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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彭阳县古老而又年轻，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先民们劳动、生息、繁衍

的地方。现今新石器遗址分布广泛，战国秦长城逶迤可辨，汉唐古城郭

依然屹立，明清驿塘古道犹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央政府即于

此地首创朝那县治，归隶于北地郡管辖。从秦汉至宋元，境内先后出现

过朝那县、黄石县、长城县、长城郡、白池县、百泉县、东山县、广安县、广

安州和彭阳军城之建制。明以后，划归固原州(今固原县)。直至1983

年，又由固原县析置彭阳县，新县初度十三个春秋。

由于历史的原因，彭阳县没有一部古老方志传世，因此，悠久的历

史已模糊，文献古迹渐湮芜，先辈功德被淡忘。如果人们对于家乡的过

去都不甚了了，忘记了生身养育自己的这片热土的光荣历史，这是一种

极不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它不仅

是“一分珍贵的遗产"，而且“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

，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因

此我们不能当数典忘祖的子孙，一定要向历史学习，从而对得起自己的

老先人!叫人高兴的是，自从设立彭阳新县以来，历届县领导和金县有

识之士，都以方志不修而感到无志无光，率视县无志书为全县一大阙典

而深深遗憾。我们曾对县上有关同志讲过，彭阳设县时间不长，可以暂

不修县志，而县委书记柳富、县长徐文彬则认为，既然是县，就该有自己

的县志，无志代表无知，不利于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有损于一个县的形

象。所以他们对于编修《彭阳县志》一事总是耿耿于怀，牵肠挂肚。因为

他们认识到，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摸清国情和乡情的重要手段，是指导工

．峙



序‘

正确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条途径。是的，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

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任务，就是说，修志是各级主要领导的官职、官责。因

为方志从来不是一般的史家专著，而被称之为“官修政书"。所以江泽民

同志曾指出：“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

抓好。"彭阳县正处于创业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上还较落后，可是县上

主要领导，高瞻远瞩，用战略的目光，清醒地看到方志所具有资治、存史

和．教化的特殊功能，以及其社会效益的潜在性、持久性和广普性。所以

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对于编修县志工作绐予全力支持，并下决心抽调

得力人员，组建县志编修班子，任命事业心强、执教三十多个春秋的中

学校长李文斌同志担任县志办公室主任兼主编。同样县志办一班人，也

以实际行动感谢领导上的理解与关怀，团结一致，苦心孤诣，食不甘味，

寝不于床，乐于坐冷板凳，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从县内外收集了600

多万字的珍贵资料，经过五年的辛勤笔耕，先编写成210万字的县志长

编，又在广泛征求意见，通过专家评审之后，再用三年时间反复修改，精

雕细琢，前后五易其稿，终于在1996年初克成全功，最后完成了洋洋百

万字的巨著，从而结束了彭阳地区有县无志的历史。无疑这是彭阳县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它将给全县人民树立一座文化丰碑，也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份永久性的精神财富，意义深远，功不可没。

在《彭阳县志》即将正式出版之际，县领导要我为志书作序，虽然自

知学浅文拙，唯恐玉容点斑而贻笑大方，但又盛情难却，只得叨赘涂鸦，

滥竽其间，权充补白，何敢称序。

吴 忠 礼

1996年7月1日



序 二

《彭阳县志》出版问世，实为彭阳历史之大事。
彭阳山川锦绣。全县253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红河、茹河、安家

川河自西向东越境而过，长城、孟塬等八大残塬座落其中，群山环绕，层
峦叠嶂，山塬相依，沟壑纵横，形成黄土丘陵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境内
有五峰胜景、挂马松涛、栖凤凝翠等景观，广为称颂。

彭阳历史悠久。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红河、茹
河流域繁衍生息。战国秦时设朝那县，西汉属安定郡。北魏置长城郡辖
黄石、白池二县，隋唐置百泉等县，元明设广安州，明弘治十五年(公元
1502年)废州并县，其间历1770余载。后遂归固原州(县)治辖，又经
481年。1983年7月29日国务院批准新设彭阳县，同年10月18日正
式成立。境内古迹繁多，有秦长城、汉城郭、唐宋城堡、宋无量山石窟、明
璎珞宝塔等古迹为世人仰慕，北魏石造像、骆驼纹铜牌和羚羊纹铜牌饰
等曾送国外展出。

‘

彭阳人杰地灵。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经青石嘴进入彭阳境内，播下
革命火种。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人曾在小岔沟、长城塬两次宿营。
1936年建立的中共虎家小园子党支部为我党在固原地区最早的基层
组织。此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在彭阳小园子、红河、峁堡等地一直坚持
到解放。1949年8月1日任山河战斗为宁夏的解放扫清了道路。

彭阳民风淳朴，勤劳务实。村民大多依’山势掘窑以安居，靠黄土劳
作而乐业。窑内广积粮以备荒，窖中多积水以防旱。虽三年两头灾，但
多数村民无缺粮之忧。改革开放的东风，使民风发生显著变化，商品观
念增强，市场繁荣，商贸活跃，正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道。

彭阳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新县。1983年重建县治，适逢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届县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回汉各族人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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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进取，艰苦创业，团结务实，励精图治，城乡面貌大为改观。党的十四
大以来，全县各级党政组织紧紧围绕县委、政府制定的全县经济发展的
基本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农业基础建设步伐加大，公
路、水利、邮电通讯、广播电视、基本农田、农电农机发展迅速；工业从无
到有，由小到大，门类增多；科、教、文、卫、体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县城一幢幢造型各异的楼房拔地而起，宽阔的中心
街道柏槐蔽日，人来车往。在昔日的田野上，一座新型县城已矗立在栖
凤山麓，茹河之畔。彭阳海拔较低，气候温和，降雨适中，在六盘山区形
成少有的特殊小气候，具有栽植经果林、烤烟等多种经济作物得天独厚
的条件。县委、政府为深度开发光热水土资源，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
致富，将经果林、烤烟、畜牧业确定为近年大力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现
已初具规模。以彭阳火车站为龙头，连接两个经济小区、四个市场、万亩
果园、数千亩烤烟的百里公路经济带，带动南北两翼，有力地促进了全
县经济发展。1993年lo月5日在县城举办的十周年县庆活动，区、地

党政代表及毗邻市县代表前来祝贺，三万余人参加的庆典仪式，规模宏
大，盛况空前，充分体现全县各族人民十年创业、十年奋斗、十年巨变之

壮举。彭阳的十年饱含着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地区等上级党政组
织的关怀与支持，凝聚着广大工人、农民、职工、干部及县内外科技、教
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一页将永远载入彭阳的史册。

盛世修志，再现辉煌，弘扬民族团结之精神；叙古述今，权衡得失，
激发再创新业之斗志。真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全体修志人员不负
重托，广征博采，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历时八载，终于成帙，其辛苦当以
洋洋百万字的志书为佐证。

我于1992年8月初，奉调任中共彭阳县委书记，时间虽短，但已深
深爱上了这块土地和世世代代生息在这里的人民。同时，亦深感编修好
第一部《彭阳县志》对资政存史、宣传彭阳、鞭策后世意义重大。期间，曾
多次过问修志进程，翻阅志稿，提出修改意见，为志书付梓略尽绵力。今
适逢志书出版问世之际，谨作小序，聊赘数语，以励创业之精神，共图美
好之未来。

中共彭阳县委书记 柳 富



序 三

第一部《彭阳县志》定稿付梓，完成了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我

倍感欣慰。

彭阳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自秦迄明，历设县治。在历史的长河

中，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的史实，随着兵燹战乱，政权更
迭，建治裁并而演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勤劳朴实，苦耕勤牧，

为反抗压迫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

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重设县治之后，全县人民沐改革之春风，浴开

放之甘霖，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建设彭阳。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以史为鉴，察古知今，便于施政。彭阳新建

县史虽短，但历史纵横交错，颇有可载之绩，又时逢盛世修志，《彭阳县

志》便应运而生0

《彭阳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材

料，新方法编纂而成。发凡起例，革故鼎新；篇目结构，科学精当九资料翔

实，文字流畅。通览全志，纵贯古今，横纳百业，囊括了彭阳地理、经济、

政治、人物、军事、教育、卫生、社会、风俗诸方面，追述了彭阳沧海桑田

的演变，反映彭阳人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成就，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这是一部浓缩的档案，是地方之百科全

书，领导工作之明鉴，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它对研究历史，彰往察来，认

识县情，探求规律，指导现实，大有裨益。

因本境县治断代较长，故名不见经传，资料缺乏，修志困难之大是

可想而知的。但由于历任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

及区内外修志同仁的指导，全体修志人员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数度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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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几易其稿，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去伪存真，详今略古，编纂出了第一

部《彭阳县志》，为彭阳的史籍立下了新的里程碑。借志书出版之机，我

谨向这部县志的编修人员和关心支持修志的各级领导、专家及广大群

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集中编纂时间短，人员少，失误在所难免。但我们要体谅个中

的甘苦，珍惜修志成果，从这部志书中鉴古知今，认识彭阳，研究彭阳，

为进一步建设彭阳献策出力。

今值志书成帙之机，仅就所识，草奉数语，聊以为序。

彭阳县县长 徐文彬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全县自然、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事主要从1983年重建县起，但部分内容上溯至无史料可稽，

下限迄于1993年底，唯国家领导人来县视察一项延至1996年8月底。

三、本志按照先自然后社会的原则，横排竖写，以编、章、节、日分立

记述·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后列附录，全志6编43章204节·

四、志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编，章前冠以无题小序，以追本溯源，承

煎痞冶。

五、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方式，以记述为主。

六、重建县前各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均综载于大事记，未另立

章节，以免重复。 ：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适量收入在本县有影

响的外籍人物，采用传、表形式录入。对革命英烈及获省部级以上表彰

的各界英模，行政副县(处)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中级以上人物，列表

入志。
。

八、行文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准。

九、志内援引数据，皆来源于档案、统计部门。

十、资料主要由县内各部门提供，部分采自有关典籍及群众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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