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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古城与广河坝

据早年的一位下川口霍姓老人的口碑z 清朝中期以前，

下川口西头的温水河是沿洞南的山根流的，同时河北岸红古

城的南城墙也是完整无缺的.为了防止发洪水峙，洞水暴涨

神击红古城，不知在早前的什么时期，红古城人，于城南的

温水洞北岸，修筑了一条大琪，并命名为"广洞坝"..一一

据《辞海》对"广袤"一词的解释"广为东西，袤为南北".

广洞坝者，就是东西向的一条拦河大坝.过去每当遇到洪水

暴发，坝受损失时，红古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修补、加固.

如此安然无危的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直到清朝后期的同治初

年动乱时，红古城遭受了彻底焚毁，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

的十多年荒无人烟.到了光绪初年前后，极少数的原红古城

人，陆续迁回故地时，才发现因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洪水暴发，

冲毁了堤坝，使凋水改道北移，不但忡垮了内城的南城墙，

而且连城址也冲走了一小半.当新的河床上出现了巨型板石

栏以后，才阻止了洞水继续向纵横浸袭.原洞北岸的广、河坝

位置，也被移隔到了!洞南岸，变成了一片开阔地.

多年来，下川口村民，将此开阔地的一部分，早已平

整成了农田，然其地名依旧未变，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叫

广洞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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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重镇史篇 扬红古文化

兰州市红古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薛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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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昔抚今继往开来

中共红古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王永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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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吉区保密局局长 张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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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志不失 古稀忘年庚

莫言老与朽 挥笔著史情

亭山工艺美术社经理 敬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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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得以

繁衍、生息、发展的优秀传统。作为红古城的后裔，我

们常常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技觅着前人在这片土地

上生活、奋斗的足迹。

何文灿老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传红古城这块热

土，潜心研究、广征博采、知难而进、伏案劳形、在以锺

日、辛勤笔耕、几皮寒暑、几易其稿，女口今〈红古城史

话〉付梓成册，编提问世，实乃盛事。

这本书乡土味浓郁深厚，意境清新，从久远历史、

农田水利、副业商贸、文化教育、民俗风情、人物简介

六个方面，比较详细地客观地记述了灿若皇辰的历史

长河中，红古城饱经的沧桑与筑，浮，落铸的灿烂与辉

煌。抚今追昔，思接千载，从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红

古城灿烂的文明和祖祖辈辈传承于后世的勤劳质朴、

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红古城精神，以及红古城这个

历史沉积厚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友好和睦的大集

体的无限亲和力和感召力。全书采用叙事手法，运用



新观点、新方法和新体例编写，观点正确，文风朴素;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结构合理;溯古达今，

以时为序;叙事记.人;忠于史实。融思想性、文学性、

资料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为

红古三个义明建设，为研究红古城、发展红古城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它可击浊扬清，责政

寓教，施，忠于人，以求共识。

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展望未来，激情满怀。历史

的脚步己跨入了新世纪。我们这一代生于斯、长于斯

的红古城人，有幸经历和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沧桑

巨变，我们既为红古城优秀的传统文化感到骄傲，是

为能幸逢盛世，为建设现代化的新红古城建功立业而

感到自豪。本书的付梓，是我们对祖先的慰籍，是鞭

策今天的红古城人继承侍统，开拓创甜、与时俱进，为

使红古城全面进入，J、康社会而奋斗。

是为序。

兰州市红古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碎硕

2∞3 年 9 月 15 日



概况

红古城地处国il109 线 1823 公里处，距省城兰州 92 公

里，-红古区政府所在地海石湾 18 公里，属红古乡管辖。海

拔高度 1544 米，村北撒金台顶海拔 2∞1 米。牟平均气温

7.6-8.2'C之间，年乎均降水量 290 - 360 毫米，相对元霜期

146 - 173 夭。四季气候，春季少而，.1.元酷热，秋季凉爽，冬

元严寒，是兰州市最理想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红古城

地域东豆何家沟、甜水沟;西至李京沟;r每邻温水，与青海省民

和县下川口隔河相望;北与永登县七山乡毗连接壤.总面积约

32.5 乎方公里，其中乎川面积约占四分之山台面积约占

四分之二。

红古城子清朝和民国初年时，属连城鲁主司所营，至民国

二十一年(1932 年)后.才逐步易变为永垂品管辖。解放后曾

设立过永登县第十二区区政府.行政区划是变后，为红古公社

所在地。 1960 年窑街、红古、河嘴、乎安四公社从永登县划

出，成立了县级区.i!以久负盛名的"红古..二字冠以区名，从

此归兰州市红古区管辖。

1980 年分为两个行it.村。第-行政村缸古村，有 383

户， 1571 人;第二行政材'暗Jt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有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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