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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嘴山市计划志一》是石嘴山市计划部门的一部专志，经有关方

面的通力合作和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今天同读者见面了。值此对
’ 《计划志》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l对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诚

’挚的感激1 1．’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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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嘴山市计划志》设4章15节，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按照“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以石嘴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为依据，在’

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过’

程，比较系统地记述了自建国以来至1995年底石嘴山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重点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石嘴山市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

大成就，总结了计划工作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

民族政策，为加强民族团结服务；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方

针，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计划经济管理干部的素质，

把计划干部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
、

4人才。
’

：

编写这本专志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后人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科
‘学、严谨的志书，为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

此，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突出石嘴山地区特点，编写出石嘴山市国民

r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特色来：但由于认识水平和写作

能力所限，加之资料缺乏，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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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嘴山市计划志》是《石嘴山市地方志》的组成部分，+上限． ·，

自1949年始，下限至1995年底止，资料以现存档案为主，辅以I：／碑’
‘

资料，有的是本人供稿：有的是根据专访记录整理的，在占有翔实历

史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结合。』??
’

。一j二、本书由综述、。大事记、机构沿革与人事、各个时期发展国民
经济的五年计划、附录、后记组成，采用横排门类，!竖写发展，以类系 。

事，以事系人的方法。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并照应前后之间的逻
。辑关系』在以上原则指导下，全书以五年计划为中心，以时间为顺

序，共分十个时期进行编纂。即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第三个五年计

划至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一·
·

f．。。I

。；．三、志书计划范围和计算口径：j j 1一· ：一 p
_‘

1、计划范围：1949m1960年仅包括原惠农县；1960年二1972
年；石嘴山市区部分；1972--1975年银北地区(包括市属三区及郊

区平罗、：陶乐j贺兰县)；1975—1988。年市辖三个城市区及郊区、平

，。罗、陶乐县；1989m1995市辖三个城市区及平罗、惠农．、陶乐县◆：．‘
。’

o，2、计划价格分别按各个时期规定的不变价格，不同时期价格比 ．

较时则换算成可比价对比。 ．， ．．-，彬．．．

． 3、各时期计划执行情况j均以统计资料为据a：‘’露i■，
1

四，书中字体一律使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 √

的简化字，数字除习惯用汉字外，一般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度量衡

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

．单位》的规定表述。：≮，一。j．≯。～，㈡，：。。j·，一 。’_：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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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端，地跨北纬3s02：27"-'39。237，
东经105。587"-'106。597之间‘o东、北，西三面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伊

克昭盟、乌海市、阿拉善盟相邻，南与贺兰县、灵武市接壤。全市总面
积445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929平方公里。 ／ 、’

市境地处银吴平原北部，为宁夏地势最低处，贺兰山绵延西缘；

黄河自南而北流经东侧。．7从西往东依次排列四种地貌单元：贺兰山

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大部为风化剥蚀山地，占全市总面积韵

30．24％；洪积倾斜平原，位于贺兰山东麓，占总面积的10．87％；黄

河冲积平原，占总面积的／49j 39％；鄂尔多斯台地，位于黄河东岸，
占总面积的9．5％。地势两边高而中间低，最高点在贺兰山，海拔

3475．9米；最低点为石嘴山黄河大桥附近，海拔1090米。

市境处温带季风气候区边缘，属典型大附眭气候：冬寒长、夏热
短、春暖快而多风、秋凉早而晴爽，日照充足，蒸发强烈，降雨少且集，
中于夏季，空气干燥，温差较大。全市年平均气温在5．8一一-．9．4。C之

间，极端最高温37．9 oC，极端最低温--30．30℃。／绝对无霜期125～
165天。年平均降雨量170,'--,447．9毫米。7年启照总时数3060"-'
3217．4小时，太阳总幅射值6027"-'6203兆焦耳／平方米。年平均相
对湿度39,---,56％。全年多偏北风和偏南风，年平均风速2．0"---3．0
米?秒o ＼t }j 。

本市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条件较优越。已垦殖耕地7．03万公顷，

入均耕地i．7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尚未利用土地12．28万公顷，-

其中宜农荒地4．9万公顷，宜林荒地2．7万公顷。市境主要土类有：
灰钙土、灌淤土、盐土、碱土、沼泽土、潮土<灰褐土、灰漠土、风沙土、

粗骨质土、石质土、新育土等12个土类拍个亚类，总面积’38．87万
公顷。市境已发现植物种类665种，分爿7个植被类型：(一)荒漠草 ．。

原，主要分布在贺兰山东麓洪积扇区利鄂尔多斯台地南部；(二)荒

漠，分布于北部落石滩、陶乐红崖子等地，和我国西部荒漠相邻；



(三)草甸，分布于黄河漫滩及平原低洼地带；(四)沙生植被，分布于
、j， 鄂尔多斯台地沙区和平原局部浮沙地段；(五)水生及沼泽植被；分

·布在西大湖、沙湖等湖沼地区；(六)山地森林，分布于贺兰山中高山
地带；．(七)灌丛，分布在贺兰山中浅山区及山前平原地带。 1

黄河是最大过境河流，在市境内长146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 954立方米／秒，过境水量为iOl亿立方米／年，洪峰期均值流量为

3440立方米／秒，枯水期均值流量为491立方米／秒。都思兔河在市

境内长9．5公里，年径流量1408万立方米：贺兰山区发育众多沟

谷，季节性流水，较大的有大水沟、大风沟、汝箕沟、大武口沟等。平

原地区散布众多湖泊，较大的有沙湖、明水湖、高庙湖、西大湖等。市

境水资源总量为’10．8亿立方米，其中当地产水量1．6亿立方米，黄
河引入量9．22亿立方米。地表水水资源总量为9．77亿立方米／年，

浅层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为5．68亿立方米／年，多年平均排泄量

为6．4亿立方米／年，地下水补排基本平衡，水量较丰。
石嘴山市是西北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煤炭累计探明储量

23．61亿吨，保有储量20．66亿吨。煤种有焦煤、瘦煤、肥煤、气煤、

贫煤和无烟煤6种，主要分布在石嘴山、沙巴台、石炭井、呼鲁斯太
和汝箕沟等地。其中汝箕沟矿区的无烟煤+一“太西煤"煤质优良，

原煤发热量近8000千卡／千克，具有低灰、低磷和高发热量等特点，

国内之冠。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等方面的高炉喷吹、合成氨、活

炭、载体化学炭、代替石油焦制石墨制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其
矿产资源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石灰石、耐火粘土、紫砂等，储量可

口生物资源比较丰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沙冬青、野大豆、蒙古

桃、四合木等，稀有植物有斑籽麻黄、贺兰山蝇子草、贺兰山南芥

，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有枸杞、甘草、银柴胡、锁阳、萱草等。野生

椎动物有5纲30目n4种，其中国家。类保护动物有斑嘴鹈鹕、
鹳等，二类保护动物有白琵鹭、大天鹅、小天鹅、蓝马鸡、马鹿、盘
等。 。 ，·。‘一＼j‘ ’．：。．一 ‘。’。·．·J，一：。

一石嘴山，原为山名，据明代宁夏地方志记载，为“山石突出如嘴’’
意。秦代、西汉时隶北地郡，在黄河东设浑怀障，为古长城防御体
的_部分事两汉在黄河西设廉县；北魏时设历城，隶薄骨律镇；北
·2· 7

-；
‘



周设历城郡、建安县，隋代改广闰县(后改灵武县)；唐先天二年
(713)设定远军，后升为县，景福二年(893)复升为警州，隶朔方节度

使；后梁、后唐仍置警州，后晋改为威肃军，先后属灵武、朔方、灵盐
节度使辖；北宋设定远镇，属陕西路灵州；西夏时设定州、定远县；元

时沿袭定州，属甘肃行省宁夏府路；明永乐初年设平虏守御千户所．

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宁夏卫；清改平虏所为平罗所，雍正二年

(1724)升县，雍正四年(1728)、雍正七年(1731)分置新渠县、宝丰

县、乾隆三年(1739)地震后，废新、宝二县并入平罗，属甘肃省宁夏

府；民国初仍设平罗县，1941年分设惠农、陶乐两县；1945年在惠农

县黄渠桥(今属平罗县)设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平罗，惠

农、磴口、陶乐4县，均属宁夏省。

1949年9月底市境解放。“一五’’期间，石嘴山被国家列为10

个新建矿区之一．o 1958年，中共石嘴山工作委员会成立；1960年1．

月7日，国务院第93次会议决定撤销惠农县，设立石嘴山市，由自

治区直辖。1960年3月27日，石嘴山市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宣

布石嘴山市成立，市人民委员会驻石嘴山镇。1972年2月，国务院

批准设立银北地区，下辖石嘴山市、平罗县、陶乐县、贺兰县。1975

年11月银北地区撤销后，石嘴山市恢复由自治区直辖，市级机关迁

大武口，实行市管县体制，辖4区2县(大武口区、石嘴山区、石炭井

区、郊区、平罗县、陶乐县)。1987年1月郊区撤销，恢复惠农县。现
市辖3区3县。 ·

石嘴山市行政区划表

地区 乡 镇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全市合计 ．25 11 15 188 220

市区 1 12 154 4

大武口区 1 4 ． 50 40

石嘴山区 4 64

石炭井区 4 40

平罗县 12 9 2 30 12

陶乐县 5 1 1 1 5

惠农县 7 1 3 7



1995年底，全市有人口66．04万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4．72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30·22亿

元。粮食产量达2．63亿公斤。，工业已形成以能源为主的重工业体
系，成为宁夏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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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

’

10月4日，惠农县人民政府成立，县政府设民政科、财政科、建

设科、政府办公室，没有专设计划科，县政府机关为了便于工作设有

专职计划科员1名，由县长直接领导。从事县内工农业生产计划的

安排和检查工作。 、，

。一 ．’

一+ ’1953年 “．

√．

， 惠农县人民政府设计划科。 -- 一， -
·．√

‘

：?
～ r ．j‘1955年．， ．．：’

．．

4月24日，甘肃省银川专署发出(55)银专计字第25号文件
’， 《为编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要求五年计划中
一 的农业部分是整个计划的重点，工业生产和建设都必须贯彻为农村

经济服务，并与其密切结合的方针，其它方面可根据上述要求做好
- 适当安排。根据以上精神，于同年编制了《惠农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一

个五年计划》(草案)，经县人民委员会审定后上报，8月11．日，中共
’ 惠农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审议，认为：这个计划是符

’r 合惠农县的实际情况的，全县人民要为实现计划目标努力奋斗‘

6月1日，县政府为了便于工作，精兵简政，将原统计科并入计

划委员会，设计划统计科。
’

一⋯。 ，：

。

．， f‘1956年’ ．

1月5日，甘肃省银川专署发出(55)银专计字第86号文件，下

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农林水牧部分计划，作为正式计划贯彻执
行。惠农县组织实施。

1月22日，宁夏自治区人委通知惠农县：国务院第93次全体

会议通过设立石嘴山市、撤销惠农县的决定。3月26日石嘴山市首
．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与惠农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联合召

开。之后，惠农县机关停止办公，计划统计科终止工作。石嘴山市人
。 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设石嘴山市计划委员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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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2年 ：2
：

’，

1月，因经济建设的规模与日俱增，市计委内原由少数人从事

的统计工作难以适当较大的业务工作量，市计委在本委增设统计．
E羔 ， ．

． 周o

．．一，。 ．√。 ．．，： 1963年．．。’|，’ ．：j 一_|。，

，根据国务院和自治区的有关精神，市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石

嘴山市计划委员会下设的统计局、物资局从市计划委员会内分出，
成立石嘴山市人民委员会的直属局。 ’：一㈠：‘．

2月，为贯彻以调整、巩固二充实提高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充分

利用现有物资安排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市计委设立“清仓核 t

资办公室”，专门从事全市工、矿，企、事业机关团体及下马、停缓建

企业的物资清理工作一‘ ，、‘-
’，，、

，．t、

11月27日，宁夏区计委以(63)宁计发综字第843号文件发出

《关于立即着手研究三年调整时期的任务和准备编制“三五’’计划的

通知》指出，在过度阶段执行四条方针： ’：

1、坚定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

’民经济的总方针； ， ，

．，

2、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二

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j攻破尖端的次序

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 ’t’一 。．

’

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 ，2

1963——1965三年石嘴山市经济调整时期即按照上述四条方j

针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口’： _? ．j⋯．
：。．：‘

一 ．I，“ j一1964年。}：，一‘‘ ：‘0’ ’一：

·上半年，为了加快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进_步巩固农业的基
础地位，促进我市国民经济稳步协调发展，根据自治区计委的安排，
市计委于1964年初编制了《关于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初步规划》 ．‘

11月，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外省、市的部分工厂迁-

入石嘴山市，市计委增设“三线建设办公室”，专门从事负责搬迁企，：

业的建厂及生活事宜。．． _j．．，’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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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
二

．，

5月，为了加快国民经济恢复，i市计委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编
制了《石嘴山市关于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初步规划》，报市人委审批后

执行。一，‘j“ 。· 。．．
、

7月，由于大批眷属和自流人员随支宁人员来石嘴山定居，大

大增加了城市的供应，市计委增设“清理暂住人口办公室’’，负责劝

返、安置在本地城乡落户人员的事宜。
。‘

t’

．．

11月11日，市计委编制了《石嘴山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

年计划的初步意见》，报市人委审批后下达实施。 j‘|．

．．． ．1966年一 1。， -

1—2月，自治区计委先后印刷了国家计委与国家建委、财政

部、物资部共同拟定的基建计划、物资使用、公交、财务管理的三个

规定(草案)试行、 -’，·＼ ． 一一

3月，根据形势的需要，市计委将原“清理暂住人口办公室"改

要生产指标、基建项目的设想，同时，要求在拟定计划时，必须发动

群众充分讨论；彻底改变少数人关门做计划的老一套方法，计划要

切实可行，更要留有余地，要有具体措施。

同年，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工交组改名计划组，全面负责
计划工作。 j，一 j、 、’

’．．
，．

’



、
， j

，。 ．／
’

． ／
， 1972年 ． j ’／

2’月23目，银北地区成立，辖石嘴山市、平罗县、贺兰县、陶乐
县，实行地市合署办公，设计划劳动处，管理计划工作。√／。o 1-

7月22日，银北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根据宁夏区革委会

．．生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编制了《石嘴山市“四五’’计划(草案)》。：：。
， 1975年／．．-’◆+_．；

+o 1月13日，召开全区计划会议。传达全国计划会议精神，讨论

和研究全区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出了1975．年发展国民
经济的7项任务，以大办农业、加强基础工业为核心：此次会议上部

署了拟订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工作。‘：．



大工业门类，建设炭素工业、陶瓷工业、高耗能工业3个基地；开发

炭素、硅铁、电石、白水泥、钽电容器、陶瓷6个拳头产品；发展8个

年产值1千万元的企业。农业方面发展4546计划：即粮食产量突破

4亿市斤；农民年入均收入500元；突出抓好粮食、畜牧业、乡镇企

业、改土治水；加强养猪、家禽、水产、小尾寒羊、水果、蔬菜6个基地
’建设。 。

·

，一

这次会议提出的思想和发展的基本目标体现出积极探索、开拓

前进的精神，对调动全市多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挥本地区资

源优势、抓紧调整产业结构，进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都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市委、市政府本着“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原则，

又制定了关于国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及股份制试行规定等一些 ．．．

．力度较大的改革办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国营企业逐步由传统

的单纯产品生产模式向商品型、效益型的方向转换、1985年工业总

产值7．56亿元，比1984年增长22．83％，比1980年增长73．11％，

、创建市以来最好水平。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达到

10．3亿元。比1986年增长9．58％，城市企业有较快发展。1988年

．+城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6829户，生产经营总额6200万元，个体商

零售额占国营商品零售额的22．5％。农村把发展乡镇企业、开拓乡

镇经营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项重大措旋，1989年全市乡镇一。

企业发展到3743。。j+ i‘
．、

：I·’

．

’

，， ，1985年 t’-

，，+．

5月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石嘴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
室。． ．’一 ，，

^．

，

．．

。

、 ：， ’j 1986’年 ⋯．一’ ÷

．．6月，按照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宁夏区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部、
署，石嘴山市农业区划工作全面展开，抽调市县干部30余人，经过

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完成了《石嘴山市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12项+

专业区划报告。1988年12月6日经自治区组织成果评审，认为“石

．嘴山市农业区划成果达到了地市级农业区划的验收标准。该项成果

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91年1月

10日评为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石嘴山市副食品基地建设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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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992年2月20日被自治区国土规划农业区划委员会评为优秀

，科技成果三等奖》。 r j。’．o—i。，’
·

’、’‘。

J．。：

。。。，-。。‘i-： ．．1988年一 。
J；。．

1；，

'，， 3月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石嘴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办公
室。一。一． ’。：( 。 ．，

．，|．’ -
，‘。

+

，’

。
：；1990年

‘ j ．．·t

“．6月19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了石嘴山市国土’．7

规划委员会，抽调专业干部全面开展工作，于1991年6月完成了 ．．

《石嘴山市国土资源汇编》和《石嘴山市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

1993年4月15日，经宁夏区国土规划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认为：
， 《石嘴山市国土开发整治总体规划》是一项较为优秀的软科学研究“

‘成果，是自治区内质量较高的地市级国土规划。全书共15万字，j．
1993年经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项成果1994年12月29日

被宁夏区计委学术委员会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
‘

．

1991年 ·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市计委从机关先后派_出8名干 ．

部到六顷地、红崖子、礼和、周城、前进等乡和两个企业挂职帮助工。’

作，取得一定成绩，受到领导和组织的好评，其中：五人被提升职务。 、

1995年-． ’-
．-

’2月11日，市计委编制的《石嘴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经多次修改后，在银川举行了汇

报研讨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郝廷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

厅、计委、经委、科委、财政厅、经贸厅、农业厅、水利厅、林业厅、农建‘ ，一
』7委、重工业厅、电力工业局、冶金总公司、建材总公司、人行、工行、建-。。o，“

’，行、『农行、中行，银川铁路分局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应邀参加了会- ．．

，议，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1996年3。月29日+ ．：

’。

提交市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组织实施■ 。．．| ，～1
i．．、

～，，， ， __．r。．；一。I一 ：_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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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c ，。‘第一章机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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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惠农县(石嘴山市的前身)于1949年9月28日解放，10月4日

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政府主要设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政府

，办公室，没有专设计划机构。为了适应建国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县政

府机关设有计划专职科员1名，由县长直接领导。1 953年成立县计

划科。 二一 ^，
，

．．

·’1955年6月1日，计划科和统计科合并成立计划统计科。。，
1959年1月25日，惠农县人民政府由黄渠桥迁往石嘴山镇办

公，1960年1月22日，自治区人委通知惠农县：国务院第93次全

体会议通过设立石嘴山市，撤销惠农县，并将惠农县的石嘴山等10

个乡(镇)划为石嘴山行政区域，市机关设在石嘴山镇。3月26日石
，嘴山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与惠农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合并召开，会上宣布国务院关于设立石嘴山市，撤销

惠农县建制的决定，惠农县机关停止办公，计划统计科终止工作；石

嘴山市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后设计划委员会。

1962年‘1月，因经济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计委内原由1人从

事的统计工作难以适应与日俱增的业务量，市计委在本委内增设统

计局。 o ‘，

1963年1月7日，根据国务院和自治区有关精神，市人民委员

会研究决定：石嘴山市计划委员会下设的统计局、物资局从市计划

委员会分出，成立石嘴山市人民委员会的直属局。 t

1963年2月，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充分

利用现有物资安排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市计委设立清仓核

p。资办公室，专门从事全市工、矿，企、事业，机关、团体及下马、停缓建

企业的物资清理工作。 ，，

．，

，1964年11月，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外省市的部分

工厂迁往石嘴山市。市计委增设三线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搬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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