塔、康

滩、白桥等乡，三区辖盖湾、刘庙、恩和，孔台、朱台、长滩等乡；

四区辖薛营、鸣沙，三道渠、朱路、三道湖、周滩、彰恩、耍崖山等

乡；五区辖贺湾，余丁，石空，沙渠、张台子，张义，关帝等乡，六

区辖枣园、药师寺、铁桶堡、渠口，沙梁，十里碑．广武等乡。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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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将耍崖山乡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地带划归同心县管辖。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撤区并乡，撤销原六个区的建置，将三十八个

乡合并为十八个乡，一个镇。即：舟塔、康滩、白桥、洼路、新堡、

恩和，朱台、呜沙，东华，长滩，白马，彰恩，余丁，石空，关帝，

枣园，渠口，广武等乡及城关镇。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撤销镇的建置(由民政局代管)，将

十八个乡调整合并成五个人民公社。即：宁安人民公社、恩和人民公

社、鸣沙人民公社、石空人民公社、渠口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中

央解决宁夏和内蒙边界问题时，将中宁北部三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土

地划归内蒙。一九六O年将中宁广武地区五百一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划

归青铜峡县。一九六O年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国营渠口农场，

将渠口一百零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渠口公社划归区属国营渠口农场。

一九六一年社队体制调整，五个人民公社分为十二个人民公社。

即：城关、舟塔、康滩、新堡，恩和、东华、呜沙、白马、长滩、石

空、关帝、枣园等人民公社。一九六五年成立城关镇，一九七二年成

立古城人民公社，一九七三年成立陈麻井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成立

长滩会战区领导小组(一九AO年改为长鸣公社)。一九七八年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区属国营长山头机械化农场，陈麻井公社划归农

场管辖。至此，全县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个镇。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AO年，县、社、镇政权机构均改为革命委员

会，一九八O年后，县，镇恢复人民政府建置，公社恢复管理委员会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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