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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路街道志》的面世，是众手修志付出艰辛劳动的结晶，是西固区政府及时指

导的产物。

新安路辖区，座落于西固区东川乡腹地，原是荒滩、沟壑、沙丘和坟茔。1957年

始，核工业基地开始建设，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开拓者们，扎根聚居，休养生息，如今

已形成一片繁华绿洲。

新安路辖区，现有居民万余，339个姓氏，汉、回、壮、苗、蒙古、土家，朝鲜等8

个民族。辖区生活、教育、娱乐、医疗等设施配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福利保障健

全。工农兵学商，和睦槲处，安居乐业。

《新安路街道志》，根据西固区志办提出的篇目设计方案，结合辖区实际，以丰富

的史料、翔实的内容，简朴舶语言，客观地表述了街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以志，记，

传、图、表、照片等形式叙史记事，引伸了辖区工农、军民、政企相结合的工作特点，反

映了辖区人物、方言、习俗等“飞地”的特色。

《新安路街道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纲章结合，首尾相顾，次序整齐，内容安排合理，避免了重复、累赘、杂

乱等弊端。志书不失为辖区的一本百科小书。它既是西固区志的重要素材或补充，又是

五。四厂志的外延和深化。

新安路辖区，由于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双重领导和双重职能，在编史修志中，难免有

失全失重失衡等状况。但它仍然是一部传世良作，它将起到积累资料，保存文献、继往

开来、明事育人等作用。

书不尽意，谨此奉自。

I。芦官
—L步々田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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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安路街道曾用名。绿洲街道’，为记述和阅读方便，一般使用新安路名称．

三、志书采用新地方志体例，运用述，记．志、传，图，录．表等表述手法，力求

全面、落观、准确砭映新安路街道的历史过程。

四、志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有政区图(位置图)、平面图(示意图)，照片，前言，

凡例、概述，大事记等，系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共9章32节76目，依次为

行政建置，驻在单位，辖区人口，政权工作，行政管理，居民管理，教育卫生，人民生

活、社会风情等，是志书主体部分。第三部分是附录和后记，包括有关文件全录或摘录、

人名录、荣誉录等，亦系全志书有机组成部分。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采用了记事本末体·

，六、志书所用统计数字，一是源于《五O四厂志》，二是源于人口普查，土地普

查，房屋普查和地名普查等统计资料。

七、志书使用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为主要依据。

八、志书所用政区图和平面图，参考《五3四厂志》和《西固区地名资料汇编》绘

制。

九、书中表格穿插于行文之中。

十、书中所用数字，除句式中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使用了阿拉伯数字·

十一、书中所用标点符号和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正式方案为准。

十二、书中的。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可以入表的嗫则，以离退休之后在新安

路辖区居住或在新安路辖区逝世为前提，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了战功(大功或二等功

以上)，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评为省，部级以上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生产)者，已故的立传，其余列表入志。

先进单位或集体，以获得地市级以上荣誉并与街道工作有关的内容入志。



目 录

新安路街道位置图

新安路辖区示意图

照片

前言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4)

第一章行政建置

第一节位置⋯⋯⋯⋯⋯⋯⋯⋯⋯⋯⋯⋯⋯⋯⋯⋯⋯⋯⋯⋯⋯⋯⋯⋯⋯⋯⋯⋯⋯(1 3)

第二节沿革⋯⋯⋯⋯⋯⋯⋯⋯⋯⋯⋯⋯⋯⋯⋯⋯⋯⋯⋯⋯⋯⋯⋯⋯⋯⋯⋯⋯⋯(14)

第三节机构⋯⋯⋯⋯⋯⋯⋯⋯⋯⋯⋯⋯⋯⋯⋯⋯⋯⋯⋯⋯⋯⋯⋯⋯⋯⋯⋯⋯⋯(15)

第四节街坊⋯⋯⋯⋯⋯⋯⋯⋯⋯⋯⋯⋯⋯⋯⋯⋯⋯⋯⋯⋯⋯⋯⋯⋯⋯⋯⋯⋯⋯(15)

一，原始地貌⋯⋯⋯⋯⋯⋯⋯⋯⋯⋯⋯⋯⋯⋯⋯⋯⋯⋯⋯⋯⋯⋯⋯⋯⋯⋯⋯(15)

二、街道布局⋯⋯⋯⋯⋯⋯⋯⋯⋯⋯⋯⋯⋯⋯⋯⋯⋯⋯⋯⋯⋯⋯⋯⋯⋯⋯⋯(16)

三、房屋建筑⋯⋯⋯⋯⋯⋯⋯⋯⋯⋯⋯⋯⋯⋯⋯⋯⋯⋯⋯⋯⋯⋯⋯．．．⋯⋯⋯(18)

第二章驻在单位

一、国营五。四厂⋯⋯⋯⋯⋯⋯⋯⋯⋯⋯⋯⋯⋯⋯⋯⋯⋯⋯⋯⋯⋯⋯⋯⋯⋯(23)

二、兰州市粮食局驻五。四厂办事处⋯⋯⋯⋯⋯⋯⋯⋯⋯⋯⋯⋯⋯⋯⋯⋯⋯(23)

三、兰州市第26邮电支局⋯⋯⋯⋯⋯⋯⋯⋯⋯⋯⋯⋯⋯⋯⋯⋯⋯⋯⋯⋯⋯⋯(24)

四、中国工商银行兰州市第八办事处⋯⋯⋯⋯⋯⋯⋯⋯⋯⋯⋯⋯⋯⋯⋯⋯⋯(25)

五、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市支行河口办事处五O四厂储蓄所⋯⋯⋯⋯⋯⋯⋯⋯(26)

六、兰州市煤炭工业公司西固区公司东河湾门市部⋯⋯⋯⋯⋯⋯⋯⋯⋯⋯⋯(26)

七、兰州供电局西固供电分局马泉变电站⋯⋯⋯⋯⋯⋯⋯⋯⋯⋯⋯⋯⋯⋯⋯(27)

八、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新安路派出所⋯⋯⋯⋯⋯⋯⋯⋯⋯⋯⋯⋯⋯⋯⋯(27)

九、兰州市西固区税务局东川税务所⋯⋯⋯⋯⋯⋯⋯⋯⋯⋯⋯⋯⋯⋯⋯⋯⋯(28)

十、甘肃武警总队二支队三大队⋯⋯⋯⋯⋯⋯⋯⋯⋯⋯⋯⋯⋯⋯⋯⋯⋯⋯⋯(29)

第三章 辖 区人 口

第一节人口结构⋯⋯⋯⋯⋯⋯⋯⋯⋯⋯⋯⋯⋯⋯⋯⋯⋯⋯⋯⋯⋯⋯⋯⋯⋯⋯⋯(31)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人口变动⋯⋯⋯⋯⋯⋯⋯⋯⋯⋯⋯⋯⋯⋯⋯⋯⋯⋯⋯⋯⋯⋯⋯⋯⋯⋯⋯(32>

一，机械变动⋯⋯⋯⋯⋯⋯⋯⋯⋯⋯⋯⋯⋯⋯⋯⋯⋯⋯⋯⋯⋯⋯⋯⋯⋯⋯⋯(32)

二、自然变动⋯⋯⋯⋯⋯““⋯⋯⋯⋯⋯⋯⋯⋯⋯⋯⋯⋯⋯⋯⋯⋯⋯⋯⋯⋯一(32)

第三节人IZl构成⋯⋯⋯⋯⋯⋯■：■⋯⋯⋯⋯⋯⋯矗；母⋯⋯⋯⋯⋯⋯⋯⋯⋯⋯⋯(33)

一、年龄构成⋯⋯⋯⋯⋯⋯⋯：·?⋯⋯⋯⋯⋯⋯．．工⋯⋯⋯⋯⋯⋯⋯⋯⋯⋯⋯··(33)

二、性别构成⋯⋯⋯⋯⋯⋯⋯⋯⋯⋯⋯⋯⋯⋯⋯⋯⋯⋯⋯⋯⋯⋯⋯⋯⋯⋯⋯(33)

三、文化构成⋯⋯⋯⋯⋯⋯⋯⋯⋯⋯⋯⋯⋯⋯⋯⋯⋯⋯⋯⋯⋯⋯·⋯⋯⋯⋯．．(36)

四、在业人口⋯⋯⋯⋯⋯⋯⋯⋯⋯⋯⋯⋯⋯⋯⋯⋯⋯⋯⋯⋯⋯⋯·．'⋯⋯⋯⋯(36)

第四节民族⋯⋯⋯⋯⋯⋯⋯⋯⋯⋯⋯⋯⋯⋯⋯⋯⋯⋯⋯⋯⋯⋯⋯⋯⋯⋯⋯⋯⋯(38)

第五节计划生育⋯⋯⋯⋯⋯⋯⋯⋯⋯⋯⋯⋯⋯⋯⋯⋯⋯⋯⋯⋯⋯⋯⋯⋯⋯⋯⋯(39)

一、简述⋯⋯⋯⋯⋯⋯⋯⋯⋯⋯⋯⋯⋯⋯⋯⋯⋯⋯⋯⋯⋯⋯⋯⋯⋯⋯⋯⋯⋯(39)

二，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概况⋯⋯⋯⋯⋯⋯⋯⋯⋯⋯⋯⋯⋯⋯⋯⋯⋯⋯(40)

三，辖区五。四厂计戈4生育工作概况⋯⋯⋯⋯⋯⋯⋯⋯⋯⋯⋯⋯⋯一⋯⋯⋯(40)

第四章 政 权 工 作

第一节一公民选举⋯⋯⋯⋯⋯⋯⋯⋯⋯⋯⋯⋯“⋯⋯⋯⋯⋯⋯⋯⋯⋯⋯⋯⋯⋯⋯·(45)

g 一‘·筒述⋯⋯⋯⋯⋯⋯⋯⋯⋯⋯⋯⋯⋯⋯⋯⋯⋯⋯⋯⋯⋯⋯⋯⋯一⋯⋯⋯⋯(45)

二i—1960一1990年人民代表当选名录⋯⋯⋯⋯⋯⋯⋯⋯⋯⋯⋯⋯⋯⋯⋯⋯⋯(46>

三i人民代表开展工作⋯⋯⋯⋯⋯⋯⋯⋯⋯⋯⋯⋯⋯⋯⋯⋯⋯⋯⋯⋯⋯⋯⋯(49)

第二节～民政工作⋯⋯⋯⋯⋯⋯⋯⋯一⋯⋯⋯⋯⋯⋯⋯⋯⋯⋯⋯⋯⋯⋯⋯⋯⋯⋯(50>

一、婚姻登记⋯⋯⋯⋯⋯⋯⋯⋯⋯⋯⋯⋯⋯⋯⋯⋯⋯⋯⋯⋯⋯⋯⋯⋯⋯⋯⋯(50)

二、拥军优属⋯⋯⋯⋯⋯⋯⋯⋯⋯⋯⋯⋯⋯⋯⋯⋯⋯⋯⋯⋯⋯⋯⋯⋯⋯⋯⋯(51)

三、残废金发放⋯⋯⋯⋯⋯⋯⋯⋯⋯⋯⋯⋯⋯⋯⋯⋯⋯⋯⋯⋯⋯⋯⋯⋯⋯⋯(53)

四、残疾人安置⋯⋯⋯⋯⋯⋯⋯⋯⋯⋯⋯⋯⋯⋯⋯⋯⋯⋯⋯⋯⋯⋯⋯⋯⋯⋯(54)

五、救济、救灾与募捐⋯⋯⋯⋯⋯⋯⋯⋯⋯⋯⋯⋯⋯⋯⋯⋯⋯⋯⋯⋯⋯⋯⋯(54)

第三节司法工作⋯⋯⋯⋯⋯⋯⋯⋯⋯⋯⋯．．．⋯⋯⋯⋯⋯⋯⋯⋯⋯⋯⋯⋯⋯⋯⋯(55)

一：一火民调解⋯⋯⋯⋯⋯⋯⋯⋯⋯⋯⋯⋯⋯⋯⋯⋯⋯⋯⋯⋯⋯⋯⋯⋯⋯⋯⋯(55)

二、普法教育⋯⋯⋯⋯⋯⋯⋯⋯⋯⋯⋯⋯⋯⋯⋯⋯⋯⋯⋯⋯⋯⋯⋯⋯⋯⋯⋯(56)

第五章 行政 管 理

第一节城市管理⋯⋯⋯⋯⋯⋯⋯⋯⋯⋯⋯⋯⋯⋯⋯⋯⋯⋯⋯⋯⋯⋯⋯⋯⋯⋯⋯(59>

一i绿化⋯⋯⋯⋯⋯⋯⋯⋯⋯⋯⋯⋯⋯⋯⋯⋯⋯⋯⋯⋯⋯⋯⋯⋯⋯⋯⋯·⋯．．(59)

二、爱国卫生运动⋯⋯⋯⋯⋯⋯⋯⋯⋯⋯⋯⋯⋯⋯⋯⋯⋯⋯⋯⋯⋯⋯⋯⋯⋯(60)

三、环境保护⋯⋯⋯⋯⋯⋯⋯⋯⋯⋯⋯⋯⋯⋯⋯⋯⋯⋯⋯⋯⋯⋯⋯⋯⋯⋯⋯(62)

四、清除违章建筑⋯⋯⋯⋯⋯⋯⋯⋯⋯⋯⋯⋯⋯⋯⋯⋯⋯⋯⋯⋯⋯⋯⋯⋯⋯(63)

五、集贸市场⋯⋯⋯⋯⋯⋯⋯⋯⋯⋯⋯⋯⋯⋯⋯⋯⋯⋯⋯⋯⋯⋯⋯⋯⋯⋯⋯(63>

六、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64)

2



第二节街办企业⋯⋯⋯⋯⋯⋯⋯⋯⋯⋯⋯⋯⋯⋯⋯⋯⋯⋯⋯⋯⋯⋯⋯⋯⋯⋯⋯(66)

一、新安路街道建筑安装工程队⋯⋯⋯⋯⋯⋯⋯⋯⋯⋯⋯⋯⋯⋯⋯⋯⋯⋯⋯(66)’

二，新安纸塑包装制品厂⋯⋯⋯⋯⋯⋯⋯⋯⋯⋯⋯⋯⋯⋯⋯⋯⋯⋯⋯⋯⋯⋯(68)

第三节妇联工作⋯⋯⋯⋯⋯⋯⋯⋯⋯⋯⋯⋯⋯⋯⋯⋯⋯⋯⋯⋯⋯⋯⋯⋯⋯⋯⋯(69)

第四节待业青年安置⋯⋯⋯⋯⋯⋯⋯⋯⋯⋯⋯⋯⋯⋯⋯⋯⋯⋯⋯⋯⋯⋯⋯⋯⋯(69)

一、辖区五。四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管理阶段⋯⋯⋯⋯⋯⋯⋯⋯⋯⋯(89)

二，新安路街道办事处管理阶级⋯⋯⋯⋯⋯⋯⋯⋯⋯⋯⋯⋯⋯⋯⋯⋯⋯⋯⋯(70)

三，辖区五O四厂劳动服务公司管理阶段⋯⋯⋯⋯⋯⋯⋯⋯⋯⋯⋯⋯⋯⋯⋯(71)

第五节征兵工作⋯⋯⋯⋯⋯⋯⋯⋯⋯⋯⋯⋯⋯⋯⋯⋯⋯⋯⋯⋯⋯⋯⋯⋯⋯⋯⋯(7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居 民工 作

第七章 教 育 卫 生

教育⋯⋯⋯⋯⋯⋯⋯⋯⋯⋯⋯⋯⋯⋯⋯⋯⋯⋯⋯⋯⋯⋯⋯⋯⋯⋯⋯⋯⋯(85)

中学⋯⋯⋯⋯⋯⋯⋯⋯⋯⋯⋯⋯⋯⋯⋯⋯⋯⋯⋯⋯⋯⋯⋯⋯⋯⋯⋯⋯⋯(85)

小学⋯⋯⋯⋯⋯⋯⋯⋯⋯⋯⋯⋯⋯⋯⋯⋯⋯⋯⋯⋯⋯⋯⋯⋯⋯⋯⋯⋯⋯(89)

幼儿园⋯⋯⋯⋯⋯⋯⋯⋯⋯⋯⋯⋯⋯⋯¨⋯⋯⋯⋯⋯⋯⋯⋯⋯⋯⋯⋯⋯(92)

医疗卫生⋯⋯⋯⋯⋯⋯⋯⋯⋯⋯⋯⋯⋯⋯⋯⋯⋯⋯⋯⋯⋯⋯⋯⋯⋯⋯⋯(93)

医院⋯⋯⋯⋯⋯⋯⋯⋯⋯⋯⋯⋯⋯⋯⋯⋯⋯⋯⋯⋯⋯⋯⋯⋯⋯⋯⋯⋯⋯(93)

卫生防疫站⋯⋯⋯⋯⋯⋯⋯⋯⋯⋯：⋯⋯⋯⋯⋯⋯⋯⋯⋯⋯⋯⋯⋯⋯⋯··(95)

第八章人 民 生 活

居住条件⋯⋯⋯⋯⋯⋯⋯⋯⋯⋯⋯⋯⋯⋯⋯⋯⋯⋯⋯⋯⋯⋯⋯⋯⋯⋯⋯(97)

居住状况⋯⋯⋯⋯⋯⋯⋯⋯⋯⋯⋯⋯⋯⋯⋯⋯⋯⋯⋯⋯⋯⋯⋯⋯⋯⋯⋯(97)

居住条件改善⋯⋯⋯⋯⋯⋯⋯⋯⋯⋯⋯⋯⋯⋯⋯⋯⋯⋯⋯⋯⋯⋯⋯⋯⋯(97)

住房制度改革⋯⋯⋯⋯⋯⋯⋯⋯⋯⋯⋯⋯⋯⋯⋯⋯⋯⋯⋯⋯⋯⋯⋯⋯⋯(98)

生活水平⋯⋯⋯⋯⋯⋯⋯⋯⋯⋯⋯⋯⋯⋯⋯⋯⋯⋯⋯⋯⋯⋯⋯⋯⋯⋯⋯(99)

消费结构⋯⋯⋯⋯⋯⋯⋯⋯⋯⋯⋯⋯⋯⋯⋯⋯⋯⋯⋯⋯⋯⋯⋯⋯⋯⋯(100)

3

、，、，、，))、，)))

3

3

4

5

6

6

6

7

3

7

7

7

7

7

7

7

7

8，-，，～／k／-，／-，，一，，～，～，～

●

●

●

●

●

●

●

●

●

●

．

●

．．ff

．

．

．

．

●

●

●

●tt

●

●

●

●

．

．

．

．tI‘

．

．

．

．

会～

～

～工～

～

～作员革责作职革务作工委沿职工休沿任工委民构本要退构本要龄居枧基主离机基主老

，

，

、

，

，

、

节一二三节一一二二节

一

二

三

第

第

第



第四节文娱生活⋯⋯⋯⋯⋯⋯⋯⋯⋯⋯⋯⋯⋯⋯⋯⋯⋯⋯⋯⋯⋯⋯⋯⋯⋯⋯(104)'

第五节商业网点⋯⋯⋯⋯⋯⋯⋯⋯⋯⋯⋯⋯⋯⋯⋯⋯⋯⋯⋯⋯⋯⋯⋯⋯⋯⋯(104)、

二、概况⋯⋯⋯⋯⋯⋯⋯⋯⋯⋯⋯⋯⋯⋯⋯⋯⋯⋯⋯⋯⋯⋯⋯⋯⋯⋯⋯⋯(104)t

二、兴建与发展⋯⋯⋯⋯⋯⋯⋯⋯⋯⋯⋯⋯⋯⋯⋯⋯⋯⋯⋯⋯⋯⋯⋯⋯⋯(104)·

三、分布⋯⋯⋯⋯⋯⋯⋯⋯⋯⋯⋯⋯⋯⋯⋯⋯⋯⋯⋯⋯⋯⋯⋯⋯⋯⋯⋯⋯(105)，

四、名优产品⋯⋯⋯⋯⋯⋯⋯⋯⋯⋯⋯⋯⋯⋯⋯⋯⋯⋯⋯⋯⋯⋯⋯⋯⋯⋯(107)，

第九章社会风情

第一节语言·姓氏⋯⋯⋯⋯⋯⋯⋯⋯⋯⋯⋯⋯⋯⋯⋯⋯⋯⋯⋯⋯⋯⋯⋯⋯⋯

一、语言⋯⋯⋯⋯⋯⋯⋯⋯⋯⋯⋯⋯⋯⋯⋯⋯⋯⋯⋯⋯⋯⋯⋯⋯⋯⋯⋯⋯

二、姓氏⋯⋯⋯⋯⋯⋯⋯⋯⋯⋯⋯⋯⋯⋯⋯⋯⋯⋯⋯⋯⋯⋯⋯⋯⋯⋯⋯⋯

第二节道德风尚⋯⋯⋯⋯⋯⋯⋯⋯⋯⋯⋯⋯⋯⋯⋯⋯⋯⋯⋯⋯⋯⋯⋯⋯⋯⋯

一、公益道德⋯⋯⋯⋯⋯⋯⋯⋯⋯⋯⋯⋯⋯⋯⋯⋯⋯⋯⋯⋯⋯⋯⋯⋯⋯⋯

二、职业道德⋯⋯⋯⋯⋯⋯⋯⋯⋯⋯⋯⋯⋯⋯⋯⋯⋯⋯⋯⋯⋯⋯⋯⋯⋯⋯

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节民俗⋯⋯⋯⋯⋯⋯⋯⋯⋯⋯⋯⋯⋯⋯⋯⋯⋯⋯⋯⋯⋯⋯⋯⋯⋯⋯⋯⋯

一、婚俗⋯⋯⋯⋯⋯⋯⋯⋯⋯⋯⋯⋯⋯⋯⋯⋯⋯⋯⋯⋯⋯⋯⋯⋯⋯⋯⋯⋯

二、丧葬⋯⋯⋯⋯⋯⋯⋯⋯⋯⋯⋯⋯⋯⋯⋯⋯⋯⋯⋯⋯⋯⋯⋯⋯⋯⋯⋯⋯

三、礼俗⋯⋯⋯⋯⋯⋯⋯⋯⋯⋯⋯⋯⋯⋯⋯⋯⋯⋯⋯⋯⋯⋯⋯⋯⋯⋯⋯⋯

四、节日⋯⋯⋯⋯⋯⋯⋯⋯⋯⋯⋯⋯⋯⋯⋯⋯⋯⋯⋯⋯⋯⋯⋯⋯⋯⋯⋯⋯

五、服饰⋯⋯⋯⋯⋯⋯⋯⋯⋯⋯⋯⋯⋯⋯⋯⋯⋯⋯⋯⋯⋯⋯⋯⋯⋯⋯⋯⋯

六、饮食·起居⋯⋯⋯⋯⋯⋯⋯⋯⋯⋯⋯⋯⋯⋯⋯⋯⋯⋯⋯⋯⋯⋯⋯⋯⋯

七、陋习⋯⋯⋯⋯⋯⋯⋯⋯⋯⋯⋯⋯⋯⋯⋯⋯⋯⋯⋯⋯⋯⋯⋯⋯⋯⋯⋯⋯

第四节人物⋯⋯⋯⋯⋯⋯⋯⋯⋯⋯⋯⋯⋯⋯⋯⋯⋯⋯⋯⋯⋯⋯⋯⋯⋯⋯⋯⋯

一、传略⋯⋯⋯⋯⋯⋯⋯⋯⋯⋯⋯⋯⋯⋯⋯⋯⋯⋯⋯⋯⋯⋯⋯⋯⋯⋯⋯⋯

二、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荣立战功，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

章人员表⋯⋯⋯⋯⋯⋯⋯⋯⋯⋯⋯⋯⋯⋯⋯⋯⋯⋯⋯⋯⋯⋯⋯⋯⋯⋯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获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生产)者人员表⋯⋯⋯⋯⋯⋯⋯⋯⋯⋯⋯⋯⋯⋯⋯⋯⋯⋯⋯⋯⋯⋯

第五节遗闻轶事⋯⋯⋯⋯⋯⋯⋯⋯⋯⋯⋯⋯⋯⋯⋯⋯⋯⋯⋯⋯⋯⋯⋯⋯⋯⋯

后记⋯⋯⋯⋯⋯⋯⋯⋯⋯⋯⋯⋯⋯⋯⋯⋯⋯⋯⋯⋯⋯⋯⋯⋯⋯⋯⋯⋯⋯⋯⋯⋯

附录⋯⋯⋯⋯⋯⋯⋯⋯⋯⋯⋯⋯⋯⋯⋯⋯⋯⋯⋯⋯⋯⋯⋯⋯⋯⋯⋯⋯⋯⋯⋯⋯

一、文件摘录或全录⋯⋯⋯⋯⋯⋯⋯⋯⋯⋯⋯⋯⋯⋯⋯⋯⋯⋯⋯⋯⋯⋯⋯

二、人名录⋯⋯⋯⋯⋯⋯⋯⋯⋯⋯⋯⋯⋯⋯⋯⋯⋯⋯⋯⋯⋯⋯⋯⋯⋯⋯⋯

三、荣誉录⋯⋯⋯⋯⋯⋯⋯⋯⋯⋯⋯⋯⋯⋯⋯⋯⋯⋯⋯⋯⋯⋯⋯⋯⋯⋯⋯

四、修志机构及编辑人员名单⋯⋯⋯⋯⋯⋯⋯⋯⋯⋯⋯⋯⋯⋯⋯⋯⋯⋯⋯

4

(109)·

(109)

(114)

(11 7)

(11 7)

(1 18)

(119)

(120>

(120)

(120)

(121)

(1 21)

(122)一

(123)

(123)

(123)

(123)

(125>

(126)

(127)

、．、、．、、-、))、．、

9

2

2

5

8

9

2

3

3

3

3

3

l

1

l

1

I

1，l、，I、，I、，L／t、／～



概 述

新安路街道，原名绿洲街道，属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政宿和国营五。四厂双重领导的

厂办街道。1957年，国家选定在兰州市西郊建设我国第一座核燃料生产工厂。随着筹建

工作的全面展开，数千名建设者云集工地。伴随着工业区的出现，一个新型的居民住宅

区在一片农田与坟茔相闻的基础上诞生了。居民区远离城市中心，住宅楼和所有配套设

施均由五。四厂投资兴建，实行封闭式管理．1962年，经五。四厂与市．区政府协商，根

据这一特定条件确定了厂办街道双重领导的管理机制。30年来，不断探索，形成了厂办

街道的特色和规律。

(一)

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位于兰州市西用区政府驻地以西I 7公罩处。地处黄河河谷南

岸，东径103’32’，北纬36。08’，平均海拔1 570．5米。东两长1030米，南北宽64)米。呈不

规则五边形，占地49万平方米，在兰州市西同区东川乡腹地。东临东川乡东河湾村；西

接四七一厂家属区；南距骡脊台370米，与马泉村为邻：北距黄河岸380米，兰葶i铁路，

甘新公路自东向西从辖区北侧通过。

辖区所在地，一般气候温凉，日温差较大。绝对最高气温39．1’C(1 953年7月8

日)，绝对最低气温一23．4℃(1955年1月10甚)。风向；冬春季多为北北西、西北西，

夏秋季多为东南东、东北东。月平均气温：最高22．9 C，最低一11．3 C。最大风速l 7米／

秒，一般风速在3—6米／秒之间。雨瓷多集中在六至九月，年平均降雨量390．4毫米。

年最大降雨量546．7毫米(1978年)。日最大降雨量96．8毫米(1978年8月7 i：)。j0暴

日数最多38天。相对湿度54～56％，最低相对湿度10％。年平均大气压633．5毫爿：汞柱。

年积雪厚5～15厘米。冰冻期一般在十一月ji次年三月。土壤最大冻结深度92 7电米。地

震烈度七度。

辖区所在地解放前和解放初，为皋兰县新城乡、东坡乡的农田黎l坟地。进势东南

高、西北低，自南向北倾斜，高差1 7米。雨季，洪水顺路面和地下排水网直泻铁道排洪

沟而入黄河。街道办事处驻新安西街第33号职工宿舍楼141门125号。设5个墙民委员

会，1990年底，辖区有居民2760户，101 74人，94。7％属五。四厂职工和家属，其余5。3％

为驻厂粮站、邮局、银行、煤场、公安派出所、变电站、税务所的职工和家属，以及甘

肃武警总队二支队三大队和八六五五八部队的家属。居民中，汉族人口占99．o％，回、

满、壮、苗、土家、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口占0．1％。



辖区穴有南北走向的新安东街、西街和东西走向的新安北街、中街、南街五条街

道，合称新安路。五条街道相互交错。鸟瞰街区，主要建筑物排列有序，有四合天井

院，有条块对称街坊。街道两旁，常青树与落叶乔木相间。新安东街和西街已建起永久

性花坛120多处。新安路公安派出所驻新安东街武警部队楼南门-层。

辖区自兴建始，架设有线广播。长年坚持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

台和五。四厂新闻节目。七十年代末，电视兴起。五O四厂先后建起电视差转台和闭路

电视系统。1986年起，闭路电视网定期播放自办节目。

辖区五。四厂每日有固定班车开往兰州市，居民均可购票乘车。兰新铁路在辖区以

东2公里设有坡底下慢车站，以西8公里设有河口南快车站。兰州市42路公共汽车在辖

区门前东河湾村口设停车站，30分钟即可到达西固城终点站。交通便利。

新安路辖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大型企业的家属区，得天独厚，没有大

城市的喧嚣，也没有穷乡僻壤的苦楚，是一个工作、学习，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二)

辖区第一代居民，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历尽

艰辛，贡献了青春年华甚至生命。如今已有1 500余名离休退休，欢度晚年，与现有在职

职工之比为l。3．5。

六十年代初，在居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甘肃省，兰州市的

人民保证了煤电急需，保证了副食品供应。为辖区建起了中学，小学、幼儿园、医院、

工人俱乐部、浴池、理发室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活服务设施。1963年，从上海、

武汉、北京等地调来了数百名生活服务人员。至1965年底，辖区规划定型，是新中国城

区建设的一个缩影。32年后的今天，楼群耸立，花果飘香，居民衣食住行设施齐全。

辖区现有住宅楼、宿舍楼和公用楼房59栋，平房85栋，建筑面积22．5万平方米。家

庭户人均住房面积7．07平方米，单身职工人均住房面积13．8平方米。
· 教育卫生引人注目。小学建校31年，培养毕业生6320名，曾荣获全国田径传统项目

学校先进集体称号。中学建校29年，培养初中毕业生6125名，高中毕业生3072名，并有

540名毕业生考入大学深造。七次荣获全国体育卫生、群体活动和田径传统项目学校先

进集体称号，1987年被评为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吸引着众多学生前来就读。职工

医院向社会开放10年，年均门诊量达16．6万人次，年均收治住院病人2300人次，成为兰

州盆地以西数十里范围内，人民群众可信赖的大型医院。

辖区商业局加工厂生产的糕点、汽水等产品，八次被评为甘肃省名优产品。 。五。

四厂大雪糕”名扬兰州城。

计划生育成绩突出。辖区五。四厂1979—1990年底，被评为全国和甘肃省计划生育

先进单位各两次。

城市建设与管理，在甘肃省获得两项先进。1984年，辖区五O四厂劳动服务公司荣

获甘肃省发疑城镇集体经济先进单位称号。1988年，新安路集贸市场荣获甘肃省先进集

贸市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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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32年巨变，既有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辛，又有第二代接班人的奉献。这里已将一

张白纸画上了既新又美的图画。未来岁月，这张图画将画得更新更美。

(三)

新安路街道办事处，自诞，皇之日起，由于其特定的管辖和服务对象决定，实行政府和

企业双莆领导，执行双重职能体制。五O网厂是地处边远地区的圜防工厂，生活福利和生

产经营自成体系，厂办小社会式的自我管理机制较为完善。市、区一些驻在单位，也可以

为五O四厂提供社会服务，其中有的单位党的组织直属五。四厂党委领导。

街道办事处，在五。四厂内部，系直属处、科交叉单泣。街道党委，接受厂党委直

接领导。行政业务工作，接受主管副厂长领导，凡涉及面较大的工作，在主管厂长的领

导和支持下部署实施。机构设置，定员配备，干部任免等，厂管为主，同H于参照政府规

定确定。街道工资开支、行政费用，由厂财务支出。街道工作人员政治待遇、工资、福

利、住房等，与厂职工肃{同。

厂办街道办事处全而行使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职能，执行和完成医人民政府的工作指

令和部署。街道机构设置、干部业务分工和区政府：【作部『】对口，使五。四厂生活区的

精神文明建设和对i政工作，纳入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之中，保证区政府的指令和工

作部署在辖区内落实，保证五。四厂的稳定和发展。

厂办街道的管理体制，是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1 966年1月，五。四厂为

了探索厂办社会的新路子，成立市政氍：瑚委员会，正处级建制，行使对厂属生活区的后

勤、文教卫生等基层单位的统一管理，摸索厂办社会的经验，同时行使西固区政府派出

机构的职能作用。1 967年3月，五O四厂被军事接管后，市政置：理委员会臼行消失。

1 988—1 990年，五。四厂再度成立市政办公室，继续探索厂办社会的经验。

新安路辖区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条件、单一化的居民群体，特别是厂办街道的特殊

形式，为街道工作带来许多便利条件。

辖区居民，上班是兄弟单位的职工，下班匙街坊邻居。邻里之间部是驻在单位的职

工和家属。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级人民政府的指示决议，居民委员会的工佐，邻里

之间的矛盾、纠纷，都可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顺利孵决。这是一种与一般

城区街道不l—J的工作优势。

五O四厂职工祖孙三代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凶二f￡C四厂兴建而迁入

辖区的其它单位职工和家属，也与五O四厂同呼吸，共命运，均把街道当成了第j一故

乡。建设与管理好新安路辖区，已成为辖区一万口居民息息相关的共同责任和任务。30

多年来的公益劳动、整治街容，综合治理，各苹位只要，fj‘动员，无不踊跃参搬，街道工

作顺心应手。

辖区远离市区，又是国防工厂，这种居住条件和领导体制，也育一些弊端。如培民

群体“近亲繁殖”，裙带关系丛生，人际关系复杂；街道承担政企双重领导，工作繁蓖，对

辖区兄弟单位部署工作，需要经常变换身份；有些工作在贯彻执行中造成人力物力的蓖

复等。，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和有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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