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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区志

序

编撰地方史志，乃我华夏民族渊源流长之文化传统。唐太宗李世

民云：“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察得

失”。一部史书，绵延千载，可备考史，可资施政，可警当世，可化后人。

故，编修一部好的地方志书，实属百代盛业，为政要务。．

远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先民就繁衍生息在

白银这片热土上。白银的有色金属开采业可上溯至宋，尤以明万历年

间为盛。“凤凰一爆惊环宇，宝藏四开耀九天"。1956年的大爆破，揭开

了白银历史的新纪元，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至此才真正迸发出青

春活力。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白银人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劳

的双手，催生了一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灿烂明珠，一座新型的工业

城市在这亘古荒漠戈壁上拔地而起。

这块古老的土地蕴含着悠久的历史!这座年轻的城市焕发着蓬

勃的英姿!

然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白银区在此之前并无志书，这岂非

是一件憾事?所幸者，自白银区设置以来，修志工作一直为历届党委、

政府所关注。尤其白银市恢复成立以后、1993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

建以来，在市、区领导及市志办关心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鼎力协助下，

《白银区志》的修编工作如沐春风，如遇甘霖。区志办编纂人员勤于职



守，兢兢业业。寻籍问典，收集资料。拟定体例，设计篇目。披阅十载，

数易其稿。始得《白银区志》今日付梓。实谓功伟业著、可歌可贺。

该卷《白银区志》属创修。前无古人，后乏现例，白手起家，委实不

易。疏遗讹误之处在所难免。然，瑕不掩玉，贵在雕琢：诚望各界方家

同仁海涵并垂青赐教。

是为序。

中共白银市委常委、白银区委书记 孙晓霖

白银区人民’政府区长 袁崇俊

2002年9月



白银区志

凡 例

一、新编《白银区志》以“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立足现代，放眼未

来"为宗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白银区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加

相统一，突出“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事物起源，下限断至1995年。《大事记》延

至1998年，《人物》延至截稿时。

三、本志记事范围以现行辖区为主，着重记述1956年县级建制

以后的建设发展史，简略记述驻区中央、省、市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概

况。

四、本志设8编、57章、267节，总体以建置、自然地理、城乡建

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顺序排列。

五、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体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历史纪年、数字运用、标点、称谓等，均按志书编纂规定处理。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据事直叙，力求严谨、简洁、通畅，忌生造字

词。

七、本志资料来源以文字资料为主，调查口碑资料为参考。

八、入志人物以《白银区志·人物编纂细则》为准。

九、《附录》主要辑存白银古今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保存地方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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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白银区位于甘肃中部、白银市西部，是白银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以

有色冶金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6。14738”至36。47’29”、东

经103。54’24Ⅳ至104。24’55，，之间。西与兰州市皋兰县接壤；南临黄河，与榆中县青

城乡及靖远县平堡乡隔河相望；东与靖远县刘川乡毗邻；北与景泰县中泉乡为

界。地处陇西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形总趋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点武川乡青

石岘，海拔2273米；最低点四龙乡黄河漫滩，海拔1420米。城区建于四面环山的

郝家川盆地，辖区东西长约47公里，南北宽约60公里，总面积1372平方公里。

有汉、回、满、蒙、苗等22个民族，总人口25．08万。．

白银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荒漠气候区，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干旱多风，降雨稀少。多年平均气温8．07℃，日极端最高气温

37．3℃，最低气温一26℃。年均降水量198毫米，年均蒸发量1997．1毫米。太阳

年均辐射量141千卡／平方厘米。累年平均大风日数51．6天。年均无霜

期183．8天。
?

白银区有悠久的历史，强湾乡莲花山南麓的齐家文化遗址，说明在5000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境内已有先民繁衍生息。度坚城初筑于1600年前驻牧境

内的鲜卑乞伏氏，后为曾统治整个陇右地区的西秦乞伏乾归政权建都的地方，是

西秦秦兴郡郡治所在地。凤凰山有色金属开采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宋

代。‘600年前的明代，白银厂采矿工人最多时达3000多人，有“日出斗金”之说。

“白银”这个响亮的名字，那时已传遍整个西北。 一“

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凤凰山露天矿是我国发

现最早、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强的黄铁矿型铜矿床，金、银、铅、锌、铁、锰及非金属

矿石灰岩、石膏、石英岩、重晶石、陶瓷粘土等也有丰富的储存。白银是我国重要

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之一。 “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清嘉庆进士顾名，最早创建青城书院，是地方教育发展

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咸丰进士张照南、光绪进士李扬宗曾任户部主事。李宗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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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显赫，光绪帝敕封建威将军。狄世襄曾任民国甘肃省议会议长，勤政爱民，疾恶

如仇，34岁即惨遭杀害。李树正曾任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国防研

究院军事组首席讲座、陆军中将，有多部军事著作问世。今人张巨湘著《三象年

历》，是对中国历法前所未有的创新，个人获国家科委先进工作者称号。

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白银市筹备委员会(县级)；1958年4月，白银

市升格为地级市。1961年11月，设置白银市市郊区；1963年7月，白银市建制撤

销，市郊区改称白银区，划归兰州市。1985年8月，白银市建制恢复，白银区划归

白银市。从1956至2002年，白银走过了47年的历程。60岁以上的老白银人清

楚地记得，这里原是一片狐兔遍野、荆棘丛生、人烟稀少的荒漠沙滩。47年，在这

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暂时光里，白银区在工业、农业、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白银人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

建设的壮丽诗篇。

半个世纪前，郝家川堡子内外仅有居民22户，方圆20里，也不过百十户人

家，散居于简陋的土屋与窑洞之中。1956年，郝家川建成了历史上的第一座楼房

——白银公司专家招待所。1957年，城市的供水、供电、道路建设全面展开，民用

建筑完成20万平方米。1960年，城区人口增至6万；1985年，城区总人口达10．

95万；1995年，城区人口17．62万。90年代起，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大商场，高层

办公楼、营业楼、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蔚为壮观。城区道路纵横交错、宽敞整洁，

总长度达45公里}城区桥梁总长度达1100多米。供水、供电、排污、防洪等设施

完善，布局合理，安全可靠。城区共有园林点12处，总面积近150万平方米。金

鱼公园、银光公园，湖波荡漾，垂柳拂堤，琼楼画阁，金碧辉煌，为白银人民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晨练暮舞、休闲娱乐的场所。

区境为“丝绸之路"北道一段，又为唐代以后形成的兰(州)宁(夏)驿道咽喉

要隘。民国17年(1928)，甘肃省政府建设厅以工代赈修建兰宁公路，26年境内

段建成通车。1956年后，兰宁公路经过多次改扩建，成为国道109线的一段。包

兰铁路过境段全长41公里。全区县、乡公路总长度735．93公里，已实现村村路

通、电通、邮通，大部分乡镇都开通了现代化电信业务。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交

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联合企业，1995年在册职工

5万多人，下设35个二级厂矿单位，区境有生产单位19个。自1960至1995年，

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89．89亿元。银光化学工业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所

属的大型军民结合型化工企业，固定资产总额12亿元，有多种产品打入国际市

场。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二十一冶金建设公司、白银供电

局、大峡水电总厂及省、市属企业白银针织厂、白银棉纺厂、白银磷肥厂、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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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通电缆厂等构成了白银城区工业的脊柱，为白银的工业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1995年，白银区属13家国营企业实现总产值5448．40万元，销售收入4412万

元。规模较大的集体企业5家，年总产值1300多万元。80年代后，区属乡镇企业’

蓬勃发展，至1995年，全区有乡镇企业851家，从业1．99万人，已形成冶金、化

工、建筑、建材、商业服务、交通运输等支柱产业，产品有200多个品种，其中脱水

蔬菜、刺绣服装、稀土金属等10多个品种远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80年代后，种植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粮食种植面积逐年缩小，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村土地及劳动力大部分投入商品经济生产，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增加，塑料大棚、地膜栽培、日光温室面积逐年扩大，并增加了油料、瓜类种

植和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养殖业开始由自养自用的单一型向以销售为主的规模

化经营转化。农业生产已初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商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后，承包经营、私营及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95年

底，全区有个体批发零售网点3268个(户)，从业4120人；有集贸市场7家，货物

年成交量4．11万吨，成交额2．94亿元。公园路市场有工商户1200户，从业

1895人，经营300多个品种，每天上市6万多人次，日成交额平均40余万元，

1995年成交额2．35亿元，1987年后，曾4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命名为全国

文明集贸市场。
’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凯德在水川蒋家湾倡导创建的六德书院，是境内最

早的学校。民国7年(1918)，六德书院改称六德小学堂。1949年8月，境内共有

公立小学11所，学生793人，教职工38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得

到历届政府的高度重视。1995年，区属各类小学有95所，在校学生1．42万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毕业率99．5％；区属完全中学两所，职业中学1所，

职业中等专科学校1所，独立初中9所，九年制学校4所，教职工628人，在校初

中生9651人，高中生3629人。驻区企业、市教育行政部门办普通中学9所，在校

中学生1．78万人，其中高中生6000多人。1977至1995年，区境各类中学共向

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1．16万人。

1949年前，境内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主要为春节期间的闹社火，内容为秦腔

社班演出及太平鼓、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等，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

1949年后，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日新月异，活动内容除旧有的一些民俗活动外，60

年代，有线广播在农村开始普及；70年代，电影深入农村，收音机进入农家；80年

代后，电影、电视、录像、VCD、摄影、书画、歌舞、音乐、集邮等广泛普及，呈现出

新颖别致、丰富多彩之景象。

1995年，全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70人，其中工程技术96人，农业技术

152人，卫生系统408人，教育系统1111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03人。199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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