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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建设志
庆阳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甘肃人民出版社



《庆阳建设志》出版发行

一部历时三载，数易其稿，成书61万字的佳作一一《庆

阳建设志》，由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庆阳市建

设局完成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是全市建设系统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庆阳建设志》分上中下三编，设十六章七十三节。从编

写内容到印刷质量都保持了优质。和全国已出版的好的建设

志与得奖的建设志相比并不逊色，且有许多独到和创新之

处，确是一部优质佳作，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鲜明特点。

一、收录内容广泛。志书记述了庆阳“四建”(基本建设、

重点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四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市政公用业、勘察设计业)的全部内容，体现了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和使命。国内已出版的建设志，基本上

都是城乡建设志、只记述了“两建’’(城市建设，村镇建设)、

“三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业)的内容，普遍

缺基本建设、重点建设和勘察设计业的内容。
，

●

二、略古详今的编志原则掌握得当。编志就是把历史演绎

的精华载入史册，详今而不拖沓冗长，略古而不遗漏大要。

本志记述了庆阳古代城池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并对

府城、州城、郡城、县城、其他城池一一作了记述，使读者



首次系统地完整地看到了庆阳古代池演绎的历史。如果将这

些可贵的资料略去，那后人就很难看到庆阳古代城市发展史

了。对详今原则的掌握也恰到好处，本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庆阳“四建”、“四业”的历

史和现状，文字简明扼要，并为冗长，全志6 1万字。

三、记述了庆阳古代城市规划。有城市建设。就必然有城

市规划，因为城市是按规划进行建设的。但庆阳古代没有成

文的城市规划资料可供借鉴，是修志者经过深入研究而写出

的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规划论述。这在其它建设志中是不多

见的，惟有《庆阳建设志》编写了这一节内容。

四、现代城市写法独具一格。一般建设志就城市单纯写城

市建设。《庆阳建设志》不仅详述了城市建设，即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而且简述了市、县域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

济社会概况。因为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市、县域的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市、县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市、县、域自然地理条

件好，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快，则城市发展就快。反之，则慢。

同时在写城市建设一节时，不单纯写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而

加写了城市供电、城市电信，形成了完整的城市基础设施，

为招商引资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五、断限贴近实际。志书上溯远古，下限断止1 9 9 5年。

1 9 96年一一2 0 0 0年，是庆建设事业有史以来发展最快、成



绩最辉煌的时期，所以将概述和一些章、节延伸到2 0 0 0年

底，增强进代性，有利于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效益。

《庆阳建设志》是一部很好的建设行业志书，实事求是的

记述了庆阳自古至今各项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为各级领导和

有关部门提供了科学的历史借鉴，为广大建设者提供了宝贵

的历史教材，其保存的资料信息，必将发挥“存史、资政和

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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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真

《庆阳建设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庆阳市委、市政府(原中共庆阳地委、

地区行署)的领导下，在《甘肃省建设志》、《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

进行的。经过全市建设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编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庆

阳建设志》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全市建

设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全市建设职工奉献给新设庆

阳市的珍贵礼物。

庆阳历史古老悠久，文化丰厚灿烂。她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周

人先祖不窑、鞠陶、公刘开基创业之地，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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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曾经发掘出我国第一块旧石器和闻名于世的“环江翼龙”化石、“黄河古

象”化石。阳堀遗址中的土木结构住房，标志着仰韶文化时期的庆阳建筑已

具一定水平。境内遗存的战国秦长城、魏长城、秦驰(直)道为古代建筑史上

的奇迹。艺术精湛的北石窟寺，气势雄伟的古代砖石塔，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

等古建筑记载着千百年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古代城池的发展演变，显示了

庆阳古时“扼控萧关，襟带秦岭”的重要战略地位。现存的“南梁政府”、“抗大

七分校”、“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山城堡战役”等革命遗址及纪念性建筑，反

映了庆阳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历史和近代建筑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庆阳建设揭

开了崭新的华章。全市建设职工抗严寒、冒酷暑，长期奋战在建设第一线，用

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劳勤奋的双手建高楼、筑大厦、盖厂房、修公路，在古老陇

东的黄土地上，描绘出一幅幅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新画卷，使庆阳发生了历史

巨变。建设者的功绩，当载人史册，昭彰后世。

《庆阳建设志》是一部建设行业志书。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贯通古今、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庆阳建设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建设职工艰苦奋斗、建设家园、不断开创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的业绩进行了记述，展现了建设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庆阳建设志》分上、中、下三编，设十五章、七十三节，囊括了工程建设、

重点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及建筑业、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业、勘察设计

业的全部内容。记述时限上自远古，下至公元1995年，一些章节延伸到2000

年，古今并蓄，内容丰富。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编志工作者从大量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字斟句酌，浓缩出这部六十

万字的庆阳建设行业“百科全书”，弥补了庆阳无建设专志的缺憾。

“鉴古知今”，“鉴往知来”。这部志书的问世，必将为跨人21世纪的庆阳

建设事业发挥资政存史作用，为广大建设工作者们铭记昨天、珍惜今天、开创

明天发挥激励教育作用。

祝崛起的庆阳明天更加美好!愿未来的庆阳建设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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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本志由庆阳市建设局(原庆阳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处)组织编纂。编纂

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庆阳建设事业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使全志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结合。

二、本志分上、中、下三编，其下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全志坚持略古

详今、重在当代的编纂原则，类目力求齐全，历史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995年，

一些章、节延续至2000年。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录和照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除有

特殊要求者外，一律用规范的简化字；字母、符号除有特定专业技术要求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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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一律用汉字表述。

四、本志内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农历月、日用汉

字。

五、本志正文内有关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时一律用简称；旧

地名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现名，以后出现时不再加注。

六、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1990年庆阳地区行政区划为准，在记述中有时

涉及域外。

七、本志采用的数据，以庆阳市统计局(原庆阳地区行署统计处)公布的

为准。未列入统计局统计范围的，以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一般保留两位小

数。

八、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统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对历史资料中的原计量单位，必要时予以注释或换算。货

币单位以当时当地流通币制为准。

九、本志数字写法遵从有关规定。

十、本志注释采用夹注或脚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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