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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运动会开幕式





第五届教师节大会光荣榜

40下扶进口平矸司嚣骰日

代表团百余师生来访

1984年未央区中小学先进班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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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未央区位于西安市北郊，北依滔滔渭水，南与西安市城区相连，东临泸

河、灞河，西与成阳市接壤，东西长约21公里，南北宽约l 3公里，总面积

252．1平方公里，人口3 1．29万人。本区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

导，发展多种经营的近郊地区，具有“亦城亦乡，亦工亦农，行业俱全”的

特点。本区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刘邦称帝后的第七年(公元前200年)由

萧何监修未央宫，两年后竣工。 “未央”意即繁荣兴盛，不尽不衰。1954年

西安市人民政府设新区建制时，亦名“未央区”，即来源于“未央宫”古宫

殿名。秦、汉、唐等11个王朝相继建都于长安，且绝大多数都城位于未央区

内。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文物古迹多达40余处，著名的有秦阿房宫，汉未

央宫、唐大明富和汉长安城。未央区的教育事业起步较早，建于汉武帝元朔

五年(公元前124年)的太学，遗址位于今未央区小白杨时附近；培养艺术

人才的梨园，遗址位于今未央区大白杨村附近。

未央区的行政区划是逐步形成的。西安解放初期，现未央区所辖区域之

大部，归长安县管辖。1954年12月，西安市人民政府将原长安县渭滨区和三

桥区的一部分划归西安市，建成草滩区，把原西安市第八、第十一区合并组

成未央区。当时，草滩区与未央区并存。1957年4月，西安市人民委员会撤

销了原未央区建制，并将所辖的大白杨和马旗寨两个乡划归草滩区，同时将草

滩区正式改名为未央区。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新城区的建制于同年

5月被撤销，其原辖地区并入未央区统管。未央区人民委员会于同年6月由

张家堡迁至尚德路办公。1962年5月，新城区建制恢复，未央区人民委员

会于同年6月初迁回张家堡办公。1965年10月，西安市人民委员会撤销了未

央、阿房、灞桥、雁塔四个区的建制，合并成立了西安市郊区，区人委设在

小寨。1980年3月，西安市郊区建制撤销，4月1日未央、灞桥、雁塔三区建

制恢复。未央区政府设在龙首村。

未央地区的教育事业源远流长。清代及其以前，大的村落都设有私塾。

民国时期，私塾逐渐改为小学。直到民国32年(1943年)，长安县第二初级

中学(今市33中)于三桥创建，才填补了本地区无中等学校的空白。另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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