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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盐池县委书记 王振宇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东部，与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四省区之定边、环县、鄂托

克前旗、灵武、同心五县、旗接界毗邻。因战略地位重要，可“羽翼陕北，控扼朔方"，有“平

固门户’’，“环庆襟喉’’之称。更由于盛产食盐、裘皮，甘草“三宝’’而驰名。因之，早在

二千多年前的汉初即置县，名晌衍。因以盐业著称于世，随着历代建置的变迁，故易其名为

盐州，花马池、盐池。1一
。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

10月胜利到达陕北。翌年五月，红军西征部队挥师北上，于6月21日一举解放盐池。从此揭

开了我县历史崭新的一页，遂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中，盐池县各族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抗击日寇，歼灭敌顽，支援前线而

努力奋斗，前仆后继。许多革命先烈驰骋疆场，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业

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生产，踊跃支前，’曾涌现出众多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谱写了光辉的。

历史篇章。尤为重要的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盐池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奋发图强、艰 ’·

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人民当家做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胜过几千年。

历史在发展，人民要前进。为了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述我县地理、历史、革命斗争、c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二风土人情的变革发展，以使我们借古鉴今，承先启后，愚公移山，

制服“沙龙"，尽早改变盐池面貌，加速四化建设步伐。因此，编纂一部新县志，为全县十
l

二万人民之宿愿。
’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胜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拨乱反正，百业振兴，中共盐池县委于1982年作出编纂盐池县志的决定，并设编委会，

及办公室。以专业人员为骨干与各部门业务内行相结合，组成调研，撰写班子，广收博采、

不懈努力，查阅档案、图书数千卷，调查走访几百人，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取精去粗，撰写一集即油印一集，分送革命前辈及各有关专家，教授，名师指点斧

正，几经讨论，数易其稿，新志始成。在修志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与支

持，又承宁夏人民出版社给予出版发行。特别是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傅振伦，在百忙中修稿定弦，撰文作序。在此，我代表县委向为编纂《盐池县志》尽

心尽力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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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池县志》定稿期间，我受编委嘱托，利用工余假日，通阅全志，总的印象是：’这部

新志真实地反映了我县的面貌，突出了革命传统与地方风物，具有新观点，新特色。当然，

-，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希读者不吝赐教。值新志问世之际，撰此为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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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辜垦劳妻毒差畚≮孝雾雪傅振伦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1个叫。

一 我国国史历代编纂不绝，地方志书也是数十年纂修一次。上白天象，下至地理，以及典

‘章制度、社会情况，人物业绩，藉史志以流传至今。撰史修志诚为我国的一．种优良传统。

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极重视修志-r作。早在1956年拟定的《十二年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就曾提出新修方志的任务，各地修志方兴未艾，不意在“文化大革

f，命，，期闻受到挫折。1980年党中央号召研究编纂历史后，各省，市、自治区、县纷纷响应，

又重整修志大业。

宁夏回族自治区远在六七千年前即有人迹和细石器文化遗存。其所属之盐池县古为昀衍’

。戎地，《汉书·五行志》载，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公元前320年)已有晌衍之地。汉初置郡

县，晌衍县隶北地郡。其地处平固门户，’为环庆襟喉，是军事要冲。地利宜农宜牧，富有矿

藏、食盐，盛产良马，皮毛、药饵。数十世纪以来，勤劳勇豉的劳动人民在这块富饶美丽的

土地上，开拓了祖国疆域，发展了经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对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当地党政领导同志为了提供现实建设依据，为了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在1982年6月编成《盐池县党组织筒史》和《盐池革命回忆录》初稿

，之后．即以原设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的金班人马，组成县志编纂委员会。工作人员抓紧时

：间搜集史料，．调查走访，查阅图书档案、参稽文物，阕五月开始编写，至1983年7月全书

完稿。其体裁，内容大体参考中国地方志协会1981年7月起草的《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

议》，分为概述、大事记略、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九编，共四十八

章，一百六十五节，计七十万余言，并附以图、表、照片等。

今日修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所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南，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以新的立场，观点，方法编写方志，

其实质就是古为今用，详今略古，实事求是，掘事直书，突出时代性和地方性。今综观此

书，是合乎这些要求的。如大事记略、政治编都是详今略古。文物也叙及1952年建立的烈士

塔和酉征红军的革命文物。人物编则专记近现代之事，有个人，有集体，既继承了纪传史体

专传、汇传、合传之例，也是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以记录人民集体的业绩。新中国成立

后百废待举，建设万端，而事物又极纷繁，今此书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据事叙实，不仅条理井然，而且立论正确。我们所处的

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各地演出了无数泣天地、动鬼神的革命事件，涌现了无数叱咤风云

。的人物和披荆棘、斩草莱，开天辟地的英雄烈士、劳动模范，他们的崇高理想、先进事迹、献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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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精神，是今天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材料。新志所载的这些事迹，无遗

无漏突出了伟大时代的特点，并且侧重于地方特点。如概述编详叙了本地的自然环境、历代

政事和天然资源，列举了实地调查的科学数据，、都可资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参考。经济编畜

牧业著录了群众放牧的四项经验，记载了地方土特产的食盐，皮毛j甘草“三宝’，。社会编

集录了民间农业生产斗争，生活实践中总结的宝贵农谚，还记载了民间歌谣、故事传说，又

是研究地方文艺，民俗的好材料。经济、文化等编详述本地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情况，‘今昔对

比，显示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也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阅者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

油然而生。总而言之，盐池新志是具有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是一部有用的好县志。

当然，我们刨修县志，无成规可循，不无缺点，但无瑕白壁是罕见的。在短期内能编写出这

部新志，是值得称赞的。

盐池新志的编写是成功的，推其原因，约有四端：一为党政领导的重视’二是群众和各

机关单位的支持；三是老中青干部的团结合作与不懈努力，四是以驾轻就熟富有经验的党史

资料征集组班子续修县志，既精减了机构，．也提高了功效。实为修志工作积累了可贵的经
．

验。 ．

盐池修志诸同志与我时通音问，深知其工作的艰苦，今又见到可喜丰实硕果，因遵嘱面

内z薏
‘ ’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



例

一、《盐泄县L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成

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的“一方之全史，，_。

二、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的结构形式。分志并列，横串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从实际需要出发，全志分为概述、大事记略、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

九编。各编又视内容情况设置不等章节。 。

，三、本志体裁，有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各编章之中，

做到文图并茂。 、。

四、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明，寓褒贬予事实之中。一．

五、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清"，“中华民团"等。历史纪

年以当时通用年号，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代。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依

当时的规章制度和习惯称呼为准。对于人物，一般直书其姓名，直述其事，不加褒贬之词。

，六、本志为新修地方志，不是续编。因而，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为追本溯源，根据资料

考证，尽量上溯。但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各分志上溯年代有远有近，因志而宜，重在当代。

下限基本断于1982年底，个别内容为了叙述完整起见，则视实际情况略作下延。 -，

七、盐池县为革命老区，关于新旧社会的时间界限，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盐池之前，

称“解放前，，，之后，称“解放后”；1949年lO月后称“建国后"；1936年6月至1949年9

月一段历史时期称“陕甘宁边区时期’’。
‘

八，大事记略采用编年体，所记事件凡有月日可稽者，注明月日，日期不详者附予月末，

用“本月”表示；月不详者附于季末，分别用“春"、“夏"、“秋’’、“冬，，表示；季度

不详者附于年末，用“是年"表示。凡同一日内记载两件以上事情者，从第二条开始耐面均

加三角符号(“△")，以示说明。“本月"、“春"、“夏黟，“秋"、“冬”j“是年"

。项下亦然。 ．
、

，’

九、盐池县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战争较多，志内特设军事编。’’

十、人物编分传、表两部分。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志内立传者大多是比较有社会

影响的各界已故人士，特别突出革命烈士和劳动人民。同时选择个别反面人物入传，以作反

面教员。“烈士谱"专录从本县参军的革命烈士。 “模范人物表"主要歹d当代各条战线上的

先进人物。
‘

十一，志中援引文献、古籍的原文部分，均注明出处，以供查考。一般资料，为节省篇

橱，未注出处寸
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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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本县档案馆所藏文件和县级各部门提供的材料。部分抄摘

子外地档案资料部门的案卷和一些老年人的回忆录、采访记。均经反复核对，力求翔实可
靠。

十三，'本志定稿时，政社合一的“公社，，已改为乡。考虑若干年后读者之方便，故采取一

两种办法处理：凡叙述公社存在之时的历史，行政建制，仍遵从历史事实用“公社力称谓，

凡用以区分位置．地址，注释古地者，以乡称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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