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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续修西吉县志》出版问世，是金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由衷欣慰，谨书此文，权以为序。

西吉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西麓，山川毓秀，物宝

天华，人民勤劳，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

生息，历代先后分属雍州、北地郡、安定郡、原州、平凉郡，西北

部属会州、镇戎州、德顺州，宋建隆德县。元撤县属开城府和静宁

州。明清属固原州。民国时期，属泾原道，后改陇东行政公署。

1942年10月10日立“新”县，至今已逾60余载。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生活在这3144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回汉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创造了光辉业绩，使这片

古老的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近年来，县委、政府团结带领

全县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按照“牢固确立加快发展这一主

题，突出振兴县域经济、推进文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三大任务，

狠抓党的建设这一关键”的总体工作思路，全力推进“强农稳县、

兴工富县、生态立县、基础优县、促商活县、科教兴县、依法治

县"七大战略，大力弘扬“鼓劲加压，立说立行，大干快干，你追

我赶，奋勇争先”的西吉新作风，全县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风正

劲足，聚精会神搞建设、同心同德谋发展、千方百计大发展的良好

氛围，全县经济社会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历为古

今所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举国上下，纷起修志。我县于1985年

成立了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后改为委员会)和办事机构，调配人

员，编修志书，历时十载，完成了首部《西吉县志》。但由于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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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限制，旧志资料不全，记述阙如，县委、政府随将修志之事，重

提日程，召集人才，拨付专款，使县志续修工作顺利开展。续修志

书从2003年开始筹划，拟定体例纲目，经修志人员苦涉史海，广

征博采，呕心沥血，勤奋笔耕，四度春秋，数易其稿，终竣其功。

同时，聘请县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参与修改和审定，共襄盛

举，众手成志。

《续修西吉县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上起远古，下迄2005年，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客观

地记载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吉在经济、政

治、文化、地理、风土人情及社会等各方面、各领域发生的巨大变

化，融“资政、教化、存史”三大功能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一部较系统、完整的县情大全。该志书的

问世，对未来西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借鉴、教育青年以及宣传西

吉、建设西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谨代表县委、人大、政

府、政协向所有关心帮助该志书编写的各界人士和修志工作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耋嚣嚣耄杨毒杀明西吉县委书记
”一～’

二0 0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序 二

西吉，地处六盘山西麓，黄土高原中心地带。远在新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历史遗迹丰富多彩。这里曾是丝绸

之路，战国秦长城穿越南部之境，古城寨堡星罗棋布，汉代古墓群

保存完整，著名的好水川、石城等重大战事遗址清晰可见。自然风

光依然秀丽，月亮山绵延起伏，葫芦河清迂回流，火石寨国家地质

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奇特壮观，属大西北之罕见；党家岔震湖碧波

荡漾，一派江南水乡之景色，乃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震湖。

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西吉人民，富于智慧、勤劳勇敢、刚直

好义、淳朴善良。他们创造着，革新着，生养将息着，默默奉献

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西吉史册揭开了新的篇章。1935、1936

年中国_T-农红军长征、西征、会师在西吉，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伟大

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海固回民三

次武装暴动在这里发起，抗日回民骑兵团在这里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西吉山河旧貌变新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西吉同全国一样，百业兴旺，各项事业得到前所未有

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协调、稳步发展，

呈现出一派可喜的繁荣景象。

编写县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

是全县人民的重托。此次修志，遵循上级业务部门之规定，重新搜

集整理大量珍贵史料，其信史之绩、翰墨之功应予肯定。

2005年12月我赴县任职，始知县志续修工作已进入整理阶段，

甚感欣慰，了解其情，同编委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县志办的同志走

访区、市、县多入，翻阅史籍、档案，广征博采，，慎审修订，几易

■ ．



其稿，历经四载，方成志稿。

《续修西吉县志》，上溯西吉历史发端，下止2005年底。“贯

通古今，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立足当代”o对旧志，在尽量保持

原史料本来面目的前提下“取其精华，补缺纠谬”，本着实事求是

之原则，秉笔直书，以鉴来者。

值此书问世之际，谨以数语作序，借此向积极提供资料的部

门、全体编写人员、上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耄喜萎会囊羹萎茎羹丁卫东西吉县志编委会主任 一“’

二o o六年九月



凡 例

一、《西吉县志》作为前部县志之续修志书，在尽量保持前志原貌的前提

下，“取其精华，补缺纠谬”，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编写要

求，实事求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改革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使之成为综合性、概括性、权威性、记述性的县情载体。

二、全志覆盖地域为2005年底西吉县行政区域。

三、志书以事分类，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层次采用编、章、节、目结

构，文体用志、记、传、表、录。卷首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卷末设附、

录。全书共15编，66章，213节，126．6万字。

四、志书所用资料取之前志、西吉县档案馆、统计资料、甘肃省档案馆及

海原、固原、隆德、静宁、庄浪等县县志，各单位总结、材料和有关地方志、

地方史书及口碑资料，一律未注明出处。

五、年号以公元纪年为主，历史上朝代纪年与干支纪年，注明公元年份。

汉字月、日表示农历月份。

六、数字表述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

准，计量单位按照法定计量单位。但为了比较和保存原始资料，约定俗成的公

里、亩等必要时仍按习惯使用。

七、数据以《西吉经济要情手册》和《西吉五十年》为准，个别有出入

的数据与档案核实对照取用。

八、志书中人物依“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人为主，选2005年前去

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和重大影响者立传。人物简介选对社会有突出贡献，且

享受国务院、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者及有重大影响者。

九、志书上限为事物发端，下限2005年。

十、地图仅作示意。

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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