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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尼 例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全面记述银川市郊区自然和社会

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

期达到资政存史的效果。

章、节结构。节下根据需要再设目、子目等。卷首立《概

志；本志设2D卷83章320节，按照地理、民族、政治、

序排列。力求达到层次清楚，结构完整，符合志体o

，详今略古，以1972年郊区成立后为主要内容，以党的

重点。大事记、建置沿革上限时间从秦汉开始，各专志史

实据实上溯，下限至2000年。个别内容为叙述完整起见延长到2001年，但不影

响全志下限的标准。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5种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

表、照片，穿插于各章、节之中，以达到互补、翔实之效果。

五、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编写方法，纵横结合，以横为主，以类

系事，以事系人，将错综复杂、包罗万象的史实梳理成章，有条不紊，使各个专

志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

六、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汉语现代语体文书面语。述而不论。行文力求朴

实、简练、流畅，使用标点符号准确。

七、郊区行政区域多年来屡有变更，本志记事地域范围以2000年行政区划

为准。兴源乡及兴泾、镇北堡两镇虽于2000年9月归属郊区，但其当年的经济

活动仍受原管辖地领导，故各种经济成果的统计数据均未纳入本志。郊区境内的

非郊区政府管辖的国营场站、机关单位、学校等，除在地理篇中略作说明外，其

他内容均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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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各种数据，以银川市郊区统计局的法定统计数字为准，以有关部门

的史料数字辅之。在多种史料数据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根据实际分析选取其中之

一。数字书写，遵照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对于小数点后

面的数字，采用四舍五入法，一般精确到只保留两位。

九、本志中的历史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纪年，用汉字，后面加括弧，用

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民国纪年采用阿拉伯数码，后面亦加括弧注明公元纪

年；1949年J『D月J日之后年份，均采用公元纪年。唯《大事记》中统一采用公

元纪年，后面加括弧注明朝代纪年或民国纪年。

十、计量单位：以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法定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和国家统计部

门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为准。遇有在同一节、目或同一表格中同时出现市制和

公制两种计量单位(如斤、公斤，尺、米)，则将市制单位均换算为公制单位，

不混合使用。

十一、政区、机关、人员职务名称，均采用当时当地名称。凡古代地名，均

注明今地o ．

十二、人物立传，以对社会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或有较大影响为依据，兼顾

到民间艺人、能工巧匠等普通平民百姓，同时遵循生不立传的通例。被立传者本

着以本籍为主，正面为主，近代为主的原则，以逝年先后为序排列。

十三、本志记述中，凡简称“建国前”、“建国后”表示的时态，以1949年

JD月J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十四、本志资料大部分摘自郊区档案馆所藏档案、文件和郊区各部门所提供

的文书档案。部分摘自银川市档案馆的文献档案，并博采正史旧志、文史资料、

有关报刊、专著和回忆录、口碑资料等。除行文中有说明者外，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十五、为使层次清晰，本志中章、节、目标题分别用不同型号的字体表示：

“章”用宋体，“节”用楷体，“目”与“子目”等以下小标题，一般用与正文同

等型号的黑体字表示。

十六、为行文简洁方便，本志中将银川市郊区统简称郊区。



年间，郊区是都城兴庆府的京畿之地；明朝时期，这里是中国北方的

“九边"军事重镇之一。到了当代，郊区又是宁夏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首府的近郊重地。从古至今，银川郊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

优势。经过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开垦建设，创造了这里的物质文

明和灿烂文化，为首府银川增添了风采。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郊区的经济建设驶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郊区整体发展水平位居自治区各县、区前列，

1997年率先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正在向宽裕型小康迈进。如今的银

川郊区百业兴旺，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

期o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银川市郊区志》的出版，

可以说正逢其时，深得人心。古人云t“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

者以志为鉴"o《银川市郊区志》以翔实的资料，丰赡的内容’，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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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从古到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是

展示郊区历史文明的一个“窗13"o这部志书对于我们既有“存史”

的意义，又有“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作用，有助于对郊区干部

群众，特别是肩负21世纪建设重任的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当然，这部志书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其中的遗憾

与不足在所难免，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修正o

《银川市郊区志》编纂过程中，除了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还得

到了银川市和郊区许多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及专家学者的热心指

导；得到了银川市地方志办、市档案馆和郊区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

持；得到了郊区各部门、各乡镇、各企事业单位的通力协作。这部志

书凝聚着众多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在此，我们谨代表郊区

党委、政府和郊区各族人民，向所有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做出贡献

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oO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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