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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地区位于甘

与陕西省毗邻，西北

区接壤。全区辖七县

华池、庆阳七县和西

里，总人口205万人

称为“控振萧关，襟带秦岭”的西峰市。庆阳有粗犷雄浑的高原

风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垂裕后昆的革命传统，曾以“陇东

粮仓"闻名全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迅速崛起，社

会发展日趋进步。庆阳老区在改革开放中正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庆阳地区具有黄土高原的独特的自然风貌。东有葱郁茂密的

子午岭，西临高耸险峻的六盘山，北部高突，梁峁交错(最高海

拔208纠o，南部低缓，原面平阔(最低海拔886米)。全区地貌分

为：中南部黄土高原沟壑区；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东部黄土丘

陵区。梁峁高低起伏，河谷纵横相问。全境有10万亩以上大原12

条，面积382万亩。遐迩闻名的董志原总面积136万亩，平畴沃

野，广袤无际，土层厚实，质地松散，适宜农作物生长。区内有

马莲河、蒲河、洪河、四郎河、葫芦河5条河流和27条较大的

支流纵横贯穿，分别注入泾河，洛河，最后入黄，东流而去。河

流年平均总流量26．7秒立方米，总径流量8．43亿立方米。境内有

4】座水库、塘坝，总库容6亿多立方米。其中以巴家嘴水库为最，

是镶嵌在陇东高原的一颗明珠。全区属内陆性季风气候，冬寒较

短，夏少酷暑，秋季多雨：年平均气温在7。一10。C之间，日照

年平均2 250---2600dx时。无霜期南部短而北部长，年平均14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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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年平均480一660毫米，5—9月，雨量充沛，日照最

作物生长的最佳季节。区内有种子植物600佘种，农作物

320个品种。粮食作物以冬小麦为主，兼有玉米、高梁、

子等145个品种。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胡麻、烟叶、黄

瓜子、大麻等。经济林主要有苹果、杏、桃、枣、核桃

沙棘、酸枣等野生果树20多种和丰富的药材资源。庆阳

黄花菜以色泽黄亮，花苞丰满，，质嫩味美，富有营养而驰名国内

外，曾获国家经贸部“西北特级金针菜"，荣誉证书，评为全国名

优产品，年产量约400万公斤。宁县的晋枣和黄甘桃以及区内盛产

的经济价值很高的苦杏仁，·’久负盛名。_子午岭森林是甘肃省主要

的水源涵养林之一，2。全区活立木总储蓄量为1000多万立方米。畜

禽品种共计42个，其中以早胜牛、庆阳驴、环县滩羊出名。野生

动物有金钱豹、野猪、黄鼬、黄羊、扫雪、‘狐狸、獭、难等c；

区内北部石油藏量丰富，为长庆油田主开采区，长庆石油勘探局

就设在庆阳县城。这块黄土地尚有错经》所载周人“陶复陶
穴"，俗谓“地坑庄子’’的生土建筑。区内地表多为第四纪风积

黄土覆盖，有百米以上厚度，且构成均匀，r垂直节理。历来乡人

或靠沟沿坡，挖窑筑室；或原地下掘，成一大院，沿壁打窑，数

孔相问。这种建筑，占地甚少、省工节料。居其中，冬暖夏凉，‘：

恰然自乐。‘．‘ t。 ，’。、。 ：’。‘_’ ， ：’ 1。，t

’

o庆阳地区为华夏始祖黄帝活动区域， 是中华民族最早发

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远在20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

里狩猎和采集，，我国第一块旧石器于1920年就在华池县赵家岔出

土a周称庆阳为北豳，先周部落首领不窗曾率族人来此稼穑。其

后裔陶、公刘承业，使“周道之兴始于此"，(《史记》语)。秦

代庆阳为北地郡，。至隋改置庆州，宋代始为庆阳府，元、明、‘

清因之。民国二年废府，归属陇东道，廿四年设甘肃省第三区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西峰。1934年在华池县南梁建立了由中

1_lll】-●11●l●ll●I●-●l●J-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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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6年，陕甘宁省苏维埃

政府迁至环县河连湾，1937年成立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1940年更名为陇东分区。全国解放后于50年代初，设

立庆阳专区；治所西峰镇，1986年改镇．为县级市o； ⋯．。

庆阳地区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境内文物古迹甚多。发掘于庆

阳县卅里铺侏罗纪晚期岩石层中的“环江翼龙"化石和在合水县

板桥发掘的第四纪早期的“黄河古象” (剑齿象)化石，‘使世界

为之瞩目。其中“黄河古象"化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象化

石中时代最早、个体最大，‘，骨骼最完整的一具。区内旧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丰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齐家文化等古遗址达984

处。．著名的秦长城横跨华池、、环县、镇原三县进入固原，虽年久

废弃，但雄姿尚在。秦代修筑的直道，沿子午岭山脊纵越正宁、

宁县、’合水、一华池四县境，，至今大部分路基尚存，并可通行汽套
汉唐以后古迹颇丰；j已调查清楚的石窟寺69处，墓葬538处，古建

筑175处。开凿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的北石窟寺，现存窟龛295

处，石雕塑像2125躯，规模宏大，造型优美；为甘肃四大石窟之

一。唐至明代古塔有15座。华池县双塔寺的两座宋代石造像塔，

通体浮雕佛像4 1 00余身，’排列密集，雕作精致；在全国亦属少见。

这里曾孕育出许多历史名人。‘汉有官拜义阳侯的傅介子和哲学家

王符。魏晋时有著名学者傅玄。唐·五代时有传奇作家皇甫So，

宋代范仲淹曾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蒯·I；留下了至今被
人称道的诗文和政绩。。明有．“前七子"中的大文学家李梦阳：

悠久的历史熏陶培育了庆阳地区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皮影、

剪纸、陇东道情和民歌堪称庆阳“四绝"。皮影雕刻精细，造型

质朴，曾出访意大利，享誉国外。剪纸图案丰富，风格古拙，以

反映丰富的原始图腾文化和古老民俗而倍受思想文化界的青睐，

曾招引外国友人来访。。陇东道情高亢明快，粗犷悠扬，五十年代

经艺术家加工改造，发展为，“陇剧”。，成为祖国戏曲花苑的一株



奇葩。陇东民歌缘情而唱，乡情浓郁。其中《军民大生产》， 《Ⅱ自

们的领袖毛泽东》、 《绣金匾》等_直蜚声歌坛，经久不衰。．

．革命战争年代，庆阳地区曾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具有

光荣的革命传统。．区内的革命老根据地，包括现在的环县、华

池、庆阳、合水四个县的全部和正宁、镇原、’宁县的一部分，共

109个乡镇，占全区乡镇的75．观；面积23389平方公里，占全区
总面积的86％。‘一’ ’，，。

⋯

， 出生于宁县的王孝锡同志1926年入党，次年受党组织委派i

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秘密成立了庆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中共宁县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1929年，刘志丹等同志到陕甘宁边界一带宣传革命真理，开

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o 1934年2月在华池县南梁成立陕

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同年1 1月，。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习仲勋任主席。革命前辈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使革命根据地扩

展到陕、甘，宁三省的数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为经历=万五千里

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立足点，为抗日战争乃至全国革命胜利做

出了卓越贡献o ’。
，|，、

-

。1935年10月9日，长征红军经宁夏固原进入我区，途经镇原、

环县、华池三县，170个村庄，行程510余里，宣传革命真理，播下

革命火种o’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环县山

城堡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一个师。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长征的

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在中国革命斗

争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

一，．，

、7．1943年，三八五旅七七O团，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

，“自力更生"的号召，在团长张才干的带领下，开赴华池县的大、

小凤川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粮食满

囤，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的丰硕成果，为粉碎国民

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1943年彭绍辉任校长的



抗大七分校从山西迁入华池，历时三个年头的艰苦创业，不仅给党

培养了—批优秀干部，而且繁荣了边区经济o

7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和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老区人民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有15000多人参

军入伍，转战南北；有360000群众参加支前，给红军送粮送草，抬

担架、做军鞋，传递军事情报，掩护革命战士。这里，有在战场

上奋勇杀敌，壮烈捐躯的英雄；有为革命甘愿舍子的父老；有为

报国以身相酬的儿男。烈士鲜血浸润了老区土地，老区倾其所有

养育了革命。在血与火的冶炼中铸就的老区精神与历史永存。，

’．庆阳地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建国后，党和国家投入大

量资金扶持发展老区生产，使老区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给老区经济注入

了新的活力，使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国民经

济开始出现了全面、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局面。1988年，全

区国民收入达5．98亿元，比19 78年增长96．I％，年递增7％’比

1949年增长3．3倍，四十年年平均递增3．7％。工农业总产值达

9．53亿元；比19 78年增长1．，l倍，年递增7．8％；比1949年增长

3．9倍，四十年年平均递增4．1％。财政收入达8140万元，比19 78年

增长2．4倍，年递增1 3％；比有资料可比的1963年增长7．5倍，年递

增8．9％。农民人均纯收入244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年递增’
1 1．1％。

、

‘一

、·

． 农业生产面貌有了较大变化。1978年以来，全面贯彻党的各

项政策，农村经济开始由单一的粮食生产朝着综合发展的方向转

变。现已初步形成了以粮油、林果、草畜、乡镇企业为支柱产业的新

格局，畜禽、果品、烤烟、油料、黄花、瓜菜六大商品生产也有长足发

展。1988年全区粮食总产68．4万吨，比1950年增长1．4倍，人均产粮

365公斤。农业总产值达到5．64亿元，比1950年增长2倍。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从无到有。1988-年总产值达6．78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



产值。，广大农村五业并举，六畜兴旺，一派繁荣景象。

工业生产稳步发展。现已初步建立了以烟草，毛纺，石化、

食品为主导产业的工业新格局。1988年，全区工业企业发展至11464

个，工业总产值达到3．89亿元。1978年以来，工业总产值的年递

增速度一直保持在15％左右。工业产品种类增多，产量、质量明

显提高。其中电机、‘毛毯等23种产品获省优i部优称号。地毯等

轻纺产品行销全国各地j也深受外商欢迎。：! 一．7 f

‘：：伴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日益繁荣。改革开放打破了长

期以来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一统局面，‘促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
集体和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多维市场，对促进生产：’保障供给起了

主要作用。1988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6亿元，比1978年增

长1．8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交通运输事业也日益发展。

现已形成了以西峰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o!全区通车里程3千多

公里，’对外交通可直达陕，甘、宁三省区的10多个城市。。西峰有

民航班机往返省会兰州和首都北京o』 ：、。√’。。⋯∥．o、：j卜．

j．j庆阳地区现代教育开发较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边

区政府就十分重视教育事业。’‘1934年在华池县南梁创办了‘“军事

干部学校，，，和“列宁小学’’，1940年在庆阳县城建立了“陇东中

学”，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了校牌和’“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

题词。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教

育战略重点地位的逐步确立，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全区现有高等

师范专科学校一所，普通中小学已由五十年代初的700多所发展到

现在的近4000所。‘1988年各级各类在校学生38万多人，学龄儿童

入学率达95％。．教职工2万多人j其中获中级以上职称的3500多

人。近十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学生2万多名。’教育结构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以培养各类实用人才，．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为目

标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较快。1988年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总数

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例达到0-8．；．1 Q：



科技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区现有各类公办科研和技术推广

所(站)58个，加上农村大批民办科研推广组织，使全区初步形

成了一个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和技术推广网络。全区现有

中级以上职称的农、林、牧、水利等工程技术人员660人，他们

与农村大批土专家、 “田秀才”汇成一支科技大军，在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中，充分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

推广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十年来，获地区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256

项，其中获国家级成果奖1项，省级成果30项。

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区各县都建有专业文艺演出团体，

各乡镇建有文化中心(站)和电影放映队。以剪纸，皮影、刺绣、

草编等为主的庆阳民间工艺美术以它的古朴性、民俗味和寓意感．

闻名遐迩。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 曾于1988

年在西峰举行讨论会，重点观摩研究。同年地区工艺部门在深圳

参加了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 ，产品销售一空。

医疗、保健设施发展很快。目前全区已实现村有卫生所，乡

镇有卫生院，县有综合医院，其中四个县还建有中医院。地区拥有

400多张床位的综合医院、250多张床位的中医院和一所妇幼保健

院，防疫、地方病防治机构基本健全。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排球、田径、柔道等项目在省内属中上水平。

无可讳言，庆阳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全国先进地区比较，

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问题和潜力同在，困难和机遇并

存。有着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精神的庆阳老区人民，将在党的十

三大路线指引下，以顽强的拼搏和不懈的努力从事开发和建设事

业，全区社会文明和经济繁荣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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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广播电视是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新

共的事业之一。它凭藉电波、导线传播声音、．图像、，色彩和文字，

可以直接深入广大群众，‘有强大的感染力。各种年龄、各种职业、

各种文化程度，包括不识字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信息、知识，

丰富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广播电

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广阔的前景吒一．．j，‘_。 ：．、．_，，

，庆阳地区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从1940年12月30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宣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的那、

一天起，．庆阳老区人民就从自己的广播里，听到了党和边区政府

的声音，这声音犹如茫茫黑夜里的灯塔h照亮了人民前进的道路。

它对团结人民，瓦解敌人，推翻鼍座大山"_．赢得中国独立．
和平、民主，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庆阳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怀重视下，在甘肃省广播电视厅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和长足发展。到现在，

‘全区已经建成了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城市与农村并重的现代化广

播电视宣传网络：为全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内外大事，掌握信

息，学习科学知识，更新观念，开发智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

丰富文化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全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现代化工具。 ．

。

为了；；亡集宝贵的历史和现实资料，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记

载向现代化进军的广播电视历程，从而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决策

和强化我们自己的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广大广播电视工

作者提供准确、系统的资料，使得“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明

古知今，开拓前进。从1988年开始，经过志编者两年多时间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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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庆阳地区广播电视志》的编修工作。 《庆

阳地区广播电视志》集纳了50多年的历史资料，汇总了全区8个

县市广播志(资料稿)精华，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志书‘以广播电视事业建设为基础，‘以宣传和管理为中心，尽可能

翔实地记述了全区广播电视事业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历

程，力图揭示其内在的规律与特征，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二为产

播电视的改革、探索发展路子，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料。。，’

一’《庆阳地区广播电视志》的编纂，是在甘肃省广播电视志编

委会和庆阳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作为全区

广播电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惠书，‘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

志编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详近略远；。秉

笔直书，+广泛收集，’精心编纂j终于使这部志书同广大读者见面

了。。但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绳愆纠谬，

不吝赐教；以便今后续修时进一步完善：4“‘“!_’， 。J‘一。．-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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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以保存历史资料，促进专业建设，弘扬老区精神，进行思想教育

为目的。一

二、本志体例，为横列门类，纵述始末，分章、节、目三级

记述。志，传、纪、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图表随文，相。

得益彰。为保持志述紧凑，较长附录，集中志后。

三、本志直述事实，不加评论，既记全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

展和成就，又反映局部挫折和教训，以事实展显兴衰，寓理于氧

四、资料来源，以地、县本行业档案为主，经严核精选
入志。从保存事业资料出发，力求系统完整，真实可信。数字以，

统计部门和本系统专业报表为准。

五、本志断限，上始1934年，下至1988年底。

六、地区概貌与专业概述分写，以保持两部分内容集中完整，

克服须眉混杂o

七、所录人物，先进模范为地区以上表彰者；老职工名录为

连续在本行业工作三十年以上者；行政领导为县级以上历任正副’

负责人。

八、优秀论文，稿件选录，以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国家出版

社公开出版发行j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著；经省级以上新闻

单位评选获奖的优秀稿件。

九、本志通用白话文，记述体，语言力求朴实精练，摒除

浮华形容，模糊含混，虚言过度，冠之虚衔等倾向。历史纪年、



和省史志编纂指导单位的规定执行。

按国家出版单位最新规定的规范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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