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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马文学

平罗是宁夏古老县份之一，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古为中原门户，又是太西。乌

金力、焦炭、硅铁等矿产品的主要产区，贺兰山9．3万亩天然次生林亦在境内。从西

汉的廉县到唐、宋的警州、定州，清雍正二年(1724)置县平罗到今，前后历经二千

余年的开发和建设。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平罗回汉各族人民，用勤劳与智

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篇章。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

岁月里，由于灾荒战乱，社会动荡，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以记载平罗的自然和历

史，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业绩。仅于清道光年间知县徐保字编修了《平罗纪略》，8万

多字，虽难能可贵，但内容十分有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盛世之下，平罗党政领导高

度重视修志工作，聚集体之智慧，兴文运笔，尽十年的功力，斐然成就90余万字的

宏篇巨著《平罗县志》。

新修《平罗县志》囊括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平罗古今数千年的风云变

幻，人民的创造精神及成就，勾勒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尤其重点反映了新中国建

立40多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的繁荣景象。事类的

记载寓功过成败于事实的叙述之中，增强了可读性，真可谓一部惠及子孙的传世

之作，令人鼓舞欣慰!

，今受平罗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之委托，为家乡志书作序，倍感亲切。是家乡的水

土哺育我成长，是家乡纯朴、善良、勤劳的父辈教我治学为人。平罗是我区主要产

粮县份，又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同时，又有着发展工业、牧业的资源优势，前

景广阔。愿家乡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以志为

鉴，鉴前世之兴衰，取舍当今之得失，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加快发展，早日成为塞

上的“农业大县、工业强县、财政富县、文明新县"，人民幸福、事业繁荣昌盛1

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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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平罗县委书记 李献忠 ．

平罗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尚文

平罗。地处宁夏平原北部，银JIl灌区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辽阔，发展农牧业条

件优越；贺兰山县境段煤炭等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夏北

部之门户。历史上曾多次移民长期驻军于此，屯垦戍边。自西汉于县境置廉县迄今

二千余年，清雍正二年置平罗县迄今亦270余年。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

慧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经过世世代代的艰苦努力，创造了灿烂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多少志士仁人，为开发祖国的这方热土付出了毕生精力，乃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永驻人间，他们的精神与世长存。

新修《平罗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载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

事件诸多方面的主要内容。重点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平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

造社会、改造自然、建设美好家园的盛世盛事。特别是着重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回、汉各族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今昔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

志还记述了平罗历史上的战事，民情风俗，文化积淀，以及当今新技术的应用，新

企业的建立，新产品的开发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对平罗古往今

来的知名人士，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现的英烈、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和献身

精神，也作了重点记述，可作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乡土

教材。 。

新修《平罗县志》是浓缩了的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库、资料库j数据库，是平

罗之全史，一方之百科全书。

1994年，我们同时到平罗任职，时值新修《平罗县志》进入总纂阶段。为尽快了

解县情，有幸阅读部分志稿，从中受益匪浅，志书经世致用之价值由此可见。《平罗

县志》出版问世，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值得庆贺的大事。

|『L



子，翌年正式开始了修志工作。

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对修志工作极为重视，先后有十多名县级干

部担任过编委会和编委办的领导，其中有4人亲自参与了编纂和审修工作。10年

中，保持编纂队伍的相对稳定，注重编纂人员的培训提高，保证修志所需的经费，

认真解决修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多方为修志工作顺利进行提供条件。全体编纂

人员都以圆满完成“千秋大业"为己任，四处奔波采风，勤奋研读撷英，艰苦探索，

求实存真。历经十载艰辛，为平罗竖起了一座历史文化丰碑，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

份宝贵财富。其功劳和苦劳与志书并存。我们深信，新修《平罗县志》，在把平罗建

成。农业大县、工业强县、财政富县、文明新县”的历史进程中，将起到不可估量的

资治作用。祝愿新修《平罗县志》之功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在新志问世之际，我们代表中共平罗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参加和指导修志的

编纂人员、领导、专家以及所有关心修志的人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遵编委之嘱，撰此文为序。

1996年3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以

志为主。 ·

三、本志断限，上限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止1990年，1991～

1995年的大事、要事录入限外辑要。
一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记述。

五、历史纪年，清以前纪年用汉字，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历年代。民国

及其以后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所有纪年的月、日用汉字书写的是夏历，

月不详者以春、夏、秋、冬季节表示。上下文时间相同者，用“是年”、“同

年"、“本年”或“当年”表示。
、

六、本志数字、计量、称谓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

的规定书写。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短缺的，采用有

关部门校正过的数据。
’

七、历代官职、地名，按当时称谓书写，地名古今不一者，加注今名。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

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或有关章、节中。

九、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努力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

十、人物入志，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古今兼收，对本地事业有突出贡

献的本籍或客籍已故人物及个别阻碍社会前进的极恶者立传；对有贡

献的生者，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革命烈士入英名录；战斗英雄及省

(区)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行政副厅级以上、部队副师级以

上、科技界副教授以上的本籍人均入人物表。



概 述

平罗位于宁夏平原北部，东滨黄河，隔河与陶乐县相望，西倚贺兰山，与内蒙

古阿拉善左旗毗邻，南连贺兰县，北接惠农县。地理座标：东径105。58’"-'106。50’，

北纬38。41’'---"39。107。南北最宽41．04公里，东西最长70．5公里，总面积2046平

方公里，其中：山区621平方公里，川区1425平方公里。海拔3475．9"-1091米。总

人口245626人，其中汉族167295人，回族77910人，其他少数民族421人。农业人

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2．02％。全县设12个乡，9个镇。县城在县境中部，城区面

积3．1 3平方公里，人口25 785人。距自治区首府银川58公里，距首都北京1 288

公里。

平罗县分为山区、川区两部分。贺兰山，傲然屹立在县境西部，为平罗的天然

屏障，挡住了西北部沙漠的东移，削弱了西北高原寒冷气流的侵袭；阻止了潮湿的

东南季风的西进，对发展农业有千秋万古之功。川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引黄河水自流灌溉，为平罗县主要产粮区。

平罗地处内陆，属温带干旱荒漠区，春旱，升温快；夏季蒸发量大，雨量集中，

昼夜温差大。历年年平均日照时数3060．5小时。历年无霜期在153"-'170天之间，

是宜于作物生长的气候区。 ，

平罗，历史悠久，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就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北方多民族生

息繁衍之地。秦属北地郡富平县。西汉在县境置廉县，西魏属回乐县，北周、隋、唐

时期属怀远县，西夏在县境置定远县，明代置守御千户所，清雍正二年置平罗县至

今。平罗自古为宁夏北境咽喉要塞，是南达甘陕，北往内蒙，东渡黄河到鄂尔多斯

高原，西越贺兰山进入阿拉善草原的通衢要道。山河之间，一片沃野，水草丰盛，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平罗县志

兵有粮草，进出有通道，防守有关隘，隐蔽有深山，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嘉靖宁夏

新志》载：“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内

地，患不可量矣。’’实为宁夏北境之门户、。朔方之天堑"。平罗，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各朝代都设重要军事机构，陈重兵扼守。历史上，贺兰山下是古战场，县境屡有

战事发生。汉代抗鲜卑，唐代抗突厥、吐蕃、党项的入侵，宋代党项族攻破威远军，

西夏与辽、宋的战争，成吉思汗灭西夏，明代抵御鞑靼，以及民国年间西北“三马拒

孙"等战争，都在这块热土上进行鏖战。参战双方将士少则数百人，多则十多万人。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王维的《老将行》)反映了当时铁马金戈、刀

光剑影的场景。

平罗县境，有山有水，资源丰富。贺兰山有“宝疙瘩’’之美誉，天然森林、矿藏主

要在县境段。山间有云杉林、针阔叶混交林及乔、灌木林9．3万亩。贺兰山腹地县

境段是“太西煤"的产地，地质储藏量达6亿余吨。有丰富的硅石、黏土、石灰石等

矿藏。山川群居着马鹿、盘羊等国家保护动物；生活着蓝马鸡、天鹅、丹顶鹤等珍

禽。还散生着甘草、菟丝子等野生中药材。河、渠、湖泊中繁育着大量鲤鱼、鲇鱼、鲫

鱼、鸽子鱼等。

平罗水土资源得天独厚。黄河年平均过境水量315亿立方米。唐徕、惠农等干

渠年引入县境水量8．38亿立方米，全县用水量5．71亿立方米。县境有大小湖泊

81个，水域面积17．1平方公里。贺兰山泉水流量650公升／秒。地下水埋深度1～

5米。全县土地面积为306．9万亩，已耕种37．29万亩，尚有荒地114．49万亩，其

中有70．8万亩可开垦利用。贺兰山腹地与东麓、西大滩与黄河滩，有宽阔的天然

草场，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平罗虽地处西北边陲，但有着溶南北方自然

景色为一体的独特景观。县境内的沙湖风景旅游区，为目前国家29个王牌自然景

观之一，湖光沙色，风光奇特，引来了大批中外游客。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最高多

达5万余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观沙湖景色后，欣然命笔，题写了"tP湖’’两个

笔力道劲的大字。加拿大安沃尔博士游沙湖后即兴题词：“宁夏沙湖，天下一绝。"

四

平罗灌溉农业历史悠久，盛产麦稻、蔬菜、瓜果、畜禽、鱼类，是年种年收，五谷

丰裕，牛马衔尾，羊群塞道的富庶地方。新中国建立前，人民受着官僚、军阀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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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剥削压迫，青年农民大多被抓兵拉夫，造成水利失修，土地荒芜，生产凋敝，

民不聊生。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

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县开展了规模空前

的以改土治水为中心，沟、渠、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建成机耕条田

33．9万亩，支、斗农渠872条，总长6475公里，建成山泉引水渠6条，电灌站18

座。建成排水干、支沟10条，长211．6公里。支、斗沟225条，长453．4公里，电排站

115座，装机容量2220千瓦，打机井1407眼。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同

时，农业先进技术和农业机械广泛推广应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业生产稳步发

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到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1．41亿公斤，亩产238公斤，人

均占有粮食731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5．49倍、2．5倍与1．96倍。

林牧渔业全面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县境内山坡、河滩、沙窝、荒原树木成

林；沟、渠、路、村四旁树木成行。因光肩星天牛危害，到80年代中期全县的杨、柳

树被毁之殆尽。80年代末，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更新树种，制定了重新造林计划，

认真付诸实施，新一代林带正在形成。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全县牛、羊、

猪和家禽的饲养量大幅度上升。截至1990年末，全县大家畜存栏37930头(匹、

峰)，羊207092只，猪60413头。养鱼水面16507亩。平罗县还被列为全国秸秆养

牛示范县。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丰硕成果，农、林、牧、渔各业的兴旺，使平罗这个塞上

“鱼米之乡’’更加展现其风姿。黄河鲤鱼、羊羔肉名闻遐迩，久负盛名的大西瓜、红

辣椒、大白菜、红黑瓜籽等土特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五

新中国建立后，平罗县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全县工业门类和工业产品不断增加，到1990年末，已形成了以煤及煤炭加工工业

为龙头，高耗能工业为支柱，轻工、化工、机械加工为依托，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为

双翼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有无烟煤、硅铁、碳素制品、碳化硅、焦炭、化肥、卫

生纸、水泥、机砖、轴承、钢球、亚麻纤维、白砂糖、糠醛、葵花杆填充板、皮鞋、皮革、

脱水蔬菜等。其中太西煤、硅铁、轴承、亚麻纤维、脱水蔬菜、白砂糖等10多种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并享有较高声誉。1990年，全部工业产值30976万元，其中县属工

业产值达20223万元。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0．5％比99．5％，

发展到1990年的51．76％比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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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用电始于1953年。到1990年，全县架通了35千伏、110千伏输电线路

8条，建成3 5千伏变电所6所。实现了城乡厂矿通电，全年用电总量为

36726．96万度。

全县有邮路27条，投递点92个。2000门程控电话安装就绪，光缆电线通过县

境。电子传真、电传打字等电讯设施俱全，电话、电报通往国内外各地。

平罗交通方便，109国道穿城而过，途经全县6个乡镇，110国道和包兰铁路

贯穿县境西部。县境有公路94条，总长739．6公里，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罗商业发展迅速，形成了

多渠道流通格局，市场繁荣，购销两旺。至1990年末，全县有国营商业92家，集体

商业158家，个体商业1230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7606万元。县城富民市场、

蔬菜批发市场及宝丰、黄渠桥、姚伏、太西等集贸市场成为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1990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2601．9万元。

平罗自古重教。明代设社学1所。清代设有社学、义学、私塾、书院、学宫。新

中国建立前夕，全县有小学36所，初级中学1所。据《平罗纪略》、《朔方道志》记

载：明、清时期平罗人考取文进士8人，武进士3人；文举人16人，武举人52人。文

武进士、举人多步入仕途。民国时期平罗人考取高等院校深造的百余人。新中国建

立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到1990年末，全县有幼儿园11所，小学132所，学龄儿

童入学率为98．7％，巩固率为98．6％，毕业率为98．05％。全县有普通中学24所，

其中完全中学6所。平罗中学为自治区重点中学之一，1980年以来，升学率稳定在

80％以上。截至1990年，全县考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达5000余人。平罗人于新中

国建立前后参加革命者颇多，其中有的成为高级干部，有的成为专家学者。曾任青

海海南军分区政委的王成业，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的马文学(回族)，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冒海天(蒙族)，宁夏教育学院副院长、政治

经济学教授马绍周(回族)，著名农学家、副研究员马寿桃，中国水文地质研究所研

究员、高级工程师余飞，中国著名诗人秦克温等人，在军政界、文教科技界享有

声誉。

文化、体育、卫生、科技事业都取得了相应发展。县城有影剧院、广播站、电视

差转台、图书馆、舞厅等文化设施；乡、镇、厂(场)矿有电影院(队)、文化站(宫)、图

书室、广播扩大站等。城乡普遍有球类、田径场地。以球类、田径为主要项目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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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育运动普遍开展。1987年，回族聚居的宝丰镇被国家体委命名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六届运动会先进集体乡镇。1989年，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考核验收，平罗被

命名为全国田径之乡。现正在积极创造条件，迎接全国体育先进县的验收。全县有

综合医院、卫生院、妇幼保健站、卫生进修学校等机构42个，农村医疗点132个，

每293．8人拥有1名医务人员，每577．9人拥有1张病床。医院一般都有

200MAX光机或500MAS光机和B超等诊断器械。县医院能做胃、胆、甲状腺、肺

叶切除和颅内肿瘤及食道癌根治手术。

全县有各类科技人员3124人，成立有数学、物理、化学、工学、农学、医学、气

功等学会14个，乡镇科学协会17个，形成了科技网络。先后推广应用地膜覆盖技

术种植瓜菜，小麦套种玉米，试验推广燕麦灵、燕麦畏，仿制75号硅铁等先进技

术；研制成功抗静电软塑料管，葵花杆填充板，TDK电炉炭块等产品，分别获得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科技推广奖和科研成果奖，对科技兴县起了重大作用。

平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宣统三年(1911)，回汉人民响应辛亥武昌

首义，在会党领导下，一举推翻了清朝平罗县衙，全境光复。1926年，接受了中国共

产党人刘伯坚马列主义教育的热血青年，纷纷报名请缨，有100余名青年应招入

伍，随冯玉祥将军部队参加“入甘、援陕、图晋"与北伐战争。“七·七’’事变后，平罗

有10多名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黄渠桥、宝丰、石嘴山3

个党支部，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还输送贺闻韶、王振

刚、王延、王学文、杨生桂、李发春等进步师生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新中国建立后，

每逢征兵，报名入伍的男女青年是应征人数的10数倍。在为祖国的解放和保家卫

国的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有100余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平罗文化积淀深厚。贺兰山岩画，为春秋战国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及秦汉至西

夏不同时期刻制。羊、鹿、狼、马、人物等图像，古朴典雅，栩栩如生，为中外专家学

者所瞩目。境内暖泉村的古汉墓群保存完好。始建于西夏的田州古塔巍然屹立在

姚伏镇永胜村；西夏元吴在大水沟处建有离宫。始建于明代的长城、烽火台、古城

堡遗迹尚存；始建于明代的钟鼓楼，清代的北武当山寿佛寺和玉皇阁，建筑精巧，

巍峨壮观。贺兰山，峰峦叠嶂，森林如海，甘泉清冽，景色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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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资源丰富，能源充足，工农业生产发展前景广阔。。八五”期间，全县回汉

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深化改革，奋发进取，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

业全面发展。随着河套灌区农业综合开发一、二、三期项目工程的实施和商品粮基

地县的建设，全县数十万亩荒地将得以开发利用，排灌设施更加完善，科学技术进

一步推广应用，资源优势必将有效地转变为经济优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

从簟九五丹开始，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将通过各种形式

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这就为平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良好机遇和条件。

在新的形势下，勤劳、智慧的平罗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牢牢把握“改

革、发展和稳定一的大局，继续坚持。真抓兴县、实干富县、苦战强县、从严治县力和

．以实际行动。做平罗人、走平罗路、创平罗业"的指导思想，经过不懈的艰苦努力．

一定能够实现“农业大县，工业强县，财政富县，文明新县’’的目标。平罗这颗塞上

明珠，将更加灿烂辉煌。



大事记

西汉

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公元前117年)，在县境内今下庙乡暖泉村置
廉县。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羌人起事，汉宣帝派兵镇压后，留万余人在边郡屯
垦，其中一部分羌人留居今平罗境地。

西汉年间(公元前206～公元8年)，县境已有较发达的炼铁业。今平罗暖泉村
汉代城址中有炼铁场址和大量铁块、铁渣。

东汉

汉灵帝光和年间(179～184年)，鲜卑族大人和连进攻廉县时中箭身亡。

三 国I·-一·●●l
-----_．●：．．．=I

三国时期(220"--265)，鲜卑、匈奴、羌族人民进入今平罗境内驻牧。

西晋

西晋年[司(265"--316)，鲜卑、匈奴、羌族人民仍驻牧今平罗境地。

北周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因移民二万户于今宁夏青铜峡灌区，置怀远郡，复
怀远县，今平罗境属之。

镕萼n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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