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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　通

平凉地处祖国腹心地带，自古为交通枢纽。远古见伏羲氏迁徙的足迹，传说中黄帝

曾 “披山通道”至崆峒问道。汉唐开辟的 “丝绸之路”，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后来的驿道、国道及铁路的开通，使平凉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第一节　机　构

一、行政机构

古代，凡遇道路整修和桥梁兴建等事，均由军、政长官督办。清同治时，整修西

（安）兰 （州）官车道，则由陕甘总督左宗棠饬令军工、民夫实施，后交平庆道和平凉知

府管理。民国初，交通事宜由陇东镇守使和泾原道尹兼理。１６年 （１９２７），各县置建设
局，兼管交通业务。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月，甘肃省政府成立 “车驼管理局”，并于平凉等地

设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业务归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科。１９５４年９
月，分设交通科。此后，撤并更易颇繁 （参 《政权政协》）。

二、事、企业单位

甘肃省平凉公路总段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９月，西 （安）兰 （州）公路建成，设平

凉养路段，隶属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２６年 （１９３７），移交西兰、西 （安）汉 （中）两

路工程处。２７年 （１９３８）９月，移交西北公路运输局，并在平凉设西兰公路改善工程总
工程司办公室，负责路面铺筑和未完工程续建。２９年 （１９４０）９月，改为平凉工务段。
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称工务所。３１年 （１９４２），恢复工务段。３８年 （１９４９）８月初，由平
凉军管会接收。１９５０年，组建平凉工务总段，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１９５１
年６月，划归甘肃省交通厅。１９５２年 ５月，改总段为工务段。１９５３年，改为养路段。
１９５６年４月，改为平凉公路段。１９５８年６月，并入交通运输管理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分
设平凉公路总段，隶属省交通厅。１９６２年，平凉总段分设平凉、庆阳两段。１９６９年２月，
交专区管理。１９７３年３月，改称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总段。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复归省交通厅
管理，为县级建制，辖７县 （市）公路管理段，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交通监理所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西北公路管理处在七里店设平凉交通
管理段。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２月，改段为站。３５年 （１９４６），设柳湖管理分站。１９４９年８月
２６日成立平凉管理站，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１９５１年８月１日，改设西兰
公路平凉管理站。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２日，划归平凉公路段，８月２５日分为平凉汽车监理所。
１９５８年６月并入专署交通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初，分设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隶属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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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并入平凉公路总段。１９６９年归地区管理。１９７１年与公路总段分
置，隶属地区交通邮政局。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恢复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隶属省交通厅。
１９８７年６月撤销，监理划归公安系统，养路费征稽设置专司机构。

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运输管理处　前身为平凉地区民间运输管理所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车辆办公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成立平凉专区运输委员会。１９５６年１月，改为平凉
专区群众运输管理所。１９５８年５月，并入专署交通管理局称群众运输科。１９６１年１１月，
分设后易名民间运输管理所。１９６２年６月，成立平凉专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办公

室。１９６７年业务停顿，１９７４年恢复。１９７５年８月，地、县业务分离，称平凉地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车辆办公室，与民间运输管理所合署办公。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４日撤销，成立平凉地
区公路运输管理处，隶属行署交通处，业务归省交通厅运管局。辖７县 （市）运管所。

１９９５年晋升为县级建制，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汽车运输公司　１９５６年初，从兰州迁来４个私营汽车运输队和一个公私

合营汽车修理厂。４月５日成立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５８年６月，并入专
署交通管理局并转为国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改为平凉汽车运输公司，隶属省交通厅。１９６９
年１月，归专区管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收归省交通厅，改称甘肃省平凉汽车运输公司。
１９８４年４月，改名甘肃省第七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８５年３月，复归地区并改名平凉汽车运
输公司。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改称现名，隶属行署交通处，县级建制，省二级企业，至２００２年
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恒联汽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６年３月，甘肃省公私合营第二汽车修
理厂从兰州迁来，与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合并，称甘肃省公私合营平凉汽车运输

公司修理厂。１９５８年５月，并入专署交通管理局并转为国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与平凉汽车运
输公司分设，称甘肃省平凉汽车修理厂，隶属省交通厅。１９６９年１月归专区，称平凉专
区汽车修理厂。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收归省交通厅，恢复甘肃省平凉汽车修理厂。１９８３年７月并
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８５年４月归地区并与公司分设，称甘肃省平凉地区汽车修理厂。
１９９０年４月，分设甘肃省平凉地区汽车改装厂。１９９７年９月，两厂合并为甘肃省平凉恒
联汽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县级国有企业，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处　１９６３年，成立平凉专区地方道路施工队，由专区
公路总段代管。１９７１年归地区交通邮政局管理。１９７４年并入甘肃省 “７２０１”工程指挥
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５日，指挥部撤销，复称施工队，隶属地区交通局。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０
日，更名平凉地区公路工程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改名地区公路工程局。１９９５年６月
１８日，改为现名，并晋升县级事业单位，隶属行署交通处。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８日，省建委批
准为 “施工企业二级资质单位”，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甘肃省平凉交通征稽处　１９８７年６月撤销甘肃省平凉汽车监理所时，以保留养路费
征稽业务为基础，成立平凉养路费征稽所。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改称现名并晋升副县级建制，
隶属省交通厅，辖全区９个征稽所，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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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　道

伏羲生成纪 （今静宁县南），徙陈仓 （今陕西宝鸡市），都于陈 （今河南淮阳）。黄

帝 “披山通道”，“西至于空同”（今平凉市西崆峒山）。夏商以来的民族争战，均证明今

平凉地区已拓展出多条古道，主要的有：

鸡头道　因轩辕黄帝和秦始皇曾先后涉足鸡头山而得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二十七年 （前２２０），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此即沿泾河至今平凉，
经崆峒山峡，越今泾源县境，从鸡头山出安化峡，是抵达陇右的道路。金元时期为驿道。

回中道　史学家对 “回中道”的走向，有两种说法：其一，从雍 （今陕西凤翔）起，

经今灵台、泾川、庆阳、环县，西至高平 （今固原）。因沿途泾川有 “回中山”，故为

“回中道”；其二，从 （今陕西陇县）西北行，经华亭、泾源、平凉、彭阳西至高平。

因所过之处，华亭南有 “回中”、“回城”等，《中国历史地图集》载为 “回中道”。汉文

帝十四年 （前１６６），匈奴单于１４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使奇兵入烧回中
宫，候骑至雍甘泉。至 “元鼎五年 （前１１２）冬十月，行幸雍，祠五，遂逾陇，登空
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元封四年 （前１０７）冬十月，行幸雍，祠五，通回中道，遂
北出萧关”。由于秦皇、汉武的出巡，使 “回中道”名于史册。

阳晋川道　太始四年 （前９３）冬十二月，武帝行幸雍，祠五，西至安定、北地。
此即由今凤翔北行，经临泾 （今泾川西北）上瓦窑坡，西北经武亭 （今镇原县中原乡）、

新城入阳晋川 （今红河川），过朝那 （今彭阳县古城乡），出萧关至安定郡 （治今宁夏固

原境）的道路。

北驿道　是汉唐长安通往西北边陲的主要驿运大道。《居延汉简》记载：好至义置
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

高平八十里。“好”在今陕西乾县东南。由此可证，此道东南段与今西 （安）兰 （州）

公路走向基本相同；西北段，从今安国乡起过 “回中道”，经火龙沟入萧关西至高平。新

编 《甘肃省交通志》称全线为北驿道叉路。

番须道　建武八年 （３２），刘秀讨伐隗嚣，使中郎将来歙率精兵二千余，自安民县
（今华亭）之阳城西南行，从番须、回中伐木开道，直至略阳 （今秦安县境），故称 “番

须道”。此为后世关中通往陇右的隐道。

瓦亭川道　建武八年 （３２）四月，光武帝亲率大军至高平第一城 （今固原），会合河

西诸郡兵马，经木峡关越陇山，沿瓦亭川南下，直抵上絡 （今天水），抄隗嚣后路，此即

瓦亭川道，后成为陇山以西南北间的运输大道。

丝绸之路　汉 “丝绸之路”东段北线，在今平凉地区境内基本有两条走向：其一，

自长安出发，经雍 （凤翔）、 （陇县）、华亭、平凉出萧关，再经高平 （固原），抵达

姑臧 （武威），进入河西走廊。史称 “回中道”、“仪州黄石河路”、“陇关北支道”；其

二，自长安出发，经咸阳、乾县、永寿、长武进入泾州 （泾川）至平凉，重 “回中道”

北段，出萧关经高平，达姑臧进入河西走廊。史学界也称 “回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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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麻庵古栈道

陇山谷道　自今陇县固关镇起，经窄石峡入华亭
县境，过五台山、莲花台、云崖寺至水洛城，约二百

余里，深邃幽静。至今尚有栈道痕迹、唐碑及古佛造

像等。

火龙沟道　南起汉泾阳县城 （今安国乡油坊村）

西，穿火龙沟北行数十余里，翻山越峁至朝那，出萧关

至高平，其东尚有辅助线路“车道沟渠”。《读史方舆纪

要》称“火龙沟道”为蒙古入关第四险，即“回中道”的西

北段，是“蔚茹川道”开通前，长安至高平的唯一线路。

泾河川道　宋至道年间，李继隆修 “蔚茹川道”，

即从镇戎军 （今固原）逆清水河南行，经 （东）瓦亭

导入泾河北源，出三关口 （今固原境）与泾河川道相

接，是镇戎军至长安的捷径。故 《宋史》有 “自镇戎

军至渭州 （今平凉城），沿泾河大川直抵泾、略无

险阻”的记载。

六盘道　又名络盘道。金正隆时于汴京营造新宫，
采运关中林木，张中彦使 “构崖架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开六盘山至水洛道。

至此，经六盘山直达陇右的捷道畅通。

麻夫川道　元初南下四川的道路，从今庆阳至泾州，过灵台百里镇，沿麻夫川 （今

细水河）越千山，直达凤翔 “赤站”。

西兰官路　原为明代平凉府东西驿道。清同治时，左宗棠曾征发民工２万多，军民
一道督理整修而成。据 《三关口车道碑记》载： “削陡峻，扩仄险，改高即平，正曲广

?，由是循安国沿至瓦亭五十里，可以陡坡直驱，方轨逵达，无覆陷淖履兵之苦。”并在

泾州至会州间，架设桥梁４１座，夹道栽植柳树２６４万多株。后交平庆道所属府、州县管
护，史称 “左公道”。

平 （凉）秦 （州）驮道　东北起平凉城，西南走向。经月明沟、华亭新店 （河西）、

骡马寺、红花沟、刘店、烟筒眼罐罐翻越陇山，再经水洛、秦安或张家川、清水抵达天

水。兴起时间无考。清末至民国商贩驮运畅盛。

凤 （翔）固 （原）驮道　东南起陕西凤翔，西北走向。经灵台百里镇、崇信双庙子
（木林）、平凉白水、夏寨，导入红河上游，再经古城，出萧关达固原。兴起时间无考。

明、清至民国驮运发达，沿途集镇多有脚店，白水镇常办骡马会，以便南北商贾交易。

第三节　公　路

一、公路建设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组织军、民，整修泾川窑店至平凉花所的汽
车路。１５年 （１９２６），冯玉祥国民联军整修平 （凉）宁 （夏）公路。１７年 （１９２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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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大道

民政府立项修建西 （安）兰 （州）公路。

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建成 ６条公路，长
６２４公里。新中国成立后的５０余年，建成
国道１条，长１９９０９公里；省道５条，长
４３８４１公里；县乡道路３４条，长９８６２公
里；重点乡村公路６１条，长１０４１６６公里。
所有乡镇和６４１％的行政村通了公路，居
全省前列。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国家计委和交通
部安排西部交通道路建设资金，平凉地区争

取到通县油路项目建设专款１１６５０万元，用
于安口经崇信至泾川、灵台至渗水坡、庄浪

至连花城３条公路改造工程，使路况大有好转。
国　道
上 （海）伊 （宁）公路 （３１２线）　东南起于上海市，西北至新疆伊宁。平凉境内长

１９９０９公里（正线１６８０４公里，辅道３１０５公里）。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沿 “左公道”整修，即自凤翔路口入境，经泾川、平凉、固原、

隆德、静宁、会宁抵兰州。１７年 （１９２８），列为 “以工代赈”项目，国民政府拨赈灾款

２０万元，华洋义赈会筹资３５万元，翌年开工。改经官山峁 （今泾川高平乡境）、六盘山、

华家岭。２３年 （１９３４），移交全国经济委员会续建，翌年５月１日土路通车。２６（１９３７）
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线投资２００万元，日出民工万余，铺筑泥结碎石路面，使其达到甲
等标准。后因养护、管理不善，加之马步芳、马鸿逵军队败退时，炸毁一些桥梁、路基。

路面坎坷不平，行人称之为 “稀烂路”。

１９５０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分配改善工程费１１７０万斤小米，自彬县至华家岭路
段，新修、改建各种桥梁２３座，涵洞１４道，防护工程４处，改善路基４处。同年建成颉
河大桥。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投资８０２２元，为部分路面铺砂、加宽和降坡。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７年，
泾川、平凉、静宁３县民工，铺筑级配磨耗层路面１１１３公里，使之达到六级标准。１９５８

３１２国道平凉段

至１９６４年底，先后由水利部门投资１３８
万元，以 “民工建勤”和大中修工程相

结合的方式，将静宁原穿越东峡的１２２４
公里移至北山。１９６５至 １９６７年，投资
９８３６５１元，改线、加宽 ５１１公里，并
在平凉城东铺设松散保护层 ２０５公里。
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６年，投资５４万元，对区内
全线进行裁弯取直、加宽降坡改造，基

本达到三级标准；并投资 ２８９８５万元，
铺筑渣油路面 １７９５公里，实现了路面
黑色化。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５年，加宽油路面，

７４７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提高了通过能力。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省投资７６５２７６万元，对静宁司桥至界石铺３４３３公
里路段，按一般二级标准进行了改建。１９９５年以银行贷款，对平凉岘至安国东沟桥头
４１２７公里按一般二级标准进行改建。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年，贷款将安国东沟桥头至苋麻湾
６５９公里路段，改建为一般二级。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贷款对凤翔路口至岘８１０４公里路段
动工改建 （罗汉洞至岘村５７０１公里，按一般一级标准修建，路面宽２５５米，余为一
般二级）。２０００年境内正线实现一般一级公路技术标准５７０１公里，二级１０４６８公里。
有桥梁６０座，长１９７９米；涵洞５８３道，长８３３０２２米；隧道一处。至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６日
竣工收费通车，完成总投资７１６亿元。２００２年，设１２个专业道班养护，为文明路段。

省　道
惠 （安堡）宝 （鸡）公路　北起宁夏惠安堡，越平凉至陕西宝鸡市，长１２１８公里

（含上伊公路 ２３公里）。境内南段从平凉市马峪口起，至华亭县九一沟村大桥社，长
６２２７公里，即原宝平公路北段。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２月测量，１１月开工，翌年３月土
路通车。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共投资３５５０４８万元。１９５１年省交通厅投资４５１９元，改善路
基并铺砂砾。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７年，投资５６２万元修建石台木面桥涵６座 （道），驳岸９处。
１９５８年秋季，将５米宽的路基加至 ７５至 １２米。１９７０年开始铺筑渣油路面。１９７７至
１９８３年，投资１４５万元，将安口梁坡路５４公里改至赵家沟。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７年，整修重
铺，使全程达到三级标准。１９９８年，将５２公里穿越安口街道的线路移至河边，建为一
般二级公路。２００１年改造安口至大桥村段长２１２公里，为高级路面结构。北段从平凉市
白庙乡至柳湖磨坪，长３６５３公里，１９６５年建成。１９７３年，地、县投资１４７万元，改建
虎山沟东坡。１９９８年，重建虎山沟桥一座，改线８００米。至此，除上伊段外，有二级路
５２公里，三级路５７０７公里，等外路３６５３公里；有桥梁８座，长５２６米；涵洞８４道，
长９４７８４米。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化。

泾 （川）甘 （谷）公路　东起泾川县城，经崇信、华亭、庄浪、秦安，西至甘谷县
姚庄，编号Ｓ３０４，全长３１６公里，境内长２３２３９公里。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省建设厅沿
驮道踏勘庄浪至华亭路段。翌年，华亭至安口段由驻军和民工辟为简易公路。新中国成

立后，曾测量整修。１９５８年后季，抽组１７０余人的筑路工兵连和６００名民工，月余开通
关山路段，与安华路合称安庄公路。１９６３年，投资５７万元，修通新窑至大湾岭路段。
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５年，创修乱 （卵）石拱桥、涵５座 （道）。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５年，投资４１４２２万
元，改造重点路段。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９年，投资３４１８万元，改善不良路段。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３年，
投资１６８７万元，对关山东、西两侧路段进行改造，油路延伸到关山脚下。１９９８年，崇信
县将水磨至柏家沟段１５５公里改建为二级公路。是年９月，贷款１０８０３１５万元，将安口
至蔺家沟路段２４３公里改建为一般二级标准。１９９９年底，辖境二级路２４３公里，三级
１１４公里，四级１７６５公里，等外５０２５公里；有桥梁６５座，长１５５５米；涵洞４６０道，
长４６７３１１米。２００１年重新改造泾川至安口段５９５８公里，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
并实施国道标准美化工程。

吴 （旗）凤 （县）公路　自陕西吴旗镇起，经华池、西峰、泾川、灵台至陕西凤县，
辖境长 １０６６８公里 （含上伊公路 １１７５公里）。民国时，罗 （汉洞）长 （武）和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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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灵 （台）公路，虽经数次整修，终未建成。新中国成立后，年年整修，将罗长段列

入土路改善计划。１９６４年，省交通厅投资１０万元，以 “民办公助”形式修建灵台至陕西

天堂镇段２０公里，辖境１３３公里。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４年，对辖区路段进行加宽、取直改造，
并修建部分桥涵。１９９３年，投资２２万元，对黑河南段进行再改造。是年，灵台县投资４
万元，并组织机关职工将县城过境路段移至沿河。至１９９８年，境内路段全部达到三级和
次高级路面。有桥梁１９座，长８３５米；涵洞１８４道，长１６４８７８米。

铜 （川） （岘）公路　１９５６年，在平凉至镇原的驿道基础上修建。东起陕西铜川
市，经宁县、镇原至平凉岘村与上伊公路相交，全长３２３公里，境内长２５３６公里，编
号Ｓ３０３。１９６２年投资４万元改善潘阳涧及川、原区路基１１５公里。１９７６至１９９３年，分
次铺筑渣油路面和乳化沥青砂砾封面２０公里。至１９９８年，境内有三级公路１５６６公里，
等外公路９７公里。有桥梁３座，长４０６米；涵洞１５道，长１５５８８米。

县　道
静 （宁）秦 （安）公路　境内长６５公里，是纵贯静宁南北并连接平凉与天水两地的

主干线。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始修，２９年 （１９４０）５月１５日修通土路。１９５１年，修通石
沟梁至仁大路段。１９５６年，改善土路２１公里。１９７４年，修通仁大至秦安好地２７公里，
并建成仁大、阳坡桥两座。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８日开工改扩建。在没有立项和专门资金的情况
下，静宁县动员沿线７乡镇１００个村，１０个月投劳８１万个工日，移动土石１８４万立方
米。修建涵洞１５０道，长２２５０米；新建、加宽道路６５公里。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建成三级公
路。期间，静宁县自发捐资、捐物６６５万元。１９９９年９月，在兰州参加全国农村公路建
设发展座谈会的代表，专程赶往静秦路参观。

长 （庆桥）凤 （翔路口）公路　自长庆桥起，至凤翔路口与上伊公路交会，长
１２７７公里。原为泾环公路的一段，后为长庆油田与陕西、四川的连接线路。民国时，曾
进行两次整修，支付款项１４８０元。１９５６年，经省交通厅第一工程队重新勘测建成。１９７２
至１９７６年，降坡改善２公里，投资５５７万元铺筑渣油路面。至２００２年底，有三级公路
９７７公里，四级公路３公里。

隆 （德）庄 （浪）公路　自隆德县城起，经南湖镇、柳梁乡至庄浪县城，全长
７０３３公里，境内长４５９公里。１９５１年，隆德、庄浪两县在古六盘水洛道基础上整修，
１９５６年建成。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２年，进行改善加宽，修建桥梁，达到三、四级标准。１９７４年
铺筑渣油路面，至１９９８年底，境内路段有三级１６公里，四级２９９公里。有桥各３座，
长２２９米；涵洞６２道，长７１０９５米。２００２年３月，开工改造庄浪至莲花城段２９公里，
年底完成投资５００万元。

崇 （信）白 （水）公路　自平凉市白水乡五里铺起，经赵寨至崇信县城，长２０７５
公里。５０年代，在驿道基础上整修。１９６６年又测修。１９７４年，拓宽并铺筑砂砾路面。
１９８６年，投资４４万元，对梁坡段改线６７公里。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地、县集资８１９６万
元，铺筑崇信境内１４７５公里的渣油路面。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平凉市和公路总段改建市境
路基６公里。１９９９年，平凉市公路管理段新铺市境油路５公里。至此，全程三级公路
１９７５公里，等外１公里。桥１座，长１４７米；涵洞２８道，长３２４８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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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字）千 （阳）公路　自灵台县什字镇起，经上良、朝那、新集、万宝川方堤口
进入陕西千阳界，境内长４９４１公里。民国时为大车道。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７年，灵台县开通至
新集的路段。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８年，投资２４８６万元，重建朝那土桥，修通新集至万宝川路
段，并铺筑砂砾。１９７０年移交泾川公路段养护。１９７３年，灵台公路段重测，沿途社队改
善原区路段。１９７５年１月，改线１５公里。１９７６年铺筑渣油路面。１９９５年，改善新集至
万宝川路段。至１９９８年底，境内路段有三级公路２６公里，等外路２３４１公里。有中小桥
各１座，长７８米；涵洞３８道，长３３７６７米。２００２年３月，开工改造泾川经灵台至渗水
坡公路６９７４公里，年底完成总投资２８５０万元。

平 （凉）庄 （浪）公路　自平凉市三天门起，经泾源穿安化峡入庄浪县界。１９５６
年，辟为简易公路。１９６３年，建成水 （洛）通 （边）段。１９８２年，整修三天门至崆峒山
路段。１９８３年，铺筑砂砾路面。驻军和地区经委各投资５万元，修建白石头沟桥１座，
排洪渠８２５米。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以工代赈”投资２１５１１万元，按一般三级标准，改建
三天门至崆峒山路段８公里。至１９８８年，平凉市境１５公里铺筑渣油路面。１９８９年，水
（洛）通 （边）公路延伸到甘、宁交界。全长１１１公里，辖境长４９公里，属旅游线路。
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静 （宁）庄 （浪）公路　自静宁县城起，经威戎、受家峡、蛟龙掌至庄浪南湖镇，
长４８５公里。静宁县城至威戎段为民国时期静秦公路的一段。１９５６年列入土路改善计
划。１９６７至１９７４年，以 “民工建勤”方式修成。１９８０年修建静宁南河大桥。１９８４至
１９８５年，投资粮、棉、布折价３０１３万元，改建路基５公里，并铺筑渣油路面。１９９８年，
静宁又将起点延伸到上伊公路。至此，全部达到三级标准。有大中小桥７座，长３４２米；
涵洞１４８道，长１４５５３４米。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平 （凉）华 （亭）公路　北起平凉市十里铺，经峡门、麻川 （关梁）、策底至华亭

县城，全长５４５公里，明、清之际为驿运小道。民国时峡门至十里铺为大车道。１９５８年
“大炼钢铁”时，平凉市拟修至安口的小型铁路，十里铺至峡中筑起路基并修木架桥５
座，铺设轨道０１公里。后停建，路基通行汽车。１９６９年，地区革委会拨款２０万元，在
此基础上修建平华公路。至１９７３年土路建成，并铺筑部分砂砾路面。１９７６年又改建二道
沟至三道沟梁路段５４公里。１９７８年，驻军投资 ２６６３万元，铺筑渣油路面 １３公里。
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按一般三级标准改造峡中至华亭县界路段。１９９８年，平凉市和华亭县又
以粮、棉、布投资改建重点路段、加宽路基、新修挡土墙等设施，并铺筑渣油路面。至

此，全程四级公路４１５公里，等外公路１３公里。有大中小桥１０座，长３８０米；涵洞７６
道，长７８７３米。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１年，全线实施二级公路改建。

崇 （信）安 （口）公路　东起崇信县梁坡山下，经铜城乡至华亭县安口镇小庄子，
长２３７公里，是崇信、华亭间的捷道。１９８５年列入粮、棉、布 “以工代赈”项目，地区

交通处组织实施，按一般三级公路测设，由崇信、华亭两县施工，１９８６年建成。有桥梁
１０座、涵洞３７道。共投资２１５万元，投入工日２７６万个，移动土石１８０万立方米。１９９０
年，省交通厅投资２４万元，铺筑渣油路面９公里，余为砂砾路面，晴雨可通。２００２年３
月开工改建，全线长２４８公里，年底完成总投资８３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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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公路
１９５８年 “大炼钢铁”时，中共平凉地委钢铁指挥部组织筑路 “工兵连”，配合炼铁

民工整修了华亭的关 （庄）海 （龙）等林区专用公路，并新建了华亭至平凉、华亭至砚

峡、安口至高峡、平凉城区至太统山、平凉城区至关庄、杨庄至小湾子、峡中至三道沟、

土谷堆至石炭沟等 １０条矿区专用公路，长 １９６０２公里。１９６５年，调整为 １２５公里。
１９６６年，几家军工厂迁入华亭石堡子和平凉土谷堆，遂修建厂区专用公路７条，长２４２
公里。１９８５年，共有厂、矿、林区专用公路２４条，长１６８５公里。后因部分厂、矿搬迁
和关停，致使一些专用公路废弃。１９９８年，全区专用公路为１５３９７公里，其中华亭县境
长１３０５公里，平凉市境长２３４７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底无变动。

二、公路养护

省养公路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西兰公路平凉段开始专业养护。３８年 （１９４９），青、
宁马步芳、马鸿逵军队撤退时，破坏一些桥梁和重要路段，加上阴雨连绵，常常阻车。

平凉军管会接管后，８月１０日，各工务段陆续复工，昼夜抢修。平凉工务段清除路面淤
泥３６５０立方米，填补坑槽３公里，清理六盘山区路段塌方７００立方米，修险桥、便桥４
处；静宁工务段动员民工千余人，整修公路３０公里；羁留泾川的彬县工务段长任藻辰组
织道工连夜抢修泾川关山峁土桥、泾平交界过水桥，并开通四十里铺桥头便道。１９５６年，
以铺筑级配磨耗层方法提高路面平整度，降低路面搓板形成频率。１９５８年８月后，养路
工作交人民公社，路况质量下降。１９６０年，又恢复专业道班常年养护。１９６２年９月，对
西兰、宝平、泾环、罗长、安庄、秦隆、石张、平镇、泾灵、泾崇１０条干线公路、５９１
公里，由平凉总段实行专业养护；其余８８０５公里地方公路，由专署交通局负责养护。
１９６３年，推广静宁界石铺道班砂土封层养护技术，好路率达到５８３８％。１９６４年，试行
亦工亦农养护，好路率下降为 ５７８％。１９６５年，符合六级技术标准的公路 ４条，长
２８８８６公里，好路率上升到７０４４％，全部达到晴雨通行，行车时速平均提高６５公里。
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６年，恢复班组长岗位责任制，平均好路率达到６６３１％。１９８４年，推行承包

公路养护

制，省养公路和县乡公路好路率分别比

１９８１年提高５２３％和２１９％。１９８６年，
平凉总段获得交通部 “公路养护百日竞

赛优胜杯”奖。１９８７年，总段制定标准
化养路六条标准，促进养路水平上台阶。

１９９０年，自力更生改造路基 ２９公里，
改造路面３６５公里，油路加宽、挖补罩
面８８公里，一般罩面２７７公里，实现
标准化养路６２８公里，使好路率上升到
７２９％，综合值提高到 ７４３。１９９１至
１９９６年，发扬养路工奉献精神，自力更
生罩面１９４９５公里，衬砌边沟２３万米，封闭村镇过境路边沟７０２７米，搭设跨越边沟涵
洞９６８道，使好路率上升到８１１％，综合值达到７６９。１９９６年，执行交通部 《公路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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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评定标准》，主要路线好路率达到９１％，综合值达到８１４，巩固标准化养路里
程６４８公里。２０００年，省养公路全面推行公司化管理，平凉总段将原有５４个养护班改设
为１２个大养护站 （分公司），为养护生产进一步实现机械化和公司管理奠定了基础。至

２００２年底养护总里程为８８９３６公里，其中：国道１６２７１公里，省道４４０７３公里，县道
２００８公里，乡道７７６９公里，专道７４３公里。

地养公路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静宁县接养静秦公路，为辖境地方养护公路之始。
１９５１年建立 “民工建勤”修养地方公路的制度。１９５８年学习天水地区经验，开始 “民工

建勤”代表工养护公路。１９６３年，地方养管公路正式纳入计划。１９６７年，列入地方养护
的路线有：泾川至镇原、平凉至峡中、灵台至千阳、水洛至通边、崇信至平凉、崇信至

大湾岭、静宁至秦安等９条。１９７０年，省交邮局拨款４万元，各县始设县社公路养护管
理机构。１９７３年，主要县社公路设代表工养护道班５６个，重点养护县社公路２４８３公
里，其余仍以 “民工建勤”季节性养护。１９７６年，常年养护里程增加到 ９２１５公里。
１９７８年，地区成立县社公路工程队，各县也加强了县社公路管理机构。１９８０年，好路率
为５６％，至１９８５年上升到２９７％。１９９５年，自力更生改造公路９公里，保持标准化养
路３７０公里，好路率提高到６３１％。１９９８年，养护质量与养护人员收入挂钩，路况质量
稳中有升，保持标准化养护里程３７５公里。２０００年，进一步明确 “县道县养、乡道乡养”

的责任制，并积极开展农村 “筑路月”活动和 “好路杯”养护生产竞赛，不断提高养护

标准。至２００２年底养护总里程为１８４２５４公里，其中，县道９１９７９公里，乡道９２２７５
公里。

三、养护队伍

省养公路职工　西兰公路初养时，每 ２０公里设一个道班，每班职工 １５至 １９人。
１９４９年８月，共有职工２３０人。１９５０年通过整编、新招，至１９５７年有职工３５６人。其中

道工 ２５９人，管理和技术人员 ９７人。
１９６０年增加到３９４人。１９６６年，有职
工４７８人。１９７２年，新招技工 ５０人，
并将部分亦工亦农人员转为合同工。

１９７６年有职工 ８０７人，１９７９年增至
９７６人。１９８２年，新招工人实行劳动合
同制。１９８５年，实有职工 ８６７人，其
中技术人员４７人。设５３个道班，养护
１６条公路，长７８４０８公里。１９９４年，
招收集体工９０余人。１９９８年，有职工
１０９４人，其中技术人员 ６３人，道工

６５６人，管理人员 ３７５人；道班 ５４个；养护国道 １条、省道 ４条、县道 ７条，总长
７８７０７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底，有养路站１２个 （大道班），职工１０３０人，其中道工８１３人，
管理人员１１９人，技术人员９８人。

地养公路职工　１９６２年前，地方公路养护均由专、县交通行政部门动员民工按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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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１９６３年，全区配备道工３９人。１９６４年，县社公路养护由平凉总段代管，专、县只
留１５人。１９７１年增至２１人。１９７３年，各县设县社公路管理组，开始组建养路道班。道
工增至３１人，“民工建勤”代表工８４人，重点养护公路２４８３公里。１９７６年，有道工４２
人，亦工亦农者４２９人。１９８５年，有道班６２个，正式职工１５０人。１９９８年，正式职工
２８０人，其中道工及技术人员３７人，拖拉机养路费征稽人员２０６人，管理人员３７名，另
有常年代表工４２７人。设道班１９个，道、群共养公路８７３５１公里。２００２年，以沿线群
众承包养护为主。

四、民工建勤

１９５１年３月，平凉工务段动员民工采运养路砂４１３１０４立方米，补助面粉２７９３８７２
公斤，折合人民币５１５６６７元。此后，执行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 《民工整修公路实施

细则》，全区动员民工１６０６万工日、１６万车日、２２万畜日，整修西兰、宝平、平宁
公路，移动土石１３７３万立方米，采运养路砂１４５１万立方米，整修公路和大车道１１８５
公里。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５年，各县动员民工６２９万工日，采运养路砂２３８万立方米。１９５６
年，泾川、平凉等县动员 “民工建勤”，采运养路砂２９９万立方米，整修土路１９１８公
里，铺筑路面砂３４９万立方米。１９５７年，动员民工１５万工日，完成清淤和塌方８７５５
立方米，修补涵洞７道，铺养路砂２２３７立方米，扫雪１７２３５０公里，植树２５８３万株。
１９６４年春，为１０条干线公路动员民工１３２６万工日、２８２０大车日、１９７５辆架子车日、
１２４８个畜日，采运养路砂２１６万立方米，红胶土５１７４０４立方米。年底又动员２０４万
工日，在５４条运粮道路上改线、降坡１１公里；新修、加固桥涵２４座 （道）；搭设便桥８
座；采运养路砂３４８万立方米，当年补发建勤粮５万公斤。此后，大规模的动员 “民工

建勤”一度停缓。１９６９年，全省战备公路建设会议后，“民工建勤”以整修、改造公路
为主。平凉、泾川、崇信改造肖、泾崇公路３６６公里。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３年，静宁县动员
民工改造西兰公路５６公里。１９７４年，平凉、泾川改造西兰公路 ８８９公里。移动土石
１１３３万立方米。崇信县集中９０００劳力，抽调干部８１９人，铁、木工８２人，拖拉机和畜
力、人力车２２２５辆，改造公路６５公里，移动土石４６６万立方米。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６年，全

民工建勤

区民工改造公路２２９８１公里，整修公
路６１公里，移动土石 ６５７８万立方
米，采运养路砂 ９８万立方米，支付
建勤补助费６４５万元。１９７７年后，义
务性的 “民工建勤”又暂停，但 “民

办公助”性的建勤仍在进行。１９９３年，
平凉市政府决定，利用１１月份农闲时
间，在全市农村开展第一个 “筑路月”

活动。从 １９９４年起，每年 １１月份全
区农村开展 “筑路月”活动。至２０００
年，已开展７次。每年投劳约２０６３５
万工日，机械８７３３辆 （台）次。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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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路２２条，长３０５８公里，整修县乡公路２４８８公里，采运、铺筑养护砂３０１９万
立方米。省交通厅在全省推广平凉地区 “筑路月”活动的经验。为减轻农民负担，后停

止民工出勤。

五、公路绿化

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至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泾州瓦云驿至会州６００余里的驿道上植
树２６４万余株。民国时，“道旁官树为道路必须之物”。在西兰公路平凉至华家岭段植树
２８万余株。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６年，公路沿途群众和道工新植补栽行道树３８６５万株，绿化里程

西兰公路行道树

５３２５公里。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包括庆阳各县，
共植行道树９３７５万株。１９６２至 １９６５年，干
线公路植树 ３３０９万株。期间，因管护不善，
损坏严重，保存率不高。１９６５年４月，地委、
专署召开公路植树、护树座谈会，将干线公路

上直径５至１５厘米以上的１９万余株树划归国
有，新树幼树统归社队所有，由道班、社队共

同管护。组织农村护林员９９人，专门管护公
路行道树。１９７２年，干线公路种植行道树３３８
万株，绿化里程２３３公里。１９７４年，一次性更
新西兰公路泾川凤翔路口至平凉市安国乡白杨

林１３１公里的行道树。是年，干线公路新植行
道树 ８９２７万株，至 １９７６年，共植行道树
１６０１万株。１９８５年底，省养公路绿化里程达
５０４８公里，地养公路绿化里程 ７８５４公里，

共有行道树２４９５７万株。１９８９年，在泾川县城东栽植松柏行道树２公里，作为美化试
点。１９９２年，灵台县在吴凤路柳家铺至灵台坡头植松柏５公里。１９９６年，上伊公路改建
中栽植松柏行道树７０公里。地养公路的绿化，也与公路整修、改建一并进行。１９９８年
底，全区公路绿化里程达１５０４公里，共有行道树３５６万株。其中省养公路绿化５７３３７公
里，行道树９０万株；地养公路绿化９３０６２公里，行道树２６６万株。至２００２年，省养公
路绿化６１８１３公里，有行道树２４７３万株。

第四节　铁　路

宝中铁路

宝 （鸡）中 （卫）铁路是国家一级干线电气化铁路，总投资５５２亿元，正线全长
４９８１８公里，穿越陕、甘、宁三省 （区）１４个市、县 （区），南起陇海铁路的陕西省宝

鸡市虢镇车站，北与包兰铁路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迎水桥车站接轨。宝中铁路预留

复线，单线设计年运输能力１８００万吨，逐步实施扩能改造后，最终单线年运力达到２５００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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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中铁路安口段

１９９０年开工建设，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６
日全线铺通，６月１０日在平凉举行铺
通典礼，１１月１０日试运营。１９９５年４
月电气化工程全部竣工，６月 １日开
始临时性运输。１９９６年７月正式投入
运营，日通过列车增加到１０对。２００１
年９月，在平凉市大寨乡建成２股道
的大寨岭车站１处，主要解决通过列
车停靠会让问题。

平凉境内９８公里，横穿华亭、崇
信、崆峒３县 （区）７乡镇，从华亭
县神峪河站至平凉市安国站间，建有１０个车站，其中：神峪河、铜城、大寨岭、庙庄、
新李、安国６个车站，均建为３股道，只具备列车会让和越行的中间站作业，不具备货运
条件。

平凉站，为中型客站，建有６股道，具有５００人以上的客运能力和办理中间站的主要
业务条件。

平凉南站，为客、货两用站，具有２５０人的客运和整列货运能力，设计为８股道，已
建成６股道，预留２股道，货场面积１６万平方米，仓储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建有普通和
军用仓库各一幢，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危险品库一幢，面积１００平方米。

安口窑站，为中型客站，具有５００人以上的客运能力和办理中间站主要业务的条件，
设计４股道，已建成３股道。

安口南站是工业站，具有列车分解、编组、列检、整列货运能力，设计为１０股道，
已建成６股道，货场面积４万平方米，年装卸能力６８８６万吨，其中到达１０５万吨，发送
５８３６万吨。

地方专用铁路

为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境内陆续建设配套铁路的地方专用线有：

安口南地方煤炭专用线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６年，平凉地区投资２５００万元，在安口南站以
东建成了年设计运输能力为１４０万吨的煤炭专用线。该专用线建成后，整体转让移交给
华亭县煤矿管理和使用。

安口南集配站　１９９７年４月建成运营。由华亭矿区管委会投资１２亿元，在国铁安
口南工业站西３３公里处，占地面积２４７３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９８２平方米。设计为１０
股道，建成５股道，年发运能力８９５万吨，为Ⅰ级工业企业铁路。近期年发运能力为３１５
万吨。

新李油库专用线　１９９６年８月建成运营。总投资２５３９万元，属二级油库。在平凉市
柳湖乡新李车站东８００米处接轨，全线长１０８公里，为全区唯一接卸油品的专用铁路。
建有卸油鹤管６组，可同时接卸１２辆槽车，年吞吐量约１２万吨，６组发油鹤管可同时装
发罐车６辆，总储存容量为１４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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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电厂专用线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建成运营，总投资１３５亿元。从平凉南站西接轨
至电厂，全线长３９４公里，为电煤运输专用线，年设计运输能力为３６０万吨。

安砚煤炭专用线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建成运营，总投资１６亿元。东起国铁安口南工
业站，跨越南川河后沿马莲渠北上，穿双凤山遂道后西北行至砚北煤矿装车站。全线长

１１９５公里，为Ⅰ级工业企业铁路专用线。设计年运输能力为８９５万吨。
中央直属储备粮库专用线　１９９９年８月建成，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开通运营。由中央直属储

备粮库投资１亿元，全长２１７７米，年设计运输能力为１０万吨。

第五节　桥涵隧道

一、便　桥
宋代，蔡挺知渭州，在城东３里的湫谷水上建乘风桥，又名湫谷桥。明韩王太妃曾

于崆峒山下建聚仙桥。华亭县的东桥，位于雨仪峡，于天然岸石窄处，“架梁置板为桥，

以便行旅”；万善桥，位于南川河下游安口高镇村，为 “木排架连续式”结构。

平凉太平桥 （后改中山桥）

清乾隆时，平凉县有太平桥，在县

城东关，跨壕池；通济桥，在县东 ５０
里，岘镇；泾河桥，在县西５里，跨
泾水。泾州有水桥，在州西北３里，
木桥，又名曰官桥，每年夏水发时拆

去，霜降后重建；合志沟桥，在州西南

１里许，乾隆时修复。灵台县有来薰
桥，在县南；楼凤桥，在县西 ５０里，
细川水经其下，南接麟游界；仰弥桥，

在县西北５０里。崇信县有水桥，在
县北１里，跨河。华亭县有南河桥，

在县东２里，跨南河；北河桥，在县北３里，跨北河。静宁州有甜水桥，在州西南４
里，跨甜水；苦水桥，在州西５里，跨苦水；若有河桥，在州北５里。同治时，左宗棠整
修西兰驿运大道，在凤翔路口至会宁的路段上，修建各种桥梁 ４１座。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灵台巡防营修筑西屯土桥，次年又修苟家庙土桥。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灵台巡防
军复修白崖、朝那土桥２座；１２年 （１９２３），知事王棣重修火星庙土桥，长、高各１５丈。
１５年 （１９２６），泾川重修高平土桥，长１０５米，面宽６５米。是年，崇信河上有于家
湾、王河湾、梁坡、临堡 ４处简易木桥，秋冬之交架设，春夏之交拆除。２２年
（１９３３），华亭上关镇马善本带头捐资，在磨坪河上修建永固桥，石台木面。平凉县城原
乘风桥，易名鱼儿桥、胜利桥；原太平桥，改称清平桥、中山桥。

二、公路桥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张兆钾整修泾平公路，在泾川县城西北河上修建全木架桥１
座。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共建桥梁３３座 （临时性桥梁２４座）。新中国成立后，公路桥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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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河桥

设加快。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公路桥梁３９３
座，长 １５１９４０２米，其中：大桥 ３９座，
长５７６７８４米；中桥８４座，长５１６６８５米；
小桥 ２７０座，长 ４２５９３３米。省养公路桥
梁２３０座，长 ８１５６３３米；地养公路桥梁
１６３座，长７０３７６９米。

上伊公路泾川河桥　位于泾川县城
西王母宫山下。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华洋
义赈会改建原木架桥为石墩台木面桥。

１９５０年，西北公路局平凉桥工处改建成钢
筋混凝土连续式平板桥，１９７０年８月５日
被洪水冲毁。当年由平凉公路总段修建１座４孔跨径３０米石墩台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
净宽７＋２×１，全长１４６９７米。荷载汽—１３，挂６０。１２月２８日开工，翌年７月１日竣
工，完成投资２６８８万元。

上伊公路平凉八里桥　位于平凉城西８里处，跨泾河。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７月原木
便桥被洪水冲毁。１１月，西兰公路工务所在原址修建１座两孔净跨１２米的钢筋混凝土丁
字梁过水桥及１２０米的过水路面。２６年 （１９３７），过水路面又被洪水冲毁，淤塞桥孔。９

平凉八里桥

月，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设八里

桥监工处，并请水利专家李仪祉

指导，设计为 １９孔，净跨 ５米，
净宽 ４米，长 １１８４米的连续式
石拱桥。附属工程有顺坝、格坝、

丁坝４处，长１０００米。新筑引线
８００余米，下游设置石门槛。由西
安兴协营造厂于２７年 （１９３８）３
月２４日开工建设，７月 ３１日竣
工，总计投劳１０余万工日，完成
投资１０万余元。１９５４至１９８３年，

曾４次被洪水冲毁石门槛和第四、第五孔拱顶，经修复正常使用。１９９５年，在二级公路
改建中，以悬臂梁方式将桥面加宽为７＋０５×２米，投资１０１万元。

上伊公路静宁西河桥　位于西兰路段 ４１１公里处。原有木便桥一座。民国 ２５年
（１９３６），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板梁桥。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月２３日，被洪
水冲毁。２９年 （１９４０），西北公路工程处测设，鸿记建筑公司承建，为９孔、跨径６米、
全长６４米的连续式砖拱桥。５月２５日开工，翌年１月竣工。３８年 （１９４９）８月，马步
芳、马鸿逵军队撤退时炸毁部分桥面及栏墙等，人民政府接管后修复。１９６５年加固下部
结构。１９８３年平凉总段工程队在拱圈上装配悬臂梁拓宽桥面，并以三级跳槛加固下部结
构，完成投资３１７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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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公路长庆桥　位于泾环路１３公里处，跨泾河。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５月，由陕、
甘两省建设厅勘察设计，将原临时木便桥改建为１座２０孔、跨径１２米、净宽３米、全长
２５０米的石墩台钢筋混凝土平板漫水桥。３８年 （１９４９）８月，马步芳、马鸿逵军队撤退时
炸裂两孔，１９５４年加固。１９５８年，国家投资３９９６万元 （实支３８８万元），由平凉交管
局工程队设计改建为２１孔、跨径１０米、净宽７５米、全长２５７４４米的石拱桥，１９６０年
３月１日竣工，投劳１１１９万工日。

惠宝公路华亭纪家庄桥　位于惠宝路１３９公里处，跨河。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西
北公路管理局设计，西安天成建筑公司承建，为１０孔、跨径５８米的钢筋混凝土排架桩
漫水桥。因南端引线屡坏，桥面窄，不宜大流量行车。１９７２年，平凉总段重新勘测，于
１９７４年５月，在下游石咀子兴建１座６孔、跨径２０米、净宽７５米、全长１４５２米的石
拱桥。并在新、旧桥之间，开山辟路１３８７５米，修涵洞８道，防护工程６处，完成投资
６４６５万元。

上伊公路静宁狗娃河桥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华洋义赈会改原木便桥为３孔、跨径５
米的砖拱桥，３３年 （１９４４）被洪水冲毁。３７年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静宁工务段重建两孔、
跨径１０米的钢筋混凝土排架桩墩台板梁桥１座。３８年 （１９４９），马步芳、马鸿逵军队撤
退时炸裂中梁，新中国成立后于１１月维修。后因桥身变形，１９６９年平凉总段在上游１６０
米处另建１座跨径５０米、净宽７米、全长７６米的素混凝土块空腹式拱桥。１９９５年二级
公路改建中，又在老桥位置重新修建 １座 ３孔、跨径 ３０米的灌柱墩台 Ｔ型桥，全长
１０１９８米，桥面宽１１＋２×０５米，荷载汽—２０，挂—１００，投资２４６万元。

铜公路平凉泾河桥　位于铜公路１公里加８００米处，跨泾河。１９６６年省交通厅
测设，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开工，１９６９年竣工。为１１孔、跨径２５米、桥面净宽７米、全长
３２９米的石墩台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荷载汽—１３，挂６０，完成投资１１０万元。

上伊公路平凉柳湖桥　位于西郊岔道１公里处，跨泾河。１９７１年经省交通邮政局核
准，１１月１０日开工，在八里桥下游１７４０米处新建１座５孔、跨径３０米、桥面净宽７米、
全长１７６４２米的石墩台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次年１１月１５日竣工。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７日，
被洪水冲毁。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开工，在原址修建６孔、跨径３０米、桥面宽７＋２×０７５
米的石台灌柱桩墩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全长２１４４米，增设制动墩和调治导流工程，
１９７７年４月竣工。投劳２０余万工日，完成投资１１４１２万元。

白崇公路青年桥　位于崇信县城北８００米的梁坡山脚下，跨河。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开
工，为５孔、跨径２５米、桥面宽７＋２×０１０米、钢筋混凝土灌柱桩现浇混凝土墩台，全
长１４６６４米双曲拱桥，１９７７年５月１日竣工，完成投资５５万元。荷载汽—１５，挂—８０。
因共青团崇信县委参与桥工委员会组织施工，故名 “青年桥”。

什千公路新集扁壳桥　位于什千公路４６公里加４７０米的灵台县新集乡南，跨达溪河。
为平凉公路总段技术人员自行研究试建的一座薄壳桥。３孔、跨径１６米、桥面宽７＋２×
０７５米、全长６２米的前倾重力式墩台钢筋混凝土扁壳桥。１９８０年１月开工，１２月竣工。
完成投资３１０１万元。１９８１年１月，交通部就此桥建成在平凉举办了技术汇报会。

吴凤公路达溪河桥　位于吴凤公路３４１公里加１９８３３米处，跨达溪河。１９６６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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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公路总段设计并施工。为１０孔、跨径１０米的钢筋混凝土组合式工字梁少筋微弯板梁
桥，全长１２５米，桥面宽６＋２×０７５米，下部为重力式浆砌片石加预制块墩台。荷载汽
—１３，挂—６０。是年１２月竣工，投资２０万元。

花索公路幸福桥　位于花所乡北１５公里处。１９７４年初，地区交通、水利共同测设，
为７孔、跨径３０米、净宽６米、全长２４７米的石墩台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荷载汽—１３，
挂—６０。上游布设透水坝１座，长１００米。９月，由平凉县交通局负责施工，１９７７年１２
月竣工。投劳３８６万工日，投资４７万余元。因为 “民办公助”所建，而且交通、水利

共同受益，故名 “幸福桥”。

平华公路北河桥　位于华亭县城北１２公里处，跨北河。１９８２年，地区县社公
路工程队设计并施工。２月１６日开工，１１月１０日竣工。为３孔、跨径２５米、宽７＋２×
０７５米、全长１１０８８米的重力式墩台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荷载汽—１５，挂—８０，投资
５０万元。被省建委评为 “二等优良工程”。

独邵公路雷家河桥　位于灵台县雷家河村，跨达溪河。１９６０年，曾在此修建沉井基
础砖拱桥，后因改线工程下马而停工。１９８４年，平凉地区县社公路工程队设计并施工，４
月１日开工，８月２５日竣工。建成３孔、跨径３５米、宽７＋２×０５米、全长１４０米的钢
筋混凝土双曲拱桥。荷载汽—２０，挂—１００。下部利用原基础，上部建设投资３２３２万元。
被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评为 “二等优质工程”，获银质奖。

石咀大桥　位于灵台县石咀村，跨达溪河。为９孔、跨径１６米、宽７＋２×１００米、
全长１４７米，柱式墩台钢筋混凝土梁式桥。由灵台县乡公路管理站修建，１９９８年３月开
工，８月底竣工，完成投资１１７３４万元。

泾河大桥

朱店大桥　位于庄浪县朱店镇北，
跨水洛河。系省计委１９９５年 “以工代

赈”项目，庄浪县乡公路管理站设计并

施工。为７孔、跨径２０米、宽７＋２×
０７５米，重力式桥台、双柱式灌柱桩
墩 Ｔ型梁桥，全长 １４４米。荷载汽
—２０，挂—１００。９月开工，翌年 １２月
竣工。投资２５５万元。

泾明大桥　位于泾肖公路吊堡、白
家村之间，跨泾河。１９９６年地区交通
处设计，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处施工。９
孔，跨径１６米，宽４５＋２×０２５米，
混凝土单挑臂墩台少筋微弯板工字梁

桥，全 长 １４８米。荷 载 汽—２０，挂
—１００。４月开工，１１月３０日竣工。投
资２１０万元。

１６７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２６７ 平凉地区志 （中）



书书书

续
表

桥
　
名

所
属
路
别

所
属
位
置

跨
梁
河
流

桥
梁
结
构

孔
径

孔
数

跨
径

（
米
）

桥
面
净
宽

（
米
）

长
度

（
米
）

荷
载

汽
挂

修
建

年
份

南
坪
桥

水
颉
路

庄
浪
县
南
坪
乡

水
洛
河

钢
筋
混
凝
土
Ｔ
型
梁
桥

５
２０

７
＋
２
×
０
７５

１０
８

２０
１０
０

１９
９７

上
洛
河
桥

水
白
路

庄
浪
县
城
西

上
洛
河

钢
筋
混
凝
土
钢
架
拱
桥

４
２５

７
＋
２
×
１
００

１２
９

２０
１０
０

１９
９５

西
河
环
城
桥

静
庄
路

静
宁
县
西
河

西
　
河

钢
筋
混
凝
土
Ｔ
型
梁
桥

５
２０

７
＋
２
×
０
７５

１１
９

２０
１０
０

１９
９８

仁
大
河
桥

仁
大
葫
芦
河
桥

红
山
咀
桥

谭
店
桥

李
店
桥

威
戎
桥

张
家
小
河
桥

梁
原
桥

蒋
家
桥

静
秦
路

靳
邢
路

雷
刘
路

静
秦
路

张
新
路

朝
水
路

丰
蒋
路

静
宁
县
仁
大

静
宁
县
红
山
咀

静
宁
县
谭
店
乡

静
宁
县
李
店

静
宁
县
威
戎
镇

静
宁
县
张
家
小
河

灵
台
县
梁
原
乡

泾
川
县
蒋
家
台

仁
大
河

葫
芦
河

谭
店
河

李
店
河

葫
芦
河

张
家
小
河

黑
河

泾
河

钢
筋
混
凝
土
双
曲
拱
桥

钢
筋
混
凝
土
Ｔ
型
梁
桥

钢
筋
混
凝
土
双
曲
拱
桥

钢
筋
混
凝
土
Ｔ
型
梁
桥

钢
筋
混
凝
土
土
板
梁
桥

钢
筋
混
凝
土
双
曲
拱
桥

３
２５

７
＋
２
×
０
７５

１０
１

１５
８０

１９
８５

１６
１５

８
＋
２
×
０
７５

２５
１

１５
８０

１９
８８

５
２５

７
＋
２
×
０
７５

１５
４

１５
８０

１９
７４

１
５０

７
＋
２
×
０
７５

７８
１５

８０
１９
８５

５
２０

７
＋
２
×
０
７５

１２
８

１５
８０

１９
８６

８
１２

４
＋
２
×
０
２５

１０
１

１３
６０

１９
６９

１
５０

７
５
＋
２
×
０
７５

７７
１５

８０
１９
７６

４
３０

７
＋
２
×
１
００

１４
７

２０
１０
０

１９
８０

６
３０

４
５
＋
２
×
０
２５

２１
２

１５
８０

１９
８８

３６７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三、铁路桥
宝中铁路，在平凉境安口窖站至安国站之间，建有桥梁５４座，长５１０５米。
四、涵洞隧道

涵　洞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西兰、宝平公路共有涵洞７８０道，多为砖、石、木、
陶瓷管、皱纹钢管等材料所建；形状有拱式、木箱式、半圆和圆管等。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７年，
省交通厅投资，在西兰、宝平、泾环公路修建２４道石台木面和砖拱涵洞。１９５８年 “全民

大办交通”时，各县在县社公路上修建了一些砖、石、木面涵洞。１９６３年以后，新建涵
洞则以水泥、钢筋、砂、石为主要材料。１９６５年，全区有涵洞８３０道，长５３６２米。７０年
代，因公路加宽，对以前所建涵洞列入年度养护计划，逐年改造接长。１９８５年底，全区
省养公路有各种涵洞 ４４８道，长 ５２３７１８米。１９９０年底，地养公路有 “永久性”涵洞

１２０８道，长１０９２８７１米。此后由于加大公路建设投资力度，涵洞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涵洞３３１６道，其中：省养公路１７７９道；地养公路１５３７道。宝中
铁路在安口窑站至安国站建有涵洞２６９道，长５４１６米。

隧　道　祁家大山隧道位于上伊公路静宁县八里铺西３５公里处。全长８６０米，净宽

静宁祁家大山隧道

９＋０７５×２米，拱顶净高 ６８９
米，单向纵坡为 ＋１５７％。路面
采用混凝土两次衬砌，中间敷设

防水层。甘肃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测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交通部

第六支队承建。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开
工，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 建 成，投 资
１６１９２３万元。

双凤山隧道位于泾甘公路华

亭县双凤山。全长 ４１２米，宽

华亭安口隧道

１０５米，拱顶净高６９８米，混凝
土路面。甘肃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测设，平凉公路总段承建，铁道

部第二十工程局四处施工。１９９８
年７月１８日开工，共投劳１３７万
工日，机械８７９０台班，挖掘土石
１６８万立方米，投资 ９６１６９万
元。１１月 １５日竣工，１２月 ６日
通车。

宝中铁路在安口窑站至安国

站建有隧道１７座，长１７４３０米。

４６７ 平凉地区志 （中）



第二章　运　输

第一节　公路运输

一、专业运输

１平凉汽车运输公司
货物运输　１９５６年公司初建时，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当年完成货运量１０６９万

吨，货物周转量２２６０６６万吨／公里。１９５９年推行 “双班拖挂”运输，货物周转量增至

３９１８１５吨／公里。６０年代初，货运生产稳中有增。１９６５年，完成货运量３４万吨，货物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货车队

周转量 ２９７５万吨／公里，分别比
１９５６年提高 ２１８％和 ３１６％。７０
年代，在 “工业学大庆”运动中，

进一步改善生产调度，并组织开

展 “车吨月产万吨公里”的竞赛

活动。在共产党员王清银创车吨

月产万吨公里之后，至 １９７３年，
公司有７５辆１１４个车次实现了车
吨月产万吨公里。１９７６年，完成
货运量 ４７７６万吨，货物周转量
７２８９３８万吨／公里，分别比１９６５
年增长 ４０５％和 １４５％。８０年代
后，运输市场全方位开放，货运

市场空前活跃，竞争激烈，货源

严重不足。公司发动职工开展 “每人一车货”活动，４０多个理货小组，赴区、省内外，
组织货源。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０年，先后组织上百辆货车，分赴宁夏、四川、西藏，缓解了货源
紧缺的矛盾。９０年代，社会车辆继续增加，同时，宝中铁路投入营运，货源更加短缺。
至１９９５年，完成货运量２２５９万吨，货物周转量３６５１９３万吨／公里。１９９８年底，仅有
“东风”牌货车４０辆，完成货运量１０４１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３７９６３万吨／公里。２００２
年，完成货物周转量５５２８２９８万吨／公里。

旅客运输　１９５７年，以货车代客车开始办理旅客运输业务。有平凉至灵台、合水、
崇信，庆阳至华池，固原至海原，西峰至庆阳、环县等１３条客运线路，长１８６５公里。年

５６７




底完成客运量２５万人，旅客周转量２３６６０９万人／公里。１９６５年，客车９辆，完成客运
量５３２３万人，旅客周转量１７０１７万人／公里。１９７０年，首开灵台至朝那的农村公共汽
车后，又开通泾川至荔堡、平泉，崇信至安口，庄浪至华亭，静宁至仁大等１５条农村线
路。并采取以县城为中心，干、支线相结合，面向农村，延伸里程，密布站点，增加班

次，固定车辆，随车售票的办法。基本做到了路通车通，有站必停，有客就拉。１９７０至
１９７３年，客运线路２２条、１２１５公里，农村线路１６条，延伸客运线路５８４公里，载客汽
车增至４４辆，全区１０３个社 （镇）通了公共汽车。１９７６年，公司有客车５５辆，代客卡
车２３辆，主要担负７县 （市）和平凉至定西、庆阳以及平凉至西安、宝鸡、宁夏西吉的

客运任务。占有长途客运线路１６条、２５２８公里，开放２４个班次。县、社、村镇的公共
汽车线 路 ２８条、长 １０２８公 里。是 年，完 成 客 运 量 １４３万 人，旅 客 周 转 量
７９９４４万人／公里。１９７８年，客运线路增至３７条，并为４条线路开放了夜宿农村班车。８０

平凉汽车站 （西站）

年代，客运市场开放，公司设法

增加线路，增加班次，更新车辆，

提高效益。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公司
先后与白银、兰州公司对开班车，

新辟了灵台至西安、永寿，平凉

至长武，平凉至铜川等跨省线路。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４年，先后对开了平凉
经西峰至延安，平凉经宝鸡至汉

中，平凉经银川至乌海的跨省客

运班车，在省内对开了平凉经兰

州至金昌的班车。１９９５年，卧铺
客车投入营运。至１９９８年底，客

运线路已发展到８６条，总里程长１８１万公里，客运班次１１８个。２００２年，完成旅客周
转量６４６２９７２万人／公里。

车站建设　公司初建时，接收原平凉、静宁汽车运输站，又在泾川县、安口镇新设
汽车站，在华亭、崇信、灵台等县城设立汽车代办站。１９５７年，有平凉、泾川、和盛、
宁县、合水、西峰、庆阳、环县、华池、固原、海原、静宁和咸阳１３个汽车站及泾源、
华亭、灵台、崇信、镇原５个代办站。１９５８年，增建正宁、老合水、凤翔路口、西华池
等８个运输站。１９７０年，灵台县朝那公社新建全区第一个农村汽车站后，在平凉县草峰
等地增设３个代办站。１９７６年，沿客运线路共设置各种站、点２４６个。１９８５年底，辖区
县 （市）汽车站７个；设在安口、马峪口、凤翔路口、朝那、什字等乡镇汽车站５个；
设在西安、咸阳、宝鸡市的业务站３个。１９９５年，泾川、华亭、安口、庄浪等县在城镇
建设中，对原汽车站或拆或迁或改建。１９９８年底，公司所属车站１４处，其中：客运站有
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安口、朝那、什字、凤翔路口、马峪口；

业务站有宝鸡、西安两处 （西安站主要经营停车、住宿等）。２００１年，改建庄浪、泾川、
安口３个汽车站，新建成什字汽车站。２００２年完成崇信县公用汽车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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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汽车运输公司汽车站　亦称平凉西站。位于平凉城西北上 （海）伊 （宁）公路

北侧，是平凉连接西安、兰州和银川的枢纽站。主要经营客运、零担货运和食宿等项业

务。日发放班车９８班次，日均接送旅客３０００人次。１９８３年被省汽车运输总公司评为
“开创站务工作新局面先进单位”；１９８４年２月，被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军区命为 “军

民共建文明车站先进单位”；８月，在全国公路客运工作会议上被命为 “文明车站”；

１９８５年１月，被交通部树为 “部级优质运输先进集体”。

１９５６年至２００２年运量利润表

项 目
年

度

年营运车数

（辆）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利润总额

（元）

上缴税金

（元）

１９５６ ３４６７５ ２３６８０９ ２２６０６６ １１９５８０

１９５７ ３４０４１ ２３６６０９ ２４３３１３ ２２８７７９

１９５８ ３５０５４ ４４１１３１ ３５２６６６ ２１１７２０

１９５９ ３２８１３ ４３７２６２ ３９１８５２ １４４２０２６

１９６０ ３３３２３ ４４５２３９ ４６１９６２ ３２４４２１２

１９６１ １６３９２ ２４９１０７ １５９９６７ １１８１１６８

１９６２ １３２９ １８３８３４ １２４９９４ １３２０１９ ９４３１４

１９６３ １８１１１ １７６６３５ １７１９１９ １３９４５８ １３００７７

１９６４ ２１５６４ １７０１０４ ２２８００８ ２８０５０１ １６５５７２

１９６５ ２１６６７ １７０１６９ ２９７５１７ １４８９２２８ ２０７１４４

１９６６ ２０９６８ ２４８１９５ ３８４０９７ １９８９７９６ ２２５４８

１９６７ ２２１７３ ２１８７９９ ２９９６５２ １０１８００４ １６５６１３

１９６８ ２２１ ２７２８４０ ２９６９６９ １２９８１９５ １６９７８８

１９６９ ２２０２６ ２６８４６２ ３３４７７４ １４６１６０３ １８５２３７

１９７０ ２２８７６ ２５４２０９ ３９８９１９ ２２９８５８７ ２２０３３２

１９７１ ２５８６７ ３３６８４５ ４９７９３９ ３１４２７２７ ３２６２５９

１９７２ ２６７１４ ４３０６１７ ５６７４４６ ３５４３７９６ ４１３６２８

１９７３ ２７６３１ ５３７０５２ ６１３５５２ ３６１８３５２ ３９６９０６

１９７４ ３１９ ５７８４１５ ５９０４７６ ３４３４９３８ ３９４４３３

１９７５ ３４７ ６７６１６１ ６４４７７８ ３８２４９３８ ４３７２２６

１９７６ ３６１ ７９９４９０ ７２８９３８ ４１３６１３５ ４７７４０８

１９７７ ３８９ ８５０２１８ ７７４８８６ ４４８８２３６ ５１４１６８９０

１９７８ ３７８ ９２１０３２ ７９１６１８ ３９５９１２９ ４８６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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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 目
年

度

年营运车数

（辆）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利润总额

（元）

上缴税金

（元）

１９７９ ４２１ １０３０８１６ ７８３９３９ ２９１７６２９ ４２６５５７

１９８０ ３８８４０ １２３７７９３ ５２１６４９ ６２６２８１ ３８５７５２

１９８１ ４２１ １２２７０１８ ４９００４０ １１９４８８７ ３６９０８９

１９８２ ４２１ １３６７０４５ ５１８６４０ １６３０９０７ ４０６２３０

１９８３ ４１９ １５１１８２４ ７８３９３９ １７５４８８４ ４２０３０６

１９８４ ３９４７５ １６８８０４３ ５２１６４７ １６９８３９６ ４６３９１７

１９８５ ４３９ １７７５６８５ ４９００５０ ４３５１７１ ４３９８３１

１９８６ ４１１０８ ２０４０４１ ５１３８７２ ４０２３１３ ４８１９７０

１９８７ ４０７ １９６５９１９ ５２４８２７ ４００３１５ ４７８２７１

１９８８ ３９７０７ ２２４３６１ ５５３９２９ ５４０６３１ ５２４９３６

１９８９ ３８４８３ ２６５６９３８ ６１０９８１ １３４２４５２ ７０２３６３

１９９０ ２８３９ ２３２７０９８ ５２９９２５ ５５３２６７ ７００９８０

１９９１ ３３４９ ２５２０８８２ ４７３１７９ －７８９４９２ ７５２６０８

１９９２ ３２５０ ２２８２８１３ ５３５９０２ －１４６０６６７ ７３２５１９

１９９３ ３０７１ １２５２５７０ ４７４８８６ －２９２００００ ５８２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２９６２ ６９１４３０ ３５５４３２ －２４８２２９５ ３８５１５３

１９９５ ３３６０ １２１６０５８ ３６５１９３ －２４３６４５４ ７７１９６２

１９９６ ４３００ １７５２６０４ ２４７２５３ －３８９７７２６ ４６５３３０

１９９７ ５２５６ ２６５８３８６ ２６４０４１ －６７１４７６ ５２５３７６

１９９８ ５４８５ ２５６６５６７ １３７９６３ ４２５９００ ３６２７６５

１９９９ ５８２０ ２１７７５２６ １０６２１６９ －９６ ５４

２０００ ６１１９ １６６７０５４ ７２５７２６８ －２９６ ３３

２００１ ６４０４ ２５５４３５６ ５３６７２８０ －９８ ４５

２００２ ７６９３ ６４６２９７２ ５５２８２９８

２县 （市）交通部门汽车运输

５０至６０年代，７县 （市）在原马车队、胶车社的基础上，先后组建汽车运输队，参

加社会长、短途客、货运输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泾川县胶车运输合作社改为汽车运输公
司。１９５９年３月，平凉市工交局车队改建为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年，静宁、灵
台、华亭、崇信、庄浪县运输公司相继成立。９０年代初，各县 （市）属运输公司不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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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部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营机制，普遍推行单车承包和租赁经营，更新车辆，增辟

客运线路。１９９６年，静宁县运输公司被县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兼并。１９９７年，泾川县
运输公司完成改制后，于１９９８年元月成立了 “泾川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了

民有民营，当年创利润３万余元，上缴税金４５万元。１９９７年２月，华亭县运输公司停
产。次年１２月，由该公司前经理、现华亭煤矿退休干部郭永茂等人自愿带资承包，开展
多种经营。是年，崇信县运输公司将原有不动资产即房屋、院落，以１６５万元一次性拍
卖给县邮政局，并撤销其建制。１９９８年，全区有县属运输企业仅剩平凉、灵台、庄浪３
家，共有营运汽车２１６辆。其中：客车１６９辆，货车４７辆。全年完成客运量３２０２４万
人，旅客周转量５４１５３９万人／公里；完成货运量６５３万吨，货物周转量５８５５３万吨／公
里。至２００２年底，随着改革以多种方式谋求发展。

二、社会运输

１民间运输
平凉自古民间运输发达。西汉时，经平凉输出的有丝绸和养蚕术、漆器、文化用品、

冶铁术以及桃、杏、梨等农副产品。西域的胡豆、胡瓜、苜蓿等，经平凉输入中原。隋

唐时，从京都长安经平凉到凉州，沿途设有酒肆、店铺，供商旅食宿。明代，输出的有

煤炭、陶瓷品，输入的有水烟、瓜果等。清代，商人将河西、宁夏的食盐、皮货、毛织

品车拉畜驮，经平凉运到西安、汉中销售。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陕茶入甘，泾州设局验
票完课。光绪时期，兰州织呢厂进口的各种机器、修建兰州黄河铁桥进口的重型部件２００
余万公斤，都是从天津经平凉运往兰州的。

民国以来，兴建公路促进了民间运输的发展。２４年 （１９３５），仅静宁、泾川和华亭３
县有独轮车、铁轮车、木轮车３３０３辆，投入营运。２８年 （１９３９），平凉县有骆驼２００多
峰，主要承运青海、宁夏食盐到陇东，并为抗战支前承运许多军需品。３６年 （１９４７），泾
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参与民间运输的马、骡、驴和牦牛１５５０９３匹
（头）。其中马１３２８匹，骡１１０３头，驴５５０７２头，牦牛９７５９０头。３８年 （１９４９）８月，
仅静宁县以民间运输工具为解放军运往华家岭的军需面粉达６万公斤、花料５万石，支援
解放兰州。

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间运输逐步实行 “四统”（统一管理、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

一票证），开展公私联合经营，组织运输合作社、运输队、搬运组等，以多种形式促进了

民间运输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完成货运量４９１万吨，货物周转量４６６３７万吨／公里。１９５４
至１９５６年，累计完成原料、建材、粮、棉、食盐、煤炭、百货日杂等运量８０９１万吨，
年均２６９７万吨。１９５７年开始，从长途运输转向中、短途运输，运输的主要物资有粮、
煤炭、建筑材料、矿石、陶瓷品等。１９５９年，完成货运量１８２１万吨，货物周转量２５８０
万吨／公里。１９６５年，完成货运量２９７８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４７万吨／公里。１９７６年，完
成货运量８９４５万吨，货物周转量５８４万吨／公里，分别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２倍和３倍。进入
８０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汽车、拖拉机代替了人力车、畜力车为主的民间运输工具，承
担部分长途运输任务。承运的物资主要是城乡建筑材料和农副产品。１９８５年，完成货运
量１８０８万吨，货物周转量３２９万吨／公里。１９８８年，参营拖拉机６１２２辆。１９９５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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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拖拉机５８３８辆。１９９８年，参营农用三轮车及拖拉机５８５７辆，完成货运量１５７４３万
吨，货物周转量６２２２６万吨／公里，分别占全区社会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总数的６４％和
３９％。长期在短途运输和物资集散等方面，补充了汽车运输之不足。

２机关企事业单位汽车运输
１９５０年，全区仅劳改队有两辆 “大道奇”自货自运汽车。此后，各行业、部门的自

有汽车逐年增多。至１９６０年，全区参与社会运输的机关企事业货运汽车１３７辆 （含庆

阳）。１９６３年，完成货运量４万吨，货物周转量２８８万吨／公里。１９６６年，机关企事业
单位有载货汽车１２４辆，其中参加社会运输的５６辆，其余为自货自运。７０年代，机关企
事业单位车辆，由内部服务转向社会服务，承担的货运量大幅度增长。１９７６年，完成货
运量１７３５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６８４万吨／公里。１９７７年，８３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
运输车辆达７７２辆，其中粮食局、购销站、商业局等１８个单位设有汽车队，对缓解运力
不足、支援工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５年，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载货汽车发展到
１８０８辆。１９９０年，参与社会运输的 ８９２辆，完成货运量 ４０６１万吨，货物周转量
３９５５万吨／公里。１９９５年，参与社会运输的汽车１７８２辆，完成货量５７２６万吨，货物周转
量６５５９６０万吨／公里。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参营货车１６３１辆，完成货运量
５９７５万吨，货物周转量５１２２２５万吨／公里。成为公路运输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随
着深化改革，至２００２年车辆或承包或出售个人经营。
３个体 （联营）户汽车运输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平凉 “文茂祥”车行首购一辆 “雪佛兰”货车，参与社会运

输，为平凉区境个体汽车运输之始。此后，相继有 “万济”、“义通”、“协记”、“西北”

等８家车行１１辆汽车从事货运。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仅有１０辆，往返于西安、四川、兰
州间。１９５３年，只有６辆参与社会运输。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２０余年
间，区内无私营汽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凉市重新出现了私营汽车运输。１９８３
年，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农民个人和联营户购置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若干

规定》，激发了个体 （联营）户参与社会运输的积极性。是年，个体户的载货汽车增加

１１０辆。１９８５年，全区个体 （联营）户的客运、货运汽车发展到２４３辆。１９９０年，个体
户拥有客运汽车２３辆，完成客运量２５４６万人，旅客周转量１１２９７１万人／公里；货运汽
车达到６５４辆，完成货运量２５６９万吨，货物周转量２７９４７万吨／公里。９０年代初，各
级运政部门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鼓励、支持私营运输户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

运力投放、线路安排等方面提供方便，使个体运输业持续、健康发展。１９９５年，个体户
客车１４７辆，完成客运量７９７５万人，旅客周转量２４１９６７万人／公里；货车９６１辆，完
成货运量６１３０万吨，货物周转量４７７０５８万吨／公里。１９９８年，个体户客车３２１辆，完
成客运量２４４２万人，旅客周转量９１７９２５万人／公里；个体户货车２３７０辆，完成货运量
１６３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０５０１４７万吨／公里。是年，全区城市组建的个体 （联营）公司

３５家，仅平凉市就有６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平凉市第三、第四汽车运输公司和汽车客
运公司，共有个体汽车１５５７辆。其中各类货车９２０辆，客车６３７辆，从业者达２３５３人。
５年上缴税金９３６７万元。市第三、四两公司，连续被中共平凉市委、市政府，中共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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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地区行政公署评为 “十强个体私营企业”，并获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全省１００强
个体工商户”的荣誉称号。个体 （联营）户运输业的发展，为增加财政收入、活跃市场、

繁荣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改革发展，至２００２年，个体 （联营）户有各种货车５４０６
辆，大小客车７９１辆，出租车１４９６辆。已成为全区公路运输战线上的主力军。

三、运输工具

驿运时期，主要依靠马、牛、驴和木轮车、铁轮车、铁包木轮车等，载重有限，行

木轮大车

速缓慢。民间运输，多为人背肩挑，其工

具则有筐担、背篓 （斗）、背架、褡裢、

口袋、手推独轮车和各种畜力木制车辆及

四轮大车。民国 ２５年 （１９３６），庄浪县
王氏兄弟购买胶轮大车两辆，为区境胶轮

马车之始。２８年 （１９３９），泾川县窑店商
户也购置胶轮大车参加营运。此后，平

凉、灵台等县商户购置胶轮大车者不断增

加，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民间胶轮大
车发展到５０３辆。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意大利希皮
奥内·博乐盖塞亲王乘小客车沿西兰驿道过境，是辖区出现汽车之首。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甘肃驻京办事处董事恩乘小汽车经平凉赴兰州。１５年 （１９２６），冯玉祥国民联
军经平凉援陕，军用汽车和所经营商车，日均往返平凉者达３００余辆。翌年，平凉城区

民国年间外国传教士来平凉乘坐的汽车

商行开始购置汽车，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仅
有１０余辆。
１９５７年省交通厅为平凉汽车运输公

司调拨 “解放”牌货车６辆，客车两辆，
为区内国营汽车行业之始。此后，随着公

路运输业的发展，国营汽车逐年增加。

１９６５年，全区有汽车２３９辆，其中客车９
辆，货车２３０辆。１９７１年７５９辆，其中客
车 ８４辆，货车 ６４４辆，特种车 ３１辆。
１９９５年，汽车发展到６７５６辆，其中客车
４２４２辆，货车 ２２１０辆，特种车 ３０４辆。
１９９８年，全区民用汽车已达到９４７８辆，其中客车３９０６辆，货车５４３５辆，特种车１３７辆。
至２００１年，有民用汽车１５６８８辆，其中客车６１０９辆，货车７５０８辆，特种专用车１３５辆，
出租车１９３６辆。

５０年代，以原进口的杂牌汽车为主。６０至 ７０年代，国产 “解放”牌 ＣＡＯＢ型及
“东风”１４０型为主。８０年代，“东风”１４０型及 “解放”１４１型为主。９０年代，以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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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进口为辅的多种类型的现代化汽车占领了运输市场。货车除国产 “解放”、 “东

风”、“康明斯”外，进口的主要有 “丰田”、“五十铃”、“三菱”等；客车国产普遍型的

有 “驼铃”、“扬州”、“黄海”、“宇通”、“桑塔纳”、“夏利”等，进口的有 “伏尔加”、

“福特”、“拉达”等，货车向大吨位、特种型发展，客车向豪华型、中小型发展。

第二节　铁路运输

货　运　宝中铁路建设时，设计平凉境内远期年运输总量８０９万吨，其中发运量６７０
万吨，到达量１３９万吨；设计近期年运输
量３４９万吨，其中原煤３００万吨，农副产
品１８万吨，工业品１２万吨，粮食１４万
吨，其他物资５万吨左右。其流向以东出
为主，占８０％，南出占１４％，其他方向
只占６％。

宝中铁路营运以来，分年度实现的货

运量是：１９９６年 １７２万吨，１９９７年
８０３３万吨，１９９８年 １１９５４万吨，１９９９
年 １２７０９万吨，２０００年 １５６１５万吨，

２００１年２４３６万吨，２００２年２９５９７万吨。
客　运　宝中铁路自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开通旅客列车运输以来，境内每天通过和始发

的铁路客车共有６对，其中银川发往上海、成都发往乌鲁木齐、西安发往银川、平凉发
往兰州、崇信发往银川、宝鸡发往平凉各一对。平凉站、安口窑站平均日发到旅客在６００
人次以上。

第三节　经营管理

客运管理　民国时期，区内客运量有限，且处于自由承揽或由行、栈中介，协商议
价，货物代运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统一管理、统一货源、统一票据、统一运价的

前提下，由国营运输企业独家经营，纳入企业管理之中。１９８３年，始有个体 （联户）车

辆参与客运，由运政部门统一管理。１９９０年，对２１５条重点客运线路中争抢线路、乱停、
乱放，损害旅客利益的现象进行整顿。１９９２年，简化客运线路审批手续，坚持以国营为
主导，集体为辅助、个体为补充的原则，允许个体 （联户）跨省、区经营，鼓励各方平

等竞争。１９９３年，大力增加农村通车班次和夜宿山塬区班车车次，扩大客运线路辐射面。
１９９６年，整顿道路客运市场秩序，打击 “宰客”、“甩客”、“抢客”、“卖客”等不良行

为，开展以 “客运服务质量标准化、服务管理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的达标活动。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实行客运线路、车型车号、批文 “三对口”和统一划定停、靠站 （点）

的治理整顿，并完成客运站级别核定工作。全区１６个客运汽车站中，平凉汽车西站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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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站，泾川、庄浪站为二级站，静宁站及其县运司客运站、灵台、华亭站为三级站，余

为四级站。

个体出租汽车客运业兴起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后，纳入行业管理。技术监督部门给出
租车统一安装了里程计价器，执行物价部门核准的统一运价，按期缴纳各种税费。

货运管理　民国时，国营汽车货运由平凉运输段 （站）办理承托。由货主在起点填

写托运单并交定金，起点站依次派车承运，按预付或到付收取运、杂费，到终点站卸货

复核，相符后通知货主提货。１９５３至１９８２年，货运市场统一实行计划管理。１９８３年，转
向市场调节，扩大物资流向。１９９１年，加强合同管理。是年，平凉市货运信息咨询服务
站成立，此后各县陆续组建。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组建货运交易所、站１８家，当年提供服务
信息７６８条，组织社会车辆１０６０辆次，配载物资４８万吨。

维修管理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西北公路管理局在平凉设置修车分厂，翌年又在静
宁设修车救急站。３２年 （１９４３），增设平凉保养场，次年将西安修车厂移至平凉与前厂
（场）合并。３６年 （１９４７），编为平凉汽车保养场，隶属七区局运输处，并有私营修车
行、店七八家。

１９５６年，省交通厅将兰州公私合营第二汽车修理厂下放平凉，并入平凉汽车运输公
司。后将原在平凉的公、私保养场及修车行、店并入，称甘肃省平凉汽车修理厂，由省

交通厅管理。６０年代，凡有车单位保修组、场、厂逐渐出现。１９７４年，第一家集体性修
车企业在七里店成立，此后柳湖公社泾滩大队办起修车厂，均未纳入行业管理。１９８２年
后，集体、个体修理业户相继营业，１９８７年纳入行业管理。１９９１年，实行强制维护和合
同维修管理。１９９５年，汽车修理厂和维修网点发展到２２５家，其中一类５户，二类３６
户，三类１８４户；国营２９户，集体３１户，个体１６５户，从业人员２３９７名，各种维修设
备１８１３台 （件）。１９９８年，对２５８家维修业户进行全面检查整顿。核定一类４户，二类
５６户，三类１９８户；其中国营２９户，集体３１户，个体１９８户；从业人员２６８３名，各种
维修设备２２６８台 （件）。１９９６年４月，地区成立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为Ｂ级，年检测
能力为８０００辆。１９９８年实测客、货汽车４１５８辆。至２００２年底，共检测客货汽车２６９５１辆。

搬运管理　１９５３年，平凉市个体搬运者自愿联合，成立搬运互助组。１９５６年，平凉
市个体胶车运输户联合成立平凉专区胶车运输合作社。１９５８年，成立平凉市搬运合作社。
１９６８年该胶车社划归平凉县，更名为平凉县运输合作社。１９７７年２月，平凉县运输合作
社并入平凉县搬运合作社，成立平凉县搬运公司，承担社会短途装卸搬运任务。１９８３年，
县改市后，改称平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９０年华亭试点后，对全区装卸搬运市场进
行整顿。经清理全区有装卸搬运业经营者５８户，有机具１１３台 （件），固定资产总额

１０１１６万元，年装卸搬运量为１３５５２万吨，从业９３５名。１９９３年再次整顿，核发经营合
格证９２户。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装卸搬运业８２户，从业１４９３名。其中交通部门３２户，
从业９６１名；非交通部门５０户，从业５３２名。有吊车７台、铲车９台，其他机动车１１２辆。
１９９７年，全区有客运服务业１２户，从业６１名；货运服务业１４户，从业４２名。至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道路运输服务业５２户，从业２１９名；维修服务业３３０户，２６００人。
交通监理　民国初期，汽车监理业务由省建设厅办理，后交大区公路运输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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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３６年 （１９４７），由省交通厅兰州监理所办理。１９５６年前，平凉境内的公私汽车年
检、驾驶员考核、审验均在兰州办理。是年８月，平凉汽车监理所成立，开始办理平凉、
庆阳两专区汽车监理业务。１９８７年７月，将交通监理业务移交地区公安处交通警察支队
办理，再无变更。

驾驶管理　民国时，驾驶员证分职业、普通、试车、临时及学习５种。新中国成立
后，改为职业、非职业２种，并分正、副、学习３个级别。均由车辆管理部门负责驾驶员
考核及执照核发。１９５６年后季，区内开始办理机动车辆和驾驶员年检、年审工作。检验
汽车１９７辆，机器脚踏车１辆；审验驾驶员２３４人，考核１０６人，合格者７６人。１９５７年，
检验各类机动车４０９辆，审验驾驶员５７６人，办理异动登记汽车５０辆，驾驶员出、入籍
及就、歇业２６９人。１９６２年，检验汽车５４１辆，拖拉机１５０台，并对１９５８年以后培训的
驾驶员全科复考４９１人 （含庆阳）。１９６６年，检验平、庆两地机动车１２３３辆 （台），其

中轮式拖拉机１８１台。１９７１年，平、庆两地监理业务分设。１９７２年，检验区内机动车
１１６３辆，审验驾驶员 １６３３名，初审 ２２５人。１９７７年，全区检验各类机动车 ４２３８辆
（台），其中各类汽车１７２３辆；审验驾驶员１３９４４人，其中汽车驾驶员４９７６人。１９８７年８
月，业务移交地区公安处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承办，再无变更。

行车管理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和３６年 （１９４７），交通部先后两次制定汽车管理规
则，而区境汽车少，管理松动。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公安部多次颁布车辆运行管理办

法，由监理部门负责实施。１９５６年，累计查处违章行驶１４８４车次。１９５８年 “大炼钢铁”

时，放松查验，肇事增多。１９６２年，机动车辆合格率为６９９％。１９６７年１月，除凤翔路
口和土谷堆执行固定查验，余皆撤销。１９７７年，八里桥、凤翔路口、静宁、安口４个管
理站执行停车查验，十里铺、泾川、庄浪站只搞流动查验。１９７９年，再次恢复各站停车
查验。１９８５年，全区有管理站８个，监理人员７４名。１９８７年，移交地区公安处交警支
队，再无变更。

安全管理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交通部曾制定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实施欠佳。１９５２
年，专署成立 “交通安全宣传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１９５６年，加强行车流动
查验。１９５７年，组织群众护路组，进行安全综合治理。至１９６０年，全区累计发生交通事
故１１２起，其中重大事故５１起，死亡１４人，经济损失３３４万元。１９６５年，发生交通事
故５２起，其中重大事故２５起，死亡３人，经济损失１０３万元。１９６６年，组织 “红五

月”安全宣传队，分赴公路沿线９县、２８个村镇，以墙报、黑板报、图片、电影、幻灯
等多种有效方式宣传交通常识，并对驾驶人员进行月度安全考核。１９７４年，组织联合安
全宣传委员会，实行单位、学校、农机站、道班、生产队安全 “六包”责任制。１９７６
年，发生交通事故１４２起，其中大事故３５起，死亡３１人。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４年，共发生交通
事故１７３７起，其中重大事故４５４起，死亡３５１人，经济损失８９５９万元。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６
年，区内交通事故呈下降趋势，累计发生８４８起，死亡４５２人，经济损失１８６５２万元。
处理７５７起，结案率为８９２％。１９８７年业务移交地区公安交警支队管理。

规费征收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张兆钾在泾川开征 “筑路捐”，是辖区交通规费征收

之始。２１年 （１９３２），除公用客车免缴车捐外，自用客车每月５元，营业小客车１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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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车３０元；自用货车１０元，营业性货车４０元。２８年 （１９３９）初，开征胶轮车及人力
车捐。畜力车每月５５元，人力车３５元。８月，统一改征养路费，费率按车、人公里计
算。３０年 （１９４１），养路费改由交通监管部门征收。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改革养路费征收办法，在费率不超过运费收入６％的前提下，按月或按

次征收。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７年，全区累计征收养路费１４９１万元。１９６１至１９７６年，征收２６０１
万元。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５年，征收４７４０９万元，年均征收５２６７万元。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８年，征收
汽车养路费２７２４１８万元，年均征收２０９５５万元。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征收拖拉机 （含农

用三轮运输车，下同）养路费１０６２９３万元。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征收汽车养路费１３２３１３９
万元，超计划完成征收任务。征收拖拉机养路费９２１万元，年均征收３０７万元。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 ４３２５万元，年均征收 ８６５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征收４０９９８２万元。
公路运输管理费的征收始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共征收１７８９７５万元。１９９９

至２００１年，征收１１６０万元。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共收公路客运附加费和客运车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费２０５０８６

万元，用于改善公路客运站、点建设专项资金。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征收９４０万元。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交通征稽部门共征收货运车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费２００８６９万元，

用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开始向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苋段按车次计收，标准是２吨以下５
元，３至４吨１０元，５至６吨１５元，７至８吨２５元，９至１５吨３５元，１６至２０吨５０元，
２０吨以上８０元；各种拖拉机、摩托车２元。收费还贷，收费期限为７年。至１９９８年，
苋管理所累计收取车辆通行费３７０４１０万元。祁家大山隧道收取标准为每吨每次２元，
不足１吨的按１吨计收；客车按１０座位为１吨计收。收费期限核定为５年。至１９９８年，
累计收取车辆通行费１１５９８５万元。

通行费收取，实行省级收入支出两条线管理，主要用于偿还贷款、公路养护、收费

机构设施、办公费用等。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２年各项交通规费收入表
单位：万元

类
别年

度

汽 车

养路费

拖拉机

养路费

公路运输

管理费

客运车辆

基建费

货运车辆

基建费

车辆购置

附加费

１９８６ ７９９２０ １６４０ ４４２０

１９８７ ８２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５６５０

１９８８ ９０９４０ ２２１０ ７１８０ ７６４０

１９８９ ９８６４０ ３２３９ ８６６０ １１３７０

１９９０ １４０７９０ ４２５０ ９１５３ １０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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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类
别年

度

汽 车

养路费

拖拉机

养路费

公路运输

管理费

客运车辆

基建费

货运车辆

基建费

车辆购置

附加费

１９９１ １６２６７０ ４８１３ １１６５０ １０３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８２３８０ ５８２０ １２４５５ １４４４０

１９９３ ２２６９６０ ８４８０ １４２０７ ２２３９９

１９９４ ２４７５２０ ８５６０ １８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１２２９９ ４０７００

１９９５ ３０７８２０ ９０３０ ２０６００ ３８２８２ ４１８９３ ７８９００

１９９６ ３２８０６０ ９５００ ２４６００ ２８６１３ ４１４３６ ９７９００

１９９７ ３７２８９０ ２２０５０ ３２７００ ３０７５４ ４８８３９ １１１８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０３０００ ３３７９０ ３５１１０ ３１７３６ ５６４０２ １０３２００

１９９９ ４１７５５１ ３３８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１０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８ ３４１７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１２１３００

２００１ ４６６３１８ ４１６３０ ４５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３１３８６ ４１６４０ ４７０００ ３３６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铁路管理　宝中铁路试行和临时运输期间，陕西千河站至平凉南站，由铁道部第一
工程局管理；平凉南站至宁夏宣和站，由铁道部第十一工程局管辖。正式营运后，以安

口窑站为交界口，南从陕西虢镇站起至１３６公里处 （含境内神峪河、安口南、安口窑３
站），划归西安铁路局宝鸡车务段管理；从安口窑站北至宁夏宣和站４７５公里处 （含境内

铜城、大寨岭、庙庄、平凉南、平凉、新李、安国７站），划归兰州铁路局固原车务段
管理。

为了充分利用铁路优势，发挥地方专用线作用，加强铁路运输和煤炭外运的组织管

理和协调服务工作，１９９５年成立 “平凉地区煤炭铁路运输管理办公室”，为副县级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隶属平凉行署和省煤炭局双重领导，内设办公室、计划统计科及驻西铁

分局办事处和安口煤炭铁路运输检查站。办公地点设在地区行署经委。

２００２年平凉地改市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铁路运输宏观调控，市政府决定，将原 “平

凉地区煤炭铁路运输管理办公室”，更名为 “平凉市铁路运输管理办公室”，增加了工作

职能，扩大了协调范围。其主要职能是协调和衔接铁路建设、铁路客货运输等工作。

煤炭、石油和电厂等专用线，属于自筹自建，由建设方自行管理，使用和运行由铁

路部门和企业共同调度，铁路运力运量由平凉市铁路运输管理办公室配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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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邮　政

今平凉地当秦始皇西巡所经 “回中道”、“鸡头道”的交汇处，邮驿设置完备。汉武

帝登崆峒，出萧关，开拓并保持了 “丝绸之路”的畅通。此后，“沿途驿亭连绵，使者相

望于道”。东晋十六国时，前秦苻坚于太和四年 （３６９）平定关、陇诸郡后，“令沿途植槐
柳并设立驿站，每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

唐代邮驿更完备。每驿有驿长１人，凡有马３匹者，配驿夫１名；遇有紧急公文，驿
马日行３００里。岑参诗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至陇山头”。时
泾州境有长武城驿 （今泾明乡）、圻

"

城驿 （今蒋家村）、安定驿 （今县城西北）、乌氏

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３月４日安定邮戳信封

驿 （今县城东北）。今平凉境有阴?驿 （四十里铺镇河北）、

泾阳驿 （安国乡油坊村）。吐蕃占据后，邮驿废。

北宋恢复了泾州西至渭州的驿站。嘉五年 （１０６０）
后，渭州、德顺军、镇戎军 （今固原）设茶马市，驿站进一

步拓展。金时，平凉府增置急递铺，加强邮驿。元代，泾州

至凤翔设百里 （今灵台西）赤站，驿马４０匹；麻夫川 （今

细川）赤站，驿马６４匹。古鸡头道设白水赤站，驿马５０匹；
崆峒赤站，驿马１５０匹；席家堡 （今庄浪县境）赤站，驿马

６０匹。皆委驿令管理。凡从事赤站差役的百姓，称其站户，
免除４顷地的赋税。在各主要驿道上，或１０里或２０里增设
急递铺，每铺配铺卒５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铺名
至今尚存者颇多。

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始置递运所，与驿站、急递铺并
存。属平凉府管辖的有：静宁州泾阳驿，隆德县隆城驿，华

亭县瓦亭驿，固原州永宁驿，平凉县高平驿，镇原县白水驿，

泾州安定驿、瓦云驿。各驿站均委驿丞管理，有驿夫若干人，

有马５至２０匹不等。仅平凉县境，就有安国、高平、上
岘、花家庄４个递运所。每所设大使和副使各１人，４所共
有马４５匹，马夫２８名，所夫１２０名。岁支工料外备支直等银２６３８４两。故赵时春在
《平凉府志》中指出：“繁重的驿负是苛民之积弊，当政者应省哉！”

清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裁驿丞归州县，改民养马民应差为官养官应，并增设塘、台，
形成驿、站、塘、台、所、铺的完整系统。平凉府静宁州泾阳驿，马４５匹，马夫２８名，
所夫６０名。华亭县瓦亭驿，马４５匹，马夫２８名，所夫３０名。平凉县高平驿，马４５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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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使图 （魏晋时墓石画砖）

马夫 ２８名，所夫 １２０名。泾州安定驿，马 ４５
匹，马夫２８名，所夫６０名；瓦云驿，马４５匹，
马夫２８名。灵台县在城驿，马 ４匹，夫 ２名；
额设铺司１３名。崇信县站夫 ２名，额设铺司 ５
名。华亭县站夫１５名。庄浪驿站夫１２名。同治
时，陕甘总督左宗棠修整驿运道路，平凉境东起

泾州窑店，经平凉、三关口、逾六盘山，再经隆

德、静宁至会宁，一般路宽 ３丈，最宽处达 １０
丈。境内修各种桥梁４１座，道旁栽植杨柳２６４
万余株。光绪初，每年从关中经平凉驿运至河西

的军需多达２２５万公斤。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平凉设邮政分局时，邮驿、邮政并存。直
到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才撤销驿站和急递铺等设施，其业务由邮政代替。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
月，省政府成立 “甘肃省车驼管理局”，平凉设办事处，办理车驼驿运业务，翌年３月改
为车驼站。３３年 （１９４４），甘新线驿运管理分处在平凉、泾川又设驿运站。每月经驿运站
往返西安、银川、兰州间的食盐３０００多吨，邮件４００余吨，羊毛、土布和日用杂货近万
吨左右。

第一节　邮政机构

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始设平凉府邮政分局、静宁州邮政分局和泾州邮政代办分
局。由汉口邮政总局西安邮政副总局管辖。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降静宁州邮政分局为代办
分局。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隶属兰州邮政局总局。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将静宁邮政代办分局改为邮政局，后又降为邮政代办所。３年
（１９１４），甘肃省邮务管理局成立，将全省邮局划分为一、二、三等。８年 （１９１９），升静

民国时期泾川县邮电局遗址

宁邮政代办所为二等邮局。１１年
（１９２２），泾川改设乙级邮局。２３年
（１９３４），平凉二等邮局改为二等甲级邮
局，２５年 （１９３６），华亭始设邮政局。
２６年 （１９３７），平凉升为一等一级邮政
局，辖白水、四十里铺、过店街和安国

４处邮政所 （亭）。３２年 （１９４３），灵
台、庄浪、安口设邮政代办所，后改为

三等乙级邮局。３６年 （１９４７），将灵
台、崇信、华亭、庄浪４局改为邮亭。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平凉解放后，军事
管制委员会接管邮政局。８月，重新组建平凉一等邮局。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１年，升灵台、崇信、
华亭、庄浪邮亭为邮局。１９５２年６月以后，邮电多次分合，称谓几易，隶属关系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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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政权政协》）。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邮、电再次分营，邮电局有职工２５６８人。２００１年７月，成立平凉三
级邮区中心局，辖邮件和运输分局。至２００２年，邮政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人教科、
保卫科、审计监察科、经营维护部、邮票公司、土建办公室和鸿兴公司，辖泾川、灵台、

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邮政局。

第二节　邮政业务

一、函　件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兰州经静宁、平凉、泾川第一条步班干线邮路开通，并开办延

至西安的第一条畜力班马差邮路。民国时，已有信函、明信片、印刷品和盲人读物等４
种，有平常或挂号、快件及保价，航空与普通、本埠和外埠、国内及国际之别。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０年邮资表
单位：元 （旧币）

项 目
资
费

时
间

平　信 快　信 单挂号 双挂号 单快信 双快信 航空２０公分

１９４９８２９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９４９９１４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９４９１０２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 ９００

１９４９１１２５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９５０１１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９５０２１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２００ ５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４００

１９５０３１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９５０５１１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２００ ５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９５０７１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９４９１０１５ ２５０

１９４９１０１６ ２５０

１９４９１０２３ ３００

１９５０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９５０６２ ３８００ ４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５４００ ６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９５０年２月１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师、团部交寄平信及一野各部门因
公在邮局互寄挂号公文同样免费，军属信件免收信函费，其他挂号、回执、查询费照常

交纳，不久即停。６月，停办保价挂号信，开办装钞保价信函，后停办。７月，开办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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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邮资总付业务，由报刊社汇总按印刷品付费。１９５１年开办 “认知证”业务，后停

办。１９５３年１月１日，停办平快信和快递信业务。１９５５年，实行 “银行联行专用信封”。

１９５７年，解放军战士交寄平信，只要加盖 “军人免费”三角戳记即可。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起，开办国内保价印刷业务。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日，开办 “特种挂号信

函”，便于用户交寄粮、油、布票、户口迁移证、粮食关系转移证等重要物品。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起，毛泽东著作免费按挂号交寄，并优先传递，３年后按普通印刷品
邮寄。１９６９年４月，取消 “邮件撤回、更改手续费”；停办 “存局候领”、“代收货价”、

“收寄货样”业务；废除 “邮件回执”等附带费。１９７９年，陆续恢复。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开办 “代发广告”业务。１９８８年５月１日，开办 “邮政快件”业

务。１９９０年３月１日，调整国际及港、澳、台资费标准。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调整附回执
费。１９９３年，发行邮政贺年 （有奖）明信片。１９９５年，简化大宗邮件收寄手续，提高保
价邮件的最高保价额。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取消 “邮政快件”业务。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再
度调整国际及港、澳、台资费。２０００年１月起，将国内邮政邮件回执业务扩大到个人用
户交寄的给据邮件，开办 “省内快递邮件”，若因邮局责任造成丢失，每件最多赔偿５０
元。２００１年，函件营业收入４５１７万元。２００２年，函件营业收入４１５万元。

部分年份函件业务量表

年　度 函件业务量

（万件）
年　度 函件业务量

（万件）
年　度 函件业务量

（万件）

１９５３ ２４０２

１９５７ ４８９４

１９６０ ９８２６

１９６５ ９２７０

１９７０ １０１２５

１９７５ １４６８０

１９８０ １３５６２

１９８５ １５１８５

１９９０ ４２２０１

１９９５ ４６６６０

１９９８ ５０５８９

２００１ ４０６０９

２００２ ６２０５９

二、包　裹
邮政初创时，开办普通包裹和快递小件。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前后，增加代收货价包

裹和国内保价包裹业务。新中国成立后，快递小包每件限重１公斤，体积限５立方公寸；
普通包裹每件限重１５公斤，体积限７５立方公寸。１９５２年，取消贵重品邮寄，包裹每件
限重增至５０公斤。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包裹和快递小包起重计费单位由５００克改为１００克；
快递小包按信函程序处理并按址投递，限重５００克，整件不能拆开的，放宽至１公斤。
１９５８年，将计算资费的起算重量由５００克改为１０００克。１９９０年，调整包裹业务种类为民
用包裹、商品包裹 （大件）和纸质品包裹３大类１２种。７月３１日起，对国内包裹在原普
通包裹资费标准上，每公斤加收１５％×普通包裹重量＋处理费０５０元。商品包裹在每公
斤加收后的资费基础上加收５０％，大件商品包裹处理费为１元。保价包裹保价费为１％，
最低保价费０３元，对保价价值在３００元以上者，实行特殊处理。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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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直递业务即点对点运送。１９９９年，放宽包裹、印刷品重量限制，最重者可达３５公
斤，尺寸以装入２号邮袋为准。但严禁收寄犀牛角和虎骨、黄色淫秽录像制品及非法出
版物。凡国内包件，一律按保价收寄，不分普通和商包，处理费改为挂号费，每件收２
元。对常年老用户下浮收寄。一旦发生丢失、毁损者，可得到合理补偿。年底，包裹量

上升到７０２万件。２０００年达８３７万件。２００１年，包裹营业收入２１０９万元。２００２年，
包裹营业收入１０４５万元。

部分年份包裹收寄表

单位：件

年　度 业务量 （件） 年　度 业务量 （件）

１９５３ ８１６３

１９５７ １０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２１０２

１９７０ ２８８８９

１９８０ ４９３２３

１９８５ ５２９８１

１９９０ ４７６３２

１９９５ ５１７０６

１９９８ ５３７０１

２００１ ７９２４８

２００２ ６６９６８

三、汇　兑
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邮政分局开办汇兑业务，每元 （银币）收取汇费２

分。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只开收汇，并限额５００元。１８年 （１９２９），改限额为８００元，以
汇款的１％收取汇费，５元以内，收５分，５至１０元，收１角。电报汇款，除按普通汇款
收费外，每笔加收电报费２角５分，附言费不超过２０字者收取６角，超过者每字加收５
分。２５年 （１９３６），开办国际汇兑业务。２６年 （１９３７），提高汇兑限额至２５００元以内。
３１年 （１９４２），开办电汇转汇业务。３２年 （１９４３），农村邮政代办所也开办小额汇票业
务。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只兑付私人汇票。
１９５０年统一兑付手续。１９５１年开办送汇业务，邮政汇兑改为代理银行业务。１９５３年

汇兑由邮政部门自办。普通汇票每票不得超过３００万元，超过者即分笔办理， “邮电公
事”汇款不限额。汇票每张在３００万元以下者，一律收取２０００元的汇费；定额汇单的汇
费，按照票面额的１５％收取。１９６５年，改信汇透明窗式 （套）为信封汇款通知单，按照

邮电公事内走。１９７４年，凡支农救灾和援外汇款，均由国家统筹。１９７８年，每笔电汇
３００元的限额高调至５００元。是年，开通电信直达电传报路。１９８０年，取消汇款限额。
１９８７年，开办快件汇款业务。１９９６年，汇票每笔最高限额为１万元。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
对超限额汇款业务实行简化处理，用户一次交汇款在１万至５万元之间的汇款应分开办
理。至２０００年，邮政汇兑业务有普通、电汇、高额、存局候领、代收货款、送汇、免费
汇、快件汇款等 ８种。２００１年，汇兑业务收入 １６１１１万元。２００２年，汇兑业务收入
１６１６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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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汇兑业务量表

年　度 业务量 （万件） 年　度 业务量 （万件）

１９８５ １６３６ １９９５ １８５１

１９８８ １７５５ １９９８ １６５８

１９９０ １６６５ ２００１ １７４２

１９９３ ２２９２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２

四、报刊发行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实行 “邮发合一”。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起，平凉邮局开始收订 《人民日

报》。５月１日，接办 《甘肃日报》内外埠发行。至年底，共收订报纸２２０份，杂志８０
份。１９５３年，报纸实行 “定额计划发行”，平凉邮电局报、刊发行期发总数为５６６份。
１９５６年６月，平凉邮电局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报刊推广组在一个区委会，发行报纸
３７２３份，杂志１３５万份。平均１３人１份报纸，３５８人１份杂志。第三季度，平凉市邮
电局报刊推广组获全省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５７年，取消报刊发行定额。平凉市邮电局报刊
期发数增至５１８３份。１９５８年，平凉市邮电局开始受理 《平凉报》、《平凉县报》的发行

工作。１９６６年报纸期发数增至１３９万份；杂志期发数增至４０４２份。“文革”期间，发行
量下降。１９６８年报刊期发数降至９８０８份。１９８４年以来，平凉邮电局向全国发行的期刊有
《甘肃畜牧兽医》。１９８５年恢复发行 《平凉报》。１９８８年，报刊期发数上升到１０４万份。
是年，社会报刊发行站 （员）增到１０５个，零售网点６处 （自办２处、委办４处），并有
零售员１０人。年底，平凉局发行的报纸有４５１种，期发数上升到５２万份；杂志２０４３
种，期发数４９２万份。流转额达到９０万元，零售流转额８７７万元，占订阅流转额的
１０％左右。先后被甘肃省邮电管理局授予 “报刊零售先进单位”和 “报刊发行先进单位”

称号。

部分年份报刊发行表

年　度
期发份数

报　纸 杂　志
年　度

期发份数

报　纸 杂　志

１９５０ ２２０ ８０ １９８０ ２９４４５ ３５３７６

１９５２ ２６０ １２０ １９８５ １４２５２７ １１５３９１

１９５７ ２３３２ ２８５０ １９９０ １１５１４７ ８９３４１

１９６０ ９８６８ ４６４７ １９９５ １２０８００ １１５６８２

１９６５ １０６４８ ３７４３ １９９８ １２８８６３ ９６３０３

１９７０ １１１７５ ３７０４ ２００１ ８４１１１ ５７６５９

１９７５ １５１９５ １４３８３ ２００２ ３５５５７４ １９６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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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报刊发行量呈下降趋势。全年订阅报刊期发数 ２０４５万份，报刊流转额
３２７６９９万元。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报刊发行稳步上升。１９９５年后，又出现下降趋势。１９９６年，完成
期发数２３９５万份，流转额为７４６１１万元。２０００年，全区报刊发行稳中有增，在全省
地、州、市中处于中上水平。２００１年，报刊发行业务收入２８６万元。２００２年报刊发行业
务收入２５３５万元。

五、机要通信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中共甘肃省工委建立机要交通站，经华亭上关、安口车马店、
平凉土谷堆煤矿、关家垭壑至平凉城，再经镇原进入陕甘宁边区。不但承担通信任务，

还负有护送干部的重大使命。

１９５１年８月，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机要交通站与西北 （兰州）军区军邮局合并，平凉

军分区设置军邮支局，编制４０余人，除军事通信外，还负有传递平凉、泾川、灵台、崇
信、华亭、庄浪、静宁等县 （市）机要文件的责任。１９５３年１月，军邮与地方机要通信
分设。平凉专区设机要交通支局 （后改称机要通讯局），隶属地委秘书处，下设西峰机要

交通站。由军邮时期只对各县 （市）武装部改到县 （市）委办公室。１９５８年，专区机要
通讯局与平凉专区邮电督察员办事处合并。１９５９年３月，并入专署邮电管理局，设机要

平凉邮电局女子长话台 （１９７２年）

室，负责辖区机要文件传递，中转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的机要文

件。有马４匹、自行车２３辆，摩
托车１辆。直到平凉各县和周边地
区通班车后，机要员开始乘车

押送。

７０年代，平凉地区邮电局设
机要班，有职工 ２８人。１９７６至
１９７７年，完成各类进出口机要文
件２０７万件，业务收入 ３４３５元。
１９８４年，调整为２９人。１９８６年２
月，将机要班移交平凉邮运分站。

月底，邮电局设机要科。是年，机要业务达９９６２件。１９８８年归邮政科管理。１９８９年机要
业务量增至１５万件，收入４３１８元。
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后，邮政局机要通信班调整为４人。２０００年底，完成出口机要

文件３４１５件，业务收入 ８１３万元；进口机要文件 １３万件，转口机要文件 ４３９９件。
２００１年，机要业务量２７６２件，市内机要互寄邮送广告４９８６万件。２００２年，机要业务量
３２８３件，收入６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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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机要通信业务量及收入表

年　度 业务量 （件） 业务收入 （元） 年　度 业务量 （件） 业务收入 （元）

１９８５ ９２３２ ４８３８

１９８８ ９１２８ ５５３８

１９９０ １５０２９ ９５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２９１０ １１３４７

１９９５ １５５０６ １８０９９

１９９８ ８８０４ ８２７２５

２００２ ３２８３ ６２０００

六、集　邮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平凉、静宁等地已有集邮爱好者。新中国成立后，集邮爱好

者增多。５０年代，平凉中学，平凉师范和陇东师范的集邮爱好者以搜集信销票为主，也
收集各种实寄封。６０年代初期，开始交换邮票，互补余缺。１９６６年后，集邮爱好者转入
隐蔽状态。

平凉设计的部分首日封

１９７８年后，收集、整理、鉴赏各种邮票、购买纪念邮票者日渐增多。１９８２年７月，
平凉邮电局开办集邮服务业务。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日，平凉地区集邮协会成立。发行 “崆峒风云”和 “宝塔雄姿”两枚

纪念封，举办首届全区性邮展，展出各类集邮票品５０００多枚、３０多框。
１９９７年，张锡等人发起成立集邮 “沙龙”，甚为活跃。１９９０年１月，平凉地区印刷

机械厂集邮协会被评为全省集邮先进集体。１９９６年９月２日至１０月１１日，平凉组织参
加了 “中国西部交易会陕甘川毗邻九地市集邮联展。”至２０００年，各县 （市）成立集邮

协会并开办集邮服务业务。２００２年９月６日，中共平凉市委成立，地区邮协发纪念封一
枚，以资纪念。

４８７ 平凉地区志 （中）



部分年份集邮业务量及收入表

年　度 集邮业务

（万枚）

集邮收入

（万元）
年　度 集邮业务

（万枚）

集邮收入

（万元）

１９８５ ８２１

１９８８ １３３９

１９９０ ５１７７ ２８１１

１９９３ １６４８２ ８２０３

１９９５ １６９１１ １０８５１

１９９８ ６６０１２ ４７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５９２７８ ４６３２１

２００１ ３７５４６ ４０９３

２００２ １７６５６ ２１３７０

七、邮政储蓄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６月 １日，平凉邮政局开办存簿金和儿童储金业务。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月１日，停办。３１年 （１９４２）３月，开办小额储金业务。次年３月，平凉、华
亭、安口、泾川、灵台、庄浪、静宁等邮局开办发售、汇付甲、乙储券业务。３３年
（１９４４）３月，邮政储金汇业局兰州分局在平凉设立办事处，开办储金业务。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１月，开展员工招徕定期储金或推销储蓄券活动。３７年 （１９４８）３月，兰州储
金汇业分局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签订合同，汇款到达后，在邮局开

立支票储金户，按规定日期凭支票支付。

新中国成立初期，邮政储金业务有活期、定期和普通等种类。１９５０年８月，撤销邮
政储金汇业局，邮政储蓄只限于私人。１９５３年９月停办。１９８６年９月恢复。是年底，全
局储蓄期末余额达１３３１万元。至１９８８年，全区邮政储蓄机构发展到１０个，其中平凉、
华亭、泾川各２个，灵台、崇信、庄浪、静宁各１个。全年完成储蓄余额２２２６９万元，
从业２８人。１９９０年元月１日起，邮政储蓄业务由邮电部统一管理，将邮电部门办理邮政
储蓄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的业务关系改变为转存款关系，邮政储蓄业务由代办业务改为

自办业务。１９９１年，全区邮政储蓄余额１３７４１３万元，储蓄收入３１８６万元。１９９９年，
储蓄余额２２６６５４８万元，收入６３９９５万元。２０００年，全区邮政储蓄网点达到４７个，其
中平凉１１个、泾川８个、灵台６个、崇信３个、华亭７个、庄浪６个、静宁６个，完成
储蓄余额２９４０２８３万元。２００２年完成储蓄余额４７１６９４８万元。

部分年份储蓄余额及收入表

单元：万元

年　度 储蓄余额 储蓄收入 年　度 储蓄余额 储蓄收入

１９８６ １３３１ １９９５ ７１９４４１ １５８４２

１９８８ ２２２６９ ３１９ １９９８ １７９７６３７ ４２６７２

１９９０ ８３００９ １５８２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３７００ ９７０５０

１９９３ ２９８７８０ ５２９１ ２００２ ４７１６９４８ １１３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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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业务

代理人寿保险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平凉邮政局曾经代办 “人寿保

险”业务，新中国成立后停办。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重新开办。至２０００年底代办４２６户，
其金额达７６２万元。

代发工资　１９８６年开办，至２０００年底，累计代发工资者９９０８人，代发工资总额为
９５１万元。２００１年，代发工资累计金额１２７２４１万元，代发养老金累计金额１５４４８万元。
２００２年，代发工资累计金额７９４万元，代发养老金累计金额５２万元。

代收电话费　１９９８年元月开办，至２０００年元月，代收１５４４户，代收金额７０７万
元；６月，又为移动通信公司代收移动电话费８０户，金额１８万元。２００１年，代收移动
电话费３４４４万元，代理电信业务收入６１５５元。

邮政快件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日开办，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停办。共办理１２２５万件，收入
２４８２万元。

特快专递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开办，至１９９９年共办理２２５万件，收入５０４２万元。
２００１年，完成收入６２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完成收入８７６万元。

商函广告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５日开办，至２０００年，累计收入５５４５万元。２００１年，实
现收入４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实现收入３５万元。

邮政礼仪　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开办平凉西大街礼仪鲜花店。６月２８日又开办崆峒东
路礼仪鲜花店。是年底两店收入９万余元。

邮　　购　２０００年开办，至年底，为地区种子公司邮寄种子１７吨，收入１１２万元。
２００１年，完成业务量１７３５件。２００２年，完成业务量１４９３件。

点对点包裹货运　２０００年开办，至年底，运递货物２２０２吨，收入２１１５万元。２００２
年，运递货物４２７３吨，收入８０万元。

第三节　邮件传递

一、接　收
清末，一为营业室收寄的邮件，二为信箱中的邮件，三为各早班邮路运来的袋套邮

件。民国时期，除营业室收寄的邮件仍直接送交分发组接收外，信箱邮件改由开箱专班

开取回局；各支局营业窗口收寄的邮件，经转趟收集回局；早班邮路运来的邮件和商行

汽车运来的邮件，则先由接发人员按时到车站接收回局，再向封发组办理交接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信箱、信筒邮件，改由各分局自行开取。

二、分拣封发

清时，平凉邮政局按邮路组织及经转关系建立格眼，进行一次性分拣。民国时，改

按路向先粗后细分拣。邮件封拣时间，多在每日１８至２０时之间。３５年 （１９４６），平凉局
曾一度简化挂号和快递函件手续。３８年 （１９４９），仍恢复函件登单封发制度。
１９５０年４月起，平凉邮局封发保价信函较挂号提前半小时，封妥后再和挂号函件混

封。１９５８年６月 １７日，执行 “平挂函件直封标准”。６０年代初期，执行 “包裹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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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１９６６年后，分拣封发混乱。１９７８年后步入正轨。８０年代，平凉局封发室设有６个分
拣、封发坐席，新增各种格眼２０个，不久增至１９８个。９０年代末，直封格眼增至３９６
个，其中平信格眼１０５个，挂号格眼９５个，印刷品格眼８９个，包裹格眼１０７个。每天上
午９时和下午１９时封发，日均开拆７４０袋，封发总包４７３袋，分拣封发各类进出口邮件
１６３７万件。特快专递进出口邮件，每天约２５７万件。２００２年新增直封格眼８３２个，其
中平信格眼２０４个，挂号格眼２１０个，印刷品格眼２００个，包裹格眼２１８个。每天处理邮
件时限为上午０７∶１０、下午１４∶３０、晚２０∶００，日均开拆邮件７５０袋，封发总包邮件６２０
袋，分拣封发各类进出口邮件８７万件。特快专递进出口邮件，每天约４３７件。

清末对海外及港、澳地区的邮件特殊处理。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２月２７日起，所收寄
的国际及港、澳地区的邮件，分别发往北平 （北京）及上海局封转。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
２８日，对办理国际代收货价及挂号邮件的互换局及邮区范围曾加以调整。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４日起，凡发往港、澳地区的邮件，按其交通情况分别发由上海、天
津、北京、广州、汕头、厦门、青岛等互换局转发。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起，凡进出口国际
邮件必须发由省会局经转。

三、邮件运输

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平凉邮局仅有兰州经平凉至西安的１条畜力班邮路，其余全
靠步班邮差运输。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后，先后开通平凉至西安、平凉至皋兰 （今兰州）

的委办汽车邮路。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月后，大批骆驼、马车传运军用物资时，也捎带传运
邮件。１９４９年９月，平凉设立邮运汽车站，有汽车３辆，人员９名。１９５２年初，兰州至
西安邮运线路撤销，１９５６年５月恢复。１９５７年初，又撤销。
１９５８年后季，设邮运站，主要承担平凉经镇原至环县沿途支局 （所）等交换点的邮

件运输，１９５９年初，平凉 （市）邮电局仍辖平凉邮运汽车站。１９６１年，正式成立甘肃省
邮运总站平凉邮运分站，有职工２２人，邮运汽车１３辆，承担平凉至定西、平凉至环县、
平凉至镇原、平凉至合水４条邮路运输任务。后调整为２条，即平凉至定西、平凉至环
县。１９８５年，有职工４２名，汽车１５辆，全年完成邮运７３５８万安全公里。１９８６年，形
成驾驶、押运、修理三位一体的生产格局，全年完成邮运量１０７１１２５万袋公里。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２０日，开通平凉至宝鸡干线邮路。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２年，先后开通平凉至庄浪、平凉至
灵台２条自办汽车邮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更名为平凉邮运分局，将原平凉至定西自办汽车
邮路延伸至兰州，由兰州、平凉共同对开逐日班。１９９６年，将平凉至宝鸡汽车邮路改为
火车邮路。１９９８年初，又恢复平凉至环县汽车邮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将平凉邮运分局划归
平凉地区邮政局管理，更名为平凉邮政运输局。是年，完成直运业务量３７０２万袋，直
运产品量４３１０２９８万袋公里。２０００年，直递业务成为主营业。２００２年，直递业务收入
８０万元。

四、邮件投递

城市投递　清代，平凉邮局窗口投递仅限于保价函件和包裹两种，按址投递包括平
常函件、挂号和快递邮件及新闻纸类。民国时期，窗口投递逐渐增加了代收货款、保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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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存局候领和专用信箱邮件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邮政的窗口投递以包裹为主，有保价函件、存局候领、大宗印

刷品、国际包裹和小包等。１９５０年７月起，将快递及平快邮件另行封发。１９５３年，市区
为５段道。１９５８年，平凉局曾一度实行 “钢铁邮件”优先投递。１９６０年，窗口投递增加
特种挂号信函。１９７３年，对中国人民银行挂号信设立专格，赶最早班次投递。１９７６年３
月５日起，为保证保价包裹窗口投递质量，会同收件人拆验内件。１９９１年，投递进口快
件１２１１万件，特快专递投递６１７４件。１９９２年，市区投递段道为１３个。１９９９年，投递
特快专递１３４万件，各种报纸１１００８３万份，杂志１５２３万份，平常函件１３２１６万件，
给据邮件５１１万件，汇款通知单４８１万张，包裹通知单３１３万张，袋套３６１２袋套，
“三单”６４张。国际邮件９８３件，电报２７３件，印刷品１８５０万件，机要４５件。年后投
递段道无变动。

泾川局从清末至民国，仅设１名信差。新中国成立后，划分城区为两个投递段道，
由２人投递，并改步班为自行车班。１９５７年，增设城郊投递段道。至２０００年，３个投递
段道基本无变动，每日投递１次。

灵台局自设立到８０年代末，均由１名投递员负责县城机关单位和居民群众的邮件投
递。９０年代，由于邮政业务量增加，县城划分为２个投递段道。由２人投递，日行程２４
公里。至２０００年，段道无变动，日投递１次。

崇信局从设立至７０年代末，一直由１人负责全城投递。８０年代，增加到两个段道。

平凉邮电局投递班 （１９６８年）

至２０００年，段道未变动，日均投
递一次。

华亭局自设立至新中国成立

初，一直由１名投递员负责县城投
递。７０年代初，新设石堡子支局，
拓展了投递网络。８０年代初，城
市投递发展到 ６个段道。至 ２０００
年无变动。

庄浪局从新中国成立初至 ８０
年代中期，一直有两个投递段道。

９０年代后期增至３个。至２０００年，
投递段道发展到６条。

静宁局从民国末至新中国成立初，保持两个投递段道。１９８３年后，增至３条。２０００
年９月１日，投递段道达到４条，日投递一次。２００２年，段道无变动。

农村投递　清末至民国初期，平凉邮局以商贩捎、带、转的方式为农村投递邮件。
后在西 （安）兰 （州）公路沿线较大的集镇设置邮政所投递，其他地方仍为捎、带、转。

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拓展邮路。至２０００年，平凉市农村设支局５处，邮政所３处，
邮政代办所１４处。２００２年，全区有邮政局７处，支局１６处，邮政所５处，邮政代办所
９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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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局，农村投递路线３４条，总长度１２８７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投递路线３２条，总
长度１２８７公里。

灵台局，５０年代初有环型步班邮路，长７００公里。后改为自行车邮路。几经调整，
至９０年代农村自行车邮路长９５７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投递路线４４条，总长度９５７公里。

崇信局，农村投递路线１８条，长６５０单程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投递路线无变动。
华亭局，农村投递路线２５条，长１１７６单程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投递路线无变动。
庄浪局，农村投递路线５０条，总长度２１２８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投递路线５０条，总

长度２４４３公里。
静宁局，有服务网点１８处。农村投递路线２８条，总长度２４３８公里。２００２年，农村

投递路线无变动。

平凉局，有投递路线４２条，总长度１７２２公里。

第四节　邮　路

一、步班邮路

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平凉有兰州经静宁、平凉、泾州至西安的步差、马差邮路１
条。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开通平凉经固原至宁夏的步差邮路１条。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开
通平凉至中卫的步差邮路。１７（１９２８）至１９年 （１９３０），西安至平凉邮路中断，凡进入
平凉的邮件只得经包头至绥德小道绕转。２４年 （１９３５），改皋兰至平凉步差邮路为双差快
班。２７年 （１９３８），平凉增开平凉至化平 （今泾源）、平凉至安口至华亭至陇县、平凉至

崇信步差邮路３条。３０年 （１９４１），开辟平凉至镇原步差邮路。３４年 （１９４５），泾川步差
邮路有泾川至白水、泾川至长武、泾川至西峰 （后在荔堡交换）、泾川至灵台 （后在什字

交换）、泾川至崇信、泾川至镇原 （经玉都、屯字交换）６条。新辟华亭至张家川邮路１
条，不久撤销。华亭经化平县城至固原瓦亭的邮路也为步差，后撤销。民国末年，开辟

隆德县城至庄浪县城 （南湖）的步差邮路，延至水洛。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泾川至长武自办汽车邮路改为步班邮路。１９５３年，开辟庄浪至通边、
庄浪至卧龙、庄浪至万泉３条县内步差邮路。１９５８年，步班邮路逐步被淘汰，仅剩隆德
至庄浪步班邮路８０公里。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２年，全区共有县内步班投递路线２３条、７６８公里。
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０年底，全区共有步班投递路线６条、１４９公里。２００２年步班邮路撤销。

二、畜力班邮路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由西安经平凉达兰州的马差 （驮班）邮路，是甘肃省最早的畜

力班邮路，境内长１３０公里。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另开平凉至陕西彬州间驮班邮路。２３年
（１９３４），雇用畜力班邮路有平凉至天水 （大车、骡）、平凉至宁夏 （骡）。２５年
（１９３６），安口至陕西陇县步班邮路改为畜力班。２９年 （１９４０），增加平凉至西安雇用畜
力班。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至中宁邮路长３２５公里，为马差班。３６年 （１９４７），灵台至泾
川间改为畜力班邮路。

１９５３年，平凉畜力班邮路有平凉至镇原６９公里、秦安至庄浪８０公里。１９５６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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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辟畜力班邮路６条，有四十里铺至华亭６９公里、长武至灵台３０公里、泾川至崇信
２４公里、泾川至灵台５５公里、平凉至泾源５５公里、四十里铺至镇原７７公里。１９７３年，
崇信县开办崇信至五举畜力班邮路１条，长２０公里。至１９７８年后，再无畜力班邮路。

三、汽车邮路

委办汽车邮路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西 （安）兰 （州）公路通车，从１１月２１日起，
客运汽车带运邮件，是甘肃第一条委办汽车邮路，境内长１３２公里。２３年 （１９３４），平凉
委办汽车邮路有兰州经平凉至西安，长 ７１９公里；平凉至银川，长 ４６８公里。３３年
（１９４４），开辟兰州经平凉至咸阳委办汽车邮路，长６８９公里。３４年 （１９４５）初，借建业
运输商行汽车１０辆，带运兰州至咸阳邮件，包括沿途各局往来邮件及邮用公物。３６年
（１９４７）９月，又租用利通公司汽车３辆，协运兰州经平凉至西安的往来重班邮件。３７年
（１９４８），经平凉的委办汽车邮路有兰州至西安，长７２２公里；兰州至平凉，长４１４公里；
平凉至银川，长４６８公里。
１９５５年，开辟平凉至固原委办汽车邮路，全程９５公里。１９５６年８月，省内各组公路

行驶的客运汽车，均接受当地邮局及指定的分支机构交运的各种邮件。是年，新开庄浪

至天水委办汽车邮路１条，长１３２公里。１９５７年，开辟平凉至庆阳委办汽车邮路１条，
长２３２公里；天水至平凉１条，长２７５公里。１９５８年初，开辟平凉至西吉委办汽车邮路，
长１６２公里。此后时开时停。１９９１年３月，撤销平凉至灵台委办邮路。至此，平凉境内
县、市之间再无委办邮路，委办汽车邮路仅在少数农村继续运行。１９９９年底，全区仅有
静宁、庄浪县内委办邮路９条，长５７４公里。２００２年委办邮路无变动。

自办汽车邮路　１９５８年，开辟定西至平凉、平凉至庆阳自办汽车邮路各１条，长５２２
公里。１９６５年２月，开辟平凉至长武自办汽车邮路，并将定西至平凉、平凉至长武、长
武至庆阳 （西峰）连接运行，西接兰州至西安火车到达定西的时间，东连西安至长武汽

车到达时间，加快了运递时限，全长４９０公里。１９７０年，将定西至平凉自办汽车邮路由
白天班改为昼夜兼程，加快了传递速度。１９７１年，平凉自办汽车邮路有平凉至定西，长
２９８公里 （途经静宁、隆德），平凉至环县，长３４９公里 （途经泾川、长武、庆阳地区、

庆阳县）。

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８年，平凉至华亭至崇信、平凉至镇原、兰州至平凉间，自办汽车加班邮
路。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平凉至崇信自办汽车邮路改为平凉至华亭。１９８５年，平凉二级自办
汽车邮路有平凉至定西、平凉至环县、平凉至华亭、平凉至镇原４条，计８３３公里。１９８７
年１１月２０日，开辟平凉至宝鸡省际自办汽车邮路１条，长２６０公里，平凉至华亭自办汽
车邮路撤销。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７日，将平凉至定西自办汽车邮路延伸至兰州。１９９６年７月以后再次调
整。２０００年底，平凉共有自办汽车邮路１５条，总长２３９２公里。其中二级邮路５条，长
１７９３公里；县内邮路１０条，长５９９公里。２００２年有自办汽车邮路１４条，邮路长度２３６７
公里。其中二级邮路５条，长１７９３公里；县内邮路９条，长５７４公里。

四、自行车邮路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平凉至泾川开通甘肃第一条自行车邮路，长 ９２公里。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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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邮路延伸至陕西长武。３７年 （１９４８）３月，将镇原至泾川６５公里步班邮路改为
自行车邮路。

１９５０年将安口至四十里铺间日步班邮路改为自行车邮路。１９５３年，全区有自行车邮
路４条，长３０５公里。１９５６年，只保留静宁至西吉自行车邮路，其余改为汽车邮路及畜
力邮路。新开辟安口至陕西陇县６０公里自行车邮路 （后改委办汽车）。１９６２年，开通庄
浪至隆德自行车邮路，长７５公里。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撤销。１９７３年，全区有县内自行车
邮路 （含投递路线）８０１３５公里。
１９８４年，全区有自行车邮路２３条，总长５５５公里。私人承包自行车邮路３条，长

１２５公里。１９９０年，全区有自行车邮路４３条，总长７５０公里。至２０００年底，全区有农村
自行车邮路２４条，长５５４公里。２００２年，无变动。

五、摩托车邮路

１９７０年，开通崇信至泾川首条摩托车邮路，长３４公里。１９７５年，全省农村邮路摩托
车化在静宁县邮电局搞试点。是年有摩托车邮路７条，长８４５公里，摩托车８辆，实现了
县至公社邮运摩托化。获得甘肃省邮电管理局表彰奖励。此后不断开辟，不断调整。至

１９８９年，全区有摩托车邮路１７条，长７５２公里。２０００年，全区县内摩托车邮路全部撤
销，均被自办汽车和自行车邮路取代。

六、火车邮路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起，在银川至西安的２０７次、２０５次旅客列车上编挂自备邮政车运
邮，经平凉至宝鸡，并发平凉以北，京／津间，大同／宁武间；中卫以西至兰州、兰乌、
兰青，平凉以南发郑／京间、天津／东北间、宝兰间的轻件均发２０５／８、２０７／６次列车。其
他分别由西安、兰州、银川、宝鸡、西安转发。银西火车延伸广州后，大宗邮件进出口

既准时又省事。

第五节　专业管理

一、信箱及专用信箱

信箱 （筒）　清末至民国，信箱 （筒）仅限于邮局附近。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多。

１９８２年３月后，按设置标准，全区共设信箱 （筒）２４６个。其中城市５２个，农村１９４
个。为保密单位设专用信箱１２个。２００２年设置邮政信报箱２４处，邮政信筒信箱３０１个，
邮局用户信箱１５个。

二、邮政编码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邮政编码制度。全省分为十一个邮区，除静宁
局７４３４００—７４３４２１＝２１码划归定西邮区，庄浪局７４４６００—７４４６１９＝１９码划归天水邮区
外，平凉邮区包括平凉局７４４０００—７４４０３１＝３１码，泾川局７４４３００—７４４３２１＝２１码，灵台
局７４４４００—７４４４１４＝１４码，崇信局７４４２００—７４４２０９＝０９码，华亭局７４４１００—７４４１１２＝１２
码，镇原局：７４４５００—７４４５２２＝２２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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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　信

第一节　机　构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九月，平凉始设电报子局，隶属兰州电报总局。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继设泾州 （今泾川）报房，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改为电报局。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升平凉电报子局为电报局，隶属陕甘电政管理局。８年 （１９１９），设灵台电报
局。９年 （１９２０），设静宁电报局。１４年 （１９２５），设华亭县安口窑电报局。１８年
（１９２９），核定平凉电报局为四等，隶属甘宁电政管理局。２３年 （１９３４），改静宁、泾川、
灵台电报局为支局。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１月，设华亭县城电报局。２６年 （１９３７），在平凉县
白水和泾川县窑店分别增设电报局。２９年 （１９４０），平凉电报局升为二等。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灵台电报支局为报话代办处。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督察区各电报局均易名电
信局，隶属兰州电信局。３５年 （１９４６），成立第八电信管理局，辖平凉督察区所有电信机
构。３６年 （１９４７），平凉电信局核定为二等甲级。３８年 （１９４９），静宁县界石铺、灵台、
华亭县安口窑仍为电信代办处。是年７月，平凉各县相继解放，接收所有电信机构，实
行军事管制。

１９５２年６月，组建平凉邮电局 （此后变更参 《邮政》 《政权政协》）。１９９８年９月，
平凉邮电局将无线寻呼通信设备、业务人员析出，成立甘肃省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平

凉分公司，有职工１５人。１０月，邮电分营，撤销平凉地区邮电局，分别成立平凉地区邮
政局和平凉地区电信局。分营后的电信局有职工５１０人。１９９９年７月，又将移动通信设
备、业务人员从电信局划出，成立甘肃省移动通信公司平凉分公司，有职工８９人。后将
电信局改称为甘肃省电信公司平凉分公司。

第二节　电　报

一、有线电报电路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八月，自西安经平凉、固原至兰州电报线路架通，并开通平
凉至固原，平凉至西安人工报路。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开通平凉至泾州报路，并设立报房。

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因军事之需，自行架设泾川至西峰镇、泾川至
灵台有线电报电路，撤走时将其移交电报局。次年６月，平凉至兰州开通直达报路。２２
年 （１９３３），平凉至兰州架挂电报线路两条，并新开瓦窑堡至隆德、隆德至静宁报路。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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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９４２），开通平凉至庄浪定时报路。是年，平凉至华亭，泾川至崇信，泾川至镇原，
泾川至宁县、正宁、合水、环县各开通报路１条。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至西安增开人工报
路。３５年 （１９４６），开通泾川至庆阳报路。３８年 （１９４９），增开平凉至灵台、平凉至安口
窑话传报路。是年７月底，国民军撤退时破坏通讯设施，使有线电报瘫痪。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平凉后，恢复重点电报电路。

１９５０年２月，已恢复平凉至泾川、平凉至县、平凉至乾县、平凉至西安、平凉至
西峰，泾川至长武、泾川至西峰、泾川至灵台，平凉至固原、平凉至静宁各条电报线路。

１９５４至１９７７年，陆续开通平凉报房至专区气象局话传报路、平凉至兰州的电传报路、平
凉至安口镇报路、平凉至兰州载波电传报路、平凉至静宁、庄浪电报电路。１９７７年，全
区有电报电路１０条，其中平凉至兰州为载波电传报路；平凉至泾川、平凉至崇信 （与灵

台同路）、平凉至华亭、平凉至安口、平凉至庄浪、平凉至静宁为幻线人工报路，平凉至

气象局和８６１４０部队为话传报路。此后，电报电路建设加快，１９８７年，平凉至各县电报
电路实现了电传化，并开通平凉至华亭、平凉至静宁的插报电路。平凉和泾川率先进入

全省 “２６５”自动转报网络，计有报路１７条。其中电传载波报路４条，明线载波报路４
条，实线报路４条，幻线报路５条。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４年，先后有静宁、华亭、灵台、崇信、
庄浪进入全省自动转报网。至此，全区７县市报路全部进入公众电报自动交换网。期间，
开通平凉至省人民银行用户电报报路，建成平凉至兰州备用报路，改平凉至庄浪报路为

载波电传报路，结束了市内话传电报的历史。１９９５年，平凉局和６县局至兰州的７条电
缆载波报路全部改为光缆电传报路，华亭至安口的报路也改为光缆电传报路。１９９９年底，
全区有线报路２０条，其中光缆电传报路８条，电缆传真报路６条，实线话传报路３条，
电缆话传报路１条，出租光缆报路２条。

二、有线电报设备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平凉局仅有莫尔斯电报机１部，全电池８０付。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至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泾州、灵台、静宁、华亭、崇信均安装起莫尔斯电报机。
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电报局安装韦斯登自动收报机２部 （又名波纹机），平凉、静宁、泾

川安装不同电报纸条的音响机，收发电报。３６年 （１９４７），平凉安装第八区电信管理局用
莫尔斯机改装的音响机２部。
１９５４年，平凉增设收发电报机１部，人工音响机３部。１９５８年，平凉局有自动发报

机、自动收报机各２部，重锤式波纹报机１部，惠斯登波纹收报机１部，音响机３部，键
盘凿孔机２部，三柱凿孔机２部，英文打字机１部。１９６０年，平凉局安装上海产 ＢＤ０５５
型电传机２部，次年５月与兰州正式通报。１９６６年，平凉首次安装四路插报机１部，安
口设置电传机２部，使平凉至安口成为电传通报。７０年代初期，电报设备更新加快，由
人工收发报向电传化、自动化迈进。１９７５年，平凉新增５５型电传机３部，１９７７年首次配
备６４—４Ｂ型五单位双机头自动发报机２部。１９７８年开始，对各县局的电报设备更新换
代，至１９８７年全区县以上邮电局的电报通信全部实现电传化。１９８８年进入全省自动转报
网。平凉局电报设备被电子电传机所取代。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增设插报机，安装传真机，结
束了话传通报的历史。１１月，平凉局增置桑达４２０２中、英文电传机２部。年底，全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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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报机４部，插报机１０部，全电子电传机２４部，５５型电传机３７部，传真机１５部，五
单位自报机３２部。１９９５年，全区新增电子电传机２部，全区６县１市全部开办了传真电
报业务。１９９９年，全区有载报机１部，插报机８部，电子电传机１８部，传真机１１部。

三、无线电报电路及设备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民国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在平凉设第七通信所，配备１５瓦无
线电报机１部，与西安、洛阳、郑州通报军情，后随军转至宁夏。１８年 （１９２９），第二集
团军总部又在平凉设立无线电台，分别与甘、宁、青、陕、豫通报军情。１９年 （１９３０），
陈皀璋攻占平凉后，曾中断陕、甘无线通信。２５年 （１９３６），平凉电报局安装１００瓦无线
电机１部，首次开通平凉至西安、平凉至兰州的民用无线电报电路。３１年 （１９４２）４月，
华亭、静宁电报局安装１５瓦小型无线电机各１套，建成无线电台。３２年 （１９４３），开通
平凉至西宁、平凉至西安、平凉至宁夏无线报路。是年，泾川、灵台、崇信建立起无线

电台。３３年 （１９４４），庄浪建起专用无线电台。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管会恢复平凉至兰州无线电报路。年底，开通平凉至陕西定边的无线电报路。

１９５０年恢复平凉至西安及南郑的无线电报路。平凉局装有１５瓦短波发讯机２部。
１９５３年起更新设备，先后开通兰州至泾川无线电报路、平凉至兰州无线电报路、平凉至
合作 （甘南）无线电报路，一些开通不久即停用。１９７５年，全区有短波发讯机１２部、短
波收讯机９部。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平凉至６县局全部开通无线电报路。１９９９年，全区有
短波发讯机１４部，其中单边带２部；短波收讯机２部，其中单边带１部。输出总功率
１８０瓦，实用输出功率１０５瓦。

四、电报业务种类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八月，开办官报、商报两种业务。后商报改为私报。三十三
年 （１９０７），增加公报。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电报业务分政务、公务、特种、寻常４种。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１日，电报业务种类改为官军、局务公电 （包括纳费公电）、私务 （分

寻常、交际、新闻）、公益 （分为航行安全、气象、水位、赈务）、特种 （分为邮转、铁

路电线经转、国内船舶、特约减费）５种。其中特种电报平凉只开办邮转业务。２６年
（１９３７），在平凉、泾川、灵台、静宁等局 （处），开办防空电报业务。３５年 （１９４６），平
凉、泾川局开办 “粮情电报”，专向重庆和兰州报告田粮赋税情况。３７年 （１９４８），规定
电报种类有重要官军电、特快电、加急官军电、加急新闻电、加急私务电、普通官军电、

新闻电、寻常私务电、其他各电，并对去报、转报、来报都有时限管制。

１９５０年３月，电报业务的种类分普通、军政、书信、新闻、公差５类。后多次调整
种类，设置专用标签。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分防空、天气、特种、水情、军政、公益、新
闻、公务、普通、汇款和公电１１类业务。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日，取消防空和特种电报业务，
所列范围并入公益电报类；公电只保留业务公电、纳费业务公电和公务公电３种；军政
电报改为政务电报。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分为国内电报、国内船舶无线电报、传真电报、
用户电报４种。国内电报业务又分为天气、水情、公益、政务、新闻、普通、汇款、公
电８种。除此，还开办特急、加急、邮送３种特别业务。是年，中共平凉地委、农业银行
平凉地区分行开办了用户传真业务。１９８６年，平凉局开办用户电报业务。１９８８年，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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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又开办 “礼仪电报”业务，分为庆贺、吊唁两类。１９９１年８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泾川、
华亭、静宁、灵台、崇信、庄浪先后开办传真电报。

五、电报业务量

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后，主要年份电报业务量见表。１９９９年，电报去报业务量
仅为１８８万份。电报业务量下降，用户电报及公众传真业务量却在不断增长。传真电报
从１９９３年仅４７０份，至１９９８年达到８８４０份。２００２年，公众电报业务量下降到４６３０份，
传真业务量上升到１２２４６份。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平凉子局收发电报数量表

种　类
发　数 （字）

华　文 洋　文

收　数 （字）

华　文 洋　文

官　报 １２２７ １４４７

公　报 ２３４３ １２７ ８８６ ２６４

私　报 ２３５７ ３９ １７５０ ３４

小　计 ５９２７ １６６ ４０８３ ２９８

合　计 ６０９０ ４３８１

部分年份全区出口电报业务量表

年　度 业务量 （份） 年　度 业务量 （份） 年　度 业务量 （份）

１９５３ １１２５０ １９７０ ５９８９４ １９８８ １１０８０２

１９５５ １０５６０ １９７３ ６２６７６ １９９０ ８４５７４

１９５８ ２６１２１ １９７５ ６７２８６ １９９３ ８２４７７

１９６０ ６９４３２ １９７８ ６３５７０ １９９５ ４７８６２

１９６３ ３５１０５ １９８０ ６３５７０ １９９８ ２７３８９

１９６５ ４４０３２ １９８３ ６３８８９ ２００２ １２０８

１９６８ ４５８４７ １９８５ ５８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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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长途电话

一、长途电话电路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平凉至华亭架设单铁线话路。２４年 （１９３５）３月，用电报线路
开通平凉至静宁、平凉至泾川、泾川至西峰的报话合用长途电话。２６年 （１９３７）３至９
月，铜线长途电话专用线路架通西安至平凉，平凉至兰州、平凉至泾川段。２７年 （１９３８）
２月，开通兰州至静宁、兰州至平凉、兰州至泾川、平凉至化平 （今泾源县）、静宁至会

宁、泾川至灵台、泾川至西峰民用长途电话电路。至此，电话不再占用电报线路。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２月２８日，平凉至银川的铜线线路架设竣工。是年，开通平凉至临夏、静宁至
酒泉、静宁至武威的话路。３８年 （１９４９）２月，平凉至中宁增开单路载波话路。７月底，
国民军溃退时拔杆割线，通讯遭严重破坏。平凉解放后，抢修长途电话线路。８月，恢复
平凉至静宁、平凉至隆德、平凉至固原长途话路。后恢复平凉至定西、泾川至灵台、泾

川至西峰的长途电路。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９年，又先后恢复开通平凉至银川的单线载波话路及平
凉至兰州、泾川至长武、泾川至崇信、庄浪至秦安、平凉至华亭、平凉至泾源、平凉至

隆德、庄浪至隆德、平凉至泾源等多条线路。平凉、泾川被确定为二级长话网路县间中

心局。长途电路达到２３条，全区已基本形成以明线为主的长途电话网络。

摇把电话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６０年代至１９７５年，全区长话电路发展到 ５８
路：平凉２９路，其中省际５路，内载波１路，省
内２４路，内载波 １４路。静宁 ７路，其中省际 １
路，省内６路，内载波１路。其余各县均为省内话
路。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为缓解电路紧张趋势，主要
是载波话路建设。全区长途电话电路发展到６３条。
１９９０年开始，增加长话载波电路，开放半自

动、自动电路，开办用户长途直拨业务。１９９２年，
泾川、崇信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１９９３年，
灵台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１９９４年 ３月 ２１
日，平凉微波站首次开通１８０条数字微波话路。８
月２０日，开通平凉至泾川光缆数字话路１６条。２５
日，开通平凉至华亭数字话路１８条。２８日，开通
平凉至静宁数字话路２０条。９月１３日，开通平凉
至安口数字话路３０条。１９日，增开平凉至兰州光
缆数字话路１２０条。至此，各县通往外地的长途电话不再由兰州交接，一律进入平凉自
动交换网。全区有长途话路４７６路，其中平凉长途话路４６６路。省内话路中，自动话路
４２６路，其中光缆数字话路２０４路，数字微波话路１８０路。１９９５年，开通平凉至咸阳光缆
数字电路３０路，平凉至６县实现了长途传输数字化，全区长途电路增加到５３０路。１９９６
年９月，平凉本地电话网建成。有长途电路７０８条，其中数字电路４５９条，微波数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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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条，人工电路４条。１９９７年，平凉建成９００兆蜂窝式模拟移动交换局，开通平凉至定
西光缆数字电路３３０条，增开平凉至西峰光缆数字电路３６０条，开通平凉至庆阳县６０条，
平凉至陇西、临洮、通渭、镇原、环县、华池、合水、宁县、正宁各３０条光缆数字电
路。是年，增开平凉至兰州６５路光缆数字电路及平凉至天水３０路微波数字电路。新开数
据ＤＤＮ电路１２０条，全区长途电路发展到１８１８条。１９９８年，增开平凉至兰州光缆数字
电路１８２路，平凉至天水数字电路５１０路。新开天水至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
静宁各３０路光缆数字电路及平凉至武都１２０路光缆数字电路。增开平凉至西峰１８０路光
缆数字电路。平凉地区长途电话达到３１９７路。１９９９年，又新增长途电话电路１８４８路。
全区长话电路达到５０４５路，其中光缆数字电路４５０１路，数字微波电路５４４路。至２００２
年，长途电话电路达到７９２０条，全部为光缆数字电路。

二、长途电话交换设备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驻军在平凉至华亭的电报线路上接挂话机，设１０门磁石交换机
１部，华亭县政府内设５门磁石交换机１部。２４年 （１９３５），平凉电报局装设１０门磁石
交换机１部。从２９年 （１９４０）起，交换设备开始增加，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前季，全区共
有长途电话交换机９部。其中平凉磁石式交换机１０门２部，６门、２５门、３０门各１部，
话机２４部；泾川２５门、１０门各１部，磁石式墙机５部；静宁５门、１０门各１部。

平凉邮电局长途电话台 （１９７４年）

新中国成立后，更加注重通信事业。至 １９５４
年，全区长途交换设备增加到１５部。１９６６年，平
凉长途交换机由磁石式全部更新为复式共电式，计

为７部１５０门。１９７５年，全区有长途交换机１３部。
其中平凉共电式１０部，泾川磁石式１部５０门，华
亭磁石式１部２０门，其余各县局均占用农、市话交
换机端口。

１９８１年，平凉局安装ＪＴ５０８、ＪＴ５０２共电式交换
机１４部，其容量７０门。至１９８５年底，长途交换机
一律安装子母钟。１９８７年，华亭增装 ＪＴ２６３Ｌ型磁
石交换机１部２０门，灵台安装长途磁石交换机１部
３０门。１９９０年，静宁安装长途交换设备 ２４路端，
ＪＴ０６型共电式长途交换机１部１０门，拆除厚磁石交
换机。是年１２月起，安装长途自动交换设备，更新
人工长途台设备。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各县安装长途
自动交换设备。至年底，全区长途自动交换设备７
部，总容量８５７路端，实占４２２门。其中平凉５７０
路端，华亭、庄浪各１００路端，静宁７５路端，灵台

４０路端，泾川、崇信各２４路端。共电式长途交换机７部，总容量１４０门，实占用７５门。
１９９５年，华亭、泾川、静宁长途自动交换设备扩容均至１８０路端。１１月，平凉局引进澳
大利亚Ｓ１２４０型程控交换机扩充容量后，平凉长话、市话分离，新设长途２９局，长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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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换设备容量达到１０５０路端，实占用４８１路端。全区共电交换机容量１２０门，自动交
换机容量１７５４门。１９９７年，全区实现长途自动交换程控化。１９９９年，全区长途自动交换
设备总容量１５６０路。至２００２年，全区长途交换设备容量达到４１１０路。

三、长途传输设备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兰州安装３路载波终端机与西安对开话路，平凉为其间增音站，
故设置电子管３路载波增音机。３７年 （１９４８）２月，平凉首次安装英制ＳＯＢ１型单路载波
机，与宁夏同心县对开话路。３８年 （１９４９）２月，增装ＳＯＢ１型单路载波机，与宁夏中宁
县开放载波电话。

１９４９年８月，载波机用于平凉至固原的电路。１９５６年７月，平凉机务站安装匈牙利
ＢＢＯ型３路载波增音机。１９５７年７月后，平凉、泾川、静宁分别增加设备，至１９６５年
底，有各种载波电话终端机６部，增音机５部。其中单路载波机、３路载波机、１２路载波
机、３路增音机各２部，１２路增音机３部。７０年代持续发展。至１９７５年，有各种载波电
话终端机２６部，载波电话增音机１２部。１９７６年８月，平凉增设１２路载波终端机。１９７８
年９月，增设 ＺＭ３１２型１２路载波终端机 ２部，增设 ＺＲ１０１型 １２路增音机 １架 ２部。
１９７９年８月，平凉首次安装ＺＭ３０５型１２路晶体管载波终端机，用于平凉至泾川电路。新
增ＺＭ２０２型３路载波机、载波增音机各１部，新增ＺＭ２０２型３路载波机、ＺＲ２０２型３路
增音机、ＺＭ３１２型１２路增音机各１部。
８０年代在增加中更新，１９８５年全区有各种载波机４０部。１９８８年为４７部，其中单线

载波机１３部，３路载波机２０部，１２路载波机１４部；载波增音机２２部。１９８９年，静宁
局增加１２路载波增音机２部。
１９９０年，平凉对西峰安装ＺＺＤ８３型超１２路载波终端机１部，并增加ＺＺＤ０４型高１２

路载波机和 ３路增音机，泾川、灵台、崇信、华亭、静宁分别增加载波机和增音机。
１９９２年，全区１２路载波终端机全部晶体管化。至此，西兰干线第Ⅰ、Ⅱ套划为二级干
线。年底，平凉局有载波机３５部。１９９４年３月，平凉至华亭省内二级光缆建成投产。４
月，平凉局内建成微波站，安装意大利ＡＬＣＴＥＬ公司生产的数字微波设备２端及铁塔开线
等设备。省际一线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干线光缆建成。平凉转接站安装澳大利亚ＡＴＱＴ
公司生产的ＰＤＭ光纤传输设备。泾川、静宁作为区间分路站，同时安装光纤复用设备各
２端。年底，平凉至华亭、平凉至泾川、平凉至静宁均实现光纤数字传输。共有光纤数字
终端复用设备２４端，微波数字终端复用设备２端，光端机２５部，光中继器４８部，载波
增音机３１部，载波电话终端机７３部。１９９８年，全区共有光纤传输设备 （ＳＤＨ、ＰＤＨ）
及终端复用设备３０端，１４０兆微波数字终端复用设备２端，光端机３７端，光中继器４０
端，同步 （ＳＤＨ）数字终端设备９端。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１４０ＭＲＤＷ微波复用设备容
量２端，１５５ＭＳＤＷ微波复用设备容量８０端。

四、会议电话设备

１９５７年，仅有电子管会议电话汇接机和会议电话扩大器各１部。１９６５年，全区会议
电话终端机增加到８部，会议电话汇接台仍为２部。１９７４年开始，将电子管改为晶体管
式。１９７７年，平凉局更新安装 ＪＨ１０２—Ⅱ型２４路会议电话汇接台１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９９７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全区会议电视电话设备安装竣工。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６年会议电话业务量分别为１０５张、５０１张、
１１４６张、１５７２张、１８１１张、１５６３张、１８０５张、２１６０张、３８张、７２张、３０７张、７７张、
１３８张。

五、长途电话业务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平凉驻军初设军用长途电话。２４年 （１９３５），地方开设民用长
途电话。２６年 （１９３７），增办 “防空电话”业务。

１９５１年分为防空情报电话、军政电话、防空公务电话、特快电话、业务电话、公务
电话、寻常电话７种。１９５６年，平凉及各县局均开办会议电话业务。１１月，长途电话业
务调整为８类２１种。１９６３年２月，将航空调度、电力调度和水情调度合并为紧急调度。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将情报电话改称代号电话。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将国内长途电话定名为
国内公众长途电话，平凉局只办理长途电话和会议电话两种业务。７月，平凉局开办半自
动长途电话业务。１９８７年２月，开办特快长途电话业务，代号为 “１１５”。６月，各县局
均开半自动长途电话业务。１９９１年２月７日，平凉局开办长途自动直拨业务。１９９４年１
月２４日，开办国际长途直拨业务。１９９６年，开办国内长途对端 “１１４”查号业务。１９９８
年，全区各局均开办记账电话卡 （３００）业务。其中平凉局开办投诉服务 （１８０）业务、
话费查询 （１７０）业务和记账卡 （２００）业务。至２００２年，又开通１７９０９、１７９０１长途 ＩＰ
业务。

部分年份平凉地区邮电局长途电话业务量表

单位：万张

年 份 业务量 年 份 业务量 年 份 业务量 年 份 业务量

１９５３ ２２８ １９６８ ３６９ １９８３ １６３３ １９９３ ６０９０

１９５８ ４９１ １９７３ １０７０ １９８８ ２４９４ １９９８ ３９７２９

１９６３ ５４６ １９７８ １５３６ ２００２ ９４８１２

第四节　市内电话

一、市话交换设备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国民联军军部安装１０门、５门磁石交换机各１部，为平凉市内
电话之始。２１年 （１９３２）１０月，灵台县购买 １０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 １０部。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平凉县政府购买２０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２１部。２５年 （１９３６）６月，静
宁县电报局安装１０门磁石交换机。８月，泾川县政府购买３０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２２
部。崇信县购买１０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１０部。２６年 （１９３７）４月，华亭县购买１０门
磁石交换机，装话机 ７部。１１月，庄浪县购买 １０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 ９部。２８年
（１９３９），平凉县城交换设备容量增加到５０门，实用３０门。３１年 （１９４２），灵台县增购
１５门磁石交换机，装话机１５部。３６年 （１９４７），平凉县交换机容量增至１００门。３８年
（１９４９）９月，平凉电信局整修、安装交换机２部、２００门、配线２５０对，装话机１５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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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磁石交换机１部３０门、配线３０对，装话机２４部。静宁县磁石交换机容量３０门，装
话机２４部。
１９５１年，平凉电信局增装１００门磁石交换机。各县逐渐增大容量，至１９５４年，全区

县以上邮电局全部开通民用市内电话。１９６５年，全区市话交换点７个，交换机总容量
１１００门，实用８１６门，话机７００余部。１９６６年３月，平凉局安装Ｃ—１型复式共电式交换
机９００门，设５个接线台，２个专线台，实占３７８门，取代了原５００门吊牌式磁石交换
机。至１９７５年底，全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１９５０门，实用１３７０门，接入邮电局交换机的
话机１２９９部。１９８１年，平凉局首次安装ＨＪ９２１型纵横制自动交换机，容量２０００门。
１９９０年，静宁局将５００门磁石交换机改制为 ＪＨＺ—８１型长、市、农合一纵横制自动

交换机，容量５００门。全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４２００门，其中自动交换机容量２５００门，用
户发展到３１９１户。１９９１年为６６００门，其中自动交换机容量５５００门，用户３７９９家，市话
通话次数上升到３２４６万次。１９９３年，崇信、灵台局市话改制，静宁局扩容。１９９４年１
月，平凉局引进Ｓ１２４０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取代原纵横交换机，成为全区首家实现数字
程控交换的邮电企业。１０月，庄浪局安装ＤＳ—３０型程控数字交换机，成为全区最后一个
摔掉摇把子、最先进入市话程控交换的县局。年底，全区市话实现自动交换，总容量

１４６２９门。１９９５年，全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３２６９６门。其中程控交换机容量３０６９６门，用
户增至１３９１１家，通话次数达到２５９０９万次。１９９６年６月，全部实现程控化。９月本地
电话网实现７位等位拨号。至１９９６年底，全区市话程控交换总容量为３６８６４门。其中平
凉局２０４８０门，华亭、泾川、静宁、灵台４局各为３０７２门，崇信、庄浪２局各为２０４８
门；用户增至２０４９０家，通话次数达到３８４４５万次。１９９７年７月，全区市话交换机总容
量达到６４２４８门，用户４３３２７家，通话次数上升到５１１７４万次。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交换机
容量１８５１２０门，用户１１６９８２户，通话次数达到２８５９８９万次。

二、市话线路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平凉县政府已架设市话线路。２１年 （１９３２）后，各县先后在城
乡架设电话线路６００杆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至 １９５３年，平凉恢复市话线路 ６１５杆公里，明线线条 ８４对公里。
１９５５年，平凉首次架设１００对、２５对、１０对铅包纸隔电缆各１条，共１８３皮长公里；
新立杆路１６９杆公里，线条１６对公里；装设２５对分线箱３个，１０对分线条箱２个。
１９６２年起，各县陆续架设电缆，并对原有杆路进行调整。至１９６４年底，全区市话线路总
长度为５４９５杆公里，架空电缆１１９８皮长公里，地下电缆００７皮长公里，架空明线线
条２３８２７对公里，电缆芯线７４９３８对公里。其中：平凉市话路长３２４９杆公里，泾川
１０４６杆公里，灵台３４７杆公里，崇信０７７杆公里，华亭２９５杆公里，庄浪２９５杆公
里，静宁１８２杆公里。１９６６年，平凉局建成出局管道９２７米。１９７５年，全区市话线路
总长度８５３９杆公里，其中电缆长度５４７４皮长公里。电缆芯线３３３２１４对公里，架空明
线１６７５１对公里。
８０年代初期，平凉埋设地下管道３７公里，并安装电缆充气控制柜及空气压缩机，

对电缆进行充气维护。１９８３年底，全区市话线路增至１１５杆公里，电缆长度６７６皮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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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电缆芯线４２７３９对公里，架空明线２０３对公里。１９８５年，平凉局安装电缆自动充气
机和ＧＺＦ—２０Ｇ型分子筛空气干燥柜各１台，对市话电缆实行２４小时自动充气。１９９５
年，平凉局首次采用市话线路复用技术，安装０＋４市话环路载波机３架３６０路，埋设地
下管道３０５公里，架设户线墙壁电缆１１３４皮长公里。至年底，全区市话线路长度增加
到１６７杆公里，电缆增加到２６２皮长公里，其中地下电缆６２７皮长公里，出局线３２８６０
对。１９９６年以后，各局在不断扩容市话程控交换机容量的同时，逐年加大市话线路设备
的改造力度，入户改为１户１线。１９９７年，全区市话电缆共增加到６０６皮长公里。１９９８
年，达到８３２３皮长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电缆增加到３５９０皮长公里。

三、市话业务

民国时期，平凉有普通电话、合用电话、同线电话、电话副机及附件、去线电话、

警铃电话等种类。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起，市话分为普通电话、同线电话、电话副机及附件、
用户小交换机、分机、中继线、专线、临时电话、公用电话、合用电话１０类，并根据用
户性质分为甲、乙两种。１９６４年８月，将临时电话改为节日电话，并增加租杆挂线、租
用管道、代维机线设备３种市话业务。１９８４年４月，将市话业务调整为１４类。１９８５年，
将原有话机和新装用户话机产权一律划归用户所有。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市话业务调整为
１６种。１９９４年１月，平凉局程控电话业务开通，除办理一般电话业务外，开放国内及国
际长途自动直拨、缩位 拨号、热线服务、呼叫等待、三方通话、转移呼叫、闹钟服务、

遇忙回叫、呼出限制、遇忙记存呼叫、免打扰服务、缺席用户服务追查恶急呼叫、会议

电话等程控服务新项目。至１９９５年，全区各县均开办程控新业务。是年，平凉局、庄浪
局首先安装使用磁卡电话。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安装ＩＣ卡公用电话机１１０部，磁卡公用电话

机６６部。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平凉
局首先开办 “１６８”自动声讯服务
业务。声讯系统设有邮电业务、政

策法规、医疗知识、卫生保健、交

通常识、衣食住行、娱乐天地等信

息及留言箱，全天２４小时为用户服
务。１９９８年以后，全区各局均开办
（３００）记账电话卡业务，平凉局开
办 （１８０）用户投诉服务台业务及
（１７０）话费查询业务。１９９９年，市
话特种业务中：查号台 １１４，障碍

台１１２，长途台１１３，火警台１１９，匪警台１１０，并有无线寻呼台１２６，自动寻呼台１２７等，
以方便各界群众使用。至２００２年，１１３长途台撤销，１８０、１８７被整合为电信客户服务热
线１０００号，后升为１００００号，１２６、１２７寻呼业务划归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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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农村电话

一、农话网点网路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１０月，灵台县城电话可通独店、邵寨、什字、朝那、新集、百
里、西屯、上良、安岭等乡镇，计为１９０杆公里。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平凉县城电话至
安国镇、什字镇、四十里铺镇、山口子、潘家湾、白水镇、防空队等，长７０杆公里。２５
年 （１９３６），静宁县架通各区、乡及重要村镇电话线路。泾川架通县城至王村、窑店、荔
堡、党原、玉都、丰台、阮陵、阳保、集贤、高平、飞云等乡、镇电话计 １１５杆公里。
崇信县城电话东至郑家沟 （今丰）与泾川县联网，西至安口窑与华亭相接，并在华亭

至平凉的线路上加挂线条与平凉直达。县城至薛家湾、赤城、神峪河 （今华亭境）架设

电话线路，计１３０杆公里。２６年 （１９３７）４月，华亭县架设县城至安口窑、马峡、山寨、
十二堡 （今泾源县新民乡）、上关、下关等乡镇电话，计８０杆公里。１１月，庄浪县架设
从县城至凤台梁、小河头、受家峡电话与静宁县相接，长１５杆公里。至此，区内各县均
开办了环路电话，使地方电信初具规模。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遭破坏。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后，各县进行整修、增建。至１９５６年，专区所辖１６县，共架设、整修

县内电话线路３０３５４９杆公里，县内电话网基本建成。１９５８年，乡、生产大队通了电话。
但线路架设不够规范，布局欠合理。１９６２年，进行调整，至１９６５年，全区有农话交换点
１１７个 （４５个产权属邮电部门，７２个产权属当地公社所有），农话线路 ４９８８杆公里。
１９６７年，省邮电管理局农话处在崇信县搞直埋式农话塑料电缆试点，首次在高庄至黄寨、
高庄至柏树直埋四芯塑料电缆２２９皮长公里。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３年，各县将所有农话线路全
部改为广播、电话合用。

８０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营的农村电话失去依托，公社管理的电
话线路萎缩，邮电部门经营的农村电话通信建设逐年加快。１９８５年，全区农话线路２８６２
杆公里，其中邮电部门经营的１３１７杆公里；明线线路３５２５对公里，其中邮电部门经营的
２６５９对公里；电缆２７７皮长公里，全部为地方国营。全区１３１个乡、４８５个村通了电话。
农话交换点达到１１８个，县城至乡镇直达电路１１９条，其中载波线路４３条。１９９３年，开
通特高频无线话路代替原话路。１９９４年，平凉至华亭长、农话合一的光缆建成投产，开
通光缆线路２１公里，农话数字光缆电路各３０路。至年底，全区１３２个乡镇全部通了电
话，其中３３个乡镇安装程控小交换机，３０个乡镇进入长途自动电话网。有农话线路１３２３
杆公里，其中水泥杆路长９９８杆公里；农话电缆１３２皮长公里，其中光缆２１皮长公里；
明线线路２５４５对公里。结束了乡镇经营电话线路的历史。１９９６年，全区实现了７位等位
拨号。农话交换点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改制，并加大光缆建设力度。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农话
线路１６１３杆公里，其中水泥杆路９７６杆公里；电缆１０７０皮长公里，其中光缆８６５皮长公
里。１３０个乡镇及７５７个行政村通自动电话，占行政村总数的４４３％，装有程控交换机的
乡镇８９个，基本形成了以光缆、电缆为主，无线传输为辅的程控数字通信网络。至２００２
年，通电话的行政村达到１０７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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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话交换与传输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电话的交换设备均为吊牌式磁石交换机，并以明线线路传输。

１９５３年，有磁石交换机５部６０门，话机３５部。１９５４年，平凉局增设１部１０门记录交换
机。１９５７年，全区农话磁石交换机３６部，其中平凉８部、泾川７部、灵台５部、崇信３
部、华亭１部、庄浪３部、静宁９部。１９６５年，农话网路调整，将邮电部门经营的农话
交换点５０处减为４５处，交换设备总容量１０７５门，用户４４９家；会议电话终端机１５部，
其中邮电局５部。１９７１年，灵台县什字、龙门先后更新磁石交换机３０门、２０门各１部。
１９７３年３月，配装ＧＤ—１型单路载波机１８部。１９７４年，配装 Ｂ８４５—Ｃ型单路载波机８
部。１９７５年后，农话单路载波机分批更新。１９７７年，平凉首次安装三路载波终端机１套。
１９７８年９月，平凉购置双向晶体管扩大器１２部。１２月，平凉、庄浪、静宁、华亭各安装
２４路晶体管会议电话汇接台１部。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平凉局安装 ＪＴ５０２型供电交换机３部，淘汰了原磁石交换机。１９８４
年，平凉作为全省农话环路载波通信试点，安装 ＺＴＰ０６型３路、６路、９路载波主机５
部、分机３０部。１９８５年，全区农话交换机总容量４４４０门，实占用２１７６门，其中邮电局
经营的２８４０门，实占用１３４７门。有话机９４８部。传输设备主要有单路载波终端机４４部，
环路载波主机５部，分机３０部。１９８６年９月，平凉首次在崆峒山安装ＪＥＤ—１６Ａ型特高
频无线电话。１９８９年，平凉又在峡门、崆峒、白水、花所安装 ＥＦＰ０２Ａ型 （３—３—１５）
环路集线器各１套，容量６０门，与环路载波机配合实现交换点间及农、市话用户间的自
动交换。年底，全区交换设备４０５０门，实占用１９０５门。１９９３年，全区安装小型交换机
１３部，总容量为８７２门。至年底，全区农话交换机总容量３９１１门，其中自动交换机容量
１５４５门，农话用户发展到１７８０家；传输设备有载波终端机５４部，其中单路载波机２２
部，３路载波机１９部，１２路载波机１３部；环路载波主机１５部，分机４５部，特高频收发
讯机３套。１９９４年９月，平凉至华亭长、农合一光缆建成和西 （安）兰 （州）一级干线

光缆竣工投产，先后在平凉四十里铺、华亭安口安装局用模拟终端复用设备，容量１６６
路；并安装数字终端复用设备，容量３０路。农话交换机总容量４７９４门。１９９６年，平凉
农村电话全部纳入本地电话网，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农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１６２６８门，全
部实现数字程控化，农话用户增加到 ６３７０家。１９９９年，平凉、灵台引进法国产微波
ＩＲＴ２０００型点对乡点＋ＤＥＣＪ系统设备各１套，庄浪引进加拿大 ＳＰＴ一点多址微波系统。
平凉、华亭、静宁、泾川、灵台、崇信建成无线接入系统。年底，全区７２个农村交换点
全部改制为程控数字交换机。共建成１９个端局，２０个模块局，交换机总容量１９５６０门，
实用７７３４门；光端机１５２部，容量４３２个ＺＭＢ／Ｓ；微波设备点对乡点设备系统３套，２１
个站，１５２０线；无线接入系统７套，１１４个信道，７个基站；光缆接入系统１１端，１１６０
线。农话用户发展到１０１４０家 （住宅用户６８６６户），区间、区内通话次数达１１３５１６万
次。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农话交换机容量达６２３３６门，用户４５４０５户，区间、区内通话次数
５５３５万次。

三、农话业务

１９５６年６月，县内电话业务种类有：县内用户之间的通话、县城市内通话、经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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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接转的长途电话。还开办有会议电话和利用农话线路定时开放的有线广播业务。１９５７
年１２月，取消对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团体电话免费，一律照章纳费。并将用户划分为
普通电话、副机电话、同线电话、小交换机及分机电话、中继线电话５种。１９５９年１２
月，重新将县话业务分为特种电话、首长电话、水情电话、军政电话、普通电话、私务

电话、公务业务电话７种，仍有会议电话和预约电话２种特种业务。１９６３年２月起，停
止利用电话线路开放农村广播业务。

１９８０年元月，农话用户业务有１０种，区间电话６种，开放会议电话、租用电话代维
设备、租杆挂线、有线广播４种特别业务。１９８８年６月，农话业务种类又作了适当调整。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平凉局的峡门、崆峒、白水、花所先后开通了自动电话业务。１９９４至
１９９９年，全区国营交换点全部开办了自动电话业务。

部分年份全区农村电话业务量表

年　度 去话张数

（万张）

农话用户

（户）
年　度 去话张数

（万张）

农话用户

（户）

１９８３ ５８０５ ９０５ １９９３ １２４４７ １７８０

１９８５ ６２５６ ９４８ １９９５ １４５６６ ２６７６

１９８８ ７６０４ １０２３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８９１ ６３７０

１９９０ ９７５４ １０９３ ２００２ ５５３５４６ ４５４０５

第六节　电信变革

１９９８年９月和１９９９年７月，联通和移动公司从电信局分设单独经营。２０００年６月，
甘肃省电信公司投资３９３７万元，进行ＰＨＳ无线市话交换设备和基站设备一期工程建设，
１０月１日竣工。安装２２５万门交换设备一套，建成ＲＨＳ基站４８９个。至年底，全区局用

平凉电信服务大厅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交换机容量达到１２５万门，其中
市话交换机容量 ９３万门，电话
用户 ８３万家；农村交换点 １０５
个，交换机容量 ３２万门，农村
用户 ２２万家。本地中继光缆长
８６８公里 （农话光缆长 ７８９公
里），ＰＨＳ无线市话用户５０００家。
在抓好 “１６０／１６８”信息服务工作
的同时，重视开展网络元素营销，

积极推广 “一线通”、来电显示、

移动呼叫、语音信箱和 ２００、３００
卡电话业务。大力发展数据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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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业务，加快政府上网步伐，带动企业和家庭上网，并配合税务机关实施 “金税”工

程。２００１年，省公司投资１０２万元，实施 ＡＤＳＬ宽带接入及综合布线工程，建成光接入
点４个，光信息点４８０个。２００２年，继续拓宽业务渠道，发展无线市话用户。以政府和
企业网、校园网、宾馆、饭店和用户聚集区及单位为重点，折机并网，发展广域虚拟专

网和市话用户，采用现场演示、上门宣传等多种方式发展 ＡＤＳＬ／ＬＡＮ接入宽带业务、数
据业务及多媒体业务，发展 “来电显示”、“１７９０１”全能打和 “易付长”业务。至年底，

全区净增本地网电话用户３７１３７家，其中市话用户７４５８家，农话用户１２６９４家，无线市
话用户１６９８５家；因特网用户净增５０７７家，“来电显示”业务用户２２８６７家。建立和完
善 “大客户经理制”、“社区经理制”、“农村责任统包制”以及 “１００００”号客户中心制，
为不同层次和要求的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服务。是年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

分别为１１５亿元和１０３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２３７４％和１６６５％。

２００２年市话业务及用户表

项
目

市
县
别

交换机容量

（门）

电话用户数

（户）

城市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ＲＨＳ无线市
话容量（户）

ＲＨＳ无线市
话用户数（户）

共用电

话数（部）

平凉市 １２２７８４ １０５７７９ ３７４１ ３９４９０ ３４２６１ １６４９

崆　峒 ５８５７６ ４９８１１ ３５３８ ３９４９０ １２３８７ ８３０

泾　川 １１２６４ １０７０６ ３８００ ３６４７ １４３

灵　台 ７１６８ ５０１６ ２９８８ １８６０ ８１

崇　信 ５１２０ ３７２２ ２９７８ １４５８ ４０

华　亭 １２１９２ １１８９９ ３１２０ ６１６０ １７４

庄　浪 １２２４０ ９６３０ ２０９９ ３９９８ １５２

静　宁 １６２２４ １４９９５ ８８７４ ４７５１ ２２９

２００２年农话业务及用户表

项

目市
县
别

农话交换

机容量

（门）

农话交

换点数

（个）

农话用

户数

（户）

农村电话

普及率

（部／百人）

乡镇

数

（个）

已通电话

乡镇数

（个）

行政

村数

（个）

已通电话

行政村数

（个）

共用电

话数

（部）

平凉市 ６２３３６ １１８ ４５４０５ ６９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７１２ １０７１ ５３１

崆　峒 ８５７６ ２１ ６５７６ １１６８ ２１ ２１ ２５２ ２２１ ９３

泾　川 ９７２８ １８ ７８４９ ６００ １８ １８ ２１５ １１９ ４９

灵　台 ８１９２ １６ ５７７４ ４７４ １６ １６ ２２７ １６８ １１９

崇　信 ４４８０ １０ ３０７４ ７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９ ６９ ４２

华　亭 ８４４８ １０ ６３２７ １１３４ １２ １２ １１７ ５６ ５２

庄　浪 ７６８０ １９ ５１５４ ３５０ ２３ ２３ ４３２ ２３６ １４４

静　宁 １５２３２ ２４ １０６５１ ５０５ ３０ ３０ ３９０ ２０２ ６２

６０８ 平凉地区志 （中）



２００２年数据业务及用户表

项

目
市

县

别

分组交

换用户

数

（户）

帧中继

及ＡＴＭ
ＰＶＣ用户数
（户）

ＩＳＤＮ
用户

数

（户）

因特网

号用户

数

（户）

ＡＤＳＬ
开放

的县

（个）

ＡＤＳＬ
用户

数

（户）

ＬＡＮ
开放

的县

（个）

ＬＡＮ
用户

数

（户）

１６０电
话信息

服务次

数（次）

１６８电话
声讯服

务次数

（次）

平凉市 １２５ ３３ １１７ ７７２１ １ １７３ １ １１０ ７１３４ １８６１２

崆　峒 ７０ ３３ ４１ ５３４２ １ １７３ １ １１０ ７１３４ １８６１２

泾　川 ９ １５ ４８７

灵　台 ８ １１ ２４７

崇　信 ８ ７ １６２

华　亭 １０ １４ ６４６

庄　浪 ９ ２４ ３３４

静　宁 １１ ５ ５０３

第七节　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

无线寻呼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平凉人工、数字寻呼台首次开通，容量为３０００户单基站。安装发
射机１部，发射功率１００瓦。人工操作终端２台，服务半径１５公里。服务种类有常规呼、
定时呼、紧急呼、循环呼、群呼等；传递方式有音响呼叫、呼叫、数字显示等。年底用

户１１５家。１９９４年，华亭局建数字寻呼台，仅有用户７家。１９９５年５月，平凉寻呼台加
装汉字系统，用户可通过人工寻呼台 （１２６）传呼 数字、汉字 ＢＰ机。６县均建成寻呼基
站，寻呼范围覆盖全区７县市及部分乡镇，形成本地寻呼网。ＢＰ机用户净增１２６家，总
计达到１９７１户，其中平凉１７７１户，华亭２００户。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平凉地区 （１２６）、
（１２７）自动台无线寻呼系统建成投入运营，系统总容量５万户，７月２５日，平凉地区无
线寻呼网与全省、全国实现联网。至年底，寻呼用户发展到５２３２户。其中平凉３６６７户，
华亭４０６户，泾川３３０户，灵台１５２户，崇信１６２户，庄浪１１０户，静宁４０５户。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８日，成立甘肃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平凉分公司。至年底，寻呼用户

发展到１３２１４家。１９９９年，新开通安口、玉都、什字、白庙、太统山、白水、草峰寻呼
基站，２８０兆卫星寻呼系统开通运行。年底，有基站１４个，基站至本地电话网中继电路
４８条。用户比开办时１９９３年增长了１４８倍，达到１７万户。２００２年，分公司获 “支持地

方建设先进单位”和 “消费者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移动电话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５日，平凉地区邮电局筹建的４５０兆集群电话 （俗称大哥大）正式开

通。该系统设ＴＫＲ—８２０主机基地台４个，Ｇ８２中继控制器４个，服务半径５公里。只能

７０８第十一编　交通邮电



实现单向通话，仅有用户２０户。１９９５年５月至１９９６年２月，模拟９００兆蜂窝式移动基站
建成。通过天水模拟移动交换局与省内外通信。年底用户发展到２７１户。翌年，华亭、
安口各安装模拟移动直放站设备，发展用户５２户。１９９７年８月，安装ＥＭＸ—２５００Ｅ移动
交换机１部，可接入用户７５万户，负责平凉、庆阳、定西３个地区交换业务，１０月，６
县局模拟移动基站陆续建成并接入平凉模拟移动交换局。是年底，平凉、庆阳、定西３
个地区共建设基站２１个，其中平凉８个，信道总数１６０路，移动用户７８４户。１９９８年９
月１８日，全区ＧＳＭ数字蜂窝式移动通信基站开通。至年底，用户发展到２４４０户。８月
２０日，甘肃移动通信公司平凉分公司挂牌成立，专营移动电话业务。年底，平凉数字移
动交换机建成，安装Ｓ１２４０型数字移动交换机１部，总容量５万门。各县局先后更换设
备。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移动通信网内运行Ｓ１２４０数字移动交换机１部，容量８万门，ＢＳＣ
２部。网内运行基站５４个，覆盖６县１市１３０个乡镇的重点村庄。已开通全国３１个省、
市、自治区的３０８个地、州、市及１８５６个县 （市）的漫游功能，并开通了８６个国家和
地区的１６４个电信公司的国际漫游功能。

８０８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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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　划

第一节　管理体制

１９４９年８月，计划业务由平凉分区专员公署第四科负责。１９５３年１月，设计划统计
科，编制６人。１９５５年３月，成立平凉专区计划委员会，编制１０人。此后，名称多易，
与其他部门时合时分 （参 《政权政协》）。

１９８４年６月，计划、物价、统计分设，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处，内设工交、
农业、综合、基建、基建管理、人秘６科。１９９１年，编制３０人。至１９９７年５月，计划
处内设人秘、综合、基建、交通能源、农业、工业、社会事业、国土８科，行政编制２２
人，事业编制８人。２００２年，行署计划处改为平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增设市西部开
发办公室、以工代赈办公室、市信息中心 （对内称信息科）。

一、计划经济体制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７８年，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实行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制

度，高度集权，综合平衡，条块分割。全区下达的年度计划有２４个种类，主要是工业、
交通、农业、商流贸易和社会事业等，其中指令性指标１６０多种，指导性指标１０多种。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２年，全区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实行计
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１９９２年，省列地区工业产品指令性计划由１９７８年
的７０多种减少到２种，产品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５％下降到０６％；
农业计划除重点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和征用土地外，其余农副产品全部放开，实行指导性

计划和市场调节；省列计划调拨商品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５种减少到１８种；计划平衡并收购调
拨的统配物资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３种减少到１３种。

三、市场经济体制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强化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导
向性对经济社会运行的正确引导。１９９０年开始，陆续建立并完善具有较强操作性、规范
化的经济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和项目建设管理制度。至１９９８年，计划种类由１９９２年的２４
种精简到２０种，工业计划指标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８种精简到１４种，农业计划增列农、畜、
果、菜、扶贫温饱、骨干水利和乡村财源建设的总量和效益指标。２００２年计划种类减少
到１５种，取消农业专项资金建设计划、金融信贷计划、商品流转计划、经济责任目标计
划，将重点在建项目计划并入前期、新开工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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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计划编制

计划经济时期，省上下达全区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多、总量小，要求全面完成。中共

平凉地委、平凉专员公署 （革命委员会）通过召开县 （市）委书记和县市长 （主任）会

议，逐级分解省上下达全区的各项计划指标。石油、钢材、生铁、木材、沥青、粮油定

购等统配物资计划更是如此。地区计划部门没有多少自主权。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以指导性计划为主

体，以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为重点，进行各类重点、在建、新开、外资项目的调研

筛选和分类排队，从项目布局和资金落实上向全区优势行业、支柱行业、企业集团重点

倾斜，扶持其尽快发展壮大，形成大产业框架格局。

在市场经济时期，计划编制由过去追求商品总量的增加和市场的繁荣向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的提高、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模经济转变，经济发展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

经营转变。特别注重产业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高、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和产业规模

的发展壮大，突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逐年较快增长及重点建设项目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注重市场、消费需求空间、内外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增量因素分析等。

全区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编制先由各县 （市）、地直有关部门向地区计划部门上报

建议计划，地区计划部门根据上级计划部门的建议计划进行衔接、平衡后，报地委、行

署审定后下达建议计划。各县 （市）计划部门根据地区建议计划提出计划草案，经县

（市）委、县 （市）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审定通过并衔接平衡后，上报地区计划部

门，地区计划部门审定平衡后，报地委、行署审定通过，最后下达正式计划。

第三节　 计划执行

一、监督指导

８０年代以后，计划监督指导普遍采取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项目调度会，定期或不
定期的巡回督察指导等多种方式，发现计划执行中的共性问题，行署及时召开有关部门

领导联席会议 “会诊”，分析原因，协商对策，研究解决，有效地减少计划的误差，保证

各类计划的全面完成。

二、考核兑现

９０年代，经济责任目标计划实施，与地区、县 （市）、乡 （镇）三级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的政绩挂钩。经济责任目标计划突出领导责任和量化考核，分综合考核和单项考核。

奖优罚劣，督促各项计划目标的落实。

三、计划调整

１９８５年全区将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两大指标纳入主要计划指标体系。１９９５年后两
大指标不再纳入计划和统计序列。１９９６年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只作为考核时参考指标，
不作为计划下达。２００２年，将这一指标调整为工业增加值下达。

２１８ 平凉地区志 （中）



四、计划实施

１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全面贯彻执行省上下达全区的年度计划。１９５２年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９１９６万元，占下达计划的１０２２％，年均增长８７％。其
中农业总产值完成 ８１００万元，占计划的 １０１２％，年均增长 ７９％；工业总产值完成
１０９６万元，占计划的１０９６％，年均增长１５３％。粮食总产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３８％，年均
增长７５％；油料产量完成计划的 １０２６％，年均增长 ６９％；大家畜存栏占计划的
１０６１％，年均增长７８％；猪存栏占计划的１０５９％，年均增长８９％；羊存栏占计划的
１０１７％，年均增长１２３％；原煤产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８６％，年均增长８７％；日用陶瓷
完成计划的１００９％，比上年增长１５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计划的１０２５％，较上
年增长１４３％；财政收入较上年增长９８％。
２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农业合作社运动和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６日，中共平凉地委常委会议提出实行农业技术革命，推广新式
农具和农业改革，抓好农业增产等措施。

１９５７年全面完成省上下达的计划任务。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
１１３７８万元，占下达计划的１００２％，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７％，年均增长４７％。其中工业
总产值１７３８万元，占计划的１０２２％，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８６４％，年均增长９７％；农业总
产值９６４０万元，占计划的１００４％，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９１％，年均增长３５％。粮食总产
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３％，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１４３％，年均增长２２％；油料产量完成计划的
１０１５％，比１９５２年下降９１％；大家畜存栏占计划的１１２％，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１７％，年
均增长３７％；猪存栏占计划的１０２１％，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３５％，年均增长１１７％；羊
存栏占计划的１０３８％，比１９５２年增长 １７６％，年均增长３３％；造林面积完成计划的
１０５６％，有效灌溉面积完成计划的１０５４％。原煤产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４２％，比１９５２年
增长７８１％；发电量完成计划的１０４５％，比上年增长６３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计
划的１００６％，比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１２倍，年均增长 １７１％；地方财政收入完成计划的
１１３３％，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０％；粮食征购完成计划的１００３％。

３第二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１９５８年２月中旬，全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增产计划提出：１０年

规划７年完成，５年计划４年完成，苦战３年改变面貌。２月２７日，下发全区地方工业、
手工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草案）通知。５月１１日至１５日，全区第一次工业会议制定
１９５８年大办地方工业计划。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３日，中共平凉地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检查
总结全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出现的 “马鞍型”经验教训，讨论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跃进计
划、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１９６０年初，印发 《平凉专区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年农业高速发展规划 （草案）》。

１９６２年，全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实际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
８９８９万元，年均下降４５％，其中工业总产值２０４８万元，年均增长１６％；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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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４１万元，年均下降６４％。粮食产量年均下降６３％；大家畜存栏年均下降１０６％；原
煤产量年均增长３％；发电量年均增长２３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０６％；财政
收入年均下降２１％。
４三年经济调整时期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２日，专区经济计划委员会向甘肃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及中共平凉地委、

平凉专员公署上报 《平凉专区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十年农业调整和发展规划》。１９６３年１０月
２８日，上报 《平凉地方工业３年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调整规划方案》的报告。地委、专署
原则同意在全区实施。

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３００９万
元，年均增长１４１％。其中工业总产值２１４０万元，年均增长１５％；农业总产值１０８６９
万元，年均增长１６１％。粮食总产量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年均增长１８５％；油料产量年
均增长７２１％；大家畜存栏年均增长８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６７％；地方
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７６％。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质量稳定上升的占７２％，超过全区历史
最高水平的占５５％。
５第三个五年计划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１日，平凉专区经济计划委员会提出 《平凉专区地方工业第三个五年计

划发展规划初步意见》。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地委批转专区经济计划委员会 《关于平凉专区

“三五”期间发展农业生产的初步意见》。

“三五”时期因受 “文革”影响，在多年探索中初步建立的生产秩序、尚不发达的生

产力和尚欠稳固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国民经济未完成工业、农业规划目标，

在动荡徘徊中处于低潮阶段。１９７０年全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５７
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３９４８万元，比 “二五”末１９６５年增长７２％，年均增长１４％。其中
工业总产值４３１３万元，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１０１倍，年均增长１５％；农业总产值９６３５万元，
比１９６５年下降１１４％，年均下降２４％。粮食总产量完成计划的６２２％，比１９６５年下降
１６４％，年均下降３５％；油料产量完成计划的５０６％，比１９６５年下降２２％，年均下
降０５％；大家畜存栏完成计划的７７２％，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５５％，年均增长１％；原煤产
量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１１３％，年均增长２１％；发电量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４２倍；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４４４％；地方财政收入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３５７％。
６第四个五年计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各项增产措施在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得到部分落实，

尽管农业内部比例明显失调，但同 “三五”期末相比，还是有所发展。工业经济缩短基

本建设战线，加强工业支援农业，逐步完善并健全轻纺、日用工业品、农机、化肥等

“小而全”的地县工业体系。

１９７４年开始整顿经济秩序，计划安排比较合理，使长期徘徊停滞和倒退下降的经济
局面有所好转并略有回升。１９７５年全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７０年
不变价格计算）３１４５９万元，比 “三五”末的１９７０年增长１２６倍，年均增长１７７％。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８８５８万元，比 １９７０年增长 １０５倍，年均增长 １５５％；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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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０１万元，比 １９７０年增长 １３４倍，年均增长 １８６％。粮食总产量比 １９７０年增长
６１９％，年均增长１０１％；油料产量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２８９％，年均增长５２％；大家畜比
１９７０年下降３３％；原煤产量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９１６％，年均增长１３９％；发电量比１９７０
年增长近１倍，年均增长１４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４９８％，年均增长
８４％；财政收入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３４％，年均增长８９％。

７第五个五年计划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此期间，工业关停并转，氮肥、焦化、铁厂等１９户企业相继下马；农业围绕高速度

发展、高质量建成大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区国民经济在大乱走向大治的重要时

期呈现出大行业结构性指标增减不一的态势。

１９８０年，全区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完成国民生产总值２７５亿元，人均１６１元；工
农业总产值 （以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２８４亿元，比１９７５年下降１０７７％，比１９７０年
增长１０３倍。其中工业总产值１０２亿元，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１５１５％，年均增长２７８％，
比１９７０年增长 １３６倍；农业总产值 １８２亿元，比 １９７５年下降 １９４％，年均下降
９６％。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７５年下降３６４％，年均下降 ８６％；油料产量比 １９７５年增长
２％，大家畜存栏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１２３％；原煤产量比１９７５年下降３２％；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年均增长１０１％；财政收入年均下降５３％。
８第六个五年计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此期间，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至 “六五”末的１９８５年，全区绝大多数国民经济计

划主要指标全面和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工农业总产值 ５４９亿元，占计划的 １０７８％；
１９８０年增长９３２％，年均增长１４１％；其中农业总产值３２９亿元，占计划的９１８％，
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８０２％，年均增长１２５％；工业总产值２２亿元，占计划的１４６７％，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１１６４％，年均增长１６７％。粮食总产量基本与计划持平，比１９８０年增长
１２９％；油料总产量占计划的５４８％，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８２％，年均增长１２７％；造林面
积占计划的 １３９％，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 ３４７倍，年均增长 ３４９％；大家畜存栏占计划的
１１０３％，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６０１％，年均增长９９％；猪存栏占计划的１６４％；羊存栏占计
划的６４３％。原煤产量占计划的１３２３％，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８４％，年均增长１３％；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占计划的１１１％，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６０４％，年均增长９９％；财政收入占计划
的１１１３％，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７２％，年均增长１１４％；总人口基本与计划持平。
９第七个五年计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此期间，国民经济提前超额完成 “七五”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完成翻番的战略目标。１９９０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４８８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４７
倍，年均增长１９８％，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４４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７８０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
３８３倍；工农业总产值１０８亿元，占计划的１２６９％，年均增长１３％；财政收入占计划
的１４２４％，年均增长１５％。农业总产值达到４７２亿元，占计划的１０３３％，５年年均增
长７５％，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１１８倍；粮食生产连续两年创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９０年总产量占
计划的１１８％，年均增长８５％，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６８５％。油料、烤烟、蔬菜等主要经济
作物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产值分别比 “六五”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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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３１９％、９８％和２８倍。乡镇企业产值占计划的２０３％，５年翻三番。农村贫困面
由１９８５年的４２６％下降到９２％。工业总产值达到６０８亿元，占计划的１６２６％，比
“六五”末增长１５倍。煤炭、建材、轻纺、机械、食品等行业有较快发展，成为工业经
济的支柱产业。平凉、华亭地方工业初具规模。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产值比重由１９８５
年的５７７％上升到６２％，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比重由３７％上升到６３％。有１５户企业进
入国家、省一级和二级企业行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计划的１１４％，比 “六五”末增长

８７６％，年均增长１３４％。相继建成教育学院、技校、电大和一批农职业中学。中小学
校舍面貌和教学条件得到改善，基础教育得到加强。１９９０年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４％以上，小学全部实现 “一无两有” （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组织实施 “星

火”、“燎原”、“丰收”计划和软件科学研究，有１３７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地级科
技进步奖。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口出生高峰得到有效控制。文化、卫生、

广播电视、体育事业都有一定发展。邮电、城市建设等综合服务功能有所提高。城市居

民收入年均增长１２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９７％。职工年均工资达到１９４１元，
比 “六五”末提高８７２％。城乡人民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有明显提高，城乡居民
储蓄余额达到４５９５２万元，比 “六五”末增长３１７倍。
１０第八个五年计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此期间，初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工商储运服的大农村经济结构格局，农副产品商品

率由 “六五”末的２７％提高到４２６％。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
共同发展的格局，个体私营及其他成分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３０％以上。
初步形成以７县 （市）城镇为依托的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及集贸

市场网络。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有较大增强，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国民生产总值 （按全区

第三产业普查口径计算）达到３４７８亿元，年均增长１８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１６９３
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 １１５倍。其中第一产业 １３５４亿元，年均增长 １７７％；第二产业
８１７亿元，年均增长１９％；第三产业１３０７亿元，年均增长１９％；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２９６亿元，年均增长９４％。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１１７亿元，年均增长３６％；工业总产值
１８４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４１％。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２６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５１％。
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６２３％。粮食总产量年均下降５３％。林果、烤烟、
畜牧等支柱产业开发形成一定的商品优势，开始发挥富县富民的作用。乡镇企业产值较

１９９０年增长４３倍，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突破口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农村
基本实现脱贫，并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工业结构得到调整，原煤、水泥、电机、造

纸、皮革、地毯等主要产品和生产能力有较大提高。煤炭、建材、机械、轻纺、食品等

重点行业逐步形成优势并向规模经营发展。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商贸流通基地和旅游胜地开始形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较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４倍；城乡集市
贸易成交额增长３６倍。连续３年成功举办 “崆峒旅游节”，洽谈、落实外经外协项目近

百个，贸易成交额近６亿元。财源建设成效显著，财政收入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８倍，年均
增长２３２％。银行存款余额较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８倍，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３６倍。
科技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社会事业全面发展。７县 （市）普及初等义务教育，５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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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科研鉴定验收项目３４７项，其中３项获国家奖，３２项获省级奖。新改扩建乡镇卫生院
６７所，其中１２所已达到一级卫生院标准。

１１第九个五年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此期间，全区国民经济以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６１０８

亿元，年均增长９８％。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７４％，第二产业年均增长９８％，第三产
业年均增长８３６％，三次产业结构由１９９５年３８９∶２３５∶３７６调整到２９６３∶３４２２∶３６１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的目标如期实现。财政收入以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增
长，大口径财政收入４２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７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４００元，
年均增长１０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５９元，年均
增长８５％。贫困面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０％下降到７％ （包括返贫户）。全区基本实现整体解决

温饱这一历史性奋斗目标，农村经济进入由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现代农业转变的新阶

段。牛、果、菜三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农民人均纯牧业收入占总纯收入的三分之一，

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总纯收入的１１４％，农民人均商品菜收入８４５元。
１２第十个五年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前两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是：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７２７８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

长１９１６％；工业增加值１７７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２７２７％；农业增加值１９５４亿元，
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７９６％；粮食总产量８６３３万吨，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２９３１％；乡镇企业增加
值２４６５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３５９６％；财政收入５６６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３２８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９６５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２２１７％；外贸销售总值１亿元，其中
外贸企业自营出口创汇１８０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４６７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
２４２６％；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４９９５０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０３４％，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９９９％ （参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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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年度计划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标计划

１９９４年开始，年度计划序列中增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计划。包括国民生
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工农业增加值、乡镇企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农民人均纯收

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额、其中地方投资总额、财政收入、年末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等１０多个
指标。

二、经济责任目标计划

９０年代，经济责任目标计划列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序列的重点年度计划。
１９９０年，经济责任目标计划指标体系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大块宏观总量指标为

主。城市经济由８大指标组成，农村经济由９大指标组成。１９９５年均为８大指标，单项
考核有９大指标。
１９９８年，紧紧围绕企业全面改制和农村整体解决温饱两大目标，以财政增收、企业

增效、职工和农民增收为中心，对县市考核１０个指标，地直被考核９个部门。２００１年综
合经济指标考核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粮食总产量、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６项，单项工作目标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工业
结构调整、农村支柱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上缴利税、城市基础设

施和小城镇建设７项。
２００２年，主要考核县 （市）当年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的排位较上年变化情况。单项

工作目标考核农业产业化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

资、城镇化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财政收入和 “两金”

征收７项。
三、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邮电计划

计划指标体系中增列乡以上工业增加值、乡以上产品销售收入、乡以上工业实现利

税等重点指标，工业产品产量计划指标精简到１９９８年的５种，交通运输和邮电计划指标
精简到１９９８年只列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及邮政电信业务总量等宏观指标。
２００２年，工业生产发展计划只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工业产品产

量指标只有水泥１项。交通运输、邮电计划增加中国移动业务收入。
四、农村经济计划

农村经济计划指标体系，由１９８０年的５０多种精简到１９９８年的２０多种，增列农业增
加值，乡镇企业税收，乡级财政收入，村级公共积累，当年解决温饱人口，地膜玉米面

积，当年造林及达标面积，牛、羊、猪当年出栏、存栏及收入，蔬菜、烤烟当年种植面

积，当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及 “三田” （山地梯田、川、原地条田）面积等，农、林、

牧、副、渔五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较好地发挥了计划的导向作用。２００１年农村经济计
划指标又精简到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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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农村经济计划主要有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播种面积、粮食
总产量、油料播种面积、油料产量、乡镇企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造林合格面积、

烤烟播种面积、烤烟产量、水果总产量、牛出栏、猪出栏、肉类总产量、新增有效灌溉

面积、新增 “三田”面积、集雨节灌面积１８项。
五、财政收入计划

财政收入计划每年按８个独立核算单位分解下达，收入计划的结构指标由工商税收、
农牧业税收、农业特产税收、耕地占用税收、契税、企业收入、其他收入和教育费附加８
大块组成。对林果、畜牧、烤烟、蔬菜、重点乡镇企业等支柱产业分别按 ７县 （市）

下达。

２００２年，地方财政收入计划，按国税、地税、财政三块，增列大口径财政收入。
六、商品流转及对外贸易计划

纳入计划的商品品种由１９８０年的６０多种精简到１９９８年的２０种，即粮食定购、烤烟
收购、化肥、农药调拨、絮棉、紧压茶及食用盐调拨，汽油、煤油等资源的配置，杂粮、

杂豆、杏仁、杏干、蜂蜜、蕨菜干、肉食品、骨胶骨块、硅铁、机械、地毯出口。其余

指标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２０００年商品流转及对外贸易计划指标又精简到４种。
２００１年取消商品流转及对外贸易计划指标。
七、社会事业计划

８０年代，把人口、科技、教育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组织实施。从１９９５
年起，科技进步计划由计划部门统一下达改由科技部门直接下达。教育事业计划只下达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和农业职业学校年度招生计划。

“农转非”（农村户口转非农村户口）计划按照 “分块衔接，综合平衡，调控总量，优化

结构，突出重点，确保稳定”的原则，每年不突破计划指标。

八、环境保护及土地利用计划

８０年代中期，土地利用计划纳入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序列，主要下达非农业建设用地
（含国家建设、乡镇集体建设和农村个人建房）、农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新征

用土地和土地开发利用等主要总量控制指标和鼓励开发指标，总量控制指标每年保持递

减，鼓励开发指标每年保持递增。１９９１年开始下达环境保护计划，主要为工业 “三废”

排放控制指标、地区直属以上重点企业环境控制目标和全区主要城市、河流环境质量指

标。２００１年环境保护计划指标主要有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
放量、城市烧气普及率、城市集中供热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

达标率、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和水源利用等。

２００２年下达环境 （生态）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计划，主要有污染物排放总量、污染

治理与废物资源化、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环保投资指数５个综合
指标、２６个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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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固定资产投资及项目建设计划

一、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１９４９至２００２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０４３６亿元，年均３８５５７万元，房屋总竣工
面积２１２３３２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１３９８６６万平方米。按建设性质分，基本建设投资
１１９０８亿元，占完成投资额的５８３％；技术改造投资２５９８亿元，占完成投资额的１２７％；
其他投资５９３亿元，占完成投资额的２９％。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农、林、牧、渔业完成投资
６４５亿元，占总投资的３２％，形成固定资产原值４５２亿元；采掘业完成投资２７７亿元，占
总投资的１３６％；制造业完成投资１３７４亿元，占总投资的６７％；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完成投资６２４８亿元，占总投资的３０６％；建筑业完成投资１８３亿元，占总投资的
９‰；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完成投资１４４６亿元，占总投资的７１％。

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７年，投资重点是兴修水利，新办交通运输和
地方工业，改造商业，兼顾办学兴教、扫除文盲、爱国卫生等。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投资重
点仍然是水利、工业、交通邮电等。１９６６至１９８０年，投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
大办地方 “五小”工业 （小煤炭、小冶金、小建材、小化肥、小水电）、军工企业，工农

业生产基本条件有较大改变。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０年，投资重点是工业技术改造、乡镇企业、第
三产业、两西 （河西、定西）建设、科技教育及长期欠账较多的城市公用事业和居民住

宅建设。投资规模大、增长率快，１０年投资额比平凉解放后３１年投资额增加 ３７５％。
投资来源由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向财政、金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种渠道。投资

主体多元化，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１９８１年的５２１％下降
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５％。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１４调整到１９９０年
的７３∶２７，生产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７６５％下降到 １９９０年的
７１１％。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区解放后５０年总投资额的５８５４％，
是１９９０年前４１年投资总额的２６２倍。投资重点是农业、水利、煤炭、建材、交通、邮
电、电力、城市建设和居民住宅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预算内投资与预算外投资比重

由 “七五”期间４０６５∶５９３５调整到 “八五”期间１９７６∶８０２４。利用外资从无到有，由
少到多，完成投资１３６亿元。技术改造投资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６个百分点。非生产性投资比
１９９０年也有所提高。农林水利、能源、交通、电力、邮电、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
设施投资，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居民住宅投资增长较快。除省上安排的教育、卫生切

块投资外，社会各界集资、捐资兴办教育和卫生，累计完成２５亿元。进入２０００年，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开始下降。２００１年投资主体明显呈多元化趋势，以道路、住宅、绿化和
新区开发为重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８４１％，其中地、县投资
１４５亿元。总投资中，基本建设完成１１５３亿元，更新改造完成３６７亿元，房地产开发
完成８６００万元，其他投资完成６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６５亿元，其中
基本建设完成１３４亿元，更新改造完成３６２亿元，房地产开发完成１６６亿元，其他投
资完成５９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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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建设计划
１９９７年，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对项目逐级审批权限和范围作出明确规定：２００万元以

上项目由各县市掌握审批；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重工业项目及水利项目、３００万元以下的轻工
业项目及其他工业项目、１００万元以下的农业项目、２００万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３０００万
元以下的非生产性项目由地区审批；上述限额以上的各类项目由省上审批。

对符合国家产业和投资政策、科技含量高、建成后能产生显著经济效益、促进经济

和投资结构优化的重大项目，优先安排，重点倾斜；对因市场变化规模不适当、结构不

合理等原因造成投产即亏损的项目，经过清理整顿、落实处理措施后才预安排项目计划；

严格控制办公楼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除特殊批准项目外，不用财政资金和各项专项基

金安排补助款项；加大对居民住宅、安居工程的投资，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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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　计

第一节　统计管理

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平凉府设统计局，县署有统计处。民国时期，各县均设统
计机构，开展各种统计调查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综合性统计由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室承担，后多属计划

部门兼管。１９６３年４月，成立平凉专区统计局，编制８人。此后又时合时分 （参 《政权

政协》）。１９８４年５月，成立平凉地区行署统计处。２００２年，行署统计处有职工３０人。７
县 （市）均设统计局和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队 （平凉市另设城市经济调查队），其中平

凉、泾川、静宁、灵台、庄浪５县市农调队和平凉市城调队为国家重点调查县调查队，
有专业统计人员１１８人。１３０个乡镇均设统计工作站。统计内容涉及国民经济１６个大行
业、１３００多类。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进行村里调查，分县列村里名、户数、口数。２１年 （１９３２）国
民政府公布 《统计法》，统计调查内容包括地理环境、土地面积与人口、行政区划、农林

畜牧、水利、矿产、工业、交通、教育９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统一的统计报表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１９６０年全区统计报表由

４６９种、６２９万项减少为４３１种、３７８万项。
１９７０年，开始整理印发统计年鉴。１９８４年，各县市开始实施农村住户调查月报及年

报制度。１９８７年，制定下发 《平凉地区统计系统公文统计资料上报下发实施细则》。１９８８
年，执行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层一套表”新的统计指标体系。

１９９８年后，在全区建立统计数据评估制度，对各专业主要指标进行科学评估。平凉
市和静宁县分别被国家统计局和甘肃省统计局确定为统计改革综合联系点和试点。

２００１年，开始，各县 （市）乡乡开展农村居民住户调查，县县开展城市居民住户调

查。２００２年，对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实行下管一级数据评估制度。

第二节　综合统计

一、国民收入统计

１９８４年，开始试算全区的国民收入，未出结果。１９８６年开始填报 “国民收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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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从生产方面的指标进行核算，即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饮

食业５大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物质消耗和净产值，在计算生产指标的同时也试算消
费和积累指标。国民收入填报的各种综合表及其计算表有２６种，各表同时填报当年和上
年的各项指标，计算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１９９３年取消国民收入统计报表。

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１９８８年全区开始核算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９２年国内生产总值年报表和季度测算报表获
全省第一名。年报表有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

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构成项目”、“按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４种综合表式。
１９９５年增设 “总产出”、“总投资”、“总消费”、“居民消费水平”等，共８种综合表式。
并根据历史资料测算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５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与可比价指数。
１９９６年后，取消 “总投资”、 “总消费”两项，增设 “按行业分的资本形成总额”、

“最终消费”、“居民生活消费试算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试算表”、“城镇居民生活消

费试算表”等，共１１项。２０００年开始，增加非公有制增加值核算半年报和年报。２００１
年将核算基期由１９９０年改为２０００年。

三、资料整理

综合统计资料整理　１９５４年，首次整理 １９４９至 １９５３年全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６６年３月，整理１９４９至１９６５年 《平凉专区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１９７１年后，每年整
理 《平凉地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提要》和 《统计年鉴》。１９７４年，整理 《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０年
平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整理新中国成立３０年全区国民经济统计资
料。１９８５年后，每年整理毗邻地区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１９８７年，整理平凉地区１９７８
至１９８６年 《新的里程、新的成就》资料。１９８８年，整理 《行政区划》《农村和城市家庭

经济情况》等资料。１９８９年，整理 《平凉四十年》等资料。２０００年整理编印 《平凉五十

年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历史资料，《平凉统计年鉴》改版为大型 《平凉年鉴》。

综合统计分析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只做统计报表说明。１９５８年后，逐渐开展综合
统计分析研究。创办 《中心工作进度报告》刊物，发布国民经济 “大跃进”公报。１９６４
年撰写 《平凉专区１９６４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简要情况及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报告。
１９７６年８月，以灵台县４个生产队的夏粮生产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粮食减产原因进行较
为详细的分析。１９８３年３月，撰写 《１９８２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统计分析报
告。１９８７年首次在 《平凉报》发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全区统计部

门提供信息、分析资料５９１篇，其中 《惠普尔指数、迈尔斯指数、ＵＮ指数与平凉地区
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全省优秀统计分析文章评选中获得二等奖，与 《人口再生产诸

指标的计算》被中国人民大学列入全国主要统计文章索目。１９８８年，首次开展全区优秀
统计分析文章评选活动。１９８９年，撰写的 《陇东平凉的新变化》分析报告被选入 《甘肃

四十年》，《面对平凉人口的思考》获全省优秀统计分析文章一等奖。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２年，
撰写的 《人口、耕地、粮食问题透视》《发展小尾寒羊是解决林牧矛盾的唯一途径》《第

三产业的发展和发展第三产业》等１０８篇分析文章，有一定深度。１９９５年，以 《粮满仓、

果飘香、赶着牛羊奔小康》《农村剩余劳动有出路》等分析文章，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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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提供统计信息和统计分析文章６７０多期，其中 《平凉地区老

年人状况随访分析》和 《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生活稳定提高》分析报告推荐参加全

省优秀统计分析文章评选。１９９８年，撰写３７７篇文章中，《对我区企业职工解困和农村扶
贫攻坚的政策性探索》《全区各县市非公有制经济试算结果通报》《对我区主要农产品生

产成本及特色产品投入产出效益的调查分析》《回首改革二十年》等２２７篇被各种新闻媒
体及党政部门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提供各种统计分析资料１８９篇，快报资料４４９期。
开通平凉统计区域网，实现省、地统计部门联网，各县市开通了广域网。２００２年，编印
《全国·甘肃·平凉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对比资料，提供各种统计分析资料１１８篇、快报资
料２７６篇。

四、统计监督

统计法规实施　１９５９年６月，对统计报表数字实行统一管理。“文革”期间，统计法
规制度遭到破坏。１９７８年后，得到恢复和健全。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后，农产量依法调查，严格执行

调查方案。１９８８年４至９月，在全区开展统计执法大检查，重点抽查粮食产量、农民人
均纯收入、乡镇企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工资、物价指数和人口

等统计指标。１９８９年４至８月，进行统计法规执行情况大检查，抽查６１８个企业、事业
和行政单位，有７３５％的单位存在各种统计违法行为，其中违法案件１５４起。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进行劳动工资审核工作。１９９１年６月，建立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

开工统计和竣工统计报告制度。１９９４年５月，在全区开展 《统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活

动。１９９７年开展 “统计工作质量年”活动，进行统计执法大检查，纠正各单位统计工作

中存在问题。１０月成立 “甘肃省平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驻统计处执行室”。１９９８年，设
立统计违法举报电话，成立统计执法检查机构９９个，参加１０２３人。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实
行 “无案县”统计执法责任制，开展 “统计落实年”活动，检查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和

重点指标。２００２年成立平凉市统计局执法大队。
投入产出调查　１９８７年６月，甘肃省统计局对红峰机械厂等１０个单位进行投入产出

调查。行署统计处综合科被评为国家级先进集体。１９９３年１月，地区印刷机械厂等２７个
单位被抽选为１９９２年度投入产出调查单位。１９９８年１至６月，华亭矿务局等１５个单位
被抽中进行１９９７年度投入产出调查单位，行署统计处投入产出调查办公室被评为国家级
先进集体。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２９个单位被抽中进行２００２年度
投入产出调查，平凉市统计局、甘肃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４个单位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

第三节　分类统计

一、农业统计

秦始皇三十一年 （前２１６），已行土地呈报，按亩取税。光武帝建武十五年 （３９）度
田、查户口。唐、宋时期，土地、人口统计成为确定税额的依据。明初，编制 “鱼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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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图籍，绘其地形，记明界至、土地肥瘠、户主姓名等内容。后推行 “一条鞭法”，实

行 “百年旷举”的土地清丈，并将 “开方”的方法用于计算土地面积。清初，实行 “更

名田”，“推丁入亩”，曾多次清丈田地，编审人丁。

民国初期的一些统计调查，多为各级官员估报。２６年 （１９３７），实行的农业统计报表
有保甲组织、农村人口、地亩、农产、植树、田赋、灾情７种。农户分自耕农、半自耕
农、佃农，人口分丁男、丁女、壮丁，地亩分山、川、原和熟、荒地及其地价，农产分

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牲畜分牛、马、骡、驴、羊、猪及公母，植树分杨、柳、槐、

榆等不同树种，田赋分各种类型土地的年收数和税率等。还建立 “田赋收数月报”和

“粮食旬报”制度。

１９５１年，基本报表共８张，内容包括人口、互助组织、耕地面积、粮食作物生产、
经济作物生产、秋播冬耕面积及牲畜数量增减等。１９５５年，填报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简易调查方案和农业生产定期统计报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定期统

计报表。１９５８年，报表种类有年报、半年报、季报、月报，后来增加旬报、三日报、五
日报。建立起以生产统计为主，涉及农村经济、农业基本情况、农业收益分配、农业经

济条件等方面的指标体系。１９６０年，农业报表有２４种、４２０多个指标，人民公社每天平
均填报５种报表、５３个指标项目。有 “水利五日报”、“钢铁日报”“积肥旬报”、“生猪

发展五日报”、“家禽家畜发展旬报”、“人民公社副业生产半月报”等。母猪分 “能繁殖

的母猪”、“已配种的母猪”、“已受胎的母猪”，积肥分 “沤肥、厩肥、人粪、尿肥、化

肥、细菌肥”；养鸡分 “公鸡”、“母鸡”、“孵窝数”、“小鸡数”、“成活数”等。一度出

现农业统计报表多、乱、繁、杂，报送时间过急、过紧，导致基层编造数据。是年８月，
大力精简报表。１９６２年，人民公社有统计档案，生产大队有统计台账，生产队有统计原
始记录。

１９６５年，农业统计年报表减少为 “耕地面积”、“农作物产量”、“蚕茧茶叶生产”，

“牲畜头数”４种。定期报表减少为 “大牲畜头数”、“播种面积”和 “产量预计”３种。
１９６６年，农业报表再次精简，年报表只保留 “农作物实际收获量”和 “大牲畜头数”２
种，各表指标减少三分之二。１９６７年后，农业报表工作中断。１９６９年后，逐渐恢复，年
报增设 “农业学大寨典型单位”表。１９７０年，增加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基本情况一

览表”。１９７３年，增设 “粮食上纲要”、“养猪跨纲要”等报表。

１９７８年后，农业统计的对象由社队单位变为个体农户。１９８０年，增加农业净产值核
算，取消粮食、养猪上 “纲要”有关报表。１９８３年，增加 “种草情况”表。将 “社队工

业”划入工业报表。农村统计主要有 “农村分配情况”表，增加 “实行包干到户”的生

产队和农户等指标。１９８４年，增加 “三年停止破坏实施情况”表，“林业生产情况”表，

农村能源建设和农村能源消耗量、“新经济联合体”和 “农村专业户基本情况”、“农业

商品产值”和 “农村社会总产值”表。有 “县农业经济卡片”，“农业经济收入和分配”

表，“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表，“农村政社组织情况”表。

１９８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７年上半年，甘肃省统计局在平凉市开展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

层一套表”研究试制试点工作。以农村基层统计网络为依托，全面统计为基础，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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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住户抽样调查为手段，实物量与价值量相结合，包括数量指标、价值量计算

指标、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综合分组、方法制度５大部分，数量指标１４７８个，用计算机
计算的价值量和效益指标１３６０个。１９９０年，泾川县统计局及泾川县城关镇、王村乡，庄
浪县阳川乡统计站被评为 “全省农村基层统计网络建设先进单位”。１９９４年后， “一套
表”精简部分指标。２００２年，农村 “一套表”种类未发生变化。

二、工业统计

工业生产统计　１９５３年，编制 “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小型工业企业基本年报”表、

“私人手工业”表、“产品产量”表。１９５７年，专、县汇总的工业定期综合表有 “总产值

及商品产值”、“主要产品产量”和 “职工人数及工资”月报表。年报综合表有 “企业概

况”、“总产值及商品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主要专业生产设备”、“固定资产”以及

“职工动态”等１２种报表。１９５８年，定期报表增设 “钢铁设备和主要机械工业产品生产

情况”、“主要化学产品产量”五日报。建立 “已投产的新办地方工业”电话旬报制度。

年报表增设 “试制成功新产品”统计表。建立公社工业报表制度。１９５９年，定期报表增
设 “小洋群”、“小土群”旬报、“卫星厂”和 “综合利用及多种经营”月报。年报增设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和 “创造发明、技术革新及合理化建议情况”表。１９６０年，
布置的报表有 “劳动自动化、机械化程度旬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合理化建议旬报”

和 “技术推广旬报”。１９６２年，年报综合表增加 “工业净产值”表，取消 “新 产品试

制”和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表。

１９６３年，定期报表只保留 “工业总产值”和 “主要产品产量”月报，年报综合表只

保留 “工业总产值及商品产值”、 “产品产量”和 “工业生产设备”表。１９６５年，取消
“商品产值”指标和 “工业生产设备”表。１９６６年，取消繁重的工业统计年报制度，地
区统计局年报只有 “工业总产值”１表１０多个指标。１９６７年统计工作被迫中断。１９７１年
后，逐步恢复 “工业总产值”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１９７３年恢复和增加 “专业

生产设备”表、“产品生产能力”表、“金属切削机床及锻压设备”表、“企业基本情况

（卡片）”。１９７４年，取消 “产品生产能力”表。１９７６年，增加 “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基

本情况”表，停报 “专业生产设备”表。１９７７年增设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净产值”表。

１９８３年停报 “金属切削机床及锻压设备”表。增加新建企业数和关停企业数、个体

工业产值。１９８４年，增设 “联合公司、总厂、其他经济联合体基本情况表”和 “乡办工

业企业基本情况表”。１９９２年，年报综合表取消 “工业净产值”表，增加 “工业增加值”

表。１９９４年，增加 “主要工业产品 （实物量）销售与库存”季报、“工业销售产值”表、

“国有控股”分组。１９９８年后，工业生产月报向甘肃省统计局报送全部国有企业及年产
品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２０００年，工业统计范围改为 “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

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非公有企业”统计表，按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分别统计。
财务成本指标统计　１９５７年，工业年报增设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表。１９６１年，年

报填报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表。１９６４年，年报填报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财务成本主要指标”表。执行财务成本主要指标月报制度。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停报 “财务成

本”月报，１９７０年停报年报。１９７６年停报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年报表”，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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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成本指标”表。

１９８３年，将 “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占用费”、 “企业留成和上缴利润”指标修改为

“应交和实交利润”“应交和实交所得税”、“企业留利”指标。１９８４年后，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表取消 “利润留成”指标，增加 “实际承包”或 “租赁企业”分组。集体所有制

工业企业表增设 “县以上供销合作社办工业”等指标。１９８８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财
务成本指标３０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财务成本指标１８个。
１９９２年，月报取消 “工业净产值”指标，增加 “工业增加值”指标。１９９４年，月报

增设 “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和 “国有控股”分组。１９９７年
后，年报增加 “长期投资”、“财务费用”、“补贴收入”等指标。

２００２年，主要申报限额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报表。
经济效益指标统计　１９５８年填报重点工业企业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４年停报。
１９７５年，填报重点工业企业 “质量、物耗及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１９７９年，

建立 “工业企业８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月度统计，１９８０年改为４项，按季汇总上
报。１９８２年填报１６项指标。
１９９２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由６项组成。１９９６年，由产销状况、劳动消耗

状况、资金运用状况、营运能力状况、偿债能力状况、获利状况６个方面１５个率构成。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改由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
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构成，一直沿用。

三、交通运输和邮电统计

公路统计　１９５３年，有 “道路基本建设完成情况统计表”。１９５９年，报表内容包括
公路线路及里程、质量情况、维修及保养。１９６４年，公路统计年报表有 “公路养护情

况”表、“公路里程及桥梁、渡口数”表、“公路养护修理工程项目完成情况”表、“公

路里程分路线情况”表、 “公路里程增减原因分析”表、 “公路养护道工出勤及工率统

计”表、“公路养护里程及道工定员与动态设备统计”表。１９７１年，开始统计交通线路
年底到达数。１９７９年，分列公路晴雨通车里程，水泥、沥青、渣油路面通车里程。１９８３
年分列公路高级、次高级路面。１９８９年公路养护统计年报有近２０种报表。１９９８年后，公
路养护统计包括公路养护、公路里程、公路路线、公路桥涵、养路工程质量、老路改造

变更、公路养护绿化和民工建勤、公路工程建设、各类投资、公路路况、职工人数及工

资、养护机具、道工出勤出工等报表。２００２年，主要统计 “公路线路年底到达数”、“地

方公路线路主要状况”等报表。

运输统计　１９５３年，开始统计运输汽车及畜力车辆数及运输生产量。１９５７年，在畜
力车辆下增列货运人力车及驮力数，增加营运汽车及挂车增减情况，填报 “汽车运输、

交通工具和民间运输劳动生产率统计”表。１９５９年，汇总 “机关、企业、厂矿运输工具

数量”。１９６４年汇总 “运输工具实有数”、“畜力车数量”、“货物运输量”表。１９６７年统
计报表中断。

１９７１年，统计民用汽货车、客车及其中大型车、特种车及其中油罐车、起重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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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量及周转量、货运量及周转量。１９７３年，增加其他机动三轮车、摩托车、简易机动
车。１９８０年，增加非交通部门货运量及周转量。１９８５年，增加民用车辆拥有量统计。
１９９３年，增加城乡个体联户公路运输量等报表。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公路运输管理部门

统计全社会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和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交通部门统计交通部门客货运输

量及周转量、公路运输工具拥有量、营运载客载货汽车等。

邮电通信统计　１９５７年，邮电部门填报 “邮电统计年报”，列电话用户、线路长度、

电话容量和安电话的农业社等指标。１９６１年，统计年报有邮电网及主要设备、邮电业务
量、邮电基本业务财务收支、劳动生产率、邮电通信及设备维护质量、服务水平、固定

资产流动资金、房屋面积、职工人数及工资等表。１９７５年，将邮电主要指标纳入综合统
计制度。１９８９年，邮电通信年报有２０多种。１９９８年邮政、电信分设后，主要报表有邮电
业务总量、邮电业务收入、邮电通信产品量、邮电局所服务点及房屋、电报电路、长途

电话电路、用户电话电路，非话通信、长途电话、无线电话、市内电话、农村电话主要

设备，邮运以外用车辆、邮电计算机设备、电信通信水平、电信通信质量、中央国营增

加值等。２００２年，主要申报 “电信业务量基本情况”、“邮政业务基本情况”报表。

四、固定资产投资及建筑业统计

基本建设投资统计　１９６４年，统计年报有 “项目一览表”，１９６９年，填报 “基本建

设投资年报综合表”，列各系统完成投资额及按构成、性质分组等指标。１９７１年后，填报
“基本建设项目、个数、投资额和建筑安装工程、设备购置和新增生产能力一览表”、“房

屋建筑面积及造价”、“基本建设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新增生产能力”表，增设 “重

点项目投资”表。

１９８０年，始行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项目统计，有半年报和年报。１９８１年，把基本
建设和更新改造措施统计更名为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１９８２年，增设 “农村固定资产

投资和农村私人建房”、“城镇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１９８３年，增设 “城镇

和工矿私人建房情况”统计年报。

１９８４年，增设 “全民单位零星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完成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表，“支援不发达地区投资”、“推行包干形式”等指标。１９８５年１２
月，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投资效益做调查。１９８６年，建立 “当年施工项目”、“当年新开工

项目”、“在建大中型项目”和 “全部建成投产项目”台账。１９８８年，年报包括基本建
设、更新改造措施、其他固定资产、建筑业 （施工部分）、城镇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城镇

和工矿区及农村私人建房统计６个方面。
１９９１年，年报增加 “商品房销售”统计。１９９４年 “商品房销售”改为 “房地产开

发”报表。１９９７年后，月报、年报统计起点提高到计划总投资５０万元以上。２００２年，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增加 “本年完成中省内境外投资”、“外省投资”、“三废治理”分组指

标，房地产报表增加 “公益性建筑竣工面积”、“经济适用房”、“别墅、高档公寓”等分

组指标。

建筑业施工统计　１９５９年，按系统填报的年报表有建筑安装企业基本情况、施工进
度、建筑面积、预制构件使用、实物工程量机械化、建筑机械技术、企业技术装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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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设备运用、工程质量事故等１８种。１９６３年，年报表精简为 “施工单位一览表”、“工

作量和施工价值一览表”、“机械台数及能力”、“劳动生产率”、“工程质量情况”和 “建

筑安装财务成本”６种，统计范围为全民施工单位。１９６９年汇总的年报表有 “建筑安装

任务完成情况”表、“工程质量”表、“建筑施工单位机械设备”表。１９７３年３月，平凉
地区建筑工程公司试编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１９８３年地、县统计部门承担建筑业施工
统计。１９９６年后，取消 “工程质量表”，“生产情况”及 “财务状况”改为半年报。２００２
年增加 “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报表、“年末拖欠工程款、竣工拖欠”和

“增加值”指标。

五、商业贸易统计

商品购、销、存统计　１９５０年，填报商品收购、销售月报。１９５１年，“商品购进来
源表”和 “销售对象表”并入 “商品购、销、存”月报表。１９５３年，填报粮食收支平
衡、粮食流转、商业网点等统计表。１９５７年，粮食流转报表填报的商品数目由３４种增加
到５３种，粮食购、销、存由日报改为五日报。１９５８年，报表有主要商品购进情况，主要
商品销售、库存，全社会农副产品采购情况，社会商品零售额，共２６个指标。１９５９年，
增加按商品类别分组指标，主要有８大类。１９６０年，季报改为月报。１９６６年５月，统计
报表中断。

１９７０年，恢复填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商品流转月报表。１９７５年，恢复填报 “农副

产品收购”统计表。１９７７年，增加按销售地区分组指标，“集市贸易成交额”补充资料。
１９７９年，增加 “个体有证商业”、“个体有证饮食业”指标。

１９８０年，增设 “全民商业商品购销存年报”、“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成交额”、“农民对

非农业居民零售额”指标。１９８１年，增设 “城镇集体商业商品购、销、存”、“全民议价

农副产品购销”及 “工业部门商品零售额”等报表。１９８３年，增列 “集体”、 “合营”、

“个体”指标。１９８７年，增设 “社会商品购、销、存总额和数量”年报表、“地方工业产

品购、销、存”季报表。

１９９３年，将 “社会商业商品购、销、存总值”表更名为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

销、存总额”表，增设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库存类值”表，“大中型批发零售贸

易业商品销售、库存数量”表、“大中型批发零售贸易企业财务状况”表，取消集市贸易

成交额。１９９５年，增设 “大中型餐饮企业财务状况”表。１９９６年，增加 “居民购买住

房”补充资料指标。１９９７年，将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销、存总额”表划分为 “大

中型批零贸易业购销存”和 “小型、个体批零贸易业购销存”，批零贸易业价值量报表增

加联营统计。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批零贸易统计按大中型、小型规模分组改为限额以上、限
额以下。统计生产资料主要涉及１０个大类产品，生活资料涉及２５６种商品。

社会商品购买力统计　１９７６年，开始填报 “社会商品购买力总表”、“居民货币收入

平衡表”、“农村生产队货币收支表”。１９８０年，总表增加 “非农业居民向农民购买商品

的支出”、“农民对非农业居民出售产品收入”、“城镇个体劳动者净货币收入”、“外地汇

入”等指标。１９８４年，总表将 “农村生产队社员出售产品收入”分为 “农民出售产品收

入”和 “农民从事工业和手工业净货币收入”。１９９１年，总表的内容有货币收入总额、

１３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非商品性支出总额、当年购买力总额、年末结余货币总额。１９９４年后，再未编算社会商
品购买力表。

商业网点、人员统计　１９５９年，开始对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和人员数进行年
报统计。１９６３年，改为按行业分组，供销商业按管理机构、经营机构和储运机构分组。
１９６４年后停报。１９７９年，恢复 “商业机构人员年报表”，按机构、经济类型、性质及所

在地分组，“商业零售机构人员年报表”按行业分组，“饮食业、服务业机构人员年报表”

按经济类型、行业分组。１９８４年，年报表增列 “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租赁给经营者个

人经营”和 “国营转为集体”项目。１９９３年，新制发的报表有批发业、零售贸易业、餐
饮业网点、人员数表。按经济类型分国有、集体、私营、个体项目，按行业分１７个项
目。２０００年，取消商业网点、人员统计。

六、物资能源统计

原材料、燃料供应统计　１９５７年，开始填报 “原材料、燃料收支与库存”季报表，

物资供应机构填报物资供应年报。１９５９年，增设 “物资消耗定额执行情况”和 “人民公

社主要物资生产消费与库存”表。１９６０年，增设 “主要金属材料使用方向”和 “基本建

设三大材料 （钢材、木材、水泥）消耗定额”表。１９６３年只保留 “原材料、燃料消费与

库存”、“供应农村人民公社的物资数量”表。１９６７年统计中断。
１９６９年恢复的汇总季报和年报表有 “主要物资消费与库存”。１９７１年，增设 “集体

单位物资消费与库存”表。１９７５年，增设 “主要物资订货合同执行情况”和 “金属材料

库存分析”表。１９７８年，增设 “废品收购与库存情况”表。１９７９年，恢复 “物资消费定

额执行情况”表。１９８１年，汇总的年报有 “全民单位主要物资消费与库存”、“集体单位

主要物资消费与库存”、“生产用主要物资按国民经济部门分组消费”、“全民单位生产用

主要物资使用方向”等表。１９８４年，增设 “物资消费与库存总值”表。１９８８年，新增
“能源平衡表”、“分行业能源消费量 （分实物和标准量）”、“重点工业企业能源消费综合

表”等。１９９２年，消减 “生产用主要物资使用方向”表。１９９６年，新增 “重点耗能工业

企业能源购进、销售与库存情况”表。１９９８年后，改为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和 “重点耗能工业企业能源购、销、存情况”表。２００２年，取消 “重点耗能工业企

业能源购、销、存情况”表，增加 “主要能源按工业行业分组消费量”表。

机电设备供应统计　１９５８年，开始填报 “新机电设备收支与库存”年报表。１９７５
年，执行 “机电设备库存和使用情况”季报制度。１９８８年，年报统一为 “新机电设备

（产品）使用与库存”表。１９９３年后停报。
产品销售统计　１９５９年，开始填报工业企业 “产品供货计划执行情况”年报表。

１９６３年停报。１９７７年，开始填报 “主要工业产品收、拨、存及供货合同执行情况”统计

表。１９８０年，填报 “产品销售与库存总值”年报表。１９８６年，汇总的报表有 “工业产品

销售与库存”。１９８７年，增报 “供销机构物资购、销、存总值”表。１９９３年后停报。
七、劳动工资统计

１９５３年，制发 “企业事业职工工资统计表”。１９５６年，年报表增设 “计时计件工

资”、“各种津贴”、“各种奖金”等工资构成指标。１９５７年，增设 “国家机关、党政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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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工资统计表”和 “下放人员数及工资报告表”。１９５９年，增设 “职工动态变化统计

表”。１９６０年，增设 “国民经济部门新老工资”表。定期报表有月报和半年报。１９６２年，
职工增减表列１２种增减原因，年报综合表有１２种。１９６３年，增设 “职工平均人数”和

“补发工资”月快报。１９６４年，增设 “城乡集体劳动者 （不包括公社劳动者）及个体劳

动者按部门分组的年末人数”年报表。

１９７７年，增设 “全民单位使用而未列入全民职工的人员人数与工资”表。１９８１年，
奖金统计范围除发明创造奖、技术革新奖外，还有企业各种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

奖以及事业、机关的增收节支奖。增设 “城镇集体职工增减变动情况统计表”。１９８３年，
年报增加 “浮动工资总额构成表”、“停薪留职人员年末人数”、“停薪留职复职人员”指

标。１９８８年，年报综合表有 “全民单位全部职工人数与工资”、“城镇集体单位全部职工

人数、工资和个体劳动者人数”、“职工工资总额、劳动福利以外的其他收入情况”。定期

报表有全民、集体单位 “人数与工资”月报。

１９９７年，在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表中增加 “下岗职工”和 “下岗职工生活费”指

标。１９９８年后，将 “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指标改为 “在岗职工”、“在岗职工工

资总额”。２０００年起，劳动工资统计改为劳动统计，增加 “劳动力资源”、 “就业失业”

统计。统计范围为国有、集体、其他等所有制单位。

八、人口统计

民国时期，统计项目一般为户数、男女口数、壮丁数。１９年 （１９３０）分县统计总户
数、农户数及二者百分比。２１年 （１９３２）开始统计人口异动，包括迁入、徙出、出生、
死亡、男婚、女嫁、继承、分居、失踪人口数。３６年 （１９４７）办理户籍登记。

新中国成立后，除人口普查外，各年度的总人口和经常性人口变动统计以户口登记

簿 （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为依据，每年１２月３１日或６月３０日按性别、农业人口
和非农业人口分组，统计年内人口变动情况，计算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

主要指标，编制年报或半年报。

１９８２年后，每年进行一次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同时进行儿童基本情况、育龄妇
女生育力和残疾人等专项抽样调查。抽样调查项目包括姓名、与户主的关系、户口登记

状况、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婚姻状况、迁移情况、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总数和存活子

女总数、育龄妇女生育胎次等２０多个项目。样本抽选除１９８７年１％抽取２９２１３人、１９９５
年１％抽取２４４１１人外，其余各年份都控制在６０００人左右。２００２年，采用公安部门人口
年报、计划生育部门人口年报、统计部门人口抽样调查３种调查方案，主要涉及人口机
械变动、出生、死亡、户籍、计划生育等指标。

第四节　普查　调查

一、工业普查

１９５０年３月，进行首次工业普查。
１９８６年第一季度，进行第二次工业普查。普查的内容主要是调查１９８５年的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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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除工业基本情况外，重点查清工业技术装备、经济效益、内部结构和职工状况。

普查的对象是全部工业企业。普查表分甲、乙、丙３类。甲类表由全民企业填报，包括
企业 “基本情况”、“生产销售、库存”、“新产品和产品产量”、“工业设备”、“主要产品

生产能力”、“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费、库存”、“能源消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专业化和协作”、“劳动工资”、“财务成本”、“矿山资源开发和利用”等１２部分３６种。
乙类表由集体企业填报，丙类表由乡镇企业填报，这两类表的表种和指标在甲类表的基

础上略有简化。

１９９５年１月，进行第三次工业普查。普查的对象为全区境内的全部工业企业和附营
工业生产活动单位。对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附营生产单位、年产值在５０万元
以上的村办工业、个体工业、合作经营工业，采取直接发表调查。对年产值不足５０万元
的村办工业、个体工业、合作经营工业，采取抽样调查或依据有关部门的资料进行加工

整理。

二、农业普查

１９９４年，开展第一次农业普查，普查表分为农村住户调查表、非农村住户类农业生
产经营单位调查表、行政村调查表、乡镇调查表、非农乡镇企业基本情况卡片、农业用

地卡片。有３８个项目，７００多个指标。
三、其他普查

１９５３年，小学教育普查、１９５５年职工普查、１９５６年牲畜普查、１９８５年职工素质普
查、１９８８年，钢材普查和基本建设普查、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地名普查、中药材资
源普查、体育场地普查、城镇房屋普查等。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开展第三产业普查，普查表分为甲、乙、丙表，甲表由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第三产业单位填报，有２９个指标，分为上下两部分；乙表由执行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第三产业单位填报，有４４个指标，也分为上下两部分；丙表由
普查机构抽选一部分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城乡个体户填报，有１３个项目。
１９９６年９月，进行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普查表分为甲、乙表，即法人单位调查表

和产业活动单位调查表。调查项目２０个。
２００１年９月，进行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普查对象为辖区所有法人单位及其所属产

业活动单位。普查表分为基层表２种、综合表５种。
四、农产量抽样调查

１９６３年，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１９７９年，在灵台县进行试点。１９８０年，在平凉、静
宁、灵台县市进行夏田农产量抽样调查。１９８１年除崇信县外，各县市全面开展夏、秋季
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１９８２年，泾川、静宁县被甘肃省统计局和农业厅抽选为省列农产
量抽样调查县，地区仍在７县市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１９８４年，平凉市、泾川、静
宁被列为国家重点调查市县。１９９８年，甘肃省统计局将灵台、庄浪县列为省编调查队。
华亭、崇信县只承担地方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２０００年实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
２００２年７县 （区）都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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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农村住户抽样调查
１９５０年５月，平凉市被甘肃省统计局列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重点县市。１９８２年，泾

川、静宁县为甘肃省统计局和农业厅抽选的农产量和农村经济调查县。调查表除 “社员

家庭收支调查表”外，还附加 “农户对主要商品需求量调查表”及 “农村人民公社劳动

力分配和固定资产调查表”，“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经济调查表”，“社员家庭包干

户、包产户承包集体生产和收入情况表”等。

１９８４年，平凉市、泾川、静宁县被国家确定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重点县。１９８５年，
灵台、崇信、华亭、庄浪县仿照重点县的方法，进行住户调查。农村住户调查综合年报

表有 “基本情况”、“种植、林业、动物饲养业生产情况”、“出售产品情况”、“总收入和

纯收入”及 “总支出”表，还有 “现金收支平衡表”、“商品购买情况表”、“主要实物消

费量和耐用品拥有量表”等。１９８６年初，全区共抽 ４５０户农户开展长期的定点调查。
１９９０年后，住户调查采用计算机汇总，增设 “农村住户食品消费和营养调查”及 “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调查”等。１９９８年，灵台、庄浪县被省抽选为农村调查重点县。２００１年
后，乡乡开展农村居民住户抽样调查。

六、城市住户调查

１９５７年６月，甘肃省统计局在平凉市按行业抽选５０户职工家庭进行调查，有 “现金

收入综合表”、“现金支出综合表”，包括实际支出和储蓄借贷支出两个方面。１９５８年后
中断。１９７８年５月，由统计、劳动部门负责，会同银行、工会等部门进行职工生活调查。
主要项目包括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就业人口、就业人员就业收入、生活费收入、困难补

助、年内汇 （带）出款、年末储蓄额、年末房屋居住面积等。

１９８４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改为城镇住户调查。主要内容有家庭常住人口、就业人
口、家庭现金收入和贵重耐用品的拥有量及需求量、居住等情况。

１９８７年第二季度，甘肃省城乡抽样调查队，在平凉市抽选７００户，对家庭人口、就
业、收入及期末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居住情况进行一次性调查。

１９９２年平凉市城市调查样本户１００户，每年轮换三分之一，３年整体轮换一次。增
加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城市职工贫困调查、城市职工基本情况调查、电视观众收视调查

等。１９９６年８月，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和泾川县玉都镇被确定为国家统计局等１１个部委联
合进行的小城镇抽查调查点。２００１年后，各县市开展城镇居民住户调查，各抽选３０户非
农家庭调查。２００２年，原平凉市城市调查队上划现平凉市统计局管理，样本量仍为１００
户，每年轮换样本５０％。

七、其他统计调查

１９９５年，《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监测与评估的统计分７部分８０多项指
标，主要是经济与人口、疾病与死亡、营养、喂养与保健、基础教育、妇女健康与保健、

供水与环境卫生、社区服务、家庭保障及其他。《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与评估的统计

分１０部分１０７项指标，主要是基本国情、参政议政、经济参与、劳动权益、教育培训、
卫生保健、婚姻家庭、法律保护、消除贫困、社会福利。

１９９６年开始进行企业景气调查，在４个行业调查１０户企业。２０００年对全区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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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下的２５５户非国有工业企业、全部非法人单位的工业产业活动单位和全部
个体经营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并对全区２３０户限额下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和１３６个企事
业单位科技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１９９８年６月，进行企业职工下岗及分流情况调查。全区抽选１２６户企业、２５８万人
企业职工，其中下岗职工９２００人。

除上述社会经济调查外，还有物价统计调查 （参 《物价》）。１９９６年开始贫困监测调
查、固定资产投资快速调查，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地方酒类调查、老年人及生活状况调查等。
２００２年在城镇进行劳动力就业状况抽样调查，在城镇和农村社区进行群众安全感抽

样调查，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提取原始调查记录，汇总分析情况不反馈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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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物　价

第一节　管理体制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８月，平凉县成立物价平衡委员会，设纠察股，专司市场物价检
查。３３年 （１９４４）市场物价由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接管理，各县设经济管制委员
会，成员大多由县长、警察局长、盐务局长、商会会长组成，并设经济纠察队 （旋即撤

销），主要职责是制定市场物价管理措施，平抑市场物价。３７年 （１９４８）通货恶性膨胀，
市场物价飞涨，各县成立经济检查队，人员７至９人，由县政府有关科 （室）及警察局

派员组成，主要职责是监督检查各项物价措施的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市场物价由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工商科管理，人员２至３人，
主要负责农副土特产品价格的制定和管理工作。１９５８年９月，成立平凉专员公署物价委
员会，和专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署办公。此后与财贸、计划等部门时分时合 （参 《政权

政协》）。１９８４年７月，成立平凉地区物价检查所和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１９９７年７
月，成立平凉地区价格事务所。至２００２年，地区行署物价处内设办公室、物价管理科、
收费管理科、市场监控科 （与地区价格事务所合署办公）。

辖区市场物价多以粮食丰歉、商品盈缺而涨落。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以后，政府尽力
稳定市场物价，但收效甚微。３７年 （１９４８）９月、１１月，对粮、油、食盐、药品等重要
商品实行定价、限价政策，惩治奇货囤积、私自提价的投机商贩，但未能制止物价飞涨。

新中国成立初，政府积极组织调运、并直接规定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扩大农业产

品收购范围，疏通流通渠道，在较短时期内扭转了物价上下波动的局面。

１９５３年，适当提高部分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有计划地缩小地
区差价和城乡差价，限制和排除私营批发商业。粮食价格由国家和省上管理，农副土特

产品和地方工业产品的标准品价格由地区管理，其余由县市管理。

１９５８年，对工业产品实行统收统支，农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１９６１年，对粮、棉
布、食盐、火柴等１８类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对部分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
高价政策。农业产品一、二类实行中央和省定价，但允许农民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上集

市出售，三类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价格由地区管理。

１９６６年后，冻结物价，稳定市场物价，取消三类农副产品和工业小商品议价政策。
地区管理农副特产、冶金、煤炭、电力、机械、建材、轻工业标准品的价格，其余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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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

１９７８年，国家对实行合同定购的粮、油等农副产品，计划内调拨的农业生产资料、
工业生产资料，统一调拨分配的日用工业品、轻纺工业主要原材料，计划内进口商品价

格以及公用事业和重要劳务收费等实行定价。对规定基价或中准价以及上下浮动的幅度，

优质产品的加价幅度，流通环节中各项差价率、毛利率、费用率、利润率的控制幅度，

部分产品收购的最低保护价、最高限价或销售品最高限价等实行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包

括：按规定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和企业定价的商品价格或收费标准，允许超产议销的产

品，实行议购议销的农副产品，以及城乡集市贸易成交的农副产品价格等。

１９８２年８月后，有效地控制变价幅度。１９８５年后，陆续下达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价
格管理目录。地方工业产品除省管的印刷机械、农业机械、水泥、灯泡、陶瓷、地毯、

毛毯、医药、皮鞋、火柴、白酒、纸张等商品价格及电影票、学杂费、印刷费等非商品

收费外，地区管理的有煤炭、木材、圆钉、铁锅及装卸费、医疗收费、饮食业毛利率、

地县 （市）招待所收费，县市管理中小农具、针棉织品、砖瓦、副食品价格及照相、自

来水、家电修理和旅店等非商品价格，其余产品全部放开，由企业自主定价。１９８７年９
月，重点加强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粮油和重要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管理。

１９９２年后，市场调节价和国家指导价的比重逐年提高，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
１９９７年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３３５％，国家指导价的比重为１１２３％，
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为８５４２％。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７１％，政府指导价
的比重为３８５％，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为８９０５％。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中，政府定价的
比重为２２３２％，政府指导价的比重为２２５％，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为７５４３％。１９９８年，除
主要粮食小麦的收购价格和烤烟、药品、电力价格及中小学生费继续由省管理外，地区管理

自来水价格及医疗收费、出租车收费、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县（市）管理公共车票价格和农机

作业收费，其余价格全部放开，由生产者和经营者自主定价。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起，对１３种重要商品实行国家定价。对市场价格和收费实行月报、旬
报制度，加强价格监测。

第二节　商品价格

一、农副产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　明、清时期，每遇灾年，麦、米价格飞涨，丰年多 “谷贱伤农”。民国

元年 （１９１２）至２５年 （１９３６），平凉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不大，小麦石值银币３元至５
元。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价格激增。３０年 （１９４１）面粉、菜油每公斤分别为２１８元 （法

币，下同）、５３４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０７２４元、５４４２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２８８８８８９元、
９３０６６６６６元。

８３８ 平凉地区志 （中）



附： 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表

年份 月份
价格

平贵

粟米 小麦 豌豆 糜子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
五月 中 １．２３ １．４６ １．２３ １．４６ １．２３ １．４６ ０．６５ ０．７４
十一月 中 １．２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５２ １．２３ １．５１ ０．７１ ０．７８

道光二年
五月 中 １．２７ １．５６ １．２８ １．５６ １．２７２ １．６２４ ０．７２６ ０．７９６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４ １．１９ １．４ １．１９ １．４ ０．６９３ ０．７６３

道光三年
五月 中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０．６９８ ０．７６８
十一月 中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０．６９８ ０．７６８

道光四年
五月 中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１．４２ ０．６９８ ０．７６８
十一月 中 １．２４７ １．４７８ １．２１２ １．５０５ １．２０６ １．４９８ ０．７２１ ０．８２６

道光五年
五月 中 １．２４７ １．５０５ １．１９ １．５４ １．１８４ １．５３３ ０．７４２ ０．８０５
十一月 中 １．２０４ １．４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１４ ０．６７９ ０．７５６

道光六年
五月 中 １．２２５ １．４４２ １．２１８ １．４４２ １．２１１ １．４４２ ０．６８３ ０．７６３
十一月 中 １．２１１ １．４２１ １．１９７ １．４１４ １．１９７ １．４１４ ０．６７２ ０．７４５

道光七年
五月 中 １．２１１ １．４２１ １．１８ １．４１４ １．１７３ １．４１４ ０．６７２ ０．７４５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９ １．４ １．１８９ １．４ １．１８８ １．４０７ ０．６３ ０．７

道光八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９ １．４０４ １．１８１ １．４０４ １．１７５ １．４３５ ０．７ ０．７４９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４ １．３９７ １．１７６ １．３９３ １．１６９ １．３９４ ０．６３ ０．７

道光九年
五月 中 １．１７４ １．３９７ １．１７６ １．３９３ １．１６９ １．３９４ ０．６３ 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４１４ １．１８６ １．４０７ １．１８ １．４０７ ０．６３ ０．７

道光十年
五月 中 １．１９ １．４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０７ １．１８４ １．４０７ ０．６３ 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８４１ １．１９ １．６１ １．１９ １．７５７ ０．７ ０．９２４

道光十一年
五月 中 １．１９ １．８４１ １．１９ １．６１ １．１８４ １．７５７ ０．７ ０．９２４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８４１ １．１９ １．６１ １．１９ １．７５７ ０．７ ０．９２４

道光十二年
五月 中 １．１９ １．４９１ １．１９ １．４３５ １．１９ １．４６３ ０．６８６ 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９ １．４０３ １．１８６ １．３９９ １．１８７ １．３９９ ０．６６５ ０．７

道光十三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９ １．４０７ １．１８６ １．４０７ １．１８８ １．４０７ ０．６６５ 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９４ １．４０７ １．１９４ １．４０７ １．１９３ １．４０７ ０．６６５ ０．７

道光十四年
五月 中 １．２１３ １．６４５ １．１９７ １．６０３ １．２０３ １．６２４ ０．７２１ ０．７８４
十一月 中 １．２１３ １．６４５ １．１９７ １．６０３ １．２０３ １．６２４ ０．７２１ ０．７８４

道光十五年
五月 中 １．２５２ １．７６４ １．２２２ １．６９１ １．２２ １．７１５ ０．７６３ ０．８２６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５０５ １．１９ １．４８４ １．１９ １．４７ ０．６０２ ０．７

道光十六年
五月 中 １．２２５ １．５７５ １．１９ １．５０５ １．２０４ １．５０５ ０．６０２ ０．７２１
十一月 中 １．２１１ １．４７ １．１９ １．４７ １．１９ １．４５６ ０．５９５ ０．７

道光十七年
五月 中 １．２２５ １．４９８ １．２１１ １．５１９ １．２１１ １．４７ ０．５９５ ０．７１４
十一月 中 １．２０４ １．５４ １．１９ １．５４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０．５９５ ０．７４２

道光十八年
五月 中 １．２１１ １．５６１ １．２０８ １．５５４ １．２０６ １．５４ ０．６０２ ０．７４２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１９ １．５０５ ０．５８８ ０．７２１

道光十九年
五月 中 １．１９７ １．５２９ １．１９７ １．５２９ １．１９７ １．５０８ ０．５９５ ０．７２１
十一月 中 １．０１８ １．４５６ ０．９８４ １．４３５ ０．９８７ １．４２８ ０．５４６ ０．７

道光二十年
五月 中 １．０２９ １．４７ １．００１ １．４５２ １．００８ １．４４２ ０．５６ ０．７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０１５ １．４３５ ０．９８７ １．４２８ ０．９９４ １．４０７ ０．５４６ ０．７

道光二十一年
五月 中 １．１３ １．４４９ １．１３１ １．４４９ １．１３８ １．４３５ ０．５７４ ０．７０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２ １．４３９ １．１２ １．４２８ １．１２ １．４１４ ０．５６７ ０．７０４

９３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续表

年份 月份
价格

平贵

粟米 小麦 豌豆 糜子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道光二十二年
五月 中 １．１９ １．４８４ １．２０４ １．４７ １．１９７ １．４７ ０．６０２ ０．７３２
十一月 中 １．１６９ １．４５６ １．１７６ １．４４２ １．１７６ １．４４２ ０．５８８ ０．７１７

道光二十三年
五月 中 １．１７６ １．４５６ １．１８３ １．４４９ １．１８３ １．４４９ ０．５９２ ０．７２１
十一月 中 １．１６２ １．４３５ １．１６２ １．４２８ １．１６２ １．４２８ ０．５８１ ０．７１４

道光二十四年
五月 中 １．１７６ １．４５６ １．１７６ １．４５６ １．１７６ １．４５６ ０．５８８ ０．７２８
十一月 中 １．１６２ １．４４２ １．１６２ １．４４２ １．１６２ １．４４２ ０．５８１ ０．７２１

道光二十五年
五月 中 １．２４６ １．５４ １．２４６ １．５４ １．２４６ １．５４ ０．６２３ ０．７５６
十一月 中 １．２３２ １．５４ １．２３２ １．５４ １．２３２ １．５４ ０．６１６ ０．７４９

道光二十六年
五月 中 １．２４６ １．５６１ １．２４６ １．５６１ １．２４６ １．５６１ ０．６２３ ０．７５９
十一月 中 １．１９ １．４９８ １．１９ １．４９８ １．１９ １．４９８ ０．５９５ ０．７３５

道光二十七年
五月 中 １．２０４ １．５２６ １．２０４ １．５２６ １．２０４ １．５２６ ０．６０９ ０．７４９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３ １．４９８ １．１８３ １．４９８ １．１８３ １．４９８ ０．５９５ ０．７３５

道光二十八年
五月 中 １．２０４ １．５５４ １．２０４ １．５５４ １．２０４ １．５５４ ０．６２３ ０．７４９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６ １．５１２ １．１７６ １．５１２ １．１７６ １．５１２ ０．６０９ ０．７３５

道光二十九年
五月 中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１９ １．５２６ ０．６２３ ０．７４９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６ １．４８４ １．１７６ １．４８４ １．１７６ １．４８４ ０．５９５ ０．７２１

道光三十年
五月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９ ２．０３ １．１８ １．７９２ １．１８ １．７９２ ０．６０２ ０．９３１
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
五月 中 １．１８１ １．８７２ １．１８２ １．７９９ １．１８２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２ ０．９４５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１ １．８７２ １．１８２ １．７９９ １．１８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９ ０．９４５

咸丰二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３ ２．０５１ １．１８３ １．７９９ １．１８２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９ ０．９５２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５ ２．０５１ １．１８５ １．７９９ １．１８２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９ ０．９５２

咸丰三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５ ２．０８６ １．１８９ １．７９９ １．１８５ １．７９９ ０．６２３ ０．９８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５ １．９６７ ０．５７３ １．７９９ ０．５７３ １．７９９ ０．６２３ ０．９１

咸丰四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５ ２．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７９９ １．１４ １．７９９ ０．６２３ １．０２２
十一月 中 １．１８３ １．８７３ １．１３４ １．７９９ １．１３４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２ ０．９０３

咸丰五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６ １．８７６ １．１４ １．７９９ １．１４ １．７９９ ０．６０２ ０．９２４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９ １．８４８ １．１３３ １．７２４ １．１３３ １．７２４ ０．６０２ ０．８９６

咸丰六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１ １．８６２ １．１３８ １．６８９ １．１３８ １．６８９ ０．６０２ ０．８９６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９ １．６９ １．１３９ １．６８９ １．１３９ １．６８９ ０．５８１ ０．６３７

咸丰七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１ １．８７２ １．１０６ １．７９９ １．１４１ １．７９９ ０．５８１ ０．６３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９ １．８７２ １．１５６ １．７９９ １．１１４ １．７９９ ０．５９５ ０．６３７

咸丰八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１６９ １．８５５ １．１２８ １．８５５ ０．６０２ ０．６３７
十一月 中 １．１７７ １．８９ １．１６６ １．８５５ １．１５５ １．８５５ ０．６０２ ０．６０９

咸丰九年
五月 中 １．１８３ １．８９ １．１７１ １．８５５ １．１３１ １．８５５ ０．６０２ ０．６１６
十一月 中 １．２０４ １．８９ １．１７５ １．８５５ １．１４５ １．８５５ ０．６０２ ０．６１６

咸丰十年
五月 中 １．２１８ １．８９ １．２０４ １．８５５ １．１７３ １．８５５ ０．６０９ ０．６２７
十一月 中 １．２３２ １．８９ １．２１２ １．８５５ １．１４５ １．８５５ ０．６１６ ０．７１８

咸丰十一年
五月 中 １．２３２ １．８９ １．２２２ １．９２５ １．１９５ ２．０９３ ０．６６５ ０．７３６
十一月 中 １．２３９ １．８２ １．２２２ １．９２５ １．１９１ ２．０９３ ０．６１６ ０．７２７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五月 中 １．２４１ １．８２ １．２４３ １．９２５ １．２０８ ２．０９３ ０．６３ １．０２６
十一月 中 １．２４１ １．８２ １．２２２ １．９２５ １．２２２ ２．１０７ ０．６３ １．０６１

０４８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年份 月份
价格

平贵

粟米 小麦 豌豆 糜子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同治二年
五月 中 １．２４６ １．８２ １．３５６ １．９２５ １．３３ ２．１０７ ０．６３ １．０７２
十一月 中 １．２３９ １．８２ １．３６５ １．９２５ １．３１６ １．９２５ ０．６２３ １．０７２

同治三年
五月 中 １．３０９ １．８２ １．４３５ １．９２５ １．３８６ １．９２５ ０．６９３ １．０７２
十一月 中 １．３７８ １．８２ １．３５６ １．９２５ １．３４７ １．９２５ ０．７７ １．０７２

同治四年
五月 中 １．４２１ １．９３８ １．４１４ ２．１７ １．４１４ １．９５３ １．０７２ １．２６
十一月 中 １．４２１ ３．０１ １．４１４ ３．２９ １．４１４ ３．１５ １．０７２ ２．３１

同治十三年
五月 昂 １．４ ３．２６６ １．０９９ ３．２６６ １．５４ ２．９４ ０．８４ ０．９１
十一月 平 ０．７５９ １．６ ０．６３ １．５７８ ０．７０７ １．４ ０．４９ １．１２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五月 平 ０．６０６ １．５７５ ０．５６ １．５４８ ０．８０５ １．４５５ ０．４２ ０．７４２
十一月 平 ０．５１８ １．５７５ ０．４２ １．４ ０．３８５ １．４ ０．２４５ ０．３１５

光绪二年
五月 平 ０．４９ １．５７５ ０．４２ １．４ ０．４２１ １．４ ０．２８ ０．４６７
十一月 平 ０．７７ １．５７５ ０．５１９ １．４ ０．４２７ １．４ ０．４２ ０．４５５

光绪三年
五月 平 ０．８０５ １．７１５ ０．６８６ １．５７５ ０．５４６ １．５７５ ０．４５５ ０．５２５
十一月 昂 ４．３７５ ６．０２ ３．６４６ ５．２８５ ３．２０８ ４．８６５ ２．５１ ２．６２５

光绪四年
五月 昂 ３．８９９ ４．９ ２．８ ３．９９ ２．４５ ３．８５ ２．５９ ２．８３
十一月 昂 １．３０６ ２．３８ １．５８１ ２．９７５ ０．９０３ ２．３４９ ０．７７ １．０３６

光绪五年
五月 昂 １．０５ ２．０３ １．４ ２．８７ １．２７４ ２．７３ ０．７ ０．７４９
十一月 昂 ０．７７ １．４３５ ０．７７２ １．５７５ ０．５６９ １．１９ ０．４４１ ０．５２５

光绪六年
五月 昂 ０．６３ ０．９４５ ０．６６５ ０．８３３ ０．６３ ０．８３３ ０．２８ ０．４２
十一月 昂 ０．４９ ０．７８１ ０．４９ ０．７１８ ０．３７５ ０．６２７ ０．２１ ０．３２６

光绪七年
五月 平 ０．５６ ０．８１８ ０．５６ ０．８１８ ０．３７７ ０．６９３ ０．２８ ０．２８８
十一月

光绪八年
五月 平 ０．６０２ ０．７５６ ０．４３２ ０．６７２ ０．３８８ ０．６５１ ０．３４５ ０．３５
十一月 平 ０．７７ ０．４６９ ０．７０４ ０．４ ０．６１１ ０．３７１ ０．４１３

光绪九年
五月 平 ０．６７２ ０．８０５ ０．５６７ ０．７０７ ０．４６２ ０．６５ ０．４３１ ０．４４１
十一月 平 ０．６７２ ０．９８７ ０．５５９ ０．７７ ０．４６７ ０．６０６ ０．４４１ ０．４４８

光绪十年
五月 平 ０．８０５ １．３２４ ０．７４２ １．００８ ０．６２３ ０．８５４ ０．４６４ ０．５６７
十一月 平 ０．８４ １．１４ ０．６４７ ０．８０８ ０．６１６ ０．８７４ ０．４０３ ０．５０４

光绪十一年
五月 平 ０．９２４ １．０３６ ０．６１３ ０．７７ ０．６５ ０．８１２ ０．４６６ ０．５０４
十一月 平 ０．９１ １．０７８ ０．６７８ ０．９７２ ０．５７３ ０．８４８ ０．４０３ ０．５６

光绪十二年
五月 平 ０．９１ １．０１６ ０．６８２ ０．９１ ０．５９ ０．８８６ ０．４４６ ０．５６７
十一月 平 ０．８８２ ０．９５５ ０．６３８ ０．８６４ ０．５４６ ０．８１６ ０．４４１ ０．５６

光绪十三年
五月 平 ０．７７ ０．９１ ０．６３８ ０．８９３ ０．５４６ ０．７７ ０．４０３ ０．４４８
十一月 平 ０．７ ０．９１ ０．５８８ ０．８４７ ０．５４５ ０．８０６ ０．３８１ ０．４４８

光绪十四年
五月 平 ０．７４２ ０．９１ ０．６０５ ０．８４４ ０．５９５ ０．８３４ ０．４４８ ０．４５２
十一月 平 ０．７５６ ０．９８ ０．５８ ０．８５４ ０．５５４ ０．８３４ ０．４２８ ０．４４８

光绪十五年
五月 平 ０．７７ １．０５ ０．６４７ ０．８６３ ０．５９５ ０．８６１ ０．４７３ ０．５３３
十一月 平 ０．７７ １．０５ ０．５９３ ０．８６３ ０．５８５ ０．８６２ ０．４７３ ０．４８３

光绪十六年
五月 平 ０．７６４ １．０５ ０．５６６ ０．８５７ ０．５９５ ０．８４８ ０．４０７ ０．４７３
十一月 平 ０．７１９ １．０５ ０．５３９ ０．８４４ ０．５９５ ０．８３４ ０．３８２ ０．４７３

光绪十七年
五月 平 １．２５９ １．４ ０．９２１ １．３８ ０．９１ １．３２９ ０．７６２ ０．８４
十一月 平 ０．９４４ １．４ ０．６３４ １．２２５ ０．８５８ １．２２５ ０．５５３ ０．８４６

１４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续表

年份 月份
价格

平贵

粟米 小麦 豌豆 糜子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光绪十八年
五月 平 １．０７８ １．５７５ ０．９４４ １．４ １．０９１ １．４ ０．７１１ ０．９１
十一月 平 ０．９８７ １．５７５ １．０７８ １．４ １．０５ １．５７５ ０．６９９ １．０５

光绪十九年
五月 平 ０．７４９ １．０８５ ０．８６２ １．１２ ０．８９３ １．１４３ ０．４３８ ０．４５７
十一月 平 ０．７１９ ０．８７５ ０．７３５ １．００８ ０．７ １．００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５５

光绪二十年
五月 平 ０．５５４ ０．９２４ ０．７ ０．９３２ ０．６６５ ０．９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８５
十一月 平 ０．６１６ ０．７７ ０．７ ０．７７ ０．６３ ０．７２１ ０．２６２ ０．３６４

光绪二十一年
五月 加 ０．７３５ ０．８０５ ０．６５ ０．７９８ ０．５０１ ０．７８４ ０．３４１ ０．４２６
十一月 加 １．５２８ １．８３４ １．４６９ １．７９９ １．２４６ １．６８２ １．１２ １．３３６

光绪二十二年
五月 平 １．５４２ １．８５１ １．４７９ １．８１３ １．２６１ １．６９７ １．１３６ １．３５１
十一月 有昂有落 ０．９８ １．３０３ ０．５１７ １．０２５ ０．４５２ １．０２２ ０．４９ ０．６７３

光绪二十三年
五月 有昂有平 １．１５４ １．４ ０．７５６ １．１０９ ０．７４９ １．１１９ ０．６８６ ０．７
十一月 有平有落 １．３４８ １．６８ ０．７３１ １．３３ ０．８６２ １．１９８ ０．７７ ０．８

光绪二十四年
五月 有昂平落 １．８２ ２．１５９ １．４ ２．５６６ １．３３ ２．０５２ ０．８４ １．１６９
十一月 有昂有平 １．８４２ ２．４５ １．２９５ ２．７４４ １．０４８ ２．２４ １．０１６ １．２６

光绪二十五年
五月 有昂平落 １．７９８ ２．７１ １．３４８ ２．３１ １．４３５ ２．３１ １．０４２ １．４
十一月 有平有落 ２．０３５ ２．３８ １．６３８ ２．０３５ １．５５６ １．９２３ １．１９ １．２７１

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 昂 ３．１９８ ４．７２５ ２．１０３ ３．６７５ １．９８９ ３．２２ ２．４１８ ３．１８５
十一月 有昂有平 ３．１４５ ４．２ ２．４１２ ４．０４３ ２．１ ３．８７５ ２．７３６ ２．４１４

光绪二十七年
五月 平 ３．２７７ ５．３９３ ２．２６８ ４．１７８ ２．２６２ ４．３０５ ２．３８ ３．１７６
十一月 １．２９５ １．６８ １．８２ ２．３１ １．８１４ ２．４４ ０．７６３ ０．８４

光绪二十八年
五月 昂 １．１９８ ２．３８４ １．５７５ ２．９１４ １．３５７ ２．６８２ ０．７６３ １．０５
十一月 贱 ０．８９９ １．６８ １．１７２ ２．０３ １．４０３ １．７９６ ０．６３６ ０．８４

光绪二十九年
五月 贵平 １．１９８ １．４７ １．２１３ １．９２５ １．４９３ １．９４３ ０．７６２ ０．８４
十一月 平 １．１９８ １．７５８ １．１１９ １．７３１ １．１４８ １．７１１ ０．７７ ０．８５１

光绪三十年
五月 贵贱 １．４２３ １．７５ １．０７８ １．６７６ １．１９１ １．８８１ ０．８２６ ０．９１
十一月 贵平贱 １．３７２ １．９６ ０．９４４ ２．２５５ １．２２ １．８８１ ０．８２６ ０．９１

光绪三十一年
五月 贵贱 １．３８７ １．８２ ０．９０３ １．７５ １．３２ １．９３７ ０．７６２ １．１２
十一月 平 ０．９８７ １．６４８ ０．８０２ １．５６３ ０．９２５ １．５４４ ０．７７ ０．８９

光绪三十二年
五月 减 １．０７９ １．２９５ ０．８４８ １．４０２ ０．９１ １．４ ０．６６９ ０．６９９
十一月 增平 １．０１５ １．３３ ０．８３３ １．３７９ ０．８６２ １．３５５ ０．６９９ ０．７７

光绪三十三年
五月 增平 １．０４９ １．５４ ０．９０４ １．４１４ ０．８６２ １．３５８ ０．６９９ ０．８４
十一月 平 １．０７９ １．５４ ０．９４４ １．４４３ ０．９０５ １．３７ ０．８２６ ０．８４

光绪三十四年
五月 增平 １．６４８ １．７９２ １．０３３ １．６６７ １．０１６ ２．４３９ ０．７０１ ０．８５１
十一月 平减 １．３４８ １．９４６ ０．９４３ １．５８６ １．０４３ １．７２６ ０．７１１ １．０２９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五月 平增 １．５７２ ２．１９１ １．０１６ １．９８３ １．４９１ ２．１ ０．８ １．２１８
十一月 平减 １．３２６ １．８２ １．０１８ １．７６４ １．５４１ ２．００９ ０．７６２ ０．７９１

宣统二年
五月 减 １．１９８ １．６４５ ０．８６３ １．６７３ １．２９２ １．７２６ ０．６６６ ０．７９１
十一月 平 ０．９３８ １．３４８ ０．６９３ １．５５３ ０．８８２ １．７２６ ０．６３ ０．６３７

宣统三年
五月 平减 １．０３６ １．３１８ ０．６９１ １．３２６ ０．７０１ １．３５７ ０．５４６ ０．６３６
十一月

１９５０至１９７８年，全区先后５次对农产品购销价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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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２种农产品价格表
单位：元／５０公斤

年
份

价
格

品名
价别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５年比

１９５２年上升％

小　麦
收购价 ４７０ ７７０ ８５０ １１４０ １１４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７５３２

销售价 ９２０ ９５０ ９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菜　籽
收购价 ６４０ ６７０ １２８０ ２２１０ ２２１０ ２２１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７９１

销售价 ６２００

１９７９年后，６次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８次调整销售价格。１９８０年，提高８种副食品
销售价格，对城镇居民发副食品提价补贴。１９８５年，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改按合同定购
和市场收购，对几种副食品改按指导性计划管理，其余产品全部放开经营。１９９２年，除
粮食、棉花列入国家定价外，其余价格全部放开。１９９５年，实行政策性购销和商业性购
销分开、两条线运行的政策，并制定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１９９７年，实行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经销企业按顺价经营的政策。２００１年起，对玉米取消
国家定购价和最低保护价，价格完全放开，每５０公斤玉米集市价５１５０元。小麦每５０公
斤国家定购价和最低保护价均为５５元，集市价４９元。小麦面粉 （标准粉）市场价每公

斤１４８元。２００２年菜籽油每公斤６元。

部分年份３种农产品价格表
单位：元／５０公斤

年
份

价
格

品名
价别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小　麦
收购价 １３５０ １６４０ １６４０ １３５０ ２３６０ ２５１０ ３８００ ９６００ ６４００ ５０００

销售价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２２１４ ２３６０ ２５１０ ３８００ ７７００ ５２００

玉　米
收购价 ９２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 ９２０ １２０４ ３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７００ ５１００

销售价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１５２６ １６２６ ３２００ ５８００ ５１３０

菜　籽 收购价 ８５００ １０６００ １０６

畜产品价格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至２５年 （１９３６），平凉畜产品价格比较稳定。猪肉
每公斤为 ０２２至 ０２６元 （法币，下同）。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价格开始上涨。３０年
（１９４１）猪肉每公斤为５００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３１６０６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７３０２２２２２元。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４年，畜产品主要靠个体商贩收购，价格高低不一。１９５５年，对畜产品实

行统购统销政策，到１９７６年全区先后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８次，降低价格２次。１９７５年
与１９５２年相比，收购价格生猪提高４７０６％，山羊提高７２１４％，菜牛提高１３４７８％，活
母鸡提高１００％，绵羊皮提高７４４％，牛皮提高３３３３％，绵羊毛提高１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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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畜禽产品收购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张

年
份

价
格

品名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生　猪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９２ １００

山　羊 ０２６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７６ １００

菜　牛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８２ １０８

鸡　蛋 ０２４ ０５６ ０７６ １４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３６

活母鸡 ０３６ ０６０ ０５０ １１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２０

绵羊皮 ３２０ ４３０ ４４５ ４４５ ４４５ ４６２ ４６２

牛　皮 ０８７ １０５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４０ １４０

羊　毛 ０７０ １４５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６０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４年，先后４次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生猪收购价提高３３３％，山羊皮提
高１４０％，牛皮提高５７１％，羊毛提高７５％。１９８５年６月，取消畜产品派购政策，实行
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生猪收购价格由国家定价改为指导性价格，其余产品价格全部

放开。１９９２年，生猪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２００２年，鲜猪肉每公斤市场价９６至１６元，
鲜牛肉１３元，鲜羊肉１２至１５元，白条鸡９元，鸡蛋５元。

部分年份畜产品收购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张

年
份

价
格

品名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生　猪 ０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４４ ２４０ ２４０ １３０ ３６０ ３５０

山羊皮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１２８０

牛　皮 ２８０ ４００ ４４０ ７００

羊　毛 ３２０ ３２０ ４２０ ７４０

土特产品价格　土特产品主要有大麻、蜂蜜、核桃、杏仁、花椒、黄花菜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５次提高价格，１次降低价格。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５２年相比，大麻收

购价提高８７％，核桃提高２６倍，蜂蜜提高１７倍，苦杏仁提高５倍，花椒提高４０％，
黄花菜提高１７倍。１９７８年后，进一步调整土特产品收购价格。１９７９年实行议购议销和
优质优价政策。１９８５年全面放开土特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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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土特产品收购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

年
份

价
格

品
名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大　麻 ０８６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６ １５４ １７４ ２０９ １８０

核　桃 ０２０ ０３６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７２ ０９０ １０８

红蜂蜜 ０５４ ０８４ １６８ １６６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４４ ２００

黄花菜 ０７３ ０８０ １０２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４０ ２００ ３４０

花　椒 ３３０ ３７６ ３７６ ４００ ３６０ ４００ ４６０ ８８０

苦杏仁 ０３０ ０７６ ０９４ ０９４ ０９４ １３０ １８０ ２８０

二、工业品价格

能源价格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至２５年 （１９３６），块煤每市斤为９００元 （法币，下

同），煤油２５００元。２６年 （１９３７）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生炭 （上等）每市斤４０万元，散
煤１０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稳中有降。１９８５年后，在小幅度调整能源价格的同时，适当下放价
格管理权限。１９８８年煤炭、石油计划内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制定最高限价。１９９２年，
煤炭价格全面放开，价格大幅度上升，１９９８年后，价格猛跌又升。２００２年，汽油每公斤
零售价２８３至３０４元。

部分年份几种能源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度

年
份

价
格

品
名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混　煤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１００２９０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５

煤　油 １０９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２

柴油０＃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５４３ ０５４３ ０５４３ ０６５５ １６０ ２３０ ２４２ ２７３８

民用

照明电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５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９５０２６５０３１５ ０３８９

建筑材料价格　民国时期，砖瓦、石灰手工生产成本大，价格高。３７年 （１９４８），青
砖 （长８寸、厚２寸）每千块８０００元（法币，下同），石灰（中等）每公斤４６元，桐油每公斤
１２８元。

新中国成立后，价格比较稳定。手工青砖每块０１０元，青瓦每页００５元，４００号水

５４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泥每吨１６０元。１９６０年，水泥价格各型号每吨均为７０元，毛砂每立方米２至２５０元，
生石灰每吨３０元。机制红砖每块００３６元，手工青砖每块００４元，小青瓦每页００２元。
１９６５年，机制红砖和手工青瓦每块 （页）均为００３８元，机制平瓦和小青瓦每页均为
０１３元。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除水泥外无变化。１９７４年，水泥执行全国一价，３００号、４００
号、５００号每吨分别为 ５２元、４８元、４４元。１９７９年，调整新型号水泥价格，３２５号、
４２５号每吨分别调为８５元、９１元，同时放开砖瓦、石灰、毛砂等建材价格。８０年代后期
至９０年代，建材价格不断上涨。１９８８年，３２５号、４２５号水泥每吨提高到８７元和９３元。
１９９１年，全区统一水泥出厂价格，３２５号、４２５号每吨１１５元、１２０元。１９９２年，水泥价
格全面放开，由企业自主定价。１９９８年，３２５号、４２５号每吨上升到 ２７５元、２９０元，
２００２年，５２５号、４２５号、３２５号普通硅酸盐水泥每吨分别为３２０元、２６５元和２４０元。３
毫米、５毫米普通平板玻璃每平方米分别为１４元和２４元。

金属材料价格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生铁每公斤法币６００元，铁钉５６００元。
１９５９年，生产的冶金焦炭每吨６０元，铸造生铁白口每吨４５０元，灰口每吨５００元；

经营的１０２１毫米黄铜管每吨１０２００元，７５毫米黄铜板５６００元，铅５８７０元。６０年代，
开始经营钢材。６圆至１６圆圆钢零售价每吨４７０元至５６０元。１９６４年，钢材价格略有提
高，圆钢零售价每吨６９０元，扁钢７１２元，角钢７１７元，无缝钢管１３４５元。铸造生铁
２２０元。

１９７６年，实行统一销售价格。铸造生铁零售价每吨３２０元，焦炭８３元，６５线材
６６０元，１２圆圆钢６１９９元，１４￠螺纹钢６７７元，无缝钢管２４８１元。１９７８年后，价格上
涨。１９８０年，铸造生铁每吨３３５元，６５线材７６５８１元，１２圆圆钢７８１元，１４圆螺纹钢
７９６元。１９８５年价格较１９８０年平均上涨 ２２５％。１９９０年，实行计划内、计划外价格。
１９９２年，价格全面放开，由生产企业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

部分年份几种金属材料销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品
名

销售价
年份

普碳圆钢 螺纹钢 线　　材 生　　铁

１９９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６３０ ８４０

１９９３ ４２００ ４３５０ ４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８００ ２７５０ ２７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９９８ ２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２３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５０

木材价格　民国时期，木材价格变动频繁。３７年（１９４８）木板（厚１寸）每方丈法币
１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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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东北松原木 （长４至５米，直径２０至２８厘米）、松板 （长２至３
米，厚２３厘米）每立方米批发价为１２９９０元、１７７２０元，零售价为１４２８０元、１９４９０
元。１９６５年９月，调整地方木材购销价格，原木平均下降６９５％，檩条下降４９８％，椽
材下降０７％，制材提高２５６％。楸、槐、桐原木一等收购价每立方米６０至７４元，零售
价７０至９５元；柏、楸、槐、桐木板收购价９２元，零售价１１９元；核桃木、椿木板收购
价８９元，零售价１１０元。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调高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榆、槐、柳原木一等收购价每立方

米７３元、６８元、６０元，零售价９５６３元、８９元、７８６０元。１９７９年，杨木椽 （长大于４
米，小头直径大于６厘米）收购价每市尺提高０１３元，零售价提高０１５元，其他杂木椽
材价格未动。１９８３年，对区内椴原木出厂价每立方米调整为８０元，上调６０％；锯材１１６
元，上调１０％。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进行两次调整，椴原木出厂价每立方米调为１０５元，锯材
调为１７９元，原条调为１２８元。平均上调２１７％。１９８８年后，企业自行确定销价。１９９０
年松原木市场零售价每立方米５２８元，１９９８年１８５０元。２００２年松原木每立方米１１２０至
１１５０元，松厚板、硬杂厚板每立方米分别为１２００元和７００元，胶合板每张４０至５０元，
纤维板７元。

机电产品价格　１９６５年，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 Ｐ８０２型圆盘印刷机出厂价每台
２１７１１０元，切纸机 ２０２型 ６５００元，２０１型 ３４６６元，全张切纸机￠ＺＨＪ—ＩＡ１３２００元。
１９７２年，平凉综合电机厂、八一电机厂和安口玻璃厂分别开始生产 ＳＦＦ４５飞轮发电机每
台出厂价４８元，４５千瓦电动机３５０元，１５至４５瓦灯泡每只出厂价０４０元，１００瓦灯泡
０８０元。１９７４年执行全省统一价，４５千瓦电动机每台出厂价调为２８０元。１９７７年后，３
次下调民用灯泡价格，每只０２９９至０４２元。１９８４年后，４次提高印刷机和切纸机价格。
１９８８年机电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每台分别为３７００元和５７００至１４５００
元。１９９８年后，Ｐ８０２型圆盘印刷机出厂价每台６８００元，１５至４５瓦民用灯泡每只０９０
元，１００瓦灯泡１２０元。

衣着类价格　民国时期，衣着价格变化频繁，有时朝涨夕落。３７年 （１９４８）法币贬
值，价格飞涨，见表。

类　别
品

名
牌号规格 单　位

市 场 价 格

（法币、元）

棉　花 中 等 市 斤 ３２００

黄咔叽 公主岭 匹 １６５００

线吡叽 四君牌长３０码 尺 １１００００

直贡呢 征东牌长３０码 尺 １２３０００

阴丹士林布 晴雨牌长４０码 尺 １４５０００

青斜布 青蛙牌 尺 １３６０００

青市布 茂盛花 尺 １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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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类　别
品

名
牌号规格 单　位

市 场 价 格

（法币、元）

白市布 跳鲤牌 尺 １３１０００

白土布 定机布 尺 １６５００

线　袜 狼狗牌 双 １８００

皮　鞋 本地产上等 双 １８００

粗布鞋 上等 双 ６０００

雁塔白布 上等 匹 ９５０００

天马白布 上等 匹 ９５０００

大星布 上等 匹 １５００００

新中国成立后，价格较稳。１９８１年后，３次放开部分小针织品价格。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放开中长纤维布以及８０支以上纯棉织品价格，扩大纺织品按质论价范围，衣着类价格大
面积涨价。１９８９年，对价格偏高的毛、棉纺织品、针棉织品实行降价销售。１９９１年，白
棉布每米２２４元。１９９２年，全部放开地产针棉织品、毛毯等衣着类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价。２００２年，市场价格每公斤食盐２元，醋２元，酱油２３０元，白砂糖４４０元。

部分年份４种衣着类价格表
单位：元／条、米、双、公斤

年 份价 格

品 名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杂毛格毯４×６ 出厂价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８５０

白棉布 零售价 ０９０ ０８７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５ １５３

布　鞋 零售价 ３２０ ４２６ ４２６ ５０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１６

絮　棉 零售价 １７０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５０

日用品价格　民国 １９年 （１９３０）至 ２５年 （１９３６），日用品价格稳中有降。２６年
（１９３７）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暴涨。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用品价格由省上审定，比较稳定。１９８０年后，先后降低
国产手表、黑白电视机、缝纫机、收音机等日用品价格，放开部分日用品价格。１９８５年，
放开收音机、自行车、电风扇、洗衣机、黑白电视机价格。洗衣粉每包由１９８４年１１２元
上涨到１９８８年１６２元，火柴每包由０２０元上涨到０６０元。１９８８年后，日用品价格有所
回落。１９９２年放开火柴、白酒、酱油、食醋等主要日用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２００２
年，市场价格每公斤食盐２元，醋２元，酱油２３０元，白砂糖４４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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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几种日用品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支、条

年
份

价
格

品名

１９年
（１９３０）

２１年
（１９３２）

２３年
（１９３４）

２５年
（１９３６）

３０年
（１９４１）

３２年
（１９４３）

３４年
（１９４５）

３７年
（１９４８）

食　盐 ０２８４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８ ０２５４ ４１８ １２１４ １９５６６ ４９７３３３３４

白　糖 ０９２４ ０８３６ ０７８４ ０６４４ １５９８ １８０７８ ２１９４８２ ２１０６６６６６６

酱　油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２７２ １７２８ ２０３６６ ４６７１１１１２

牙　膏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５ ５５２ ３９１６ ７１７８７ ８１１１１１１１

肥　皂 ０３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１８ ０２３３ ２３９ ２１８２ １５３８９ ２４８８８８９

部分年份几种日用品价格表

单位：元

年 份零 售 价

品 名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８

食盐（渣盐） 公斤 ０３０６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３１ １２０

醋（地产） 公斤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４４ １２０

桌子（三屉） 个 ３２５０ ３２５０ ３２００ ４８３０ ２３０００

靠背椅 个 ８７０ ８７０ １１８０ １３８０ ５０００

酱油（地产） 公斤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５０ １４０

白砂糖 公斤 ２０８ １５４ １６８ １６６ ２５２ ４００

牙膏（白玉） 支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６ １８０

火柴（安全） 包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０７０

缝纫机ＪＡ三斗 架 １２７００ １２７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３１０００

自行车（永久） 辆 １８３７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 １７３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上海手表（１７钻） 只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竹壳暖水瓶（五磅） 个 ２０５ ２８２ ２４３ ２２０

肥皂（国光） 条 ０４６９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５２ ０９８ １５０

文化娱乐用品价格　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至２５年（１９３６），草纸每刀３０００元（法币，下
同）。２６年（１９３７）至３７年（１９４８），本贡纸每刀３８００元，粉贡纸４５００元，道林纸、复写纸
３００００元，白麻纸２５００元，黑麻纸２３００元，小楷笔每支４００元，铅笔３００元，墨汁每市斤
３０００元。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娱乐用品实行低价销售。１９８１年，除纸张、学生作业本以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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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娱乐用品价格放开。１９９２年，全部放开。３２开３０页学生作业本每本由１９９０年０２４元
上涨到１９９８年０４０元。

部分年份几种文化娱乐用品价格表

单位：元

年 份零 售 价

品 名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８

有光纸 刀 ４５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５８０ ７４６ ８００

铅笔（普通） 支 ０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２０

墨水（蓝色） 瓶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８５ １５０

羽毛球 只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７５ １２０

口　琴 个 ２４７ ４２１ ２９０ ３１４

　书报杂志类价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由国家管理，统一价格。５０年代，书价呈
下降趋势。６０到７０年代，书价未变动，报纸价格两升一降。８０至９０年代，普遍上调。
《平凉报》（后改为日报）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复刊后每份零售价０１２元，１９９７年调整为０１８
元，２００１年为０２元。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农业机械价格　１９５７年手摇式喷雾器每台２０５０元，压缩式喷雾器１７２５元，单管
式喷雾器９８０元。１９５８年全国统一价格，喷雾器价格分别为 ２６３８元、２５元、２４８０
元。１９６１年，１２行播种机每台４７８元，摇臂式收割机６１３元。１９６４年，降低喷雾器价
格，手摇式２３４８元，压缩式、单管式２２２０元。１９７３年，Ｊｙ４５玉米脱粒机每台 ４６０
元，３０型粉碎机３４０元，１３０型制粉机９５０元，碾米机２００元，潜水泵５５０元，深井泵
４５００元。１９７４年５月１日起，执行全省统一销售价。深井泵每台４５００元，潜水泵３９４８０
元，碾米机２２４元，粉碎机３８１元。
１９８０年，手扶拖拉机、小型柴油机和小型汽油机向上浮动１０％，手动喷雾器向上浮

动３０％，向下浮动均不限。１９８３年，轮式拖拉机、手动喷雾器、手摇喷雾器上下浮动
５％，手扶拖拉机、小型柴油机 （１５马力以下）、汽油机、机动喷雾器、水泵等上下浮动
１０％。１９８４年，对农业机械价格实行费用率和作价办法管理，天津铁牛５５型拖拉机每台
２０１００元，洛阳—１５０型四轮拖拉机４９００元，渭南ＧＴ—１７２８Ａ型面粉机７１０元，Ｆ—Ａ碾
米机２７８元。１９８８年后，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１９９８年后，农用四轮拖拉机每台
９９８０元。

化肥价格　５０至６０年代前期，尿素 （含氮４６％）销售价每公斤０４２至０６６元；含
有效磷１７至１９％的过磷酸钙、粒状过磷酸钙０１７元；硫酸钾 （含Ｋ４８—５２％）０３６元。
６０年代后期至７０年代初，降低化肥价格。尿素销售价每公斤０４５元；过磷酸钙０１４
元；硫酸钾０３３元。至１９８２年化肥价格未变动。
１９８３年后，不断调整化肥销价。硫酸钾每公斤由０３３元调为０３９元，国产尿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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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５元调为０５１元，计划内进口尿素由０４５元调为０５２元。磷肥允许在国家规定价基
础上上下浮动２０％，由企业自主定价销售。１９８６年过磷酸钙每公斤１８０元。１９９５年磷
肥、钾肥价格放开，由企业定价；计划内尿素每公斤零售价调整为１２５元。１９９６年尿素
每公斤零售价调升为１８５元。１９９７年，大化肥价格放开，尿素每公斤零售价２１０元。
１９９８年后，每公斤１６４元。２００２年，市场价格每公斤尿素 （国产）１３０元，二铵 （国

产）２５０元，碳酸氢铵０３９元，过磷酸钙２元。
农药价格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３年，１５％六六六粉每公斤０５０元，２５％ＤＤＴ乳剂１７６元，

４５至５０％进口１６５０乳剂３０元，乙基１０５９每公斤３５元。１９５４年后，农药价格逐步降低。
１９６３年，１５％六六六粉每公斤由１９５７年０５７６元降为０２０元，２５％ＤＤＴ乳剂由１７６
元降为１１０元。１９７１年，５０％进口１６０５乳剂每公斤由１９６１年２８元降为６６０元，乙基
１０５９由３０元降为７７０元，５０％敌百虫由３７９元降为２１０元，１０％ＤＤＴ乳剂由０４８元
降为０４３元。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９年调整价格。兰州产３％乐果粉每公斤０５４６元，９８５％硫酸
铜由１６５元调为１７０元，燕麦敌由９１３元降为２元，敌锈铜由１７９元降为１６０元。
１９８７年，农药由生产经营者自主定价。１９９８年后，每公斤９０％晶体敌百虫１４元，

８０％敌敌畏２２元，４０％氧化乐果乳剂２０元，１０％杀灭菊酯６０元，４０％敌杀死乳剂９元，
３％呋喃丹５元，５％米福灵９元。乙基１６０５乳剂１７４０元。２００２年，各种农药市场价格
与１９９８年无变化。

中小农具价格　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１年，中小农具数量少，价格高。３市斤镢头各县零售价
２７０至２７９元，３市斤铁锨２７０至２８８元，麦刃０５０至０５３元，３市斤洋镐平凉县
２９４元，１５市斤锄头庄浪、静宁县１５０元，２２市斤铁铧平凉、华亭县０６３元，小铧
泾川、灵台、崇信县０６４元，大铧、１５市斤斧头庄浪、静宁县０８０和１３９元。
１９６２至１９７５年，经过５次调整，３市斤镢头零售价由２１１至３２７元调整为１８７至

２０５元，１５至２５市斤锄头由２至３３４元调整为１４０至２２７元，０７５市斤铁镰平凉
市、静宁县由１１３至１８５元调整为０８１至０８６元，甲等麦刃平凉市由０７０调整为
０３０元，小铧泾川县由０７６调整为０４６元，２２市斤铁锨静宁县由３５３调整为２２８
元。１９８４年放开价格。

四、中西药价格

中药价格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中药价格奇高，当归 （中等）每市斤法币２１００元，
大黄１０００元。

新中国成立初，市场药品短缺，价格上下波动。１９５８年前后，甘草每公斤由１９５２年
０３６元涨到０９６元，当归由１６０元涨到３２０元，党参由４８０元涨到８元。６０年代有
计划地调高价格。１９７０年全省一价。每公斤甘草零售价１２８至２元，当归４１６元。
１９８３年，提高地产中药材收购价和销售价。收购价中黄芩调高幅度１２２２２％，柴胡、

赤芍、白蒺藜、牙皂、白鲜皮、槐米、阴阳藿、贯仲调高幅度在６０％以上，调高幅度最
低的都在２０％以上，唯杏仁调低１９３３％。１９８４年，连续提高地产中药材购销价。每１０
克收购价土沙参由０７０元调为０９０元，远志由２８０元调为４３０元，茜草由１元调为
１２０元，白芷由０９０元调为１５０元，细辛由３元调为４元。１９８５年，价格全部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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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后，每公斤甘草、当归、党参各为２０元。
西药价格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西药价格奇高。复方阿司匹林每片１００元 （法币，下

同），盘呢西林每瓶１６万元，早发大安、大健黄每瓶３１万元，九一四每支７０００元。
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９年，西药价格渐降。复方阿司匹林每百片零售价１９５２年０４６

元，１９５５年０６０元，１９５７年１元，１９５８年０３２元。１９６０至１９８５年，实行药品价格从
低的政策。２０万单位青霉素钾盐每支零售价由０３６元降到０１４元，复方阿司匹林每百
片由１４１元降到１元，葡萄糖注射液每盒由１０９元降到０９５元。
１９８１年放开小药品 （乳膏类）价格。１９８４年放开部分西药价格，实行差率控制。

１９８５年后，西药价格稳中有升。１９９８年后，氨苄青霉素针剂每支１４０元，葡萄糖针剂每
盒３元，四环素片每瓶５元。

五、饮食价格

民国时期，饮食价格与粮食价格同步涨落。１９年 （１９３０）至２５年 （１９３６），油饼、
蒸馍每个铜币１５元左右。３７年 （１９４８）前后，油饼、蒸馍每个法币５０元左右，羊肉泡
馍每大碗６００元，中等筵席每桌１６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一管理。５０年代，麦面馍 （２两）、素包子 （１两）每个００５
元，炒面每碗 （２两）０２０元；炒素菜中盘０２０元，荤菜 （炒肉丝）０６０元；豆腐脑
每碗０１３元，酿皮０１５元。６０年代初，主食、小吃价格未变动，炒菜价格有所上升。
炒素菜每盘０４０元，荤菜１２０元。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蒸馍每个００４元、００５元，
炒面每碗０２２元、０４０元，炒素菜每盘０３０元、０２７元，炒荤菜每盘０５０元、０８１
元，凉粉、酿皮每碗０１３元，豆腐脑每碗０１０元。
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饮食业价格陆续放开。１９９８年与１９８５年比较，蒸馍每个由０２０

元升到０３３元，炒面每碗由２５０元升到４元，荤菜每盘由０９８元升到８元，凉粉、酿
皮每碗由０８０元升到１５０元。２００２年，饮食市场价格与１９９８年基本持平。

第三节　非商品收费

一、交通运输价格

人、畜力运输价格

１９４９年后，人力运输每吨公里０４０至０５０元，畜驮运输每吨公里０５０至０７０元，
畜力胶轮车运输每吨公里０２５至０３５元。５０年代后期，人力运输每吨公里０７０至０８０
元，畜力运输每吨公里０３５至０６０元。１９６６年，人力车城镇短途搬运和山区拉运吨公
里０６０元，平原地区吨公里０５５元。畜力车运价升为吨公里０９０至１元，后又降止
０６０元。畜力车实行路段分级运价，５公里以上运价为：二级路面吨公里０３５元，三级
路面０４０元，四级路面０５０元。５公里以下运价为：二级路面０４５元，三级路面０５０
元，四级路面０５８元。
７０年代，人力车运输按人车每小时０５０元计价。畜力车运价取消路段分级，实行土

路每吨公里０４５元，砂石路０４０元，柏油公路０３５元。８０年代后，人畜力运输逐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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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长途运输，运价未作变更。

汽车、拖拉机运输价格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后，区内始有汽车运输，运价每吨公里
银元５元。２０年 （１９３１）为７元。后为市场协议。
１９５３至１９８５年，客运每人公里 ００２４至 ００２９元，１９８６年后，每人公里 ００５至

０１０元。货运价格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每吨公里０３０元，并加收５０至７０％的空驶费。１９５６
年６月，综合运价吨公里０２４元。１９６４年５月，除西兰公路、宝平公路外，其他公路货
运均在运价基础上，增加每吨公里００７元的空驶补贴。１９６５年取消空驶补贴，实行整
车、零担货物分等运价，综合运价降为每吨公里０２４３元。对涉农物资及生活用煤运价
按８０％计算。１９６６年７月，取消分等运价，整车运价每吨公里０２０元。涉农物资、土特
产品、生活用煤等整车运输每吨公里０１８元。零担货物每吨公里０１８至０２０元，并加
收每吨次基价１元。
８０年代以后，货运价格由市场调节，每吨公里０２５至０３０元。２００２年短途公共汽

车每张票１元，长途公共汽车每人公里００８元，出租汽车每车公里１至１２元，公路货
运每吨公里０３９元。

二、土地征用费

民国时期，土地私有，地价不一。１８年 （１９２９）大旱，地价下跌，每亩川、塬地值
银币３至５元，山、台地１至２元。２０年 （１９３１）川、塬地每亩值银币１５至２０元，山、
台地８至１０元。２７年 （１９３８），地价均用小麦折算，川、塬地每亩８至１０石，山、台地
４至６石。３６年 （１９４７）后，川、塬地每亩小麦３至５石，山、台地１至３石。

戚安买地券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土地征用费以近３至５
年粮食产量的总值为标准计算。至６０年
代，土地征用费每亩１００至１５０元。７０年
代后，乡村和城镇土地征用费差距逐渐增

大。乡村土地征用费每亩 ２００至 ３００元，
县城以上土地征用费每亩５００至１０００元，
平凉市区每亩１５００至２５００元。
１９８０年，乡村每亩５００至７００元，县

城每亩 １５００至 ５０００元，平凉市区每亩
５０００至 １万元。１９８２年，乡村土地征用
费每亩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县城每亩１万元，
平凉市区每亩２万至５万元。１９９８年后，
土地征用费乡村每亩１万至２万元，县城
每亩２万至６万元，平凉市区及近郊每亩
７万至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房地产用地 （７０
年）、商贸用地 （４０年）批租价每平方米分别为３２４元和７０３元。

三、房屋租金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前后，平凉市区正街房屋每年每间租金银币１２至２０元，次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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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５元，背街８至１０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对房租实行限价，平凉市区正街房屋每月
每间租金６００至１０００元 （法币，下同），次街４００至８００元，背街２００至５００元。３５年
（１９４６）后，币值不稳，租金用小麦折算，沿街房租每年每间小麦１石 （２５０公斤），其
他地段６至８斗。
１９５３至１９８５年，居民住房每月每平方米租金００５至００７元，工商企业租用房屋每

月每平方米租金０１０至０２０元。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３年，居民住房每月每平方米租金０１０６元。１９９４年调整为０３０元 （单

元套房）。１９９７年调整为０６０元。部分单位和个人也开始出租房屋，临街每月每间房租
５００至８００元，每单元套房 （４５至６０平方米）每月１５０至３００元。２００２年居民住房每平
方米每月租金１至１２０元，铺面房租金每间每月８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

四、自来水价格

１９５５年前，平凉市区自来水价格每吨０４２至０５０元。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１年，每吨０８０
元。１９７０年后，自来水价格降至每吨 ０２０元。１９７４年，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水价
０１６元。１９９０年后，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０２２元、０３０元、０５０元。１９９６年
调整为０７０元，再未变。２００２年，平凉市行政事业单位用水每立方米１１０元，基建用
水１４０元，工业用水１２０元，经营服务行业用水１６０元。

五、影剧票价

电影票价　５０年代，县城或较大乡镇坐票每张０２０元，站票０１０元。６０年代初，
票价调整为农村每张０１０元，城镇０１５元。１９６６年调整城镇电影票价，故事片１至５
排每张００５元，６排以后０１５元；新闻专场每张００５元和０１０元。将３５毫米电影票价
分为４种：宽银幕 （含立体）首映故事片甲、乙票分别为０２５元、０２０元，复映每张均
为０２０元；普通银幕首映甲、乙票０２５元、０２０元。
１９７７年，农村放映以包场为主，每人每场００２至００５元。此后，电影票价变化不

大。１９９０年后，放开电影票价管理，由市场调节。一般片种每张２至３元，特映、首映
国内外名片每张５至１０元。

戏剧票价　民国时期，每张票价一般为银币０１０元左右。
５０年代，甲票每张０５０元，乙票０４０元，丙票０３０元。６０年代初，甲、乙、丙票

每张分别为０４０元、０３０元、０２０元；剧团下乡演出每张０１５元，包场收费 （一天两

场）２００至２５０元。１９６６年，专区剧团演出甲、乙、丙票分别为０２０元、０１５元、０１０
元。县剧团演出甲、乙、丙票分别为０１５元、０１０元、００５元。１９７８年６月，取消丙
种票价，甲票每张调到０３０元，乙票０２５元，下乡演出包场白天１００至１５０元，夜间
１５０至２００元。

８０年代后期，戏剧票价由双方协议。９０年代戏剧票价每张５至１０元，农村集市或庙
会包场每天５００至８００元。

六、学杂费

民国时期，私塾学杂费每生每年小麦１至２斗。
新中国成立后，公办高、初中学生每学期４至６元，小学生每学期２至３元。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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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中学生每学期４元，初中３元，高小２元，初小１５０元。１９６６年分别为３元、２
元、１元、０５０元。７０年代，学杂费调低，平凉市区高、初中学生每学期３元，县城２
元，农村１元。小学城市每学期１５０元，农村每学期０５０元。
８０年代大幅度上升。１９８５年高中学生每学期１５元，初中１２元，小学８元。９０年代

分别为５０元、２０元、１２元。２００２年平凉市重点高中学生每学期４００元，普通高中１５０
元，中等专业学校４００元，初中４０元，小学２５元。托儿保育费每月每人６５元。

七、医疗收费

挂号费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挂号费或出诊费一般每人次银币０５至１元 （法币，

下同）。

５０年代，挂号费为００５至０２０元，出诊费以路途远近每人次０３０至１５０元。６０
年代，初诊费每人次０１０元，复诊费００５元，急诊费０５０元。中医挂号费０２０元。
１９６３年，挂号费每人次００５元，出诊费每人次０１０元。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挂号费调整为出
诊、急诊各０２０元，中医诊脉免收挂号费。１９８４年恢复中医诊脉收费每人次０１０元。
１９９６年挂号费调整为每人次０４０元。２００２年挂号费普通号每人次３元，专家号每人次５
元。

注射费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５年，皮下肌肉注射费每人次００５至０１０元，静脉注
射费０１０至０２０元，静脉输液费０２５元。１９６６年下半年，调整为皮下肌肉注射每次
００５元，静脉注射０１０元，静脉输液０１５元，骨髓输液及输血０５０元。

１９８４年肌肉注射费调高为每人次０１０元，静脉输液调高为０４０元。
１９９６年调整为肌肉注射每人次０３０元，静脉注射０８０元，静脉输液２元。
２００２年，医疗收费与１９９６年无变动。
透视费　５０至６０年代中期，胸部透视每人次０６０元，胸腹透视１元，食道钡餐透

视１５０元，胃肠钡餐透视３５０元。拍片每张３至８元。１９６６年下半年下调５０％。
１９８４年，胸腹透视每人次 ０５０元，食道钡餐透视 １元，胃肠钡餐透视 ２５０元。

１９９６年，胸腹透视每人次４元，钡餐透视１０元。拍小片每张４元，大片１０元。２００２年
透视费每人次２０元。

住院费　５０至６０年代中期，住院床位费标准为３人以上病房每床每天０４０元，１至
２人病房０５０元，简易病房、婴儿病房、陪员费每人每天各０２０元。冬季取暖费每人每
天０１０至０４０元。１９６６年底，调低为３人以上病房每床每天０３０元，１至２人病房
０４０元，简易病房０１５元。婴儿住院费与成人相同，取消陪员费。１９７８年８月，地区医
院每床每天０４０元，县医院０２５元；简易病房有被褥的每床每天０２０元，没有被褥的
０１０元。取暖费每床每天统收０２０元。

１９８４年提高标准，１９９６年再提高。地级医院１人间每床每天１２元，二人间７元，３
至４人间５元，５人以上间４元。县级医院１人间每床每天１０元，２人间６元，３至４人
间４元，５人以上间３元。乡镇医院２人间每床每天５元，３至４人间３元，５人以上间２
元。取暖费每床每天地、县级医院２元，乡镇医院１５０元。２００２年普通病房４人间每床
每天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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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社招待所收费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私营旅店收费每人每天银币０１０至０２０元。
５０年代，平凉市区单人房间每天为１５０至２元，县城１２０至１５０元。２人房间每

床每天市区０８０至１２０元，县城０５０至０８０元。６０年代，单人间每天１至１２０元，２
人间０８０至１元，３人间０５０元。７０年代调高为单人间每天３元，２人间每床每天１５０
元，３人间１元，４至６人间０５０元。
８０年代由市场调节。平凉市区平均收费单人套间每天８０至１５０元，单人间７０至１００

元，标准间每床每天２５至３５元，２人间１５至２０元，３人间１０至１５元，４人间５至１０
元。２００２年三星级涉外饭店标准间每床每天２４０元。旅馆中档标准间每床每天６０元。

九、理发收费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前后，男理发每次０１５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男理发每次２０３元
（法币，下同），３２年 （１９４３）为１０８９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１２５２６元，３７年４２８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男理发每人次０３０元，男剃光、儿童理发０２０元，女理发０５０元。
６０年代适当降低标准。平凉市区男、女理发每人次０２５元，男推光、儿童理发０１５元，
男吹风００５元，女吹风０１０元。农村男、女理发０２０元，男剃光０１５元，女剪发、儿
童理发０１０元。７０年代略有调高。
８０年代后，理发、美发的收费由市场调节。１９９０年以来，平凉市区男理发２至３元，

女理发３至５元，烫发６至２０元，吹风３元，儿童理发２元，男、女剪发５元。２００２年男理
发３元，女剪发３至５元。

十、洗澡收费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后，区内有营业性浴池，收费每人次０２０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为
４３０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为１１０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达到５６７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男大池每人次０６０元，后降为０５０元，女盆池每人次１元。６０年
代洗澡收费标准下调，８０年代上调。男大池每人次０３０元，男、女盆池０６０至０８０
元。１９８５年后，收费由经营者自行定价。１９９０年后，洗澡收费男大池每人次２至３元，
淋浴１至２元，男、女盆池５至１５元，桑拿、蒸汽浴每人次３０至５０元。２００２年，男、
女淋浴每人次２５０元。

十一、照相收费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前后，收费为 １银币 ０１０元，２ ０２０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
后，价格上升。

５０年代，１至６０８０至５元。６０年代全区统一规定照相收费。厚纸１至６收费
０４０至４３７元，８、１２分别收费８６０元和１６６０元；薄纸１至６收费０３７至３８０
元，８、１２分别收费７６０元和１４７０元；加洗１至６每张收费００４至０５０元，８、
１２分别收费０９５元和２元；放大３至８每张收费０３３至２元，１２、１８分别收费
３６０元和８１０元；艺术照２至４收费０９６至４元；冲洗胶卷每卷０１０至０２０元；上
色每００５至０１０元。此标准一直执行到８０年代中期。
１９８５年后，由市场调节，彩色照相２每张收费３８０元，艺术照如婚纱照１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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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２年，彩色照相２每张收费５元。
十二、服装加工收费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至３０年 （１９４１），单衣每套２５至３０元 （法币，下同），棉衣３５
至４０元，皮衣每件６０元。３５年 （１９４６），布制服 （中山装）每套１２００元，单上衣８００
元，布大衫每件１０００元，布夹制服每套１０００元，布面皮大衣每件１２００元。
５０年代，布料中山装每套１５０至２元，绸上衣１５０元，呢料中山装每套５至７元。

６０年代多次调高标准，至７０年代为布料单衣每套１９５元，布料西服１５０元，条绒上衣
每件１４０至１８０元，布料夹衣１１０元，棉上衣１５０元，棉大衣２４０元，布面羊皮大
衣２８０元，绸衬衫１５０元，毛毕叽单衣制服每套７８０元，毛呢制服６５０元。
１９８２年７月，把服装加工收费分成６类 （按原料）９个收费标准，平均上调２０至

３０％。１９８５年后，服装加工自行定价，每套服装加工费少则十几元、多则上百元不等。

第四节　物价监督

一、物价部门监督检查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分时段、分次公布市场物品评定价格，并监督市场施行。３２年
（１９４３），对超过限价、奇货囤积、黑市交易、抗拒藏匿、避不供货者，一经查实便以反
限价处罪。重者可判刑数年，轻者处以１０万元 （法币）以下罚金，货物没收。对检举告

密者给予三成的奖励。３７年 （１９４８）９月１６日起，对高价出售者处以超限价部分总额１０
倍的罚款，对藏匿、囤积并秘密出售者处以超限价部分总额２０倍的罚款，对屡犯、情节
严重者交由特别军事法庭惩办。罚款所得５０％奖励查办和举报人员，５０％上交国库。
５０年代中、后期，组织检查粮食收购销售价格、食用油品价格、农副土特产品价格、

棉布价格以及地方工业品价格，逐步建立健全价格申报、定价、批价和审价等制度。

６０年代初，检查重点是１８类商品价格，限制高价商品的过高利润率。１９６０年底至
１９６１年初，开展物价普查。共检查３０个城镇３７５个单位的５５１万个商品价格，违反物
价管理政策的问题３０９６例。１９６２年底，组织对地产小五金、小农具、针织品、陶瓷器及
其他商品审价，理顺价格秩序。１９６３年后季，进行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检查。１９６４年８
月，在泾川县进行审价试点后，全区展开。在检查的２０８万个商品价格中，符合价格规
定的有７４４７个，占总数的３５８％，高于国家规定价格的有１３４万个，占总数的６４２％。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曾安排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检查、商品价格普查、审价等。１９７８年

９月，开展涉农商品及收费价格检查、调查。１９７９年，开展全区物价检查整顿工作，重
点检查８类副食品价格及修理服务业、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收费。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３年先后
组织全区性物价大检查７次，检查３５５９个企业单位的各种商品价格３５２６万个。其中错
价７９３７个，错价率２２５％，罚款没收款３６万元。并将不应执行议价的１３６个一、二类
工业品退出议价范围，责令按国家定价销售。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８年，进行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和经常检查。检查５１３２个国
营、集体、私营工商户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近２００万个商（产）品价格、３５万个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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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案件８６５次（起），违法所得金额
９８２９６万元。经济制裁金额６２４３８万元，其中退还用户９５９万元，没收４７３３７万元，罚
款１４１４２万元。上缴地区、县市财政６１４７９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检查１５３９个国营、集体、私营工商户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６０

万个商 （产）品价格、１０万个非商品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
为、案件６２１起，违法所得金额４４４２８万元。经济制裁５７３７９万元，其中没收２９９２２
万元，退还用户１４５０６万元，罚款１２９５１万元。上缴地、县财政４２８３６万元。内有查
处万元以上重大价格违法案件３４０起，违法所得２８５３６万元。经济制裁３８１５７万元。

二、社会物价监督检查

８０年代初，健全明码标价制度，设立物价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公开号码及地址，
方便群众监督举报价格违法行为。历年查处群众举报９８０件。
１９８５年开始，开展 “物价、计量信得过”竞赛活动。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评选出 “物

价、计量信得过”单位３１２个，其中有５个单位被授予全省 “执行物价政策法规最佳单

位”称号。在平凉土特产品公司、地区五金交化公司、地区二轻公司进行社会物价监督

检查试点，聘请职工物价监督检查员３５人，成立职工物价监督站 （组）３个。试点结束
后，全区组建职工物价监督站 （组）３８个，有物价监督检查员２３０人。成立平凉地区职
工物价监督总站。１９９０年８月，职工物价监督检查员组织物价检查４５３次，查处价格违
法行为２３００余件。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全区开通价格举报电话。２００１年后，全区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

制，由县市统一制作公示牌，在乡村群众集聚活动场所长期悬挂。乡镇设立价格监督站

１８７个，村社聘请农民价格监督员９３５人。

第五节　物价指数

一、指数编制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开始，政府物价管理机构与商会协同编制零售物价指数。
新中国成立后，区内零售物价指数由政府工商部门与国营贸易公司共同编制。１９５７

年，由省编制零售物价指数和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１９５８年，平凉市按季编制批发物价
指数、城市零售物价与职工生活费指数。至１９６５年，平凉市、泾川县一直作为全省物价
调查重点市县。“文革”时期，编制工作中断。

１９８０年，平凉市作为全省５个重点调查市之一，自第二季度开始填报以上年１２月为
基期的国营商业零售商品牌价指数。１９８４年，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编制周
期由季改为月。逐级定期汇总计算单项商品的价格和指数，并在计算各种商品全社会综

合平均价格的基础上，直接计算包括牌价、议价和市价的总指数。１９８５年，将牌价和议
价两套价格指数合并为国营商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１９８６年取消农副产品收购牌价指数，
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改为采取各种农副产品的综合平均收购价格编制，职工生活

费用价格指数和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改为采取住户调查的消费量加权计算，从向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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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价格资料转变为直接选点调查。

１９９２年，实行商品零售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编。１９９８年，平凉市采取定时、定
点、定人、直接采价，全市采价点９７个，调查８００多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编制４种价格
指数。

二、指数变化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至２５年 （１９３６），区内零售物价指数下降２４９４个百分点，其中
生活消费品价格下降２８０７个百分点。

部分年份零售物价指数表

（以１９３０年为基期）

年
份

指数

类 别

２０年
（１９３１）

２１年
（１９３２）

２２年
（１９３３）

２３年
（１９３４）

２４年
（１９３５）

２５年
（１９３６）

总指数 ９１２６ ９０５０ ７５４６ ７２８２ ７６２９ ７５０６

（一）生活消费品

价格指数
９１１３ ８９４９ ７３１５ ６９９２ ７３３３ ７１９３

食品类 ８５５６ ８５７９ ６８３２ ５８１２ ７２５２ ７７０８

布匹类 ８９６７ ８２９９ ６４１１ ６７８１ ７５７７ ６６７２

日用品类 ９５５４ １０２５７ ７８１２ ７２６０ ６５４９ ６２４８

文化用品类 １１７４２ ９７８５ ９７８５ ８８０６ ８８０６ ７５７３

建材类 ９５９２ ９４７２ ９２３５ ７６８０ ６６３４ ６９０３

杂项类 ９４８６ １０２１５ １０２２８ ９００５ ８１１６ １０１１８

（二）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９２５８ ９６１４ ９８８ １０２１７ １０６２５ １０６７０

农具类 ９３７０ ９５４１ １０４２８ １０９４７ １１３１６ １１２５８

农药化肥类 ８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６３８３ ７０００ ７５８３

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直线上升。以３０年 （１９４１）底为基期，３１年
（１９４２）生活消费品价格指数由１月１４２６４上升到１２月４１２１７。３４年 （１９４５）初，生
活消费品价格指数平均上涨１４１１５，见下 《生活消费品价格指数》表。

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７年，区内除燃料类 （主要是煤炭）和服务收费类外，其余类别的商品零

售价格指数均有所上升。粮食价格年平均上涨幅度为１２７个百分点，高于总指数平均值
的２７个百分点。从高到低依次为医药、日用品、农业生产资料、文化用品、衣着等类。
１９５８年后，区内市场商品不足，供求关系失衡，各种商品及生产资料价格升幅较高。
１９６１年开始，价格指数开始回落，商品价格逐步下降。１９６４年，高价商品退出市场，全
面恢复国家牌价。以１９５７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基期，１９６５年涨幅最大的是食品类和
日用品类，提高３３３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４１６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物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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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商品４类，略有下降的商品两类，医药类降低１２５个百分点。“文革”中，零售商
品价格指数年平均上升１至２个百分点。１９７８年，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范围扩大 （包括

集市价格指数），指数涨幅较大。１９７９年，副食品及相关制品类价格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
２５４５个百分点。１９８０年与１９５２年比较，日用品价格指数上升３４７个百分点，文化娱乐
用品价格指数上升１０１个百分点。
８０年代初，继续严格控制计划商品价格，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基本稳定，年升幅１至２

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指数与１９５２年比较，燃料类为９０３５，煤油６６６，柴油９６３２，电
力６５５７。１９８５年后，物价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农副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与１９５２年相比，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类上升１４６倍，其中小麦上升３０３倍，玉米上升
２３１倍，油料类 （胡麻）上升６９８倍，畜产品类 （牛肉）上升４３５倍，土特产品类
（花椒）上升２６７倍。１９８６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８８个百分点，为１９５７年
以来上升幅度最高。１９８７年多种价格管理形式并存，加大物价管理力度，商品零售价格
指数较上年提高６０个百分点，为全省价格涨幅较低地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绝大多数商
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实行优质优价，物价上升幅度过大，物价指数比１９８７年高出
近２０个百分点。

生活消费品价格指数 （平凉市场）

（以１９４１年底为基期）

类
别

指数

月份
总指数 食品类 衣着类 房租类 燃料类 杂项类

１月 ５６４６０７ ４４１０６９ ９９４７３４ １３７０４００ １１７９１０９ ４７１１１６

２月 ６３２１１９ ４３２７９０ １０６４８０６ １５５５６４３ １３３９７４１ ４６６０８９

３月 ７４２５９７ ４７２８６５ １３６１９０８ １８８８９３３ １３６５４２３ ６９７０５５

４月 ８０９０１９ ６３８８１７ １４７５３９１ １９３７０６７ １１５０５４４ ８８０４９７

５月 ９１０４８４ ６２０５３２ １３９９０８５ １９２５９３３ １２４６７６７ ９４４５４３

６月 ９９７８７３ ８１６７６０ １４８６１０６ ２３８８９３３ １７５４８９８ ９１４１１７

７月 １３６１４７２ １３０２１７８ １６９８０８７ １８５１８６７ ２３５７４３２ １２２０３６６

８月 １１３８３９４ １００７５８８ １２６８３３３ １６８５１３３ １８８１４２０ １１４６０６８

９月 ６９２２２９ ５０１５７５ ７５７２３０ １４０７４００ １０１４９５５ ７９２０３１

１０月 ７５４８５６ ５９５５１０ ８４３３４７ １７７７８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８３０５４９

１１月 １１９２３４０ ７４９０９０ １４３８１８９ １７９６３３３ １０４１４８０ １４６２７３

１２月 １０７５５６０ ８３４８４８ １８６７２６７ １７２２２６７ １１４９６３４ １２０８４３９

０６８ 平凉地区志 （中）



部分年份零售物价指数表

（以１９５２年为基期）

年
份

指 数

类 别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总指数 １５００３ １２１５２ １０７３７ １０８９５ １０７２７

（一）生活消费品

价格指数
１５８５９ １２５７９ １１１０９ １１０９６ １０８０２

食品类 １８３２７ １３３３２ １１８５７ １１４８０ １１２０７

衣着类 １１６６５ １１２５７ １０２４６ １０１２９ １００８８

日用品类 １３４７０ １３３３３ １０７６３ １０９２８ １０３０３

文化用品类 １２７５０ １０８６０ １０８２７ １０５０１ １０１４７

医药类 １５０２８ ８７５５ ８３４３ １１６３５ １０８８０

燃料类 ９０３５ ９１１５ ８０６３ １００３３ １０２５０

（二）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１３３３３ １１２８７ ９４１１ １００７２ １０３９８

（三）服务收费指数 ８７５４ ９１３６ ９７２８ １０６５３ １０６９０

１９９０年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迅速回落，仅比１９８９年上升２５个百分点。１９９１至
１９９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基本保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年平均升幅为７３百分
点。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较大，分别比上年提高２３８和１５６个百分
点，为第二个价格指数高峰年。１９９６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上升７８个百分点。
１９９７年仅上升０４个百分点。１９９８年 －２２个百分点，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商品零售
价格指数负增长年。

全社会零售消费物价指数表

（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１９８３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４

１９８５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４

１９９０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３

１９９３ １０７８ １０７８

１９９５ １１５６ １１９３

１９９８ ９７１ ９７７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２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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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审　计

宋始有 “审计”一词，但未建专门的审计机构。清平凉府照磨所有照磨１员，主管
财物、出纳、簿籍检查、订正违误。民国时，审计业务由省政府审计处派员抽查，或委

托甘肃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代行审计。

１９４９年７月，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二科负责审计。１９５０年 ５月，财政科
（局）内设监察股 （科），履行财政财务检查职能。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审计处，编制１５人。此后，各县市相继成立
审计局。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行署审计处被国家审计署评为 “全国审计系统先进集体”。１９８７
年８月，又被中共甘肃省委评为 “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１９９３年灵台县审计局被
国家审计署评为 “全国审计系统先进集体”。２００２年，行署审计处内设办公室、综合科、
行政事业审计科、财政金融审计科、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科、农业资金审计科、经贸

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实有干部职工４３人。
１９８８年５月，建立华亭县审计事务所。此后，平凉市、静宁、泾川、灵台、崇信、

庄浪县审计事务所先后建立。

１９９８年７月，撤销平凉市、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县审计事务所，地区审
计事务所和静宁县审计事务所分别改建为平凉陇兴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静宁曙光 （联

合）会计事务所。

第一节　财税金融审计

一、财政决算审计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国民政府审计院和甘肃省审计处对华亭、平凉、泾川县征收局上
年和当年几个月份的支出金额进行审定，共支出金额３７０万元，审定金额３７０万元。３６
年 （１９４７）９月，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就地监督平凉县直接税务局焚
毁一角至四角印花税票５８１３万枚，金额１６８２万元 （法币）。１１月２５日，监督焚毁平
凉县货物税局票照。

新中国成立后，财税审计以财政部门内部稽查为主。

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行署审计处组成审计组，对静宁县１９８４年，崇信县１９８５年，平凉
市、灵台、庄浪县１９８６年，华亭、泾川县１９８７年财政决算进行审计，并抽查５０至６０％
的预算执行单位及重点企业。查出截留隐瞒收入、虚列支出、违规还贷退库、违犯专控

制度购置小汽车、多提税收分成、搞计划外建设、乱挤乱占成本、挪用专项资金、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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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支付招待费等违纪违规资金 ８１７７万元。静宁、崇信、泾川县收缴入库资金 ５２６４
万元。

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２年，进行第二轮财政税务审计。行署审计处先后审计泾川、静宁、崇信
县１９８８年、庄浪县１９９０年、灵台、华亭县１９９１年财政决算和税收征管情况；对平凉市
财政税收实行定期审计监督制度。查出税前还贷、违规退库、漏缴税金、以拨代支、虚

列支出、收不敷出、非生产性支出过甚、擅购专控商品、挪用专项资金、修建私房等违

纪违规资金６１４万元，泾川、静宁、崇信、平凉、庄浪县市收缴入库资金１０７２万元，庄
浪县追还挪用资金１４９万元。
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进行第三轮财政税务审计。行署审计处审计崇信县１９９２年，静宁、

泾川县１９９３年，平凉市、华亭县１９９４年，庄浪、灵台县１９９５年财政决算和税收征管，
并延伸审计１７５个预算执行单位。审计出少报预算收入、虚列预算支出、挪用专项款和
支农周转金、多提税收代征代扣手续费和集贸税收分成等违纪违规资金３５８９１万元，处
理收缴入库资金７３６３万元，静宁、泾川、华亭、庄浪、灵台县追还挪用专项资金９６１
万元。静宁县审计局审计出城关镇政府原任会计贪污公款１万元，移送司法机关侦察
处理。

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实施第四轮财政税务审计。行署审计处先后对崇信、泾川县１９９６
年，华亭县、平凉市１９９７年财政决算和税收征管进行审计，并延伸审计一级预算执行单
位８２个。审计出违规退库、擅自购车、挤占专项资金、漏征少征税款、截留应交国库收
入、预算外收入未纳入专户储存等违纪违规资金３１５９万元。泾川、华亭县收缴入库资
金３４４万元，华亭县追还挪用专项资金１０８２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行署审计处审计庄浪、静宁县１９９８年，灵台、崇信、泾川、华亭、

静宁县、平凉市２００１年财政预决算执行情况。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２２８７万元，收缴财
政资金６７万元，追还侵占挪用专项资金１１７万元。

二、同级财政审计

１９９６年，泾川、静宁县审计局被甘肃省审计厅列为当年全省开展同级财政审计的２７
个试点县之中，重点审查隐瞒截留或转移预算收入，挤占、挪用、损失浪费预算支出，

违反规定扩大预算外资金或基金问题。抽审执行预算的部门单位不低于３０％，审查的资
金达到预算资金总额的６０％以上。审计出混库、漏税、挪用等违纪违规资金１４７万元。
处理收缴入库资金５４７万元，追还挪用资金２２８万元。
１９９７年，普遍开展１９９６年同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共审计预算单位８个，抽查

预算执行单位２１１个，抽查面占３５％，抽查资金５２亿元，其中预算资金占６８１％。查
出违纪违规资金１３３２８万元，决定收缴财政资金１４３２万元；共审查银行账户７４４个，
查出不合规账户７９个，违规账户资金２３９２万元。
１９９８年，审计１９９７年同级财政预算单位７个，抽审预算执行单位１１７个，抽审面占

４０％，抽审资金７亿元，其中预算资金占７０％。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１３１４万元，未实
行专户储存的资金１０６１万元，占当年预算外收入的２０３％。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各县市审计局对本级财政上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除抽审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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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单位外，抽审预算执行单位４９６个，抽审面４０％。查出预算执行中不真实、不合法、
不规范等违纪违规资金１０５９０４万元。决定收缴财政资金６２万元，追还侵占挪用专项资
金３８０万元。

三、金融审计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专、县公库之银行的收支业务均由甘肃省审计处派员或委托省
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代行监督，或直报省审计处审计核查。

１９８７年，首次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及安口办事处和各县市支行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共审计会计核算单位１４个，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
５０５万元，收缴国库资金３１２万元。１９８９年，根据国家审计署和甘肃省审计局的委托，
行署审计处审计人民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和静宁县支行、各县市审计局审计本级支行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上半年财务决算情况。共检查会计核算单位８个，抽审资金２９０４万元，查
出虚列支出、挤占成本费用、多发洗理费等违纪违规资金１０万元，收缴国库资金８５万
元。１９９０年开始，对农业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实行经常性审计监督。１９９１年，对建设
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和各县市支行１９９０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１９９２年，对人民银
行平凉地区分行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１９万元，收
缴国库资金１３万元。
１９９３年，对人民银行、专业银行、商业银行１９９２年１月至１９９３年８月的信贷资金

进行专项审计。审计出违章拆借资金１６亿元；自办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１５２万元，购
买有价证券４４５７万元。还对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及其分支机构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９７万元，收缴国库资金２２万
元。至１９９７年，先后审计中国银行平凉支行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财务收支情况和１９９５
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建设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资产、负债、损益
情况，农业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和各县市支行１９９６年资产、负债、损益
情况。审计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１２２４２万元，主要有挤占成本费用、信贷资产质量不
高、资金沉淀效益不佳、少交漏缴税款、虚列支出和虚增固定资产等问题。处理收缴国

库资金１５９１万元。
１９９８年，行署审计处对平凉地区城市信用合作社系统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资产、负债、损

益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发现的问题有存款总量偏低，筹资成本高；资金沉淀，潜在风险

比较大，逾期贷款２３４８万元，占各项贷款的３６３％；内控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工作薄
弱。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５万元，处理收缴国库资金２７万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行署审计处审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系统、地区农发行及泾川县、

平凉市支行、９户城乡信用社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出可疑和损失类不良贷款及
有问题资金９０２亿元。

四、保险审计

１９８８年，行署审计处对平凉地区保险公司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审
计查出乱挤乱摊成本费用、擅自购买专控商品４５３万元。１９９２年，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平凉支公司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出违纪违规资金２万元。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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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中心支公司系统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８月资金拆借等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审计出违章拆借资金２０万元，购买有价证券１２０万元。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审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地区中心支公司及安口办事处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年财务收支情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地区中心支公司１９９５年资产、负债和损益
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出多摊寿险费用、加大财险利润，挪用防灾费、用于购置 “五

十铃”汽车，计算失准、造成多提折旧，挤占成本费用、公款私存等违纪违规资金２７４
万元。收缴国库资金１９万元。
１９９８年，对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平凉分公司系统及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平凉分

公司系统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查出漏缴少交税
款、挤占费用、虚增利润等违纪违规资金３４１万元。收缴国库资金１０１万元。
２００１年，审计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平凉分公司系统２０００年的资产、负债、损益情

况，查出多计或少计收入、漏缴税金及不合格冲减保险费等违纪违规资金１９８３万元。

第二节　行政事业审计

一、财务收支审计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甘肃省审计处派员对平凉、静宁等县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实地
抽查。３６年 （１９４７）２月１７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代为就近监视国
立陇东师范学校购买材料及工资费用。３７年 （１９４８）７月３０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平凉
地方法院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 ６０支部在平凉订购马笼一事代为
监视。

１９８４年，对地区１０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试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９０７万元，收缴
财政资金１８３万元。并配合单位清理收缴职工欠款。１９８５年，对地区１７个行政事业单
位试行按月定期报送审计制度。各县市审计局也开展定期报送审计监督。审计出违纪违

规资金３９４万元，收缴财政资金３万元。１９８６年，全区审计１１０个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的财务收支情况，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０９１万元，收缴财政资金２０４万元。至１９８９年，
定期审计监督的行政事业单位达到２５３个，覆盖面６０％。资金以审计事业费、专项资金
和预算外资金为重点，项目以维修费、购置费、会议费、水电费、车辆用油及业务费为

重点，单位以财会基础工作薄弱、支出额大、执行财经纪律差的为重点。查出违纪违规

资金１１２９万元，收缴财政资金１６２万元。
１９９０年，定期报送审计的行政事业单位２６３个，覆盖面６８％。灵台县审计局审计查

出县土地管理局原任会计采取收入不入账、多记支出、开假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３１７４
元，被移送司法机关侦处。１９９１年后，重点对预算资金多、事业费多、罚没收入多、财
经纪律差的 “三多一差”单位进行审计。至１９９４年，共审计行政事业单位７２６个，审计
出违纪违规资金３６８６万元。主要是挪用专项资金、乱收费、乱罚款、乱发补助、虚报
冒领、提高招待费标准等问题。收缴财政资金１６２万元。
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将公、法、检、教育、民政等部门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共审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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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业单位４９８个，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２６２万元。主要为违规收费、亏多报少、截留坐
支罚没收入、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擅自变卖国有资产、组织职工公费旅游等问题。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财务收支和科技教育专项资金、养老
保险基金，审计行政事业单位１３９个。查出应缴而未缴预算外收入、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不合格票据报账、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违法违规资金２４８４万元。地直企事业单位欠缴
职工养老保险基金６９８万元，占当年应缴数的７３３％。

二、专项资金审计

１９８４年，对乱发服装物品问题进行专项检查，查出乱发服装物品等资金２０万元，处
理收缴财政资金２万元。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开展对教育经费、林业事业费、“两西”
（河西、定西，下同）建设等专项资金，工商行政管理系统１９８５年罚没收入和规费收支
情况，民政部门和１４个乡镇、街道办事处１９８６年民政事业费管理使用情况，平凉市林业
局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８年拨给杨庄乡造林专项款，“七五”期间全区商品粮基地建设资金投放使
用情况，静宁、华亭县扶贫专项资金等的审计。审计出坐支截留罚没款、挤占挪用专项

款、购置奢侈品、滥发奖金实物、虚报冒领、虚列支出、请客送礼、欠交挪用规费等违

纪违规资金１６０９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５３万元。查出平凉市杨庄乡原任出纳员采用
白条顶库等手段贪污造林专项款４１３万元，短款８０４３元，被移交司法机关侦处。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３年，审计平凉市、华亭、崇信县扶贫专项资金，庄浪、静宁县 “两西”

建设资金，泾川、灵台县及水利系统６２个单位小型农田水利资金、水土保持补助款及以
工代赈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公安、交警系统罚没收入和规费收支情况，７６个乡镇城
乡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分配使用情况，全区农业资金总体投入分配使用及效果等方面跟

踪审计。其中审计 “两西”等农业专项资金４７５３万元。审计出挪用专项款建宿办楼、修
车库、购买小汽车、弥补行政经费不足，虚列支出、转移资金，设立 “小金库”，截留专

款，滥发钱物，请客送礼等问题。其中违纪挥霍专款２１５万元，挤占挪用专款７８４万元。
罚没收入和规费收支坐支挪用、拖欠应缴财政、违规提留。教育费附加征收欠账多，管

理监督失控，专款不能专用。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６年，审计平凉市、华亭县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３年扶贫专项资金，行署农业委员
会、农牧处等部门及平凉市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农业资金总体投入使用情况，对地直教育系统
教育经费，地直农业主管部门和静宁、华亭、庄浪、崇信县、平凉市扶贫资金、“两西”

建设资金、扶贫专项贷款、以工代赈等专项资金，平凉市、静宁、庄浪县 “１２１”雨水集
流捐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审计平凉市国土有偿转让收入情况。审计出扶贫专项

款挤占挪用９１万元，农业专项资金挤占挪用、建房购车、违规出借、虚列支出等７１２６
万元，提高标准收取学杂费、挪用教育经费购车修车、变卖固定资产等违纪违规资金

５７４万元。审计出中共平凉地委党校自定收费项目、未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
据收取费用９１１万元，擅自发放奖金、补贴、福利等３万元。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审计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６年全区农业投入资金，各县市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计划

生育费和收费情况，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全区水利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７年全区
住房资金归集管理使用情况，以及粮食财务挂账专项审计。审计出出借挪用计划生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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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费１１５７万元，违纪违规水利专项资金４９９万元，出借住房基金、违规发放住房贷款
１０９５万元，粮食企业账面累计亏损１２９７７万元、挤占挪用专项资金４８４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审计扶贫、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养老保险基金、专项
募集赈灾福利彩票、退耕还林 （草）、财政支农等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以

及政府采购和政府利用外债情况。审计出挤占挪用、改变资金投向、损失浪费等违纪违

规资金４１５４万元，欠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９０１６万元。

第三节　工交商贸企业审计

一、工业企业审计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１月２８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代为监验联
合勤务总司令部西安被服总厂在平凉订制白套里毡１３万条，监验结论为１２万条。１２
月，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西安被服总厂在平凉续制毛毡５０００条，冬季鞋２０万双，白套里
毡１３万条代为监验。３７年 （１９４８）７月，代为监视西安被服总厂制革厂在平凉订购白
毛毡５万条。８月代为监视兰州被服总厂平凉被服工场历年购置变卖以及损耗财产一案，
报损金额１５７１８万元 （法币，下同），损耗金额７３９４３１５３万元。１０月，甘肃省审计处
委托平凉地方法院会同兰州地区账务审核处合查兰州被服总厂平凉被服工场３５、３６年夏
服费决算及棉鞋制造费决算，清核结果棉鞋决算表内有数字填写错误，当场更正。监视

西安被服总厂制革厂在平凉订制里毡８０００条，抽查１０％。１０月２５日，监视西安被服总
厂在平凉收购毛毡５０００条。
１９８４年，对平凉市水泥厂１９８３年财务收支情况和华亭县策底煤矿近３年账务进行试

审。审计出策底煤矿违纪违规资金１０１万元，有贪污挪用等经济问题的６人。１９８５至
１９８７年，对安口陶瓷厂、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峡中水泥厂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审计出漏计产品税、多摊成本费、多提福利基金、少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截留利润等

资金７００９万元。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先后审计平凉地区制革厂、印刷机械厂、八一机械厂、峡中水泥

厂、友谊革制品厂、电机电器厂等１９８８年承包经营责任完成情况及财务情况，以及８２户
对财政收入有较大影响的承包经营企业，占承包经营企业总数的４３％。审计出乱摊乱挤
少转成本费用、乱发补贴、资产不实、虚盈实亏等违纪违规问题。

１９９１年，对全区第一轮承包经营的８４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承包经营责任终结审
计，占国营承包企业总数的４４％。１９９２年，审计５３户国营重点企业，其中承包经营企业
４４户，占第二轮承包经营企业总数的８３％。１９９３年，审计４８户承包经营企业，占承包
经营企业总数的６８６％。审计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１１５６万元。主要有挤占挪用侵吞国家资
财，资金使用不合理、用生产性资金搞非生产性建设购置，掠夺性经营、国有资产大量

流失等问题。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６年，对国有承包经营企业９２户及财政补贴较多、亏损数额较大的４５户
国有重点企业进行审计，查出部分企业资产、负债、损益不实，虚增、虚减利润，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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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善、产权变更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经营状况不佳，效益每况愈下，工人待岗下岗

等问题。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全区审计７３户国有重点工业企业及股份制改造企业。审计出违纪违
规资金２７４６７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８５８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着重审计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华亭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８４

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审计出资产、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不实企业５９户，虚增虚
减金额４５４１万元，流失国有资产２２万元。

二、交通企业审计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２月，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对交通部公路总局
第七运输处平凉保养场报废使用逾年车２７辆监督审计。３７年 （１９４８）７月１３日，甘肃省
审计处委托平凉地方法院就近监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派员赴平凉验收

阿拉善旗的大车１５辆。
１９８４年，华亭县、平凉市审计局对县市汽车运输公司进行试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８１７万元。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０年，对全区１９８４年养路费征收支出情况和平凉地区汽车修理厂
１９８６年财务收支情况、平凉地区运输公司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超
标准收取管理费、提留福利基金、发放职工取暖费，漏缴税金，虚增利润，乱挤乱摊成

本费等违纪违规资金６３万元。查出泾川县道路管理站４名干部贪污公款５万多元，被移
送司法机关侦处。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对平凉市汽车修理厂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财务收支情况，平凉地区运输
公司、地区汽车修理厂１９９１年财务收支及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查出乱摊挤占成
本、设立 “小金库”、截留利润等违纪违规问题。各县市审计局亦对本级运输部门第一轮

承包经营的效益性和资产、负债的真实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计。

１９９８年，对全区公路运输管理系统、平凉交通技术学校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审计。查出截留应缴财政罚没款、白条报账、乱发钱物、请客送礼、超支经费

等违纪违规资金１１０８２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重点审计平凉地区运输公司及其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部分县运输

队、地区恒联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全区地方道路管理部门等。查出少报亏损、多计成本、

漏缴税金、提高规费标准、挥霍浪费等问题。

三、邮电通信审计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２月，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代行监督交通部第
八区电信管理局向甘肃 （华亭）电瓷厂洽购瓷头１万只，计划与实际购买相符。
１９９４年，对泾川县邮电局１９９３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多提职工福利费、少

提工会会费和职工教育费等问题。１９９５年，对平凉地区邮电局及静宁、庄浪、华亭、崇
信、灵台县邮电局１９９４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挤占成本费用等违纪违规资金
２４万元。

２００２年，审计平凉电信分公司和移动分公司２００１年财务收支情况，查出挤占成本
１０８万元、漏缴税金１１万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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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企业审计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对地区、县市食品公司、地区肉联厂及所属的２８个基层单位进行审
计。查出崇信县百货公司原任会计利用职务之便，违反规定，擅自给亲朋好友赊销货款

２８６万元，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０年，对平凉地区石油公司、崇信县饮食服务
公司罐头厂、平凉地区肉联厂、百货公司、五金公司、二轻公司及１５户商业企业，进行
审计。查出企业隐瞒收入、截留利润、乱挤乱摊成本费用、漏缴欠交税金、虚盈实亏、

擅自基建等违纪违规资金３０３万元。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对平凉地区五交化公司、肉联厂、二轻总公司、劳动保护用品公司

承包经营终结及各县市１１户承包经营期满的商业供销企业，平凉地区烟草公司、糖酒公
司、全区石油公司系统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转移截留虚增利润、漏欠少交税

款基金、少摊少计成本费用、少报亏损等违纪违规资金２９７６万元。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审计平凉地区农业机械总公司及平凉市分公司、甘肃省汽车工业总

公司平凉汽车配件公司、平凉地区土特产品公司、平凉地区新华书店、平凉华陇有限责

任公司、全区医药公司系统资产、负债、损益及财务收支情况，各县市审计局对本级亏

损商业企业重点抽查。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４２４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审计平凉地区糖酒公司等７户亏损额较大的商业企业、地县市直部

门办的经济实体、全区烟草行业、部分县市百货、饮食服务公司、平凉银河宾馆、泾川

温泉宾馆等。着重检查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查出虚增虚减金额２５８０万元及
国有资产流失、损失浪费等问题。

五、粮食企业审计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２月２３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平凉地方法院代行监督联合勤务总
司令部第七补给区运平凉转外口粮３０００余箱，有废品７箱 （每箱４８筒），确属霉坏，不
堪食用，就地毁埋。

１９８５年６月，对华亭县粮食系统１９８４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试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２４４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３万元。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对全区粮食系统８３个会计核算单
位１９８５年财务收支情况和９６户粮食企业进行审计。查出截留利润、乱摊乱挤成本费用、
议价挤占平价费用、议购平销、套取国家加价款以及虚报补贴和亏损、隐匿收入乱搞非

生产性建设等违纪违规资金２０７６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１７６万元。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审计平凉地区粮油贸易公司、粮食运输公司１９９１年财务收支情况。

查出少提折旧基金、乱摊成本费用、不合规票据报账、截留利润等违纪违规资金７８万
元。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先后审计四十里铺粮库、军粮采购供应站、窑店粮库和静宁县粮食
系统资产、负债、损益及财务收支情况。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５５９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
金１７万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以审计财务的真实性为重点，打假治乱，审计平凉地区粮食机械厂、

军粮采购供应站、粮油运销公司、四十里铺粮库、庄浪县粮食系统财务收支情况，查出

资产不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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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贸和物资企业审计

外贸企业审计　１９８７年，审计处对平凉地区外贸公司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财务收支情况进
行审计。查出乱挤乱摊商流费、截留应缴国家收入、滥发实物补贴、漏缴能源重点建设

基金等违纪违规资金４７６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２０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审计平凉地区外贸公司及所属的５户外贸企业。
物资企业审计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２月６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平凉地方法院代为

监督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军用物资处理委员会在平凉标售各项物资。

１９８５年，行署审计处对平凉地区农业机械公司商流费和专用基金进行审计。查出滥
发奖金、虚列费用、截留利润等违纪违规资金９５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１６万元。
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９年，对全区物资系统、平凉地区金属回收公司和地区物资局财务收支及承包
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９０１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８７万元。查出
平凉地区金属回收公司涉嫌贪污案件１起，涉嫌人员１１人，金额５８００元。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４年，对全区物资部门及平凉地区物资公司、地区金属回收公司、机电公

司、木材公司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１５８万元。

第四节　其他审计

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专项工程审计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０月３１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省高等法院第一
分院代行监督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筹建磨粉厂，征地９亩及土木工程建筑等
事宜。１１月１日代行监督验收国立陇东师范学校建筑伙房、寝室等事宜。１２月２２日，代
行监验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添置校具暨土地并土地附着物等事宜。３７年 （１９４８）６月２１
日，甘肃省审计处委托平凉地方法院就地监督交通部总局第七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平凉段

举办两桥建设工程。８月１６日，就地监验平凉公务段举办嵩店护坡及石拱桥改线等工程。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地、县市审计机关联合对平凉市水泥厂扩建３×４５米回转窑，安口

陶瓷厂细瓷生产线建设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多算工程量、加大工程造价，提取工程款

发放奖金和支出招待费，损失浪费资金，超规模支出基建款等问题，作冲减工程造价等

处理。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共审计自筹基本建设项目４２个，停缓建项目１１个，重点抽
审静宁、庄浪县人畜饮水工程项目７个。审计发现自筹基本建设资金不落实、资金来源
不正当、不完全具备开工条件、不符合基建程序等问题，挪用截留人畜饮水工程款的问

题比较突出。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先后对静宁县蔡家庄煤矿基建工程、泾川县红河灌区工程、华亭县
煤矿改扩建工程、崇信县新柏煤矿基建工程和平凉地区运输公司危房改造、人民医院住

宅楼建设、丰收机械厂迁建工程、华亭矿务局马蹄沟煤矿基建工程和全区５３个基建项目，
进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８５３万元，损失浪费资金１６８３万元，挪用专项工程款
２１４万元。并对１９９１年国家注入清欠资金的８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检查。１９９３
年，审计基建项目３８个，审计投资总额９９１６万元。至１９９５年，审计基建工程项目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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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项目２２个，开工前资金来源项目３９个。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２７６１万元。处理收缴财政
资金９万元，补缴税金１１万元，核减概算和工程成本５２２万元。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对灵台县西沟门煤矿新建工程、泾川县豹子沟煤矿和崇信县新窑煤

矿改扩建工程、平凉市水泥厂２０万吨水泥节能改造工程、泾川县有机化工厂５０００吨冰醋
酸、庄浪县淀粉厂、华亭县煤矿洗煤厂建设项目预算执行及竣工决算情况，进行审计。

各县市审计局完成基建工程及竣工决算项目审计２６个。查出超规模超概算、多计或挤占
工程成本、漏欠调节税、不合规票据报账、挪用侵占建设资金等违纪违规资金和有问题

资金２１２１７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审计全区水利建设工程资金、集流节灌工程资金和地区峡中水泥厂

１５万吨水泥改扩建、泾川县３５００吨肉制品生产线、静宁县化工厂１０００万发电雷管生产
线、静 （宁）秦 （安）公路、平凉市南干渠、庄浪县竹林寺水库建设等工程竣工决算，

以及灵台县什字塬万亩高标准节水灌溉工程等省、地列重点建设项目３７个。审计出资金
不落实、超规模超标准、挤占挪用、漏缴税金等资金３０９４１万元。

城建资金审计　１９８９年，平凉市、静宁县审计局对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城市建设维护费进
行审计。查出虚列支出、私设 “小钱柜”、用专项资金购买小汽车、截留罚没收入等违纪

违规资金１５６万元。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对平凉市 “两通两达”城市建设工程、城市供水

工程和各县市城市建设综合治理资金，进行审计。查出平凉市城市供水工程违纪违规资

金２０１万元，处理收缴财政资金４７万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审计全区城乡农电网改造、平凉市给水扩建、垃圾处理项目、崆峒

山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崇信县城区供水改扩建及二期供暖项目等，查出挪用、浪费、克

扣城建资金等问题。

建筑安装企业审计　１９８６年，对华亭、崇信县建筑工程公司１９８５年工程费用支出情
况进行审计。查出挪用流动资金、工程费摊入商流费、假报冒领等违纪违规资金５２５万
元，查出崇信县建筑工程公司贪污案１起，涉案人员２人，贪污公款６３３０元，被移送司
法机关侦处。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对华亭县建筑工程公司和平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经营情况进行
审计。查出行贿、请客吃喝、漏缴税金等违纪违规资金 ２１３万元，被移送检察机关
审理。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对平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财务决算及经济责任完成情
况、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１９９２年前有违纪违规资金３１１万元。

二、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企业干部离任审计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审计处对平凉地区运输公司经理、肉联厂厂长
离任经济责任进行审计。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审计处对平凉地区运输公司经理、水利水电工程局局长、电机电器
厂厂长、友谊革制品总厂厂长离任经济责任进行审计。主要有少计挤占费用、少摊递延

资产、少提职工福利费、欠缴税金、虚列支出等问题，违纪违规资金１９１７万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审计平凉地区汽车改装厂厂长、制革厂厂长、二轻公司经理、粮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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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平凉宾馆经理任期经济责任。查出白条顶库、不合规票据报

账、漏缴税金等违纪违规资金３０１８万元。
党政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１９９４年，平凉市审计局对市二轻局主要领导干部

离任经济责任进行试审。１９９５年５月，全区审计机关完成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２９项。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审计机关共完成党政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１８５项。查出
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５５４８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完成地、县市直部门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５７２项。查出各类

违纪违规资金６８７１万元，处理处罚８５６万元，指明纠正资金２１１０万元。
三、利用外资审计

教育贷款项目审计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甘肃省审计局委托审计处先后两次对平凉师范
学校执行世界银行贷款教育项目进行审计。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审计庄浪、静宁县 “贫Ⅲ”义务教育工程项目。
卫生贷款项目审计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受甘肃省审计厅委托，审计处对世界银行贷款

结核病防治项目、世界银行信贷综合性妇幼卫生项目和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世界银行贷款疫病
预防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发现专款不能专用、回补资金不及时以及个别违纪

违规问题。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连续跟踪审计国外援款的卫Ⅴ （结核病防治）、卫Ⅵ （妇幼保健）、

卫Ⅶ （疫病预防）项目，检查外资管理、使用、效益情况和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农村贷款项目审计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受甘肃省审计厅委托，平凉市审计局连续３年
对世界银行贷款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进行审计。审计总投资７２１万元，其中外汇贷
款２７９８万元人民币，配套人民币４４１２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继续对平凉市世界银行贷款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泾河流域水

土保持项目 （马莲河二期工程）进行审计，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援款等违纪违规问题及违

反贷款协议的虚假行为。

合资企业审计　１９９６年，审计处对崇信县陇港彩色塑料胶袋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财务收
支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出欠缴国家对中方职工价格补贴、少转成本形成虚增利润、欠缴

企业所得税、动用储备资金和事业发展基金搞非生产性支出等资金１８５万元。
四、审计调查

财税金融调查　１９９１年，审计处对平凉市、庄浪县违规越权减免税、工商税超收和
集市贸易税提留分成等进行专题审计调查。对建设银行平凉房地产开发公司营运资金进

行审计调查。调查发现有挤占信贷资金、设立 “小钱柜”、管理失控等问题。

１９９２年，对全区１１个乡镇财政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重点审计调查。对灵台、华亭县
财政信用资金进行审计调查。调查报告认为资金沉淀，周转不灵；立项不准，损失严重；

改变资金用途，专款不能专用，且不能收回。华亭县支农周转金逾期款占投放总额的

６７７％。
２００２年，审计处对平凉市、庄浪县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审计调查。查出出借、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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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等违规行为资金９５万元。
专项调查　１９９１年，审计处审计调查地直一级预算单位２７个，各县市审计调查行政

单位１４０个。地直单位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行政经费累计超支２１５３万元，有７０％以上的单位
用行政经费和其他经费垫支医药费，还有一些单位超标准发放奖金等。１９９２年，全区审
计机关对行政事业单位１９９１年用公款吃喝送礼等问题进行审计调查。调查发现挪用专项
款和事业费等公款请吃现象普遍，借用开会之机赠送皮鞋、茶具、公文包、衣料等礼品、

纪念品问题突出，以考察、学习、培训等名义用公款旅游等。被调查的地直６个部门有
１６人借参观学习之名报销旅游差费２２万元。

１９９４年，审计处对平凉市、华亭县的扶贫资金进行审计调查。查出投向不准、效益
不佳，挤占、借支、转移等违纪违规资金２６３万元。１９９７年，全区审计机关先后对扶贫
资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林业生态建设资金、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的管

理使用情况及计划生育收费、医药市场、农民负担等情况，进行审计调查。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支农专项资金
及政府采购、政府外债进行审计调查。全区正在执行和执行已到期进入还贷期的政府外

债６项、贷款协议总额３１５０３１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２６１４６０４万元）。
企业调查　１９８８年，全区审计机关对９１个工业商业企业进行审计调查。发现生产过

剩，产品质量不高，品种单一，销售不畅，压库严重等问题。１９８９年，对１２户工业商业
企业的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销售、利润、企业留利增长，但财政收入减少。

１９９１年，全区审计机关对一次性削价处理商品及生猪经营、企业税后留利、效益升
益等情况进行审计调查。调查单位２００多个，发现部分商品削价幅度超过规定比例，生
猪收购压级压价，一些企业效益滑坡、明盈暗亏等问题。１９９２年，对部分供销企业经营
情况和党政机关会议费支出情况进行审计调查。调查发现供销企业违反价格政策、提高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获取利润２４４万元，多计费用、虚增虚减利润等违纪资金９０９万元；
被调查的８２个地、县属党政机关１９９１年召开各类会议６５９次，支出会议费３３２万元。
１９９３年，全区审计机关分别对本级烟草公司财务收支情况及亏损企业进行审计调查。调
查发现烟草公司系统挤占费用、少报销售收入、少提各种基金、截留利润等违纪违规资

金１１１５万元。被调查的３５户国有工商亏损企业核实亏损９２０３万元。亏损原因为决策
失误，损失浪费严重；不合理资金占用多，利息支出加大；内控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

混乱。１９９４年，对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百货系统小型企业实行国有民营情况进行审计调
查。调查发现农业生产资料企业会计核算不准、少计成本费用、虚增利润４２万元，擅自
提价、非法牟利４２３万元，乱挤费用、漏缴税金３７万元。
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对工业企业负担情况及平凉华陇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调查。调查

发现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向企业收取 “管理费”、“赞助费”、“会议费”、占用企业资产

的问题严重。平凉地区电机电器总厂 １９９６年被收取各种费用 ５５万元，被占用资产
１３万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审计调查１５户股份制企业、企业集团及破产、兼并企业。发现企业
在改革过程中低价收购、变相侵吞国有资产，企业资产和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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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审计

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地区和华亭县审计事务所接受委托，审计查证、咨询服务和帮助建
账、清理财务事项５０５项，审计资金总额１４７１９万元，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３４００元，虚假
资金及有问题资金１３３５５万元。
１９９２年，地区和华亭县、平凉市审计事务所接受社会委托项目１８９项，查证资金总

额３６９３万元，查出有问题资金５３万元，建议收缴财政资金５３万元。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
地区和各县市审计事务所深入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共完成委托查证项目１５３１项，查证、
验资金额１５２３７万元，并向有关单位提供审计查证报告，开展年检验资和业务咨询服务。
１９９５年完成业务收入３４万元。

１９９６年，全区审计事务所接受社会各界委托项目１０７１项，查证验资总额９８７０万元，
完成业务收入４０万元。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完成查证验资项目２４５６项，查证验资金额２００３０
万元，完成业务收入１０３７万元。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平凉陇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静宁曙光 （联合）会计事务所接

受社会委托签订业务约定书，完成年检验资、查证项目３５３项，查证验资金额８３１８万元，
业务收入９５５万元。

六、内部审计

１９８９年，全区完成内部审计事项５８项。查纠违纪违规资金４３９万元和损失浪费资
金１３万元。１９９０年，完成内部审计１２５项，查纠违纪违规资金１１５９万元。
１９９１年８月，全区完成内部审计２５９项，查纠违纪违规资金３１８２万元和损失浪费

资金６７２万元，促进企业增收节支１６６万元。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５年，完成内部审计１１８８项，查纠违纪违规资金２７８４万元和损失浪费资

金２０４万元。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完成内部审计４８０项，查纠违纪违规资金７８３３万元，促进企业和

部门增收节支３２１万元，提出建议７４条。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完成内部审计３６１项，纠正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４８７万元。

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审计简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审计单位

（个）

查出违纪

违规资金

决定收缴

财政资金

追还挪用

资　金
查出损失

浪费资金

移送贪污案

件数 人数 金额

１９８４ １５ ２９０７ １８３ ２２

１９８５ ５２ ５１０３ ４６７ ２０５ ３ １２ ２６

１９８６ ３６１ ９０７９ ３４８ ７ ６ ４３

１９８７ １７４ ８２３２ １３２３ ２６

１９８８ ４６９ ５８７８ １１５４ １０ １０３０ ２ ５ ０４

１９８９ ３９５ ９７１７ １５５６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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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审计单位

（个）

查出违纪

违规资金

决定收缴

财政资金

追还挪用

资　金
查出损失

浪费资金

移送贪污案

件数 人数 金额

１９９０ ３７７ ９０３２ １３７３ ５５７ ２１８ ２ ２ ０４

１９９１ ４３１ １２５５８ １５２２ ５７８ １２８ ３ ３ ０３

１９９２ ４２６ １３４３６ ３２５ ２９３２ ８５２５ ２ ２ ０５

１９９３ ３５７ １２９８８ ２３ ５２６８ ５１３４ １ １ ２１

１９９４ ３４９ ９１８０ ２５０ ２１７０ ３４７

１９９５ ２８９ ３２７５９ １５８４ １０８６

１９９６ ３４０ １７２８４ １５２８ ２６８６ １ １

１９９７ ４３０ ３０２０３ １９７５ ４９１１

１９９８ ４５９ ４７２７８ ３４９６ ７２２０

１９９９ ４３９ ９４０６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９７ ８８０５０ ２１７３ ４６３２

２００１ ４２５ ６４７７０ ２２９０

２００２ ５４４ １２０３５０ 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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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　机　构

一、行政机构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省政府度量衡检定所成立后，各县设立度量衡检定分所，配备
主任、检验员、工友数人，业务由省所直接领导。３１年 （１９４２），与县政府建设科合并，
两块牌子，度量衡检定分所主任由县政府建设科长兼任。３５年 （１９４６）撤销，业务并入
建设科。

新中国成立初，度量衡检定业务由建设科管理。１９５０年划归工商科管理。
１９７０年３月至１９７９年，各县计量管理机构相继成立。
１９７６年５月，成立平凉地区标准计量管理所，隶属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１９８４年１０

月，划归地区经济委员会。

１９９４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技术监督处，编制１５人，设业务科和法制科。１２月被国
家技术监督局授予 “全国技术监督工作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８年被国家人事部、技术监
督局授予 “全国技术监督系统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更
名甘肃省平凉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二、下属机构

平凉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与平凉地区标准计量管理所合署
办公，编制３３人。１９９４年２月，平凉地区计量测试所分设。编制１９人，设综合、食品、
煤炭、建材、机电、陈化粮６个专业室和业务办公室。２０００年具备了１０大类６８种产
（商）品的检验资格和能力。２００２年在职职工２１人。

平凉地区计量测试所　１９９４年２月，标准计量管理所更名为计量测试所，与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分设。设热电、压力、瓦检、天平、测力、衡器、综合７个工作室，编制
１４人。２００２年在职职工１３人。

平凉地区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公室　１９９７年９月成立，编制３人。为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机构代码的申报、发证单位。２００２年在职职工４人。

平凉地区劳动安全管理总站　２００１年９月成立，编制２２人，下辖平凉地区锅炉压力
容器检验所、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安全劳动技术培训管理站、石油液化气钢瓶检验站。

２００２年共有在职职工２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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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计　量

从区内出土的西周 “铜量” （实测值２３３毫升）、宋代 “瓷斗” （实测值３４４１毫
升）、西汉 “律铢权”、宋代 “铁铊”、金代 “铜铊”、清代 “钢制二两砝码”（实测值７０
克）和地区博物馆藏清代 “铁砣”（实测值４４８０克），可以看出本地计量史之源渊。

一、度量衡制变革

度器单位　上古时代，度器尺制通用单位有：寸，１０分之一尺；咫，８寸；尺，１０
寸；丈，１０尺；寻，８尺；常，１６尺。非通用单位有：幅，２尺７寸；量，５尺；端，２０
尺；两，４０尺；匹，４０尺；疋，８０尺。仞制实用单位有：仞，约４尺；常，４仞，约１６
尺；索，２０仞，约８０尺。秦汉时期，从度制导出里制。汉代度制为分、寸、尺、丈、
引，均为 １０进制。历唐、宋、元、明诸朝。清代进一步完善为毫、厘、分、寸、尺、
丈，均为１０进制。清末民国初，度量衡制混乱，各地量值不一。平凉度器用木匠所用木
裁尺和法定尺等量，普通用宫裁尺合法定尺１尺１寸。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执行北京政府
公布的 《权度法》，以万国权度公会所制定铂铱公尺为度之单位。１８年 （１９２９）执行南
京政府公布的 《度量衡法》，法定度量衡以万国权度公会所制定铂铱公尺原器为标准，度

制单位设公分、公尺、公里。并暂设辅制称 “市用制”，设市寸、市尺、市里。

量器单位　上古时代，容量斗制单位有：升、斗、斛，皆 １０进制。豆制有：升、

１９０３年仍在使用的量器

豆、区、釜 （
#

）、钟、秉、?、稷、

筥，非 １０进制。汉设 ５量：龠、合、
升、斗、斛，唐容量单位：抄、撮、勺、

合、升、斗、斛、秉等。清容量单位：

抄、撮、勺、合、升、斗、斛、石。清

末以漕斛为量之标准，漕斛１升合１０３５
毫升。民国时期法定容量单位：撮、勺、

合、升、斗、石、秉。

衡器单位　上古时代，权衡单位有
铢、两、斤、钧、石。周以前重量单位及进位关系：黍 （粟）、累 （圭），１２粟为分，１２
分为铢，２４铢为两，１两半为捷，２捷为举，２举为锾 （锊），１６两为斤，１０斤为衡，１５
斤为秤，２秤为钧，４钧为石，４石为豉，２００斤为引。汉设５量：铢、两、斤、钧、石，
非１０进制。唐分累、铢、钱、两、斤、钧、石，非１０进制。宋至明用丝、毫、厘、分、
钱、两、斤、秤、钧、石，非１０进制。清为丝 （清末不用）、毫、厘、分、钱、两、斤，非１０
进制。清末以库平两为权衡之标准，库平两１两合３７３０１克，１斤合５９６８克。民国时期，
按度量衡法，采用万国公制，分市制与公制。市制单位：丝、毫、厘、分、钱、两、斤、担，非１０
进制；公制单位：斤以下单位用市制，斤、衡、担、吨，均１０进制。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实行公制即公尺、公斤、公升为基本计量单位制度，并通行市制即市

尺、市斤、市升。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５日，按照国务院 《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实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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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制”为基本计量单位，废除旧杂制，限制英制的使用范围，逐步改革市制。１９７７年７
月２０日，公布了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以长度、面积、容量、重量、各科为计
量单位的名称用字。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４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

案 （试行）》，基本计量制度采用国际单位制，暂时允许使用市制单位。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７日，按照国务院命令，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１９８６年全区广泛推广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加快市制计量器具改制，共改制各种市制
计量器具１８８万台 （件）。１９９０年全区基本实现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度器量值　商１尺合１５７８—１５８０厘米。汉１尺合２３００—２３６０厘米。新莽１尺合
２２９２厘米。晋 １尺合 ２４１５—２４５０厘米。隋 １尺合 ２９６７厘米。唐 １尺合 ２９００—
３０８１厘米。宋 １尺合 ２７００—２８３０厘米。明 １尺合 ３１７０—３５８０厘米。清 １尺合
３２００—３５５０厘米。民国１尺合３１５厘米。新中国成立后１尺合３３３厘米。

容器量值　战国时１升合２００—２３０毫升。秦汉时１升合１９４—２０５毫升。三国魏１升
合２０２３毫升。北齐、北魏 １升合 ３９６３毫升。隋、唐 １升合 ５９４４毫升。宋 １升合
６６４１毫升。元１升合９４８８毫升。明１升合９６０毫升。清１升合９９２—１０４３毫升。民国
１升合３３００毫升。新中国成立后１升合１０００毫升。

衡器量值　战国时１斤合２２４０—２５６３克。秦１斤合２４００—２６８８克。汉１斤合
２３８３—２５２０克。新莽１斤合２１４２—２４９６克。东汉１斤合２１７６—２７００克。北魏１斤
合５１５５克。隋１斤合６９３１克。宋１斤合６２５０—６４００克。元１斤合５８５５—６３７５克。
明１斤合５７２８—５９４２克。清１斤合５６０８—５９５８克。民国１斤合５８０克。新中国成立
后１斤合５００克。

民国时期各县度量衡单位换算表

县　名 １尺折合厘米数 １升折合毫升数 １斤折合克数

平凉县 ３１５ ３３００ ５８０

泾川县 ３５ ２３８０ ６４１

灵台县 ３５ ３０００ ５８０

崇信县 ３２ ３１８０ ５１１

华亭县 ３１ ３０００ ５７０

静宁县 ３６６ ３９６５ ５９６

庄浪县 ３３ ４０００ ５９６

１９５２年平凉区在静宁县进行整顿度量衡标准试点，平凉、固原、海原、西吉、静宁
５县参加。改原用老尺１尺３７厘米为１尺３３３厘米；１斗３０斤为１斗１５斤，１斤１６两、
５９７克为１斤１６两、５００克。１９６０年改旧制重量１市斤１６两为１市斤１０两、５００克。
１９６２年底７县市完成改制新秤工作。

１９７７年改中医处方计量单位 “钱”为 “克”，１钱等于３克。１９７９年底结束，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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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改制戥秤１９０３支。
地积单位及量值　古建步立亩，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

为井，井者一里。秦以前历代亩法设亩，步里法设步、里。秦至唐亩法设亩、顷，步里

法设步、里。宋至清亩法设毫、厘、分、亩、顷，步里法设毫、厘、分、步、里。清末

度法设方尺、方丈，亩法设分、亩、顷。方尺，１００方寸；方步，５尺平方，即２５方尺；
方丈，４方步；分，２４方步，即６方丈；亩２４０方步；顷，１００亩；方里，５４０亩。民国
时，设毫、厘、分、亩、顷。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仍沿用毫、厘、分、亩，

均为１０进制；１００亩为１顷。
二、计量考核认证

地区级计量标准器考核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平凉地区计量测试所先后建立三等测力计
量标准装置、二等克毫克组砝码标准装置、三等公斤砝码标准装置、精密压力表标准装

置、数字多用表标准装置、瓦斯计检定装置、加油机容量检定装置７项标准器，１９８６年８
月１９日至２３日，考核合格的有４项。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８日，复核合格后，颁发 “计量标准

考核合格证书”。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６年，建立心脑电图机检定装置、医用 Ｘ辐射源检定装置、
医用超声源检定装置、电话计费器标准检定装置、出租汽车计价器标准检定装置，计１２
项。已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２００１年６月，建立
２２０Ｖ／０－８０Ａ电能表检定装置，经考核合格，获得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合格证书”。

县市级计量标准器考核　１９８７年考核评审７县市标准计量管理所建立的四等砝码标
准装置、量提检定装置、竹木直尺检定装置；泾川、静宁、华亭县建立的血压计检定装

置；静宁县建立的二等克毫克组砝码标准装置、三等公斤组砝码标准装置，均达到国家

计量标准器要求。２００１年７月，泾川、静宁、庄浪县建立２２０Ｖ／０－８０Ａ电能表检定装
置。２００２年４月，静宁县建立４００Ｖ／０２－８０Ａ三相电能表检定装置。均经考核评审，取
得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合格证书”。

企业计量标准器考核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地区考核组对地区印刷机械厂、电机电器
厂、灵台县农机厂、平凉市机械厂等企业建立的万能量具计量检定标准器进行考核评审，

取得 “计量标准器考核合格证书”。并对授权的平凉市、华亭县自来水公司建立的水表检

定标准器进行考核、认证。２００２年，建立平凉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甘肃中瑞磁驱动科技
有限公司、平凉普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最高计量标准８项。

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平凉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卫生防疫
站、药检所取得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和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验收合格证书”。１９９６
年平凉地区环境监测站、平凉市、泾川县防疫站先后取得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１９９９
至２００２年，灵台、华亭、崇信、静宁县卫生防疫站和平凉地区汽车运输业车辆综合性能
检测站、平凉地区能源监测站取得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企业质检机构计量认证　１９８５年９月，对企业质检机构考核评审。１９９８年底，全区
有２１户水泥、面粉、榨油、副食厂和粮库等企业的质检机构取得 “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三、计量检定

县市以上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及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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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

具，实行强制检定。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在用计量器具，都属于依法管理，按使用频繁

程度，主动送计量技术机构周期检定，或内部自行检定，保证其准确可靠。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全区普查、普修、普检各类计量器具１７１万台 （件）。

１９８１年４月６日至１０日，对２４个地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度量衡进行全面检查检定。
检定衡器２０４台，合格的８４台，合格率４１２％。各县市也开展了商业和市场用度量衡器
的监督检查工作。１９８３年全区检修各类计量器具１２８万台 （件），全区７３户厂矿企业有
计量器具２２８４台 （件），进行了造册登记，建立台账。１９８４年地、县市计量部门到９７个
厂矿企业修理、检定各种万能量具、热工仪表、天平、衡器、万能材料试验机、电磁仪

表、压力表等５１０台 （件）。抽查１１４户企业的各种计量器具２９７台 （件），有检定证书

的１４１台 （件），受检率４７５％。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全区修理检定各类计量器具３７７万台
（件），其中地区所检修２１５０台 （件）。１９８７年８月１日至９月中旬，重点检查全区商业、
粮食、供销系统和集市贸易在用计量器具，共抽查计量器具７９２６台 （件），能按周期送

检的占６１２％，抽查合格的占９０１％。１９８８年检修各类计量器具２５３万台 （件），其中

测力仪器、热工二次仪表、各种衡器周检率在９５％以上，各种天平砝码、动圈仪表周检
率９０％，其他计量器具周检率均为８０％以上，是历年来周检率最好的一年。１９８９年２月、
１１月重点检查计量器具周检率、合格率、推行法定计量单位情况、袋装商品分量４项工
作，查出有违法行为的１６１起，罚款６８４０元，没收计量器具４９４台 （件）。

１９９０年，在华亭县调查，台案秤、木杆秤、直尺、量提、血压计、压力表各项标准
器改制率达到９３％至１００％。全区考核，基本完成向法定计量单位过渡的要求。１９９２年
对平凉城区销售的木杆秤、台秤、案秤、电能表、水表、电流表、电压表、血压计、药

物天平、人体秤、万用表等１５种计量器具进行抽检５０５５台 （件），符合生产许可证规定

的９７７台 （件），占１９３２％，无生产许可证标记的３９２１台 （件），占７７５７％。１９９３年
对全区３２个加油站的 ６４台在用加油机和流量表进行检定，合格的 ５８台，合格率
９０６％。１９９４年，地区计量所新增６台医疗仪器设备检定标准器，新开展计量检定项目３
类５项。对全区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在用的１３２台 （件）医用超声源、

心脑电图机、Ｂ超仪、Ｘ光机等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的１２１台 （件），合格率９１％。
１９９５年，对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监测等方面计量器具 ２９万台

（件）检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占检定总数的９１％。１９９６年对医用超声源、医用辐射源、
心脑电图机、分光光度计、电话计费器、谷物水分测定仪等标准器开展强制检定。１９９８
年围绕面粉、食用油、化肥、液化石油气、燃油加油机等与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产 （商）

品开展计量检查，共抽查计量器具３８０多台 （件），抽查包装商品１１４０批次，没收非法
计量器具８台 （件）。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检定各类计量器具１０５１万台 （件），强检计量器

具受检率９６％。检定安装出租汽车计价器２７２台，强检汽车车速里程表３０００块。没收不
合格计量器具３１６台 （件），查处利用计量器具坑害消费者４２户。并对各县市电信部门
在用的７台程控交换机及４００部 ＩＣ卡电话机进行检定，受检程控交换机计时计费不准、
ＩＣ卡电话机计费率高于规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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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企业计量定级升级

１９８２年，查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施，查量值传递执行情况，查技术水平，查规章制
度，查任务完成情况，扭转计量器具失准失修、能源消耗和大宗原材料进出厂不计量、数

据不准不全、“假账真算”等状况。１９８４年对工业企业计量定级、升级考核，计量检测
设施、计量检测水平、计量管理水平。

１９８５年，经省、地考核合格，报请甘肃省计量管理局审核批准的二级、三级计量合
格工业企业各８户。１９８６年，２户工业企业晋升为二级计量合格企业，２１户工业企业取
得三级计量合格企业。１９８７年，４户工业企业晋升为二级计量合格企业，取得三级计量
合格工业企业３３户。１９９１年企业计量定级、升级工作停止，逐步实行对中小企业计量合
格确认。至２００２年，共有７５户企业获得 “计量合格确认证书”。

第三节　标准化

一、农业标准

１９８１年，地区标准计量管理所会同地区农科所，对该所科研人员培育的８种优良粮
食作物种子成果进行总结，制订为平凉地区种子标准，及时推广大面积种植。制定 《平

凉地区种子标准化规划》，推广穗选、块选、场选，提纯复壮种子，落实县、社、队育种

基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地区标准计量管理所批准发布由平凉地区农科所起草的 《平

凉山药》《平凉百合》２项标准。
１９８６年，制定适合平凉地区不同区域的小麦栽培技术规程等１０项农业标准。是年８

月１日至５日，进行审议，然后发布实施。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甘肃省技术监督局发布 《泾川县无公害优质苹果样板园规范》《泾川

县无公害优质苹果分级规范》２项标准为甘肃省地方标准。至２００２年，甘肃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发布 《静宁烧鸡》《水平梯田建设技术规范》《小麦品种—平凉３９号》《泾川县优
质烤烟栽培技术规程》等为甘肃省地方标准。全区共有农业标准２６项。

二、工业标准

１９７８年后，对平凉柳湖春酒厂研制的柳湖春、崆峒系列酒等成果，通过总结制定为
平凉地方标准发布实施，组织生产，被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１９８６年初，制定具有平凉地方风味和特色的４０项食品标准，并按标准生产食品样
品。是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召开食品标准审定质量评品会议，认为食品色、香、味、
型具有平凉地方风味和传统特色，通过发布实施。到１９９８年累计发布工业标准１３６项，其
中食品类５９项，机械类２３项，轻工类３９项，化工建材类９项，其他类６项。

三、企业标准备案

１９８９年按照甘肃省质量局印发的 《甘肃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备案

的企业标准统一冠以备案编号，分配地区、县市不同的编号代码顺序，平凉地区代码为

６２２７００，平凉市为６２２７０１，泾川县为６２２７２２，灵台县为６２２７２３，崇信县为６２２７２４，华亭
县为６２２７２５，庄浪县为 ６２２７２６，静宁县为 ６２２７２７。企业标准备案，统一由地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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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３日至１４日，甘肃省技术监督局在平凉召开全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文件互
审 （东片）会议，抽查的２４个产品标准备案文件采取交叉方式进行互审。到２００２年全
区企业标准备案累计１３０个。

四、基础标准宣传贯彻

１９７６年始宣传 《机械制图》、《形位公差》，至１９７９年，全区有３７种机械制造产品
按新的基础标准重新设计图纸，制定工艺，改进模具，占产品数的７４％。１９８８年，国家
发布 《公文格式》《通用信封》标准后，分５期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室主任或
人秘科长２４９人参加的学习班和印刷企业、邮电部门标准化人员学习班，确定公文格式、
通用信封印刷企业，保证此项标准的贯彻实施。１９９４年，举办２期 《标准化工作导则》

培训班，培训企事业单位标准化工作人员９６人 （次）。１９９５年，国家技术监督局 《食品

标签通用标准》发布后，针对食品企业仍然按旧标签标准标注的实际，举办２期食品标
签通用标准培训班，培训人员１００人 （次）。１９９６年举办 《烧结普通砖》《水泥包装袋》

《饲料标签》等标准培训班５期，培训标准化骨干１２０人 （次）。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２日至１４
日，全省粮食国家标准宣传贯彻研讨会在平凉召开。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全区农业标准化
工作会议提出，以 “菜篮子”产品的无公害生产为突破口，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

五、标准实施监督检查

１９８２年，抽查４２户重点工业企业生产的７６种产品，按照国家标准组织生产的有６０
种，按照部颁标准组织生产的有１６种，达到标准质量要求的产品仅占７３％，多数企业没
有产品质量检验测试手段。１９８３年，地区、县市检查８０户工业企业生产的３０６种产品，
其中执行国家标准的４７种，部颁标准的８１种，企业标准的１３５种，无标准生产的４３种。
１９９２年，检查３５０种产 （商）品标签，符合标准规定的２２６种，占７６％。１９９４年，

对食品行业实行标签审定许可证制度。１９９５年，在全区进行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执
行标准普查登记工作。１９９６年，加强对强制性标准的监督检查，帮助小型企业、乡镇企
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建立健全产品标准，完善标准化体系。同时，加强对 《国旗》标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化妆品标签》等标准的监督检查。１９９８年，被列为全省消灭无标
生产试点的泾川县通过省级验收，成为全区第一个 “消灭无标生产县”。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
平凉市、庄浪、灵台、崇信、华亭县被确认为 “消灭无标生产县”。泾川县被列为全省农

业标准化示范县。２００２年，为企业提供标准信息文本８６６册，帮助企业制、修订产品标
准１７项。

六、工业企业标准化定级升级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华亭县安口电瓷厂召开全区企业标准化整顿验收现场
会，华亭县安口电瓷厂等２户工业企业分别被评定为二、三级标准化企业。１９８９年，《甘
肃省企业标准化定级升级考核办法 （试行）》实施后，翌年初，经甘肃省质量局培训考

核，聘任３人为平凉地区企业标准化定级升级考核评审员。有１户工业企业被评定为三级
标准化企业。１９９１年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晋升为二级标准化企业，８户企业被评定为三
级标准化企业。到１９９３年全区共完成标准化定级升级工业企业２０户，其中２户工业企业
为二级标准化企业，１８户工业企业为三级标准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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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标准的采用

１９８５年以来，采用国际标准验收合格的工业产品，给予优质优价、减免税收、技术
改造项目优先安排，在原材料、动力供给、奖金方面给予优先安排和照顾。１９８６年，平
凉地区印刷机械厂的切纸机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后免税１５万元。１９８８年，平凉地区电机电
器厂的相异步电动机、平凉市羊毛衫厂的单面针织纯毛衫、华亭县安口电瓷厂的半导体

棕釉高压针式瓷绝缘子产品采用国际标准。１９８９年平凉机床附件厂的三爪定心卡盘产品
采用国际标准后免税４００９万元，平凉市毛纺织厂的纯毛提花毯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后免
税９万余元。１９９０年后，又有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的反射调速器、真空开关管等产品采用
国际标准。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有７户企业１０种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２００１
和２００２年，对平凉市水泥厂、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静宁县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华
亭陇东建材集团陇东水泥有限公司、甘肃安口电瓷厂等企业的１４项产品采用国际标准考
核验收，颁发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验收合格证书”。

八、机构代码

１９９３年，地区行政公署批转 《关于建立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统一标识代码

制度实施意见》，由地区标准计量管理所具体办理代码证书的颁发工作。１９９４年全区以抓
代码证书的强制应用为工作重点，对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强制应用标识代码作出明

确规定。

１９９５年４月底，全区办理代码证书７０６９户，占应办理代码证书８３９２户的８５１５％。
１９９７年开展代码变更、撤销、查验、年检工作。１９９８年地区标识代码办公室微机实行全
省联网，代码证书全面进入应用阶段。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对代码网络及系统软件全面维护
和升级。

第四节　质　量

一、质量管理活动

１９７８年９月，首次组织开展 “质量月”活动。１９７９年，在工交系统推行全面质量管
理，在工业企业中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从采购抓起，严把原材料进厂质量关；从产

品工艺抓起，加强各车间、班组半成品生产质量关；从产品总装到成品出厂建立健全和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有的企业还在 “质量月”活动中开展职工技能比赛、产品质量达标

比赛。全区组织张玉英等栽毯技术能手观摩队，在灵台、平凉、静宁、庄浪县地毯厂巡

回表演示范，手把手教技术、传经验，促进全区地毯产品质量的提高。组织有煅烧实践

经验的水泥煅烧技术能手郜文学等攻关观摩队，逐水泥厂解决煅烧质量问题，推动全区

水泥产品质量的稳定提高。１９８５年后，质量管理工作在各行各业中全面推行。２０００年，
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创建 “购物放心一条街”活动。平凉市新民路列入全国创建

“购物放心一条街”活动试点街区，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考核验收并命名。确定平凉新世

纪商厦、泾川商都为地区级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泾川县百新街，华亭县东大街为

县级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平凉市中山商场、金龙商厦、华亭县伟志西服专卖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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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户”。

二、质量管理培训

１９８２年以来，各企业招收的工人进厂后坚持先培训后上岗制度，在岗的职工也随着
技术工人等级晋升前培训进行再教育。１９８８和１９８９年，先后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省以上质
量管理培训班８７期，培训人数５４９人 （次）。地区组织质量培训班１００余期，培训人数
２０４１人 （次）。《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颁布以来，适时积极地开展宣传、教

育、培训工作。先后为平凉市水泥厂、灵台农机工程有限公司、华亭县煤矿等企业培训

一批质量管理骨干。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培训发证司炉工、锅炉水处理工、起重机械操作
工、建筑登高作业人员８６６人。

三、质量管理达标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４日，平凉地区经济委员会印发 《全面质量管理验收标准》。至１９９０
年，全区有平凉地区电机电器厂、平凉市羊毛衫厂、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泾川县糖酒

厂、庄浪县印刷厂、静宁县印刷厂、平凉地区制革厂、平凉地区八一机械厂、平凉市造

纸厂、平凉地区皮鞋厂、平凉市第一针织厂、静宁县化工厂、华亭矿山机械厂、华亭县

煤矿、崇信县新窑煤矿、静宁县火柴厂、平凉市工农煤矿、泾川县面粉厂、平凉市毛纺

厂、灵台县地毯厂、泾川县豹子沟煤矿共２１户企业完成质量管理达标验收。
１９８７年，平凉市羊毛衫厂荣获 “甘肃省质量管理奖”荣誉称号。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

泾川县啤酒厂、华亭县煤矿、平凉市水泥厂、崇信县新窑煤矿、静宁县水泥厂、灵台县

农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６户企业获 “甘肃省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四、质量监督

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按省上下达的任务，开始进行部分产品的抽
样检验。１９９０年在全区开展煤炭、砖、瓦、水泥、预制构件等产品的质量检验。１９９４
年，先后建立煤炭、建材、食品、机电、石油制品、陈化粮６个专业检验室。１９９５年８
月３０日至９月１日，全省质量监督工作座谈会在平凉召开，平凉地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采取委托各县市抽样、地区质检所统一进行检验的方法，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肯定和

赞赏。１９９８年，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已开展对煤炭、建材、食品、轻工、农机零配
件、石油制品、化肥、粮油１０大类５７种产 （商）品的质量检验，质量检验能力依法通

过甘肃省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认证和质量审查认可，产 （商）品质量监督检验计划纳入正

规化管理。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始对锅炉及压力容器、管道、特种设备 （电梯、起重机械、

厂内机动车辆、客运索道、游艺机、游乐和防爆设施等）进行质量监督，检验此类设备

１５５８５台 （只），强制报废、查封 “土锅炉”７台，查封、限制整改非法制造 “土锅炉”

厂家、窝点７户。
五、质量检验

１９８２年开始，检查全区７县市商业网点库存的３２３万套低压电器、插头插座，合格
率为４８８％。
１９８３年，对全区冷饮食品进行全面检查，共检查２２８个单位，占应检查单位３９５个

的７２７％。其中卫生条件较好的４１个单位，占总数的１７９８％；卫生条件差的３２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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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占１４０４％。同时，检查全区面粉、酱油、食醋的产品质量。
１９８４年，对灵台县地毯厂等８户企业的１０种产品，进行申报省优质产品的审查选

送，复查平凉地区生化制药厂人工合成牛黄等６种省优质产品，参与平凉市机械厂等４户
厂家４种新产品的技术鉴定工作。
１９８５年，全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企业５５户，受检产品６４种，其中有１２户企业的２０

种省优质产品、新产品及批量大的民用产品。灵台县地毯厂生产的“飞天牌”地毯质量比

上年提高１８５％，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生产的ＤＱ２０１对开切纸机质量比上年提高１０％。
１９８６年，检验工业产品４２种、食品５０种。静宁县食品厂的水晶饼、平凉市国营清

真食品厂的蛋黄饼干、静宁县食品厂的福禄寿点心、平凉市二轻清真食品厂的牛角酥、

平凉市国营清真食品厂的萨琪玛质量名列前５名。
１９８７年，检验食品、化工、轻工、机械、药品等产品１９９种，合格１７９种，合格率

８４９％。其中检验冷饮产品３４个，合格１７个，合格率仅为５０％。并对全区２２种省优质
产品的质量进行全面复检。

１９８８年，共检验产品１９７种，合格１６８种，合格率８４２％。其中冷饮产品合格率比
上年提高３８９个百分点；省优质产品复检２２种，全部合格。
１９９０年，重点进行冷饮和商品煤质量监督检验。抽检２１户冷饮生产企业的３７个样

品，合格３０个，合格率８１０８％。对３３个煤矿的商品煤从煤矸石含量、水分、全水分、
灰分、挥发分、固定炭、发热量 ７项质量指标全面进行化验，合格 ２８个，合格率
８４８％。

１９９１年，检验食品等９大类，受检企业１３４户，抽样产 （商）品２２７个。质量合格
的企业１０９户，占受检企业的８１３４％；质量合格的产 （商）品１７３个，合格率７６２１％。
其中食品合格率７９０９％，煤炭、建材、化工、金属产品全部合格，皮鞋合格率１３３３％，
网套合格率３３３％，饲料合格率１８１８％，机电产品合格率５２６３％。
１９９２年，检验各类产 （商）品２９９批次，合格１３１批次，合格率４４２％，产 （商）

品质量较上年明显下降。其中粮、油、食醋全部合格，低压电器合格率７９８％，小家电
合格率６４４％，轴承合格率２４５％，电线合格率２４５％，棉絮合格率８８５％，一次性输
液器合格率９２９％。
１９９３年，配合全省石油市场整顿，抽检汽油、柴油等１１４个样品，合格的９２个，合

格率８０７％。其中汽油合格率９０％，柴油合格率７８２６％。
１９９４年，对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检验产 （商）

品１６９２批次，合格１４１６批次，样品合格率８３１５％。其中化肥合格率５１０８％。
１９９５年，检验产 （商）品１３０４批次，合格１１４１批次，样品合格率８７５％。其中省

局下达统检任务２００批次，完成２４６批次，合格率８８３％；承担委托检验１０５８批次，合
格率８６７％。建筑用钢筋、水泥、机砖、钢门窗等建材产品合格率９１７％。
１９９６年，检验产 （商）品１６０８批次，样品综合合格率８６７％。全区建材、煤炭、

食品、粮食加工等企业受检率均在９５％以上。
１９９７年，对１３４７户企业生产、销售的１５４９批次产 （商）品质量进行检验，样品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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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格率８０４５％。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受检率均在 ９０％以上。１１８７个经销企业
（单位、门店）的１３１９批次商 （产）品合格率８０％。
１９９８年，产 （商）品质量检验，生产领域 ２１５户企业的 ４１０批次产品合格率

８０５％，流通领域９１５户经销企业 （单位）的１０９７批次商品合格率７８１％。其中化肥、
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合格率８１％。
１９９９年，检验食品、煤炭、建材、农资等产 （商）品质量１７１０批次，产 （商）品

综合合格率８３％。
２０００年，检验车用主副燃油、白酒、面粉、化肥、煤、普通烧结砖、水泥、陈化粮

等产 （商）品１５００批次，不合格１７６批次。
２００１年，首次对区内产小麦粉、酱油、食醋、食用植物油、大米５大类５８种产品、

６２户生产企业抽查检验，其中小麦粉合格率仅３０７７％，不合格小麦粉属于国家强制性
标准规定只能限量使用的过氧化苯甲酰超标。全年完成各类产 （商）品检验２０２６批次，
样品合格率７９９％。
２００２年，检验各类产 （商）品２３７２批次，检验外省区委托样品３９７批次，样品合格

率８００２％。
六、生产许可证管理

１９８０年８月，对低压电器产品试行生产许可证制度。１９８４年，全区办理生产许可证
的企业有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平凉、静宁、庄浪、崇信、华亭５个县 （市）水泥厂，

灵台县农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平凉市轻工机械厂、静宁县化工厂、平凉地区复合肥厂

共１０家企业。
１９９６年，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和甘

肃省技术监督局有关查处无生产许可证

产品的安排，重点查处农药、化妆品、

餐具洗涤剂、水泥、钢筋混凝土用变形

钢筋等５种产品的取证工作。对无证产
品罚款３１万元，没收销毁无证产品总值
４万多元。１９９８年，共查处无证产品总
价值２０３１７万元，罚没金额１９万元。
２００１年，有水泥、磷肥、钢门窗、

白酒、乙炔气等４７户企业的产品实行生
产许可证管理，２５户未办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被依法查处。２００２年，有３０户工业企业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２８户未办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被查处。

七、名牌 （优）产品创评

１９７９年，开始进行优质产品评选活动。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８日，《平凉地区优质产品管理
办法》试行。１９８９年５月，行署经济委员会召开优质产品评审会，审议通过地区级优质
产品９个。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共荣获部优称号的产品１个，省优产品４８个，地区级优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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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９个 （参 《工业》）。

１９９１年停止优质产品评选活动。
１９９４年开始，在工业企业中开展争创名牌产品、实施名牌战略活动。１９９６年，平凉

市副食厂生产的 “玄鹤洞”牌一级米香醋被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１９９７年，灵台农机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古铃”牌１９５型柴油机气缸盖被评为甘肃省名牌产品。１９９８年
８月５日，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召开全区开展争创名牌产品工作会议，表彰命名平凉市副食
厂 “玄鹤洞”牌米香醋、平凉市水泥厂 “太统”牌硅酸盐水泥、平凉市柳湖春酒厂 “崆

峒”牌柳湖春白酒、平凉市造纸厂 “雪竹”牌卫生纸、平凉市原纸厂 “陇东”牌石油沥

青油毡、平凉市景兴食品厂 “景兴”牌牛骨髓油茶、泾川县旭康集团公司 “旭康”牌熟

肉制品、泾川县饲料厂 “泾河”牌蛋鸡浓缩饲料、灵台县农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古铃”

牌柴油机气缸盖、灵台县地毯厂 “飞天”牌９０道机抽洗地毯、崇信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龙泉”牌红旗 ３１０粉碎机、甘肃省安口电瓷厂 “安口”牌高压电瓷、静宁县化工厂

“东峡”牌工业粉状铵锑炸药、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 “崆峒”牌切纸机、平凉地区路大路

食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路大路”牌熟肉制品、平凉地区峡中水泥厂 “崆峒”牌普

通硅酸盐水泥、甘肃省丰收机械厂 “丰收”牌彩板门窗共１７个平凉名牌产品。
２００２年，培育和发展平凉名牌产品１７个。“玄鹤洞”牌米香醋、“太统”牌硅酸盐

水泥、“景兴”牌牛骨髓油茶、“古铃”牌柴油机气缸盖、“红峰”牌蒸汽疏水阀被认可

公告为甘肃省名牌产品。

八、假冒伪劣商 （产）品查处

１９８５年，打击利用计量器具克扣群众的行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１９８起，没收度量
衡器７９６台 （件），罚款１１４８元。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重点检查贯彻 《计量法》、推行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具周期检查、

袋装商品份量及实施情况，查处违法行为，计量器具失准、短斤少两、克扣群众的现象

得到遏制。１９８９年查处各种违法案件１６１起，没收计量器具４９４台 （件），罚款６８４８元。
１０月，重点检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 （糕点、罐头、饮料、酒类、糖果）和群众意

见大的消费品 （皮鞋、沙发等）。查出经销劣质商品的有３７户，占总户数的２０１％；各
种劣质皮鞋４８５双，饮料６０１１瓶，糕点４２包；没收不合格量提６２个。对经销劣质商品
者在平凉报、平凉电视台曝光，假冒伪劣商品全部销毁，并罚款３８１９元。
１９９１年，在全区开展 “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１９９２年以来，加大了 “打假”

力度。１９９４年秋，查处灵台县１起涉及６８人、价值２０万元、经销７８件假劣化肥案。查
处假冒伪劣商品１００种，没收销毁商品总价值５０万元。查处违反 《标准化法》案件７件，
违反 《计量法》案件４０件，违反 《产品质量法》案件２１３件。１９９５年３月，发现陕西
省宝鸡市市场上有假冒平凉市水泥厂 “太统牌”４２５号、３２５号水泥，查至陕西省凤翔
县，捣毁造假窝点，现场查封准备出售的假冒 “太统牌”水泥５７吨，包装袋１７万多
条，总价值２５万元，移交宝鸡市技术监督局处理。５月，平凉地区技术监督处、庄浪县
技术监督局分别被甘肃省政府打假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 “九三、九四年度打假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７月，根据群众举报，在灵台县查获１起经销假冒茅台、皇台、西凤、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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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陇南春等劣质酒１００多件、价值近２万元的案件。依法取缔劣质冷饮加工点２个，有
５户生产企业分别被责令限期整改、停业整顿并处以罚款，没收过期变质饮料１４２万瓶
（袋），不合格食品标签及饮料包装袋２４万个，总价值８３２２元。根据消费者反映，在平
凉城区开展馒头、牛奶计量和质量专项检查，遏制短斤少两和掺杂使假现象。平凉地区

技术监督处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技术监督局联合授予 “全国打击

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先进单位”称号。地区技术监督稽查大队陶泉林被授

予 “全国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先进个人”称号。是年，查出假冒伪劣

和不合格商品１００多种，没收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６０多万元，立案查处违反 《标准化

法》案件１１件，违反 《计量法》案件５７件，违反 《产品质量法》案件１８６件，其中移
送法院强制执行３件。
１９９６年，查获灵台县某酒厂与一个体户相互勾结制售假冒白酒案，缴获假冒皇台、

丝路春、孔府宴酒６００余瓶，总价值１２万余元。查处１起汽车投诉案，为消费者挽回损
失６万元。查处庄浪县两个农资供应部门经销假冒白银乌兰磷肥厂 “虎豹牌”磷肥５７
吨。查处劣质柴油案件８起，劣质柴油７６吨。灵台县百里乡一农民因使用劣质柴油烧伤
住院，地区技术监督处接到投诉后，积极调查取证，使受害者得到１３万元的经济赔偿。
全年共查出假冒伪劣和不合格产品４０余种，总价值１８０万元，销毁伪劣商品价值４万余
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１５个。查处违反 “三法”案件 １６８件，结案 １５５件，结案率
９２３％，移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６起。

１９９７年，全区出动执法人员１５００多人次，查处假冒伪劣商品４０多种，总价值１００
余万元，查处违反 “三法”案件７３起，案件结案率和审理正确率均达到９５％以上。１９９８
年，对酒类市场开展专项 “打假治劣”活动。出动４２０人次，检查批发市场及大型餐厅
门店１２００多个，捣毁制造假酒窝点２个，查获用于制假的包装箱、包装盒５０００余个，崆
峒酒瓶盖５００余个，彭阳春假酒６００余瓶及打包机、打包带等制假工具，查封没收假冒伪
劣白酒价值５７万元。查处静宁县深沟乡王堡村农民因使用假冒兰州化学企业公司的尿
素造成３００亩冬小麦 “烧苗”事件。查获假冒崇信面粉１４４袋，价值７０００多元。全年出
动执法人员１８４０多人次，端掉制假售假窝点６个，查获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１６０多万元，
查处违反 “三法”案件２４８起。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围绕 “重点产品、重点市场、重点

区域和查处大案要案”进行。共查处违反 “三法”、“三条例”案件１７３１件，行政处罚
１２９４件，罚款 ３６２１２万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２２７个，没收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案值
３９９８２万元。其中有制售假冒伪劣白酒茅台、五粮液、五粮春、剑南春、沱牌、丝路春、
滨河、凉都系列等近２０个品牌、总案值４１万元案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制售假冒酱油

１０桶，制售假冒美国产磷酸二铵１６０吨，劣质柴油起火烧死两人案，非法销售 “土炼油”

１３起、１２０吨，不合格农用三轮车价值１００余万元等。２００２年，在平凉火车南站建立农
用物资监督服务台。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 “全国打假

先进集体”称号。稽查大队被评为 “全省执法打假先进集体”。稽查大队队长赵勇毅被评

为 “全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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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机　构

一、行政机构

宋代，在原、渭、德顺三郡设有提举平掌司，对 “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于民，

以平物价”。设提举茶马司，管理以茶易马之事。元代，平凉府及属州县置 “平准行用

库”，以正市场物价。明时，平凉府设税课司，掌榷商贾之货物。清代，推行 “行会”、

“编审”制度。平凉府同知、各州吏目及县典史兼管工商。民国时期，平凉行政督察区专

员公署第三科分管工商，灵台、静宁、庄浪县先后由商会或商务联合会代管，泾川、华亭

县由建设科和商会协同管理，平凉县归第三科分管。

１９４９年９月，成立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工商科，各县也相继设立工商科。此
后名称几易，与物价、商业等局时分时合 （参 《政权政协》）。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划归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垂直领导。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平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被国家人事部、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 “全国工

商行政管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二、行 （协）会

唐中叶，行会 （旧称行帮）组织渐趋完备。泾州、南使城 （今静宁城南）、赤城

（今崇信县境）、潘原 （平凉市境）等城内各行会供奉着统一的行神，出售成品都有定价，

以免引起同行间的竞争。每个行会由 “行东”推举的 “行头”掌管行务，在祭神时担任

主祭，对外则任该行业代表。行会控制着当地的市场，不入行会者不能从事该项手工业

生产。每个行会对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价格、原料的分配、产品的销售、劳动时间的长

短、帮工的劳动报酬、各个作坊的人数等，都有规定。学徒满师以及帮工另设作坊，也

要得到行会的承认。宋代以后，有时称 “行”，如修鞋的称 “双线行”；有时也称 “作”，

如有 “木作”、“油漆作”、“腰带作”等。“行头”（或称行老）有权议定本行的批发和

零售价格。另外，还规定各行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像雇用人力也有一定的接洽场所。这

种行会组织一直延续到清末。

１９８３年，成立平凉地区个体劳动者协会。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平凉市和泾川、灵台、崇
信、庄浪、静宁县先后成立消费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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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场管理

一、集　市
东汉，泾阳、临泾、阴密、月支等城中均已设市，市内分列肆，列肆内设店铺或商

摊。主要交易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珍贵器材和中药材等。在

人口较密集的乡村或交通要道，也出现了摆货摊的市场雏形。

隋唐时，西域胡商经平凉、泾州、安定、北地等处赴关中，把苜蓿、葡萄、芝麻、

蚕豆、大蒜、大葱、黄瓜、胡萝卜以及驴、马传到区内。唐中叶，各类货物交流十分活跃。

宋代农村 “草市”萌芽。牲畜、丝绸、珠宝及日用品交易非常繁盛。夏宋边界地方

出现 “和市”。庆历元年时，渭州城内、泾州城内、灵台县百里镇等地都设有茶场。四年

（１０４４），榷场之外，又有 “榷卖”，即对那些成本低、销路广、得利厚的商品实行专卖。

一是榷盐，二是榷茶，三是榷酒。至仁宗时一度暂停，嘉七年 （１０６２）又行。熙宁十
年 （１０７７），泾川酒课５９４４６贯，渭州１３３５２０贯，德顺军９６３６９贯。对沿边少数民族贸易
设有马市，每年收购蕃汉良马８０００匹。

明代，平凉已成为陇东贸易的集散地。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平凉旧城之外又扩建东关
新城 （今船舱街以东）及各专业市场。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后，韩王兼并山田市肆。区内
各县镇商业、手工业、旅店、酒楼、茶肆、勾栏等已是应有尽有。特别是华亭安口陶瓷

业销量大，交易颇佳。

清代，集市贸易活跃。民国初，有６０多个集市。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发展到７８个。
平凉县有西瓜园、紫金城牲畜市场，顺水巷粮食市场，安国、四十里铺、白水、花所、

岘农贸市场，皮毛市场、煤炭市场。泾川县有安定镇 （县城）、窑店镇、瓦云镇、高坳

镇、王村镇、党原镇、玉都镇、丰台镇、荔堡镇市场。灵台县有邵寨、独店、中台、什

字、上良、朝那、梁原、龙门、百里、新集市场。崇信县有锦屏、铜城、秦家庙 （柏

树）、双庙子 （木林）、赤城、神峪、上关、下关市场。华亭县有上关村、下关村、红山

平凉四中巷市场开业秦腔汇演助兴

镇 （安口）、龙眼镇、马峡镇、山

寨、安良镇 （今泾源县新民乡）、

县城市场。庄浪县有水洛、南湖、

朱店、通边、章麻、韩店、山集梁、

新集、良邑、阳川、岔李、岳堡市

场。静宁县有县城、威戎、邹河、

门扇岔、雷大梁、苗家岘、显神庙、

李家店子、有堡、新集儿、平峰、

四河、红寺、谭店、孙家沟、界石

铺、双树市场 （参 《商贸》）。

新中国成立后，市场贸易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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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沙港批发市场一隅

时关，“黑市”交易始终存在。１９７８年
后，城乡集市、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应

运而生。１９８０年，开放粮油、牲畜、
蔬菜市场。１９８５年，城乡集贸市场达
到１１２个，比１９７８年增加５２个，上市
商品由３００多种增加到５００多种，市场
面积４５８万平方米，形成了２０多个万
人以上的大集。１９９４年，全区集贸市
场发展到 １７３处，其中综合市场 １１３
处，专业市场 ５７处，批发市场 ３处。
１９９８年，全区已建立集贸市场１８０处，
其中综合市场１１５处，专业市场６２处，
批发市场３处。２００１年，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拆迁占地和专项治理整顿等原因，市场减为
１７９处。其中消费品市场１７６处，生产资料市场３处，年成交额１２１４亿元。２００２年，通
过集中整顿集贸市场后，又使市场减为１５６处，其中城市市场２４处，农村市场１３２处；
消费品综合市场１０３处，农副产品市场３１处，工业消费品市场２１处，其他１处，年成交
额１２５１亿。

部分年份全区集市贸易成交额表

单位：万元

县市成
交
额

年份

全区 平凉市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１９７３ １１７９ ２３６ ２８６ １８７ １５ ４５ １７５ ２３５

１９８０ ３４３７ ８６３ ８５４ ４６４ １６２ １７３ ５８６ ３３５

１９８５ ６８６９ １６９４ １５００ ８４２ ２６６ ５６７ １２１２ ７８８

１９９０ １４９７８ ４９２０ ３１５７ １７４７ ６７１ ９９４ ２０９１ １３９８

１９９５ ７０７４２ ３４１５８ １０３１１ ５１９０ ２６０１ ５１９４ ６７１６ ６５７２

２０００ １０２９８６ ２６３３５ １４１１１ ９５３０ ４０７６ １６６７９ １０４７３ ２１７８２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０６９ ３５１０９ １８２８２ １１１４２ ４２６４ ２０４１２ １０５７１ ２５２８９

二、专业市场

平凉市皮毛市场　平凉，自古就是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泡制加工裘皮是当地
有名的传统工艺。有 “宁夏皮子平凉熟”的说法。民国初，商会会长吴九如开设的 “锡

裕丰”商号就以收购、加工皮毛而远近闻名，号称 “东皮行”。还有魏尧清、马怀德合股

经营的 “长盛店”，人称 “北皮行”。马连山开设的 “祥发荣”商号，规模相当可观，人

称 “西皮行”。３０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现了 “瑞盛奎”、“毓庆祥”、“宏丰”、“祥记”等

１９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皮行。而规模最大的要数 “文茂祥”商号，其营业额居平凉各皮行店之首，资产约占平

凉皮毛业的６０％以上。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有大小皮行３０多户，皮毛作坊１００多处。这
些皮毛商行有的是自设作坊，连收购带加工；有的将收购的生皮交作坊代为加工。所产

裘皮以二毛统子和黑子羔皮衣最为驰名。其生皮来源，二毛皮、老羊皮多取自宁夏、内

蒙古，黑白羔皮多取自甘南、青海。加工好的裘皮除少量供当地销售外，绝大部分都打

包发运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地。１９４９年后，皮毛被列为计划购销范围，皮
毛市场逼迫长期关闭。直到１９８４年７月后，国家将山羊皮、绵羊皮、羊绒放开，实行自
由购销。平凉城区设立皮毛专业市场，大大小小的皮毛公司、行站、货栈发展到３６户，
从业２６４人，其中国营１３户，集体６户，乡镇企业４户，个体联营合伙企业１３户；另有
３１户皮毛经销组，从业２００余人。农村中，还有５００多个皮毛贩运户，经营人员达８００
余人。日上市各种皮子２０００余张，羊毛２５００多公斤。

泾川县果品市场　８０年代中期，泾川县大力培育果品市场。形成了南、北二塬红富
士苹果，川区酥梨３条果带。１９９７年，跨入甘肃省林果支柱产业十强县行列，成为全省
果品大县。

县上投资５４７万元，兴建了以陇东果品批发交易中心为龙头，丰台、飞云、窑店、
王村四大果品集散地为网络，十大专业果品市场为骨干，其他市场为纽带的城乡果品市

场一体化格局。全县兴办果品经销公司、果行８０多家，经销人员２８００多人。在深圳、兰
州、乌鲁木齐建起直销窗口，并与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等１３个省市的１２５名
客商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１９９５年，果品开始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到俄罗斯、越南、
老挝、泰国等国家。２０００年果品市场成交额１５６１万元。２００２年达到２０５８万元。

灵台县独店牲畜交易市场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以来，灵台县独店牲畜交易以骡马为
主，交易额小，秩序混乱，年成交大家畜数百头。

牲畜交易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打击黑市交

易，但无固定场所，群众自发在

集镇周围农户门前的场院、废旧

庄基地、涝池周围、公路边进行

交易，规模日益壮大，吸引陕、

甘、宁、青等省 （区）商客。交

易的 牲 畜 有 骡、马、牛、驴。

１９６８年后，牲畜交易市场关闭。
１９８０年农历 “三月三”、“七

月七”两次物资交流会期间，吸

引来陕、甘、宁、青等周边客商，

成交牲畜５００至４０００多头。
１９９４年，独店乡征用７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土地，建成能容纳３０００多头大家畜的独店牲

畜交易市场。成立灵台县牲畜交易的第一支经纪人队伍。集日牲畜上市量１０至７０头不
等，交流会期日上市量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头，年成交额达到１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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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东郊蔬菜批发市场　由柳湖乡泾滩社开办，建于１９８４年２月，建筑面积３０７０
平方米，总投资８５３万元。市场内容纳经营户３５０户。主要商品为蔬菜、瓜果，以批发为
主，年成交量１５万吨，交易额２０１０万元。

平凉市陇东木材市场　由柳湖乡柳湖村一社开办，建于１９９３年，占地面积２５６万
平方米，建设总投资２８３万元。可容纳经营户５６家，主营木材、木制品，批零兼营，年
成交量１６３０立方米，交易额８０５万元。

泾川北方美食小吃市场　占地面积２００亩，设酒店、饭铺、摊位１０００多家，从业
２０００余人，主营泾川文化饮食系列、王母宴系列。

三、庙　会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平凉城区有明韩藩襄陵王所建玉皇庙 （正月初九庙会）、明韩藩废

府改建的火神庙 （正月十五日庙会）、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重建的药王楼 （二月二庙会）、

崆峒山庙会

东岳庙 （三月二十八日庙会）、关

岳庙 （五月十二至十四日为会

期）、九天庙 （八月十三日庙会）、

府县城隍庙 （七月会期）、马王

庙、吕祖庙、歇马殿 （七月十二

日庙会），还有真庆宫、报恩寺、

文昌楼、弥勒佛寺、灶君庙、菩

萨庙、草佛寺、北极宫、二佛寺、

二郎庙、八龙潭、龙王庙等都在

一定时期举行庙会。崆峒山三月

初三背光会，三月二十日子孙宫

会。而尤以四月无量祖师庙会为

盛，从四月初一开始，连续八天，陇东各县及宁夏、陕西、四川等地朝山信众络绎不绝。

静宁县庙会多达六七处。庄浪县的紫荆山庙会最频繁，每年正月十二在忠勇庙举行的

“迎神大典”规模最为浩大。泾川西王母庙会，从宋开宝元年 （９６８）以来，每岁三月十
二日、七月十八日大多举行。旧时除物资交流和文艺活动外，还有 “献万民伞”、 “敲

钟”、“贡献”、“朝水”、“奏乐”、“求子”、“拴福”、“祝寿”、“法事”、“回山万人游”

等活动。９０年代始，每年都有台湾朝圣旅游团体和海外华人赶会进香、朝拜。１９９１年９
月１１日，台湾慈惠堂、台北瑶池宫、台湾炉下团体朝圣团１２０余人，抵达泾川朝拜。其
他各县均举办各类庙会，多以演戏酬神，伴之以农副产品贸易交流。

四、物资交流会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平凉专区和平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城东汪家园举办了第一
次物资交流大会，历时８天，除专区所辖１２县市代表团外，还邀请西安、兰州、宝鸡、
庆阳、乾县、河北省６个购销组的代表团１８４人参加，参加市场交易的国营、合作社、私
营商号３４７户，展销农副产品和多种手工业产品３９０种，参观群众６３万多人，社会商品
成交额９８７亿元 （旧币）。此后，各县在不同时期举办过多次。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８年，全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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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物资交流会１２０次，商品成交额５６８０万元。１９９６年９月８日至１２日，由陕西、甘
肃、四川、宁夏４省区毗邻地区经联会主办、平凉地区承办、国家贸易部协办的第八届
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在平凉城区召开。参加正式代表８０００多人，加上７１家定点饭店接待
的零星客商及游客，共计１２万余人；参展和交易的企业１１９０多户，组织货源总值近５０
亿元，参展商品１３大类、上万个品种；提供洽谈项目１４７项，科技交易成果１６００个，商
品成交额３０４２亿元，引进资金３１４亿元。２０００年，全区举办商品交易会５１次。２００２
年举办６５次。

西周时，执行交易禁令，取缔商人作伪，征收市廛税款，评定商品价格，维持市场秩序。

秦汉时，重农抑商，实行 “入籍”管理，手工业编入 “匠籍”，商人编入 “市籍”，

无籍经营予以取缔。

唐时，由各 “行会”组织管理，午时击鼓为号，商人入市，日落散市。凡是在市场

上交易的货物都要以官定的度、量、衡为标准，货物分精、次、粗三等出售，百货器物

须依官方规定式样，并提匠工姓名，方可出售。凡是买卖奴隶和牲畜，均须到官府立

“契”，领取 “契”证方可经营。

宋取消 “市井”交易制度。市场上除牲畜、家禽、皮毛、丝绸、药材及生活用品等

自由交易外，盐、铁、茶、矾则续继实行专卖。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知渭州蔡挺言 “陕西

有酝公使酒交遗，至逾二十驿，道路烦苦”，诏禁之。徽宗时，“蕃、汉客族，除违禁色

物外，令取便交相博易”。违禁色物，即铜、铁及其制品。

元、明仍沿袭茶、盐专卖制度。明孝宗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废除茶叶专卖制，改为
“茶引”招商经营。织造业机户领 “帖”织造。

清代，允许１６岁成丁的男子为商，允许妇女开业。并对店号、记账、盘点、核资做
了许多规定。对长途贩运的运输业主，施行票式营业执照，使用一次即收回。商人如果

违犯市场管理规定，罚款５倍，其中六成充公，四成奖给市场有功人员。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凡设立牙行或充当牙纪，均须填具申请书，并取具富殷商铺两

户保证，连同应缴执照工本费，呈由各该管县市政府，核转省政府发给执照，营业年限

为３年。时活跃在市场上的有 “斗行”、“秤行”、“牙行”。他们维护买卖双方正当利益，

保证正常秩序。“斗行”领照时一次性交足３年税款。粮食交易须经官斗量，“斗行”每
斗收取卖方３合粮食，人称 “折合子”。不经 “斗行”的，要跟踪追查补交并罚款。“秤

行”有盐秤、货秤、炭秤。“秤行”领照，根据过货量多少，一次性征收税款６００至４０００
元。秤是 “官秤”，由政府监制 （底部有硬印），“秤行”交费领用。凡交易须经官秤过

量。炭秤每过一秤收费１角、２角。盐秤按价款收取２％的秤费。货秤收取货物价款的
１％。“牙行”专门在牲畜市场上为买卖双方充当中人，评议、调和价格，是通过磨嘴皮
完成的，人们称 “牙子”。“牙行”不领执照，不负税款，只收几元或几角费用。交易时，

“牙子”是在袖内秘密商价，以手指示数。议定价格后公开唱价，达成交易。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 “四统一”，即统一交易时间，统一实行现款、现货成交当日交

割，统一集中现场内交易，统一凭证入场交易。凡在县区内的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

合作社企业、私营企业，经过工商行政部门审查，向市场管理机构办理登记，领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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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外来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领取临时交易证。

１９５３年，对粮、油、布行业停止办理私人开业登记。对原有的有关行业予以整顿，
凡私商开业的，必须提出经销、代销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发给经销、代销执照，无

照不允许经营。关闭粮、油自由市场，居民按人分等定量，凭证在国营粮站购买粮、油。

１９５７年，县 （市）先后恢复６７个农村集贸市场，放宽了市场管理产品的范围，提出
粮食、棉花、油料全部由国家收购，猪羊肠衣、各种鬃毛、皮等土特产及牛黄、桃仁、

杏仁、白药等中药材，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统一收购，不准进入市场。一般农副产品和

手工业产品，允许自由交易、自由贩运、自由议价。

１９５８年，有的县不准农民赶集，有的县任意扩大二类农副产品范围，有的地方规定：
三类农副产品只要是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收购经营的，都要交售给国营和合作商业。

一、二类物资及某些国家规定有交售任务的三类物资，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剩余部分允

许到集市交易。

１９６２年，在 “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的指导下，对参加集市贸易的对象加以限

制，对集市贸易的上市商品作了限定。使刚刚繁荣起来的集市贸易，再次出现萧条。

“文革”期间，城乡集市贸易被视为 “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土壤”，国营商业、合

作商业、个体工商业在市场搭设的摊、棚全部拔掉，取缔自由市场，城市近郊区严禁聚

众买卖，也不准农村社、队和社员个人进城出售或交换农副产品。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市

场，工人、街道居民管理城市市场。对进入城乡集市赶集的农民，采取 “查苗子、打尖

子、挖窝子、铲根子”的做法进行批判。

１９７８年后，市场范围扩大，集市贸易类型增多。１９８３年，开放粮油、牲畜、蔬菜、
皮毛、木材等市场，工业小商品市场上市的三类小商品放开１６１５种。上市商品扩大到工
业品。国营、集体、个体均可进入市场贸易。打破地区封锁，允许跨地区、跨省运销。

华亭县率先在县城建立市场服务公司，并在６个集市建立服务部，后被全省推广。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遵循依法、公开和便民的原则，对集市贸易

进行监督管理。２００１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全面推行市场巡查、经济户口辖区管理、集
体定费、上门缴费、竞争上岗和监察等基本制度。共检查各类市场４５６个 （次），检查市

场经营主体 １３３万户、摊点 ４０００多个，清理无照经营 ７６９户。查获违法商品总标值
４５８６万元，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３５９０件、案值４４２１６万元，罚没款５０８６万元，捣
毁制假售假窝点２７处。查获的违法经营物资主要有：成品酒５吨、化工原料５００公斤、
香烟３５件、化肥１３６０公斤、种子７１１６公斤、农药３４８公斤、粮食７９６８吨、酒１２６
万瓶、食品３９万公斤、饮料２２３万瓶、化妆品１１７万瓶、药品２７７６（瓶）盒、一次
性输液器１２６５万支、注射品３９４２支、影碟机３０台、ＶＣＤ光盘１１８４张、商标标识４３
万套。受理消费投诉９６９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１０５８万元。２００２年，推行 “信用市场”

建议，开展 “争当诚信业户，创建文明市场”活动，靠实市场开办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的责任。在进行节日消费品市场、农资、汽车配件、建筑和装饰材料市场专项治理的同

时，组织开展了饮品、食品、旅游、粮食、成品油和文化、音像、网吧等１０次专项整
治，检查市场９７５次，经营户６７万户 （次），排点７２万个 （次）。查处市场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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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５件，罚没款１６１５万元，查处违法经营户７７２４户，处罚１６９３户，依法取缔１２５０户。

第三节　个体经济管理

个体经济古已有之，清末多有记载 （参 《商贸》），其经营主要集中在副食品、日用

杂品、小百货、饮食和旧货、废品等行业。商品多为蔬菜、油盐酱醋、水果烟酒、火柴

肥皂、针头线脑、面食小吃等日常生活用品。

１９５０年，全区城镇个体工商业者３２６０户，拥有资金１２０万元，从业３８５０人，主要
从事饮食服务、日用杂货、小手工产品。大多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人经营，本地人

多以农兼商，规模小，资金少。中国粮食公司兰州分公司将大批小麦交给个体磨坊加工

面粉，仅静宁县７００户磨坊，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２年４月，就加工小麦２９５万公斤。
１９５２年，国家银行向平凉个体工商业者贷款２４３万元，扶持发展生产。甘肃省土产公司
组织购销工业户生产的毛线、毛衣，远销东北数省。其他县以加工订货等办法组织和扶

助个体手工业者。

１９６０年，全区各类个体工商业５２１４户，拥有资金２８０多万元，从业６０１２人。１９６３
年底，全区恢复发展城乡个体工商业７２０８户，从事传统饮食业的占５２％，从事日用杂货
的占２９％，从事手工业的占１０％，从事各种小作坊的占３％，从事其他行业的占６％。
１９６４年，把小商贩过渡到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１９６５年，限制个体商贩的经营，不让扩
大经营范围，限制他们的收入等等，不断地进行再改造，基本上取消了个体经济和已经走上

集体道路的小商小贩。至年底，将家居农村的５８０５户个体商贩予以取缔，其中把２０３户个
体商贩下放公社、大队从事经销代销业务。持证的个体商贩只剩下１４０３户。
１９６６年，小商小贩多被拉出去批斗。对个体工商户中的所谓 “黑五类”分子，则勒

令缴销营业执照，有的被遣回原籍，有的被驱赶到农村监督劳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平凉县
无证个体商户仅存１２０户，有证摊贩仅有７０户。１９６８年，把个体工商户当作 “吃闲饭的

人”，硬性动员他们下乡插队落户。

１９７８年后，个体工商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１９８１年７月后，引导个体工商户充
分发挥个体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为搞活市场商品经济服务。有个体工商户

２５０３户，注册资金６８４万元，从业２９９８人。１９８５年，发展到１１２万户，注册资金１２５４
万元，从业１５６万人。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城镇待业青年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从事
个体经营；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务工经商；一批城镇闲散人员也加

入个体劳动者队伍。１９９０年，城乡个体户达到 １４１万户，注册资金 ２３４６万元，从业
２１１万人。１９９８年，城乡个体经济达到３７３万户，从业６９９万人，注册资金２２４８８万
元。其中平凉市有个体工商户１０６万户，从业２３３万人，注册资金８５１４万元；泾川县
５９９８户，从业８７８７人，注册资金２６７４万元；灵台县４５０８户，从业７３７１人，注册资金
２００５万元；崇信县１７２３户，从业３１５１人，注册资金２００５万元；华亭县３９０６户，从业
５４４７人，注册资金２４７８万元；庄浪县５７８０户，从业１０２万人，注册资金２５３４万元；静
宁县４８３６户，从业１１６万人，注册资金２２７８万元。２００１年，全区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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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７户，从业５８０６人，注册资金３１０１万元。２００２年，个体工商户达到２６１万户，从业
４２３万人，注册资本２１１亿元。个体私营企业完成总产值３３６亿元，销售额或营业收
入９６４７５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７２５亿元。

第四节　工商企业登记

１９５０年３月后，对工商业的筹建、开办、歇业、停业、合并、转业、迁移进行登记、
审核发照，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４至５月，摸底登记工商企业２０３６户 （不

包括摊贩），拥有资金６１４１亿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从业６１５８人。其中工业６５７

１９５１年平凉市颁发的营业执照

户，拥有资金１６１３亿元，从业１４２０人；商业、手
工业１３７９户，拥有资金４５２８亿元，从业４７３８人。
１９５１年，全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共２５２６户，从
业７０４７人，注册资金７５８亿元。１９５２年６月，核
准登记工业６２３户 （国营１５户），从业１４０６人，拥
有资金４８４１万元；商业３５９户，从业１９６６人，拥
有资金２８５４万元；手工业２４９户，从业４５２人，拥
有资金８９万元。
１９５６年，利用登记管理的手段实行国家对工商

企业的监督。１９６３年，全区在平凉县进行工商企业
普查登记试点。试点中，重点在对国营工商企业、

交通运输业、供销合作社、合作店 （组）、个体工

商业等全面清理整顿的基础上，注册登记、核发证

照。１９６５年，注册登记的城区工商企业１３６户，从
业６９０７人，拥有资金８８４５９万元；农村人民公社
工商企业１１３户，从业５１８人，资金８万元；个体
工商业５９０户，资金２万元。
１９６６年后，工商企业管理被视为 “资产阶级法权”而逼迫停顿。

１９７８年后，对符合条件的工商企业核发 “全民”、“集体”营业执照。１９７９年，核发
证照的工商企业４８６户，职工３１４万人，资金１７９７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０２亿元。同时
对旅店业 （包括旅馆、车马店和住客的饭店、浴室等）、旧货业 （包括旧货店、古玩店、

寄售行和废品收购站等）、印铸刻字业 （包括印刷、铸字、刻字、晒图、拍摄文件资料

等）、修理业 （包括修理自行车、钟表、照相机、收音机等）４种特种行业，进行清理整
顿和登记发照工作。

１９８５年，清理参与经商办企业的党政机关１１个，干部１１７人。通过整顿，全部脱
钩，党政干部兼任企业领导的全部辞去了职务。结合对军队、武警所办的２３户企业进行
清理，分别视情况作了保留、撤销、移交和解除挂靠处理。１９８６年，有公司 （中心）３３６
户，其中全民１７５户，集体１３５户，联营１户，个体公司 （合作经营公司）２５户。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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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后，保留２４６户，改变名称６０户，自动歇业２２户，吊销执照８户。并对那些 “洋名

称”、“怪名称”以及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不符合民族宗教习俗或带有封建迷信、殖民主

义色彩的１３８户企业名称进行清理，加以规范。１９９８年，注册登记工商企业６８２１户，其
中独立核算企业法人２２７１户，非独立核算４５５０户，资金总额２９４６亿元；内有农业和牧
业、渔业５５户，采掘业７０户，制造业９１９户，电力煤气业２７户，交通运输业７户，批
发零售餐饮业４０８３户，房地产业２０户，社会服务业６３１户，卫生、体育服务业８户，教
育文化广播电视４２户，科技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１５户。
２００１年，全区登记注册各类企业５７０８户，其中法人企业２１７４户，注册资金２７１９

亿元；内有国有企业２１７６户，注册资金１５７亿元，集体企业３０２２户，注册资金５６９亿
元，联营企业２０户，注册资金８７４万元，股份合作制企业５７户，注册资金２６５０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４３０户，注册资金５４４亿元，其他企业３户，注册资金１５７万元。企业年
检率达到９６％，结合年检清理 “三无” （无场地、无资金、无从业人员）企业２６９户，
办理变更登记５１户，注销５０５户，吊销４２户。将５７０８户企业的经济户口按属地管理的
原则移交给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并利用检查证照、实地抽查等方法，对易燃易爆、

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生产经营企业加强了监管。２００２年，新注册国有、集体企业
１２９户，个体工商户 ３８１４户。在企业年检验照中，国有、集体企业 ５０４７户，年检率
９５２％；私营企业３９８户，年检率９７２％，个体企业２３４万户，验照率９２％。年检中依
法变更６９９户，注销６７１户，清理 “三无”企业３９１户。

第五节　经济检查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打击倒卖黄金银元、抢购、套购、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哄抬物价、
假冒、伪造、掺杂、使假等不法行为。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对一些人倒买倒卖国家物资和供应紧缺的消费品，倒卖各种供应票
证，倒卖国民党纸币、金银、文物，走私贩私等投机倒把活动予以打击。对一贯从事投

机倒把、屡教不改、情节严重者，绳之以法。

“文革”开始后，停止工商业登记发照工作，把无证商贩，没有登记发照的商店、工

厂、运输队、基建和维修队，群众自发的娱乐场所，甚至一些家庭手工业户、作坊等，

都视为投机倒把活动，加以打击和取缔。

１９８１年，对 “非法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进行雇工剥削”、“违章经营外

货”、“偷工减料、短尺少秤、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除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的以外，一般的从投机倒把中剔除。

１９８５年，将投机倒把行为与违章违法经营严格加以区别。全区立案查处违法经营、
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等案件３１起，罚没款２０４３万元。主要物品 （物

资）有钢材１２８２２吨、汽车５０辆、拖拉机６台、有色金属５０吨、汽油４０７吨、自行车
３０辆、银元１０５块等。

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２年，以查处倒卖工农业重要生产资料为主，同时注重查处制售假冒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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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等其他经济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倒卖生产资料案件１３９起 （移交司法机关２起），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５５起，其他经济违法违章案件３３起。罚没款５５７万元。审理行政
复议案件１１起。
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开展 “打假”斗争，累计查获５０多个大类６００多个品种，总标价

６４１３３万元的假冒伪劣商品；捣毁制售窝点３２个。经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以该类行为
为主的案件７５起，罚没款３１４万元；及时处罚１４２万起，罚没款４８万元。查获的商
品主要有各种食品、名烟名酒、饮料罐头、中西药品、假劣农资、钢材电线、肥皂洗衣

粉、服装皮鞋、化妆品、调味品、茶叶、商标标识、商品包装盒 （袋）等。

１９９７年，开展 “一反二保三打” （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权益，打走

私、打假冒、打欺诈）活动，立案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３１起。全区统一组织开展了对
节日消费品市场、农资市场、饮料食品市场、酒类市场、粮食市场、药品市场及其购销

工商部门开展 “打假”宣传活动

回扣，走私贩私活动、非法传销活动等

多次专项治理整顿。查获各类假冒伪劣

商品１６７种，标价２０７９万元；查扣没
收或交主渠道经营的化肥１１５４吨，种
子２吨，农膜６２５公斤；没收非法传销
商品１８种，标价３６５７元。
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１年，查办不正当竞争

案件，开展反垄断和地区封锁，严打各

种经济违法违章行为，查处各类经济案

件９９２６起，罚没款１１４６８万元。其中
立案查处的１１８８起，罚没款８２万元；
及时处罚８７３８起，罚没款３２６８万元。
在集中统一组织的８项整治中，查获２５个大类１８６个品种，１１４万个数量单位，标值
１８７６万元。查处违法经营的物资有汽车、摩托车配件１３４４件，成品油６５８５吨、香烟
４８６０条、化肥３４５吨、种子１６７８吨、农药１９６９公斤、粮食６４６吨、中药材３８００公
斤、酒１１７万瓶、食品１３９７吨、饮料２０９万瓶 （袋）、服装２１６件、化妆品１３７万瓶
（袋）等。２００２年，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４６８１件 （立案查处７４６件），案值１０１８７６万
元，罚没款４９９６万元。

第六节　合同　商标　广告管理

一、经济合同

旧时土地、房屋买卖或租赁、产权转让、耕畜买卖等多立 “契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法人、法人之间和经济组织之间多签订经济合同。有 “集体

合同”、“结合合同”、“联系合同”、“购销合同”及缴粮合同、运输合同等形式。工商部

门审核签证、监督检查、调解或仲裁纠纷和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理。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

９９８第十二编　经济管理



完成后，经济合同形式被废弃。

１９７８年后，经济合同监督管理被纳入地、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
１９８１年，全区工商企业签订购销、加工、运输等合同７５８份，涉及金额１０１万元。平凉县
委、县政府组织粮食、商业、林保、计划生育等部门，同各公社签订粮油统购超销等９
大生产项目经济合同。在当时，这种以县为单位把企业基本核算单位内部承包合同与外

部其他经济合同衔接起来的作法在全省属首创。

１９８３年，签订购销、加工承揽、运输、借款等合同８５０份，总金额２２０万元。１９８４
年５月，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是年，经地、
县鉴证的经济合同１１５份，合同标的额１８０万元，仲裁合同纠纷１１起。１９８５年，全区签
订各种合同２１０份，标的额９００万元，其中鉴证合同２０６份，金额４００万元。１９８６年，
合同监督管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合同涉及工矿、农副产品购销、建筑工程承包、财产租

赁、借款、企业联营和承包等１０个种类，受理和结案的合同纠纷１６起。平凉、华亭工商
行政管理局率先在本区域各工商企业中开展 “重合同、守信用”活动。１９８７年，地区工
商局、建设处、建设银行等部门联合对建筑工程合同施行强化登记备案，加强管理。灵

台县仲裁委员会受理首起汽车保险索赔纠纷案，全区仲裁员现场观摩。１９９０年，一次性
发放示范文本 １２万份，规范了合同文本格式。１９９２年，签订合同 ８５７份，总金额
１７７亿元。１９９６年，撤销各级仲裁委员会。１９９７年，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达到

１４６户，其中命名省级企业５２户，地级企业３６户，县级企业５８户。
２００１年，办理动产和不动产抵押物登记１８６份，抵押物值１９４亿元，主债权金额

１３３亿元。其中办理抵押物变更登记５份，抵押物值１９５０万元，主债权金额１４７２万元；
办理抵押物注销登记８８份，抵押物值７９４０万元，主债权金额４５８４万元。办理房地产抵
押登记１８０份，抵押物值１７３亿元，主债权金额１４０４万元，抵押物准确率９８６％；签
证各类合同１９６８份，金额８２２６万元；查处合同违法案件８起，违法金额４０万元，罚没
金额１７万元；评定命名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１３１户，其中省级命名企业１９户，地
级命名企业６７户，县级命名企业４５户；调解合同纠纷３２起，解决争议资金３９万元；检
查企业６３９户，检查各类合同 ２１万份，标值 １０６９亿元；为企业发放合同示范文本
４７８万份，合同文本使用率８６９％；合同帮扶企业９户。２００２年，鉴证经济合同１２５３
份，鉴证金额５１６亿元；办理抵押物登记２３９份，抵押物值２２７亿元；查处合同违法案
件７件，违法金额７４６万元，处罚金额２７８０元。

二、商　标
辖区商标用于商品交易而实行注册管理始于清代。民国时成立商标局。

新中国成立初，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标注册、转让、变更、续展和商标许

可使用备案的核转，负责商标的印制管理、商标使用管理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负责对

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正当使用商标进行指导，并通过商标管理，监督商

品质量，查处假冒商标和侵权行为，以及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对１７户
工商企业使用的商标进行清理整顿，对未注册的８种产品报国家工商局注册，对６种产品
停止使用原商标。１９５６年，未注册商标充斥市场。１９６５年，把商标管理和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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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文革”期间，又将一些名商标作为 “封、资、修”而加以清除，商标注册工

作停止。１９７９年，全区７县 （市）及地直工商企业先后经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商

标仅１２７件，有效注册商标７０件，使用商标注册的企业６４户。
１９８０年后，平凉制药厂、平凉市酒厂、平凉市文具厂等８户企业，向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提出申请注册商标，被核准注册商标１０件，８个品种。１９８３年３月起，施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１９９８年，全区查
处商标侵权假冒事件３０起，没收商标印制模具２套，商标标识８６万件，罚款１１８万
元。２０００年，全区有注册商标６３件。确定平凉地区行署机关印刷厂等７户印制企业为指
定商标印制单位。２００１年，全区有效注册商标６３件，指定商标印制单位８户，有８户企
业申报并经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推荐参加全省第三届著名商标的认定活动。２００２年，新
注册商标１５件，累计达到８５件。

三、广　告
旧时广告，一是靠音响，布商有 “手摇鼓”，油贾用 “油梆子”，小货郎靠 “拨郎

鼓”等。二是用招牌，多为商店、字号的牌匾等。三是旗，酒店有酒沽时，高悬旗帜，

无酒则下 “望子”或称 “幌子”。有的店铺以灯笼或悬物作画广告。四是印刷广告。

清末，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广告也随之增多。民国时期，各县、镇的厂、行、栈、

店、铺、堂、馆等企业单位的字号招牌和标签包装广告，颇为盛行。如平凉城区的 “自

立西食品店 “、“忠义勇食品酱茶园”，“金盛通”、“庆春堂”等药店，“文茂祥”商行，

“文盛祥”皮行，“泰华”纺织厂等。

新中国成立至２０世纪末，广告可分为１０多个大类，有报纸、广播、电视、戏剧、歌
曲广告，有书刊、路牌、霓虹灯和灯箱广告，有幻灯、橱窗广告，还有交通广告、招贴

广告、邮寄广告、实物馈赠广告、电脑显示牌广告、人体模特广告等等。８０年代后，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广告事业也日趋活跃。由于没有统一管理，出现了一些虚假

广告，使消费者受骗。

１９８２年６月后，执行国务院颁布的 《广告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８４年，对各县城所在
地的户外广告进行清理整顿。并对平凉报社、平凉电视台、平凉广告美术公司及各县市

广播电视局等１３个广告经 （兼）营单位进行审查，发给 《广告经营许可证》。１９９５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颁布施行，广告事业得到发展，广告经营单位达到２２户，年
广告营业额１４１万元。２００１年，全区有各类广告经营单位２８户，其中广告公司７户，兼
营广告企业２户，电视台６家，电台３家，报社３家，杂志社２家，其他５户。全年广告
营业额３００余万元。核发户外广告登记证５６４户，发布横幅广告２４７条，气球广告１０３
条，临时性广告牌７９面，新增路牌广告７９面；审查电视广告４０８条，报纸广告１３０条，
霓虹灯广告６３条，公交车体广告１６条。审查广告持证３３人，专业技术资格培训９０人。
依法对广告经营单位年检率９８％。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１年，共查出虚假、违法广告行为３８０起，
其中查办广告案件１５３起，没收非法印刷品６３万份，罚款６３００元。２００２年，有广告经
营单位３６户，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和虚假违法医疗、药品、医疗器械、
房地产、保健品等广告案件１６１件，罚没金额３０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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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管理

明清时期，土地管理属民政事务，多由同知、通判等兼管。民国初，由二科分管。

１６年 （１９２７）后，先后由财政科、粮政科、田赋征收处、田赋粮食管理处等管理。２９年
（１９４０）县设土地呈报处，３１年 （１９４２）设地政局 （科）或地籍整理办事处，统管公有

当地契约 （灵台档案馆存）

土地、土地测量、土地登

记、土地册簿保管、土地

契据发放、估计地价、解

决土地争端、编制土地税

册及办理土地转移手续等

事宜。３３年 （１９４４）县
设发状处、城市土地登记

处，３６年 （１９４７）改县
田赋 粮 食 管 理 处 为 田

粮科。

１９５４年起，城市土地
由建设部门管理，农业用

地由农业部门管理， “三

荒地” （荒山、荒坡、荒

沟）由乡镇 （人民公社）

管理，国营农林场土地由

农垦系统 （林业兵团）管理，军事用地由军队系统管理，散见于城乡的零星 “公地”由

财政、民政部门管理，国家建设征用集体土地由计划部门管理，农民建宅用地由乡镇

（人民公社）管理。１９８７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土地管理处。至翌年６月，各县
市土地管理局相继成立。从此，地籍管理、土地计划管理、建设用地管理、法制管理、

土地开发管理等工作，陆续展开。１９９０年后，各乡镇相继成立土地管理所，并设专职土
地管理员。地区、县市、乡镇有土地管理人员２３４人。
１９９０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土地勘测规划室。１９９５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土地估价

事务所。２０００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土地执法监察支队。平凉地区土地估价事务所改为
恒安估价事务股份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２年３月，行署土地管理处改为国土资源处。１２月
改为平凉市国土资源局。全区土地管理人员增至３０５人。

２０９




第一节　土地调查

一、土地概查

明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为防止谎报田产和赋役转嫁，曾丈量土地，绘制 “鱼鳞图

册”。清代，静宁州清理土地，分民赋田、屯田和更名地３类。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办理
土地呈报。３０年 （１９４１），各县全面进行土地勘丈。３２年 （１９４３）４月１５日至８月５日，
进行土地呈报复查更正。３３年 （１９４４），７县复丈登记土地总面积１４７２３４万亩，已耕地
面积４８６７１万亩，垦殖指数３３０６％。３６年 （１９４７）４月，调查未垦荒地。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各县土地调查表
单位：亩

县

别

土地

总面积
耕地

其中

旱地
荒地

其　 　中

森林地 畜牧地 柴草地 其他地
可耕地 水面

房屋

道路

坟墓等

全区 ８７９７２７０ ４９０４４３２ ４８９１７５１ ３２２１９７７ ２８１９６３ ３０６９３１ ３５７６５３ ２２７５４３０ ２５１０１７ ８５７６９ ３３４０７５

平凉 １４６０１４２ ８６１０６２ ８６１０６２ ５００７９２ ３５０５５ ４６５７３７ １９８０３ ６７５０ ７１７３５

泾川 １１１５６２５ ８８９２２２ ８８９２２２ ６８４９２ ２０５ ３４３ １３７ ６７８０７ １０４ ４７２４７ １１０５６０

灵台 １４１６１９３ ９０１１３５ ９０１１３５ ３８５８２５ ９６４５６ ５４０１６ ６１７３２ １７３６２１ １１５９８０ ３２０ １２９３３

崇信 ６４５８２１ ３４３３４１ ３４３３４１ ２６８１６６ ２６８１６６ ６４５８ ２７８５６

华亭 １４６４０１９ ４５２７３４ ４４０６０９ ９７６８４３ １１７２２１ ２４４２１１ ２５３９７９ ３６１４３２ １９６３０ ４３９２ １０４２０

庄浪 ６７５０００ ５０８１１０ ５０８１１０ ８３６１０ ３３０２６ ８３６１ ４１８０５ ４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６２８８０

静宁 ２０２０４７０ ９４８８２８ ９４８２７２ ９３８２４９ ９３８２４９ ９４５００ １２０２ ３７６９１

　说明：本表为已利用土地面积，不包括难利用土地。

１９５２年秋冬，全区开展土地划界和清丈工作，逐户、逐地块丈量，全区有耕地
６５３３９万亩。此后，按山、川、原、沟等不同地类评定质量等级，测算正常年份单位面
积产量，逐户核发查田定产证书，分乡建立地籍管理档案。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农民

入股的土地又一次勘丈。

１９８１年８月至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各县市首次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本县市最新的
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并用近期相似比例尺 （１／３８—１／４５万两种）的航空
照片进行预判和实地校核。通过室内初判，野外调绘补测，核对地形、地物、地名、地

界、地类，转绘成图，面积量算以及土地利用系数测量和农业生产调查等程序，基本查

清各类土地的数量与分布，拟定各地类系统表，绘制县市五万分之一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编成 《平凉地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

全区总土地面积为１１１４８８平方公里，折合１６７１１２万亩。其一级分类状况是：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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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４７４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６０１２％ （其中净耕地 ７５５６６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４５２％）；园地６３５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３８％；林地２２２４９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１３３１％；疏林草地６６５６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９８％；草地１８３１２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１０９６％；城乡居民用地４９０７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２９４％；工矿用地１０１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０６％；交通用地１６６８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１％；水域３８７６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３２％；特殊用地 ４１６１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００３％；难利用地
８１９２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９％。

二、土地详查

１９８６年后季，各县市陆续开展更为规范、系统、科学、详细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１９９１年９月，平凉地区被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确定为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市级
汇总的９个试点之一。１９９２年２月，各县市土地详查通过省级验收。１０月地区级土地详
查汇总完成，通过国家土地管理局组织的省、部级成果验收和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组

织的课题鉴定。县市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形成的主要成果是土地面积统计表、土地

利用现状图、土地边界接合图表、分幅土地权属界线图、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地区

级汇总工作形成的主要成果是１０种表格、２个图表、５类图件、３５万字的工作总结和１６
万字的 《平凉土地资源》。《平凉土地资源》荣获国家土地管理局全国土地资源调查优秀

成果一等奖，行署土地管理处被国家土地管理局评为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工作先进单

位”；静宁县调查成果荣获国家土地管理局优秀成果二等奖，崇信、灵台县调查成果荣获

甘肃省土地管理局优秀成果三等奖。

经详查，全区总面积１１２００１６平方公里，折合１６８００２万亩。其中实际管辖面积
１１１０８０６平方公里，折合１６６６２１万亩；飞入面积６１５平方公里，共６９块、９２２１１亩；
争议区面积８５９５平方公里，折合１２８９万亩。总面积中三级地类的构成状况是：

耕　地　７３３９２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４３６８％。分３个二级类：水浇地４５９９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６２７％；菜地 ６５９９亩，占 ００９％；旱地 ６８７２７万亩，占
９３６４％。分６个三级类：旱地梯田１９２０４万亩，占旱地总面积的２７９４％；旱地沟坝地
６３５万亩，占０９２％；川旱地２８３５万亩，占４１３％；原旱地９２４２万亩，占１３４５％；
山旱地３６７０９万亩，占５３４１％；台旱地１０２万亩，占０１５％。

园　地　１３７５万亩，占０８２％。分３个二级类：果园１２３７万亩，占园地总面积的
８９９４％；桑园８９２亩，占００６％；其他１３７万亩，占１０％。

林　地　３５５６１万亩，占２１１７％。分６个二级类：有林地２２３０６万亩，占林地总
面积的６２７３％；灌木林５９８５万亩，占１６８３％；疏林地２２７４万亩，占６３９％；未成
林造林地４９５９万亩，占１３９５％；苗圃３６１６６亩，占０１％；迹地１０７亩。

牧草地　２２４２３万亩，占１３３５％。分３个二级类：天然草地１９４７８万亩，占牧草
地总面积的８６８７％；人工草地２９４２万亩，占１３１２％；改良草地３３０１亩，占００１％。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６８０１万亩，占４０５％。分４个二级类：城镇３０７万亩，占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总面积的４５１％；农村居民地６２６９万亩，占９２１７％；独立工矿用地
１５４万亩，占２２７％；特殊用地７１０８６亩，占１０５％。

４０９ 平凉地区志 （中）



交通用地　１８０９万亩，占１０８％。分３个二级类：铁路５２０４亩，占交通用地总面
积的２８８％；公路３３８万亩，占１８６７％；农村道路１４１９万亩，占７８４５％。

水　域　２８１６万亩，占１６７％。分７个二级类：河流水面５１９万亩，占水域总面
积的１８４３％；水库水面１０１万亩，占３５９％；坑塘水面５０４１６亩，占１７９％；苇地
３５２３２亩，占１２５％；滩涂１９７８万亩，占７０２３％；水工建筑物７５９１亩，占０２７％；
沟渠１２５万亩，占４４４％。

未利用土地　２３８２５万亩，占 １４１８％。分 ４个二级类：荒草地 ４４２１万亩，占
１８５６％；裸土地１２０７万亩，占５０７％；田坎１８０８５万亩，占７５９％；其他１１２万
亩，占０４７％。

１９９２年各县市土地详查表
单位：万亩

县市别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及工

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全区 ７３３９２ １３７５ ３５５６１ ２２４２３ ６８０１ １８０９ ２８１６ ２３８２５

平凉 １１８７７ ３９６ ５５４３ ２３３２ １４４２ ３１９ ６０９ ６４０２

泾川 １０１２３ ３２８ ４５１４ ８６５ １３６６ １９９ ４６７ ４１６２

灵台 １０７７５ ２１１ ７５１８ ６９０７ １１７７ ２４８ ２７７ ２６１１

崇信 ４８１８ ０４２ ３９９４ １７８２ ４３１ ０７８ １５８ １４８８

华亭 ５８１７ ０１１ ６７６０ ２５４５ ４３６ １５９ ２６３ １７３７

庄浪 １１７２７ ０６３ ４７１７ ２９２９ ８７２ ２３２ ４６１ ２９２１

静宁 １８２５５ ３２４ ２５１５ ５０６３ １０７７ ５７４ ５８１ ４５０４

三、变更调查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１５日，地区组织地、县、乡三级专业技术人员２９５人，对
全区１３２个乡镇的２６１０个被调查单位进行涉及５９０幅图、１８５１９个图斑的土地详查数据
的变更调查。

本次调查以县市级土地详查数据为基础，以详查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按照

《日常地籍管理办法 （农村部分）》规定的技术方法，查清全区自详查外业结束至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３１日 （全国同一时点），８年以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逐级汇总出全区及各县市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调查结果表明，与１９８８年相比，全区各类土地的利用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耕地，通
过开发复垦等增加１１万亩，但因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城乡发展、道路建设等减少４３９２
万亩。两相抵消减少４２８２万亩。园地，净增２９８７万亩，年均净增３７３万亩。其中由
耕地变为果园面积２９９３万亩。林地，新增１０６２万亩，其中耕地造林６３５万亩，荒山
（未利用土地）造林２１１万亩，牧草地造林１９５万亩。牧草地，净减少８４２２１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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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及工矿用地，新增 ３６２万亩，其中占用耕地 ３４２万亩，占 ９４３％；同期内减少
４４６０７亩，其中复垦 （主要是废弃宅基）为耕地３４３０３亩；增减相抵净增３１７万亩。
交通道路用地，新增１１２万亩，主要是新增铁路用地６４８６５亩。水域，新增７９１３３亩，
主要为占用耕地挖鱼塘和耕地中修建水利工程设施用地。未利用土地，减少２７５万亩，
净减１２７万亩，表明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

四、坡耕地调查

２０００年６至９月，地区组织７县市开展１５至２５度、２５度以上两个坡度级耕地现状
的调查评价工作，查清其数量、质量、分布 和利用现状，提出坡耕地生态退耕的可行性

调研报告和退耕还林 （草）的对策建议。

经调查核实，全区坡耕地总面积２６９４１万亩，其中坡度在１５至２５度之间的面积
２４９２９万亩，坡度在２５度以上的面积２０１２万亩。全区１５度以上坡耕地中，宜耕面积
１０６７１万亩，不宜耕面积１５１７万亩。不宜耕坡耕地面积中，１５至２５度的１３２９７万亩，
２５度以上的１８７３万亩。对不宜耕坡耕地按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的目标，坚
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确定其中７５％的部分即１１３４万亩退耕还林，建设经济
林、用材林和薪炭林基地；２５％的部分即３８３万亩退耕还草，用于发展畜牧业。

五、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１９９６年后，实行每年年底前对辖区当年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变更调查统计制度。
２０００年底，全区１６７９５万亩土地总面积利用现状分别是：

耕地６７５４６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４０２２％。其中水浇地３８６５万亩，主要分
布 于泾河、河、达溪河、黑河、庄浪河、水洛河、葫芦河川区，为全区农业生产的精

华之地，土地评价等级为Ⅰ等；旱地６３６２万亩，广泛分布于山、川、原、梁、峁、坪、
沟、谷、台上；菜地６１００亩，主要集中在平凉市柳湖乡和泾川县城郊，其他县城附近有
零星地块。

园地４６２９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２７６％。其中果园４４８９万亩，主要分布在
泾川、静宁、灵台等县市；桑园８９２亩，全部集中在泾川县丰乡；其他园地１３９万
亩，药材集中在华亭县境内关山周围，沙棘在中部３县１１乡。

林地３８１５４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２２７２％。其中有林地２２２８７万亩，郁闭度
大于３０％的天然林多集中在六盘山及其余脉，郁闭度小于３０％的人工林种主要有防护林、
用材林、经济林和特用经济林。灌木林地６３１６万亩，主要分布 在崆峒山—唐帽山一线。
疏林地３０４３万亩，主要分布在灵台县境内。未成林造林地６４７２万亩，各县市均有，以
泾川、灵台为最。迹地１０７亩。苗圃３５６５６亩，多在平凉、灵台等县市。

牧草地２２２３５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２４％。其中天然草地１９１７２万亩。草
甸分布于陇山山脊；疏林草场分布于华亭西部与庄浪东部陇山两侧海拔１０８０至２７００米之
间的山地和华亭北部、灵台南部的丘陵地带，及平凉太统山、麻武乡一带；草甸类广泛

分布于海拔８９０至１９００米之间的山区、丘陵及河谷川地；草原类主要分布于海拔１３４０至
２４００米之间的地区。主要牧草有２０科、１５种。人工草地３０１３万亩，有１科６种，平
凉、庄浪、静宁面积较大。改良草地５０２２５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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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７１１１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４２３％。其中城市１１６万亩，
建制镇 ２５２万亩，村庄 ６４２６万亩。从构成上看，山区居民点用地占 ５８％，原区占
２４％，川区占１８％。独立工矿用地２４３万亩，以华亭、平凉、静宁县市居多。特殊用地
７４３１４亩。以国防用地为主，集中在平凉市崆峒、峡门乡和城区周围。

交通用地１９５６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１１６％。其中铁路７３４７亩，公路４３３
万亩，农村道路１４５万亩。

水域２８２８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１６８％。其中河流水面５２７万亩，水库水面
１０９万亩，坑塘水面４９７５７亩，苇地３２４４亩，滩涂１９７３万亩，各河流均有分布，所
占其水域面积的比例在６０８至８６２％之间。沟渠１３７万亩，有干渠１３１条，总长８４５公
里；支、斗渠８２２条，总长４９９公里。

未利用土地２３４９１万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９９％。其中荒草地４６３９万亩，
主要分布在东部大于２５度的陡坡地上，盐碱地１３３亩，沼泽地３７９５亩，裸土地１１６７
万亩，裸岩石砾地１０２万亩，田坎１７５７３万亩。全区平均田坎系数为１９７７％，其中山
耕地为１５至３６５％，川耕地为１４７至４％，原耕地为１１３至３９％。其他６３１４亩。

２００２年全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万亩

县市别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居民及工

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全区 ６５５７５ ４５６５ ３９９２１ ２２６２３ ６９０５ ５０９ ８１７ ８３９４

平凉 １１５４８ ４６８ ５７２２ ２３０１ １５５１ １０５ ２０５ ４０３７

泾川 ７７２４ １７４７ ５５０３ １１７４ １２３２ ０７３ １７８ ２２５３

灵台 ８５７７ ６６６ ９２９５ ６８４１ １１４４ ０５７ ０６３ ５５０

崇信 ３８７１ ４１４ ４５３４ １８３０ ４３４ ０３９ ０４１ １８８

华亭 ５４８９ ０１９ ６９９０ ２５７１ ４６９ ０９４ ０５４ ３１４

庄浪 １１２０３ １７８ ５０７１ ２８７０ ９４６ ０５６ ０７５ ５１２

静宁 １７１６３ １０７３ ２８０６ ５０３６ １１２９ ０８５ ２０１ ５４０

第二节　地籍管理

一、权属登记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６月３０日，国民政府颁布 《土地法》后，开始包括土地及其定

着物之权益登记。未经地籍测量之土地，不得进行所有权登记；所有权经登记后，发给

《土地所有权状》。土地权属登记的内容有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 （使用权）、永佃权

（出租使用权）、地役权 （以他人土地为自己土地提供方便之权）、典权 （支付一定典价，

占有他人土地而取得使用及收益之权）和抵押权 （以担保债权而设立的物权）等。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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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档案馆存清乾隆年间地契

的主要文件有土地登记簿和土地登记地图，

包括登记总图、分区图和分段图。除设置地

籍图、地税户册外，还编制土地清册。土地

清册登录土地所在、地号、等则、地目、地

积、法定地价、地主住所等。但未进行土地

测量，所登土地面积仅以土地所有者自报为

凭，故多有偏颇。２５年 （１９３６），甘肃省政
府通令各县重新修正红簿，为整理地籍做好

准备，并限三月内办理完毕，但平凉各县执

行未果。３１年 （１９４２）起，调查登记按土质
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划分为一、

二、三级，谓之 “三等九级”，按等级定产，

按产量承赋。３２年 （１９４３），崇信县因户籍
与地籍整理成绩 “最优”，被省政府列为

“甲等”，给县长叶正元、民政科长郭去讷各记功一次。３３年 （１９４４）５月，开展土地房
屋登记和发证。经县土地登记处呈验证据核明，由县长和登记处主任联名颁发 《土地所

有权状》，依据地目不同类别，发给田 （杂）、宅、荒三种土地所有权状，状面注明坐落、

区段地号、面积、地目、四至、收件号数及其时间、登记号数及其时间、申报地价及定

着物现值等内容，后附分段图。城镇土地所有权登记、复丈后，发状８５５６份，土地面积
２２７０９亩。３５年 （１９４６）１０月２日，各县办理土地登记、总登记、所有权变更登记、他
项权利登记及其他登记。

初始登记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首次开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自主申报
和初始登记工作。全区对１个城市、６个县城、１７个建制镇、８６６３个用地单位的７６５７
宗、１１８６７７万平方米面积进行申报登记。其中城镇国有土地２３４１９万平方米，农村国有
土地１１６３３５１万平方米。申报面积中，应缴纳土地使用税面积９４６１万平方米，其中城
市２００３万平方米，县城２３６２万平方米，建制镇３２２１万平方米，独立工矿１８７５万平
方米。对其权属来源、四至范围及土地面积等作初步调查，搞清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状

况和存在问题。

变更登记　民国时期，土地变更登记包括买卖、继承、赠与及其他所有权之转移、
地目之变更、地主姓名及住所之变更、分割或合并。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国有土地发生

的变更，多因权属转移而引起的变化；农村集体土地则多因用途转移而引起的地类变化。

１９９７年后，各县市土地管理部门除坚持做到每宗土地随变更随登记外，并于每年底前将
当年发生的土地变化情况均从数据统计和图件编绘两个方面做相应变更。

日常地籍　１９９７年起，各县市在全面完成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全国同一时点土地数据
变更任务的基础上，相继开展当年土地变更调查和建立农村日常地籍制度的工作。

二、地籍调查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地籍调查工作由权属调查和地籍测量两大部分组成。前者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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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者土地权属合法性的调查，后者是确定行政界线、权属界线、地类界线的位置

以及行政区、权属范围及其地类、地块的面积。３０年 （１９４１），地籍整理程序为土地测
量、土地登记、规定地价。测丈地亩按小三角测量、图根测量、户地测丈、计积制图程

序办理。是年，军令部测量队第七队根据陆地测量局二十万分之一地图标算，测量并得

出各县辖区土地总面积数。３１年 （１９４２），结合实施新县治，组织整理各县畸形区域。３２
年 （１９４３），进行城市地籍整理和城区土地测量工作，并绘制地籍图。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全区开展地籍调查工作。７县市全部通过省级验收。对城区

６６９０宗国有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属进行调查，共设置宗地界址点３４１万个，布设控
制网１３３６平方公里，测图面积３７７８平方公里，绘制千分之一比例的地籍图２００幅、五
百分之一的６４幅、两千分之一的８幅，绘制宗地图６６６９幅。１９９９年，平凉市四十里铺
镇和华亭县安口镇开展地籍调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全面完成并通过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的
成果验收。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行署土地管理处被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授予 “全省地籍管理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农业用地权属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２年开展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期间，对农业用地权属进行
调查，查清全区有属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７２３９５万亩，占全区农业用地总面积７３３３３万
亩的９８７２％。

林业用地权属　１９６６年３月，首次对林业用地权属初步确定。１９９１年，完成对国有
林业用地权属、四至及面积等的调查、界定和测量工作。全区有国营林地１５６１４万亩，
集体林地１９０９８万亩，分别占全区林地面积３５５３７万亩的４２９４％和５３７４％。另有
８２６万亩林地的权属未定。

水利设施用地权属　１９９２年８月，组织开展并完成全区水利工程用地的划界确权工
作。水利工程划界２１４２项，划定管理范围４３９万亩，保护范围２０４万亩，分别占应划
界的９８５％和９８６％；颁发 《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１４４２本，面积３７３万亩，绘
制宗地图２１５８幅，签订四至保护协议书３６０２份，埋设界桩２９８万个。灌区划定管理范
围７４００亩，保护范围３５００亩，绘制宗地图９５幅，颁证２６本。水库划定管理范围３３万
亩，保护范围１３万亩，绘制宗地图２９幅，颁证２８本。

宗教设施用地权属　１９９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５月，开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工作。经对
４００多处场所逐一考查审核，符合条件、准予正式登记的３５９处，临时登记的７处，暂缓
登记的２处。法人登记１２２处，合并关闭４４处，新增２２处。宗教活动场所共３７１宗，占
地总面积５１７８亩。

军事设施用地权属　１９９１年，开展军事设施保护区域的划定工作。１９９３年，军队依
法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包括以土地使用权为条件与地方合建换建房屋、兴办合资合

作企业，出售、出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等，用地单位持解放军土地管理局 《军用

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到当地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办

理土地变更登记。

铁路用地权属　１９８９年，宝 （鸡）中 （卫）铁路开始建设，在华亭、崇信县和平凉

市境内１１个乡镇 （场）、２５３个权属单位，征用建设用地７８１４７１亩，其中永久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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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８８２亩，取弃土临时用地１９７５８９亩。３县市人民政府分别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９６年
１月给铁路建设部门颁发 《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１９本。

集体用地权属　１９９０年１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全区开展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和乡村中 《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颁发工作。７县市１３１个乡镇、１７１３个行政村、
９３５８个生产合作社中，经申报、登记、勘丈、确权之后，应发放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的单位和农户３５１１万户、３５４３万宗、面积１２１２２８万平方米，已发证３４７３万
本、３４４４万户、３４７３万宗、面积１１８１６６万平方米。同时，对乡村中１９２５户、２０９７
宗、面积６５６２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者颁发 《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１９９９年
后，开展 《集体土地所有证》的发证工作。全区１３１个乡镇的１７１２个行政村第一次领到
《集体土地所有证》。

三、土地评价

分等定级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３３年，各县确定土地分为三等九则，并按等则确定
收益。１９５１年，各县土地分类等级是：按川、原、山三大类，各划分４个等级。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全区开展城区国有土地的定级估价工作。７县市全部通过甘肃

省土地管理局和物价局联合验收组的鉴定验收，获准执行。被列入定级范围的土地总面

积为４８１９６９万平方米，定级结果是：一级地４３０３９万平方米，二级地９３２２８万平方
米，三级地１３３５１１万平方米，四级地２１２１９１万平方米。被列入估价范围的土地总面积
为３９７２７万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２０７９２万平方米，工业用地１１０８１７万平方米，住宅
用地２６５６６１万平方米。

基准地价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各县成立标准地价评议委员会，将县城区土地分区
定等评定标准地价。每亩地价平凉县一至十等分别为３０００至８００００元为最高，崇信县一
至七等分别为１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元为最低，６县 （缺泾川县）城镇土地总地价３６３３８万元。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４至９月，对城镇土地重估标准地价，每亩地价为４万至２８万元，平均亩
价１２９８万元。
１９９８年后，各县市先后以城镇整体为单位，以土地定级为基础，以土地收益为依据，

以市场交易资料为参考，制定和修正城镇基准地价。城镇各级、各类土地每平方米地价

６４４８至 ３２９３８元。其中商业用地每平方米 ８８２５至 ４５４７１元，工业用地每平方米
６６０２至２２０５元，住宅用地每平方米５４１９至２１２９４元之间。全区国有土地资产总值
７８亿元。

第三节　农田保护与土地开发

一、基本农田保护

１９９０年，行署土地管理处在泾川县王村乡进行重点农田保护试点后，各县市全面开
展，完成重点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制度的制定、保护小组的建立等项工作。有９７个
乡镇划定重点农田保护区２１８１片、２９４万块，保护区总面积１４４２５万亩。其中川水地
３２５万亩，川旱地３６３５万亩，山、原梯、条田７５４万亩。形成县市级重点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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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７幅，乡镇级重点农田保护区示意图９７套，村、社级重点农田保护区简图１８００张。
在公路沿线、中心村镇、人地矛盾突出地段和高产稳产农田区域等处设立永久性保护标

志碑２００余方。同时，调整部分不合理的用地规划，预留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片块，确定
统一的取土、埋坟地点。１９９７年，全区土地管理部门对重点农田的保护、管理情况进行
了全面检查，重新修订、完善保护制度与措施，调整并明确管护责任人，查处一批在重

点农田内乱建房、乱埋坟、乱取土的 “三乱”问题。

１９９８年２月，除将１６７６６万亩 “重点”农田作为一级 “基本”农田予以确认外，

又增补二级基本农田４３３３２万亩，使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达到６００９８万亩。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８日，地区行署土地管理处和农牧处被国家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授予

“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先进单位”称号。

二、土地开发整治

挖掘闲散地　据县市城区地籍调查和乡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提供的资料，全
区城镇区域内的闲散土地占建成区总面积的１／１０，乡镇规划区范围内的闲散土地则占到
规划区总面积的１／５。各县市注意挖掘利用这类土地。

利用田坎地　１９９２年，全区耕地中的田坎面积有 １８０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９７７％，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７５９％。华亭、庄浪等县的部分山区村社组织群众开发
田坎资源，走出一条利用田坎种草、腾出耕地种粮的新路子。

治理滩涂地　全区有滩涂地面积 １９万亩，每遇洪水约有 ６００亩左右的良田被毁。
１９７１年，华亭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沿川社队对神峪河、河、策底河进行连续治理。至
１９８６年，争地４２００亩，保护农田１万亩。

复垦弃耕地　南部关山林缘一带有１０万亩耕地弃耕。１９８５年以来，地方政府在实施
农业综合开发战略中，号召并鼓励农民进山复垦。至２０００年，使７万亩弃耕地恢复耕种。

整治废弃地　东部山、原区受立地条件和经济条件制约，历来以 “地坑”窑洞为其

住所，占地面积大，土地利用率低。１９９０年，有４万户农户废弃旧宅基地总面积有１０万
亩之多。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泾川县先后组织９个乡的３２个村，投工２１０万个工日，移动土
方５０万立方米，平整废旧宅基１０００多处，增加耕地１３３４亩。其中先期复垦的８４３亩耕
地种植小麦、玉米、烤烟等，获取经济收入５５万元。整治废弃地的投入与恢复耕地后
的产出比为１∶４２。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整治、复垦土地５８万亩。与同期建设项目占
用耕地相抵，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开发庭院地　１９９１年地、县农业区划部门调查，全区农户庭院的可利用面积１１２６
万亩，有３２９７万户从事庭院经济，占总农户的９４２％。年经济总产值１５７０３万元，收
入１０７５３万元，户均３０７３元，人均６２６元。

第四节　土地监察

一、建设用地清查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３日，地区行署 《乡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农户建宅用地川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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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３分，原区３至５分，山区６至８分，边远山区不超过１亩。
１９８３年１月清查，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区有４５万户农民新修庄基 （占总农户的１６％），

面积１６２万平方米。其中未经批准或超过批准面积的 ４２２３户，清查处理 ２４２３户，占
５７％。即宣布无效、责令拆除或没收的１３９６户，收回土地８３０亩；补办手续、予以认可
的１９４户；处以罚款罚粮的８３３户，罚款１０９万元、小麦１６８８公斤。
１９８５年，根据国家农牧渔业部 《关于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的紧急通知》，对

１９８３年以来非农业占用耕地进行清查。经清查非农业占用耕地１１８３４亩，其中农户新建
住宅占地６２７８亩，占５３％；国家、集体企事业单位基建占耕地５５５４亩，占４６９％；其
他占用耕地２亩。非农业占用耕地中的问题是农户新建住宅未经乡镇政府批准私自占用
承包地基建的２８２８亩，占４５％；超批准面积多占７６７亩，占１２％；建新宅占旧基的
４２６亩，占６８％。

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８年，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

知》，清理查处非农业建设用地。全区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６年，农民新建住宅占地面积６５０万平
方米，超过新中国成立后３０年建宅面积的总和，其规模、速度均为平凉历史所罕见。这
一时段正是土地管理的薄弱时期。１９８２年以来，全区 “三项” （国家、集体、个人）建

设用地单位和农户５００７６个、用地面积２５６５４亩。其中国家建设用地单位３２０个、用地面
积１１８１亩；集体建设用地单位３２０个、用地面积１９９２亩；农户建宅４９４３６处、用地面积
２２４８１亩。清理出违法用地单位和农户１２９９１个，占６３％。其中国家建设违法用地单位
２６个，集体建设违法用地单位４９个，农户建宅违法用地１２９１６户。在国家建设违法用地
单位中，未批修建的７个，批少占多的１个，征而未用的１个，先用后征的３个，其他
１４个。经处理，重新申报、缴纳费税后补办手续的９个，罚款７６００元，补交地价款１９６
万元；在集体建设违法用地单位中，未经批准的１２个，未交地价款的１１个，买卖租赁的
６个，超占面积的１个，其他１９个。经处理，补办手续的８个，罚款３９８０元；在农户建
宅违法用地中，未经批准的１９４２户、面积６６７亩，扩占宅基的６８３５户、面积１３５５亩，
买卖租赁的３０户、面积８３亩，私自在自留地、承包地建房的４０１户、面积１９３亩，其
他３７０８户、面积８３２亩。经处理，补办手续、认可使用的２４５８户、８１６亩，拆除建筑物
的８６１户 （房屋４８１间、围墙１１８８３堵），罚款的６１１２户、６６３亩、收回罚款２４６８万
元，收回土地的４４５４户、１０３０亩 （耕地７７０亩），作其他处理的７６３户、１７４６亩。同
时，收回旧宅基地８１３４处、５３５０亩，收回３２９１户 “农转非”户应交归集体的自留地、

承包地３３０８９亩及其宅基地３３４处、１３５亩。处理乱取土９１９处、１０５１亩，乱埋坟９５１
处、１３亩。此次清查，共收回单位、个人罚款２５０９万元，占应收回罚款总额２８６８万
元的８７５％；共收回耕地７７７亩，占应收回耕地总数８１７亩的９５１％；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的村、社干部１７人。１９９５年，地区行署土地管理处被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 “全国建

设用地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７年，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

冻结审批建设用地１年，对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以来建设用地情况进行清理。通过清查，
１９９１年以来，全区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４９０５８宗，面积３２９４６５９亩，其中耕地２７６５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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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占用地总面积的８３９％。按用地类型分：国家建设用地５２８宗，面积１１６１９４４亩，
其中耕地８９１３６３亩；乡镇集体建设用地５５２宗，面积１８１４６４亩，其中耕地１３８６６２
亩；农民建宅用地４７９７８宗，面积１９５１２５１亩，其中耕地１７３５７０１亩。按用地合法与否
分：合法用地 ４５６３５宗、２９５２８７３亩；违法用地 ３４２３宗、３４１７８６亩 （耕地 ２７９８７８
亩，）分别占清查用地宗数的 ７％、面积的 １０４％。在违法用地中，国家建设 ４４宗、
８９７８７亩 （耕地６１４１７亩），乡镇集体建设２７８宗、７６１１６亩 （耕地５７２７亩），农宅
建设３１０１宗、１７５８８３亩 （耕地 １６１１９１亩）。按违法类型分：未批用地 ２８３７宗、
３２１９５２亩 （耕地２６７２４３亩），分别占违法用地宗数的８２９％、面积的９４２％；非法批
地９８宗、８４４４亩 （耕地６２５８亩），分别占违法用地宗数的２９％、面积的２５％；其
他违法用地４８８宗、１１３９亩 （耕地６３７７亩），分别占违法用地宗数的１４２％、面积的
３３％。另外清查出改变用途的７宗、６２１亩，闲置土地１２０宗、２３９７亩。依法处理各
类违法用地案件３４１８宗，处理率９７１３％。共收回土地１９２７２亩，拆除房屋等建筑物
１９７间，倒墙９９３７米，收缴造地费９８２５万元，收缴罚款１４１７万元，收缴耕地占用税
４９９１万元，补办手续２０８５件。处理违法批地责任人１５人 （撤、免职５人），个人罚款
２２００元。地区行署土地管理处、县市土地管理局先后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或罚款通知书
５９５４件，新闻媒体公开曝光３０件。

２００２年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共清理出各种违法违规用地３７３件、６８００１亩 （１９９９
年前６１件），其中未批先用的８４件、５５６８７亩，非法占用的３８件、４７０６亩，圈占集体
土地的２４件、２２５２亩，应招拍挂而协议出让的４件、３２３亩，非法用于房地产开发的
２４件、２９２亩，其他违法违规用地１９９件、４７４亩。全部得到处理，其中制止各种违法
违规用地１３９件、１２７１亩，实际查处２３４件、６６３７亩。共收回土地５６９亩，补交土地
出让金２６９４万元、契税１６５３万元、管理费１５４万元，没收非法所得１５００元，罚款
３１２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３件，拆除各类违法建筑物１５００平方米。

二、隐形市场整顿

１９９２年５月，开展城镇隐形市场整顿，１９９４年底结束。共清理出各类土地隐形交易
案件１３３１件，交易总面积３４６９万平方米，应收回土地资产流失资金１１５万元。其中转
移土地使用权的４８３件，面积２９４５万平方米；出租房屋连同出租土地使用权的８４８件，
面积５２４万平方米。对清理出的问题，区别不同情况处理结案１１６７件，占清理件数的
８８％，面积３２３３万平方米，占隐形交易面积的９３２％，收回流失资金９１２万元。对转
移土地使用权的补收土地出让金７２４万元，收回有偿划拨费１４７万元，收回国有土地
４２万平方米。对出租房屋连同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各种费税７１万元，收回国有土地
５６１１平方米。

三、违法案件查处

１９９５年开始，受理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案件。至２００２年，共立案２８９０件，处理结
案率９９％。

四、土地纠纷调处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２年，共办理土地权属纠纷或争议投诉４８０２件，处理率９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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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受理有关土地问题的信访案件４９００件 （次），处理４８０２件 （次），结案率９８％
以上。

五、“三无”乡镇建设

１９９１年起，全面开展创建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和无违法用地为内容的 “三无”

乡镇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全区 “三无”乡镇达到１１０个，达标率８３９％。泾川县土地管理
局被甘肃省土地管理局授予 “‘三无’乡镇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该县合道乡被国家土

地管理局授予 “‘三无’模范乡”称号。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灵台县被甘肃省人民政府
授予 “全省土地执法模范县”称号；１２月３０日又被国家国土资源部授予 “全国土地执

法模范县”称号。

土地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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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机构

一、行政机构

筑城修路，营缮维护，百工营造，历朝各有专司。

民国初，省设实业司，县置实业局。１６年 （１９２７），县实业局改为建设局 （后改称

科），专管各项建设业务。

新中国成立初，专署第四科主管建设事业。１９５２年，改第四科为建设科。１９５５年１１
月，撤销建设科。此后，业务与基本建设委员会、经济计划委员会、计划统计处时合时

分，机构名称几易 （参 《政权政协》）。１９９０年６月，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处。２００１年分设平凉地区环境保护局。２００２年，随 “撤地设市”改称平凉市环境

保护局、平凉市建设局。

二、事业机构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成立建筑设计室。１９８７年１月，改为平凉
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平凉地区环境监测站　１９７９年成立，隶属环保局。后为平凉市环境监测站。
平凉地区工程造价管理站　１９８４年９月，成立平凉地区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管理站。

１９９３年９月，改为工程造价管理站。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安装工程管理站，隶属
平凉市建筑管理总站。

平凉地区建筑管理站　１９８５年６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管理站，隶属
平凉市建筑管理总站。

平凉地区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１９８５年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
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隶属平凉市建筑管理总站。

平凉地区建筑管理总站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管理总站。
平凉地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１９９２年６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

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隶属平凉市建设局。

平凉地区环境监理站　１９９２年６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称平凉市环境监察支队。
平凉地区测绘管理站　１９９４年３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测绘管理站，隶属

平凉市国土资源局。

平凉地区房地产中心市场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房地产中心市
场，隶属平凉市建设局。

平凉地区建筑工程交易中心　１９９９年９月成立。２００２年底，改为平凉市建筑工程交
易中心，隶属平凉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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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机构

平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成立 （参后 “建筑企业简介”）。

平凉地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公司　１９９３年５月成立。

静宁县建筑集团公司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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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建设

第一节　城池变迁

　平凉城

平凉之名，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的前秦，而平凉筑城则始于唐。贞元七年 （７９１），
泾原节度使刘昌 “筑平凉古城，以扼弹筝峡口”，十九年 （８０３）移行原州驻平凉城。后
徙出原州置行渭州。后唐清泰二年 （９３５），划出安国、耀武二镇之地复置平凉县，初属
泾州。后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改属渭州。至此，州、县同廓，为陇东重镇、关中屏障。

宋代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王素、狄青先后两次扩建平凉城垣，并增修暖泉城为外围。

金升渭州为平凉府，并置陕西西路转运司和陕西东、西路提刑司。元大德十年 （１３０６）
地震，城墙多毁。至正二十年 （１３６０）四月，李思齐部将袁亨重修并改为南、北二城。

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平凉侯费聚复修，改为东、西二城。嘉靖年间，“平凉城南枕
南山，东距浚谷百跬而近，北跨柳泉去泾河里许，西当干沟溪流之冲，去泾三里，围九

里有奇。西广而东隘，北高而南庳，横长而纵短。”城墙高４丈，城门有四：东 “和阳”，

西 “来远”，南 “万安”，北 “定北”。壕深 ４丈，墙底宽 ５丈，顶宽 ３丈，尚有砖垛
２１７１个，坚固耐用。４座城门洞各深３丈余，呈拱形，上有两层门楼，系砖木结构，雕
梁画栋，蔚为壮观，其门外各有瓮城以防护。外城计有暖泉城、夹河城、东关城和紫金城。

清康熙八年（１６６９），知府程宽、知县李涣然补葺。同治间遭兵燹，城池被毁严重，左宗
棠、魏光焘补修城垣。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平凉营补修墩台、道路、桥梁、仓鯪及庙宇等。

民国初，虽有地方军阀争城之战，然损失不大。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至１０月，日寇飞机
轮番轰炸，城池、房舍等设施毁坏惨重，抗日军民积极整治，使苏联援华军用物资能够

转运到前方，陕、甘、宁、青、新、川民用物资集散地— “旱码头”的作用未变。至民

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城区占地约１７平方公里。
１９５０年２月，以平凉县的高平、清平、暖泉３个行政区成立平凉市，城市改造的序

幕逐渐拉开。１９５１年，拆除紫金城城墙和过店街、解放路北口城防炮台，使街道畅通。
１９５８年，西、北、南３座城门洞封成特大土高炉，冶炼钢铁，后被燃烧矿石堵死城门，
逼迫在其旁开辟便道供人行走。至此，完整的城墙残缺不全。此后机关、学校陆续扩建，

绝大部分城墙被铲除。尤其是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大规模的拆迁建设。至２００２年底，城市建
成面积达到１６８平方公里。

９１９




０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中）



　泾川城

汉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安定县治在今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至兰家山之间。顺帝永建
四年 （１２９），安定郡迁驻此城，废安定县，另置临泾县，郡、县附郭。魏神 三年

（４３０）置泾州，州、郡、县同廓，多以 “泾州”为名。

泾州古城坐落在泾河北岸，背山临水，形势雄伟险要。有内外两城，外城北、西遗

址犹存；内城遗址更为明显，唯南面城垣因泾河北移被冲毁，西与北面城垣完好，东边

城垣已遭破坏。内城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７里，围２８里。唐李商隐有 《安定城楼》

诗：“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因其山川环带，水陆流通，联络中外，翼带

东西，成关中之襟要。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为避泾河水患，同知李彦恭迁州城于泾河之
南皇甫店 （今县城）。成化十三年 （１４７７），知州曹光增修东城。围３里，墙高２丈５尺
有余，隍深、阔各丈余。并建东盛、承熙、永宁３门，以至门阁、敌楼、便舍之属，无
不具备。正德十四年 （１５１９）、嘉靖二十四年 （１５４５），先后两次修复西城。

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增修西城及南、北、东３城。稍后继修南、
北二城楼及东、西、南３关。清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七年 （１７２９），先后补葺。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补修东、西两城，并于小原城 （高峰寺）增修炮台两座。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又补修西城墙和北城门。民国 １７年 （１９２８），补修倒塌城墙多处。３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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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增辟西城门，沿用 “安定”之名。３４年 （１９４５），翻修小南门，名为 “复兴”。

３７年 （１９４８），挖掘城壕深、宽各２丈５尺。至此，占地约０８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初，因财力不济，县城建设缓慢。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中共泾川县委、县革

委会发动干部、居民，拆除旧城墙，填沟壕和污水坑，拆除部分破旧民房，整修街道，

栽植行道树。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继续扩建，使全城面貌大为改观。至２００２年，城区占地面
积４５平方公里。国道 “３１２”线北移至泾河南岸，为县城建设提供了方便。新河大桥
的建成，成为西王母宫山下泾、河交汇处的又一景观。

　灵台城

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２２０），太子扶苏置鹑觚县，其城在今邵寨附近。西魏大统间，
迁于东隐形山麓。唐天宝间，易名灵台县。元至正年间，平章令万户丁处守加修城门３
座。明嘉靖时，知县郗中式、景管、杨尚曾先后修补加固。万历初，知县姚继光以砖砌

墙垣，郭志屏添修窝铺 ７座，并修东廊，附治城周围 １里，开东、北 ２门。三十五年
（１６０７），水毁南廓，民房被淹，知县张凤池修复。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遭兵燹，官舍民宅
被焚无存。后知县熬宏贞于土堡之半筑城，分内外关。内关建有东、西２门，外关有东、
南、西３门，西北筑炮楼两座，窝铺３６个。清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地震，炮楼、窝铺俱

２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中）



毁，知县黄居中重修并深疏城缘壕沟。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又遭兵燹，城防被毁惨重，知
县吴莹补修。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南关没于水患。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七月，补修。民
国９年 （１９２０）冬地震，城西北女墙倒塌，雉堞俱裂，外壕阻塞。次年，县知事熊远猷
召集群众开挖河道，引水南移，保护外城。１３年 （１９２４），县知事李翰复修南城门。１５
年 （１９２６），县知事张文泉修葺城垣女墙雉堞，并建东南角楼及营房等。１７年 （１９２８），
县长王心广复修土城及南关女墙，深疏内、外壕沟，并筑东、西炮台５处。１９年 （１９３０）
秋，县长丁耀斗修筑外关城墙，并加筑炮台５处。２２年 （１９３３）春，外关南城墙倒塌，
县长张东野改筑新城墙长６０余丈，并补修内、外城炮台、敌楼等。２４年 （１９３５），又调
集３０００余乡民，修筑西关外城，建造炮台、碉堡等。２８年 （１９３９）１１月，补修西关城
墙。至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城面积不足１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初，除补修之外，无大型工程。 “文革”期间，古迹 “灵台”被拆毁。

１９７６年兴建达溪河防洪堤岸长１６５０余米，此后机关单位陆续从山坡迁居河川地带。８０年
代末，重修 “灵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兴建历史文化名城，面积为１３平方公里。至２００２
年，城区面积达到３５５平方公里。旧东、西、南城墙皆废，唯北山墙体巍然屹立，城门
尚存。与 “灵台”高低错落，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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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信城

唐贞元四年 （７８８），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城屯军，南踞锦屏，北临水。周长２里
１９８步。有东 “宾”、西 “来爽”２门。南城墙外有厩城，俗称 “圈马城”。宋乾德元

年 （９６３），唐之丰重筑城墙，高２丈８尺，底宽１丈７尺，顶宽１丈５尺。东、西城门楼
各３间，并在城上修炮台７座。东有城壕深７尺，宽１丈。明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地震，
城墙倾塌严重。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复筑，八月遇大雨倒塌。清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知县武
全文筑墙并修炮台。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北城墙被毁长５丈有余，知县苏炳文组织民工补
葺。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知县杨培之又修东、西炮台３座。民国５年 （１９１６），县知事王
廷义重修城门楼。９年 （１９２０）地震，城垛倒塌，后补修６７４堵，炮台８座。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城池完整，占地约０１４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初，县城无较大建筑。８０年代加快建设步伐，至２００２年，滨河路、商贸
区、住宅区同步建设，城区面积扩大到２６平方公里。

４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中）



　华亭城

北魏永熙元年 （５３２），筑 “华亭镇城”。隋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以此城置华亭县。
其城南临水，北抱华尖山，西至陈家沟，东接今城。东西长约３里许，南北宽约１里有
余。后唐同光元年 （９２３），又置义州，州县附廓。后周显德中，增修城东外廓，呈半圆
型。宋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改义州为仪州。徽宗时，弃城西北三分之二，以东隅为之。
金大定二年 （１１６２），曾补小城以备防守。明嘉靖间知县王金征民修筑，“贫者负土，富
者输材，垣墙半岁咸新”。清顺治初，知县杨荣胤在城西北角构筑新城。十二年 （１６５５），
知县佟希尧增修雉堞，全城如故。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先后
两次修葺，城垣复新。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遭兵燹，城池被毁严重，九年 （１８７０）择要补
修。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地震，城墙、雉垛多崩塌。民国１２、１３年 （１９２４），筹款补修墙
垛及城楼。１５年 （１９２６），又增修逻铺、更房 １８间，并削刷北墙外围。至 ２２年
（１９３３），其城周长３里，占地４００余亩，墙高２丈４尺，底宽２丈１尺，顶宽１丈２尺。
有东、西、南３门，门楼各一，西门有月城，堑沟已平坦，东廓仅遗址，城内为正方形布局。

新中国成立初，城池无变化。１９５８年 “大炼钢铁”开始后，拆城门砖石，在城墙上

建造小土炉，使其残缺不全。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修建机关单位中，逐步将东、南、
西３面城墙拆除，仅留西北角城墙。８０年代中，为避免城建与采煤的矛盾，确定 “依托

５２９第十三编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旧城，向西发展”。此后，县城改扩建逐年加快。至２００２年，已建成新型 “煤城”８５
平方公里。

６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中）



　庄浪城

庄浪置县后，县治长期在今南湖镇。其镇秦汉时为季渠亭治所，唐时称结公城。蒙

古太宗二年 （１２３０）十一月，始为庄浪路治所。元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守御周佥事重
修其城，围１里１７０步，池深１丈５尺。开东、南、北３门：东名 “后寨”，南名 “镇

远”，北名 “拱极”。明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扩修围长３里。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增修南

门城楼。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重修南门。清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南、北墙倒塌，乾隆三十
三年 （１７６８）整修，增筑瓮城改南门偏向东，并命名 “朝阳”，北门更名 “迎恩”，各有

门楼。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为县丞驻地。民国 ２７年 （１９３８），曾修北城。至 ３８年
（１９４９）未变。
１９５１年，县治迁至宋代庆历时刘沪所筑的水洛城，前庄浪县城改为南湖乡治。１９５４

年综合开发水洛城。９０年代初，县城面积２１平方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底，面积已增至５３
平方公里。

　静宁城

宋哲宗元八年 （１０９３），以外底堡置陇干县城，遂将德顺军迁入，使县、军同廓。
金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升德顺军为州。明洪武初，因户丁锐减，弃外城留内城，围５里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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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后在州城东北置泾阳驿城，内有牛马祠、狱及递运所等。清初几经修缮。乾隆时州

城又成内外两重，内城围５里，东月城墙高３丈５尺，池深１丈８尺。并有城门３座，东
名 “迎春”，外通东月城稍门；西名 “钱晖”，外有西月城夹门；南名 “向离”，各有门

楼１座；北无门却有门楼供守望。除此，４隅各有角楼１座，以相呼应。外廓墙高２丈８
尺，墙基宽３丈，周长１０里。东、西、南３关均含在外城之内，并有东、南、西３门与
内城相通。内城外廓，互为表里，雉垛严整，戎楼耸峙。清末多遭兵燹，使之破落。民

国９年 （１９２０）大地震，内城西墙及门楼倒塌，角楼崩塌３处，仅留东南之一，外廓亦
多遭毁坏。后经邑人杨芳林两次督工补修，方有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机关企事业单位修建、郊区农民发展生产等，将内、外城墙拆

除，并加快县城建设步伐。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完成 “成纪文化城”一期工程，以 “伏羲

纪念馆”为主的建筑群，坐落旧城南部，宏伟高大，总面积达１１４平方公里，创全地区
城建之最，为静宁历史上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建设工程，至２００２年，城市面积扩大到
５６平方公里。

８２９ 平凉地区志 （中）



第二节　市政建设

一、街　道
平凉城　早期街道布局无史可考。明清至民国初，主大街１条，西起来远门，东至

平凉街景 （１９７２年）

马道门，全长 “九里三”。以北门什

字为界，其西称西大街，其东为和阳

街 （后改为东大街），再东为船舱街、

中山街、过店街、紫金城。与主干街

道平行的有北后街和南后街两条。除

此，尚有石家巷、菜市巷、集贤巷、

北门什字、南门什字、同善巷、九天

庙巷、上县巷、下县巷、果木市巷、

东寺巷、举人巷等与主干街道相连，

向南北辐射。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甘
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平凉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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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周主持，拆除北沙石滩、草佛寺巷和牛寺巷破旧房屋１５００余间，新建砖木结构的两
层楼房５００余间，形成新民路和复兴路 （后改称解放路），均为南北走向。分别连接船舱

平凉盘旋路旧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街、中山街与西兰公路。新中国成立

后，逐年改扩建，尤其是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７
年 “两通两达”、 “四通八达”工程，

使城区街道大为改观。至２００２年，有
大街小巷５８条，全长９８公里，总面积
２７４万平方米。

泾川县城　泾州古城有东西走向的
“粮道 １条，穿越内、外城”。并有南
北走向的街衢１条，南抵泾河渡口，北
逶迤至兼山顶端；在内城什字稍北又有

１条与 “粮道”相平行的街道，西连北

街，东出城而去。明初建于泾河南皇甫

店的泾州城 （今县城），至清乾隆时，尚有南北走向的主街道３条，东西走向的２条。民
国时期，县城街道发展到９条。城内有中山街、中正街、县门街、官泉街、复兴街、西
门街；城外为南门街、学院街、安祥街。新中国成立初至６０年代，县城街道除一般整修
外，无大变化。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扩建中山街和安定街，整修新建街，并新建农林路。
１９７７年修建县城到温泉经济开发区道路长６７公里。此后陆续扩建、整修。至２００２年，
共有街、路１４条，全长１９２５公里。其中南北走向的１０条，长６公里；东西走向的４
条，长１３２５公里。配套设施齐全。

灵台县城　明时正街偏东南，有东街、西街、馆驿巷、小南街、西仓街、献花北街；
还有任者材坊、城隍坊、进仕坊、鲲化坊、皇恩宠弄坊、牛宰相故坊等。后因达溪河水

患毁坏南城，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在隐形西台山之半以堡建城，主街道东西走向，长里许
（今一中门前），曲幽小巷与主街相接，或上山或下河川，亦为方便。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
２４年 （１９３５），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偕县长张东野饬令驻军及民工３０００余，铺筑城内及

灵台县街景旧貌

外关马路，使街道改观。新中国成

立初，旧街道尚无多变化。１９７５年，
于台山脚下川地建成 “红卫路”，机

关单位陆续迁居路侧，形成新的主

干街道。至２００２年，有西大街、东
大街、下河街、财政街、花园街、

老街、仿古街 （西环街）、农贸街

（东环路）、南环路、中学路、荆山

路、卫生巷、政府巷等。街巷全长

６５００米，宽 １５至 ２２米不等，总面
积达９８７５０平方米。

０３９ 平凉地区志 （中）



崇信县城　自唐至清代，仅有 “宾”、“芮鞠”、“来爽”３街并旧县和寺道两巷。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均无多变化。６０至７０年代，陆续建成新西街、西南街和桥头路，
使街道超越古城，延至西部。至１９９０年，形成东街、西街、新西街、西南街和团结路、
青年路、环城路，总长５８公里，均为沥青渣油或水泥浇筑路面。另有大小巷道７条，与
街、路相通。２００２年，改造青年路，新建市场路、滨河路、柳树巷，全长１４３０米。

华亭县城　北宋末至民国末，“城内基本为正方形布局，正街与北巷、南巷相交，形
成什字；南巷又与南街相交，并连接东、西巷南端，可迂回正街两端。这些街巷将城分

割为六块”。除此，西巷西北有一小巷直通新城 （今一中），西门之北即新城崖下又有一

小巷，可达东门之北。正街宽５米有余，其余巷道１至３米不等。５０至６０年代，街巷无
多变化。７０年代初，集中整修正街，两侧加修浆砌石阳沟，并以沙砾硬化路面；７０年代
末，续建正街东段至东川。８０年代，陆续为大街小巷铺筑沥青路面。９０年代，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拓宽巷道，城外新建马路。至２００２年，城区街道２２条，长２２公里，总面积
３３万平方米，硬化率达９５％。改扩建后的街、巷、路平均宽１５米，其多数与干线公路
相接，不仅平直而且设施齐备。以西关什字分，主要有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

街，还有河南街以及滨河路等。

庄浪县城　宋时为水洛城，至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仅有主街道１条，长６６０米，各
类巷道１０条，与主街连接。县治迁入后，逐年整修，不断更新。从１９９３年起大规模改扩
建，城区道路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至１９９８年，形成 “四纵六横”的街道框架，总长度为

２１０６公里。其主要为东大街、西大街、滨河南路、新徐路、滨河北路、东站路、文化
路、新桥路、中东巷、南北巷等。

静宁县城　明清之际已形成 “三关三街”的格局。但街道狭窄，且多有断头路和卡

脖子路，全系土路面，高低不平，行走不便。民国以来虽有修补，街道终无变化。从

１９６５年起，政府拨款整修中街，１９７５年铺筑沥青路面。１９８３年，拓建西、北环城路。
１９８５年，又对西、北环城路及正街影剧院前路段重新整修，次年铺成沥青路面。１９９４
年，拆迁、拓宽街道１４条，长１２７公里，硬化人行道２０４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对城区
主干街道油路全程罩面修补，使街道路况得到改善。２００２年，实施县城建设东拓工程，
建成宽６２米的成纪路和宽３６米的北环东路、北二环东路、富康路、东环路５条主干街道
４１公里。加上原有主干街道中街、西环路、北环路、人民路、阿阳路、南环路共１１条，
总长度为９１３公里。

二、桥　梁
平凉城市桥梁，见于史册最早者为北宋神宗初，蔡挺知渭州时在州城东３里许湫谷

水上所建 “乘风桥”，后易名咀儿桥、鱼儿桥，今名胜利桥。此后，桥梁经明、清、民

国，不断增加，但永久大型者很少。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永久性大型桥梁增加。至

２００２年 “撤地设市”，属于城市区域内的永久性大、中、小桥有胜利桥、中山桥、八里

桥、柳湖泾河桥、西新桥、二中桥、红卫桥、虹光桥、沙岗桥、双轮磨桥、水桥沟桥、

汪家园桥、外贸桥、皮衣厂桥、火车站泾河桥等。泾川县城区有泾河桥、河桥、河

新桥３座。灵台县城区有东风桥、朱家湾桥、东沟桥、东沟１号、２号、３号桥５座。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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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平凉鱼儿桥 （后改胜利桥）

信县城有河青年桥、东沟桥两座。

华亭县城有南河桥、北河桥、陈

家沟桥、砚北煤矿桥、华亭煤矿桥６
座。庄浪县城有南水洛河桥、北水洛

河桥、河马桥、上水洛河桥４座。静
宁县城区有西河桥、西河新桥、南河

桥３座。
三、排　水
民国时，平凉及各县城街道排水

主要靠路面自流，少数街道两侧有排

水沟，土质为多，砌石或砖箍者较

少。由于设施简陋排水不畅，所以不

得不就近以渗坑容纳。仅平凉城区就有李家坑、山庄坑、北后坑、南后坑和东瓜园、西

瓜园等。静宁城区则有大小不等之渗坑、涝池１０多个。新中国成立后，街道排水设施逐
步得到改善。１９５１年，平凉将西瓜园１５５亩积水深达６至７米的大涝池填平，并修筑
１０２３米长的明渠，将雨水引向解放路北口。１９６１年，又购置陶瓷水管３６００个，修建街道
排水道。１９７１年，华亭县城在东、西街两侧修建浆砌石明渠排水。１９７３年，庄浪县投资
５０００元，修建东关排洪明渠长７０余米。１９７４年，泾川县扩建中山街、安定街时，在街道
两侧修建排水渠。随后又在农林路、新建街、北新街、解放路、泾崇路等街道两侧修建

排水渠长６７８０余米。１９７９年，平凉先后在人民广场、南门什字等行人密集之处修筑排水
渠道长８８４９米，并安装陶瓷管道长４６４米，路面浅水篦２００个。从１９８０年起，平凉集中
解决西寺街排水不畅的问题。至１９８５年底，累计投资７９万元，对市区４９条街巷建成排
水管道长２１７０３米。期间，泾川县投资５０万元，对６条街道埋设排水主管道长５９００米，
并接通６０多个单位的下水设施，使大量污水排出城区。静宁县城埋设４条街道长３２７７米
的排洪管道和６１０米长的盖板石渠。庄浪县投资１２万元，修建东关、西关街道两侧排水
暗渠长４９５２米，明渠长２３０米，泄洪道２０００米。１９８７年，华亭县建成排水渠 （管）道

长１３７５０米，其中县城９６２０米，安口镇４１３０米。还建成排污管道长８３７０米。庄浪县招
待所、粮食局、乡镇企业局等１２个单位自筹资金７５１万元，联合修建东站路排污渠道长
５６８米。１９８９年，各县结合城市改扩建，修筑排水渠道长１３８７３米。庄浪县机关单位职工
义务劳动，整修排污、排洪渠道长２２５０米，翌年又整修排洪渠道长２４７０米。至２００２年，
全区城市排水渠 （管）道总长度达到１１２４万米，其中：平凉３９万米，泾川１７１万米，
灵台７５万米，崇信９万米，华亭６６万米，庄浪１５万米，静宁１８２万米。

四、防　洪
平凉城　平凉城周围有 “两河十沟”，流域面积１４９８７５平方公里，其洪峰流量１０

年一遇１０７０６立方米／秒，２０年一遇１３５２２立方米／秒，５０年一遇１８３６５５立方米／秒。
最早的防洪工程，当属宋代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王素、狄青所筑暖泉城，西起今柳湖公园

西侧，北沿旧西兰公路之南，东达和阳门外。主要是预防甘沟洪水东漫北门外西寺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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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损坏北城墙基础，称其为护城墙。后陆续修筑甘沟护城墙，南起三里塬西端，北至

西门外，主要防止甘沟洪水损坏西城墙。除此，尚有夹河城，即西南起纸坊沟口之东，

经中山桥，北过西兰公路，主要是预防郑家沟、纸坊沟洪水侵漫东关诸街巷。民国时期，

曾在西门外甘沟东岸和中山桥、沙岗巷一带堆筑砂堤，导引甘沟和纸坊沟洪水北流入泾

河，阻其东流漫灌城郊。１９５１年７月，市人民政府组织民工在八里桥桥头之西、泾河南
岸修筑木桩块石护砂堤，保护天门村良田。１９５２年，开始修筑纸坊沟河堤。１９５５年５至
１１月，纸坊沟土坝和郑家沟土坝竣工，解除了南河道、中山桥一带的洪患之忧。１９５６
年，修筑城西甘沟、城东大岔河堤岸，保障汽车修理厂、运输公司、陆军医院和飞机场、

马坊村的安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修筑水桥沟土坝和河堤，确保过店街、紫金城、黄家园、
马道门一带安全。１９６４年９月，修筑八里桥南头之西泾河南岸水泥浆砌石堤岸和鸦儿沟
河堤，确保天门生产大队和西门外机关单位的安全。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共平凉地委成立泾
河治理委员会，从平凉、泾川县抽调技术人员１０多名，对泾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全面勘察
设计，准备彻底治理。但因 “文革”而中断。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修建纸坊沟第二土坝，
调洪蓄洪。１９６８年初，在南干渠进水闸下游修筑现浇混凝土河堤长６２０余米。１９６９年，
又在北干渠进水闸上游修筑混凝土挡水墙和预制格箱结构的河堤长１３００余米。１９７０至
１９７３年，泾河川区６个公社先后修筑各种形式的防洪堤岸长４１５公里。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５年，
泾河两岸修筑堤岸合计长１６０公里。大弯就势，小弯取直，增出粮田颇多。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０
年，崆峒水库竣工，是泾河上游最大的工程，也是治理泾河的关键所在。不仅调洪蓄水

灌溉，而且为崆峒山风景区增色添趣。期间，水管所与崆峒公社联合修堤治河，增地

１８００余亩。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７年，地区水利处工程队在保丰大队修筑混凝土河堤长７３０余米。
地区钻探队又在八里桥地段修筑混凝土河堤长１０００余米。１９９５年，在泾河干流修筑河堤
长３５１公里，国家投资７１５万元，地方自筹２４４万元。至２００２年，城区有防洪堤３４公
里，其中百年一遇的８公里，５０年一遇的１８公里。

泾川城　唐刺史安敬忠曾在泾州古城南筑 “黄河堰”以捍河流。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州城南迁，难免洪灾，遂以加修城墙等措施防洪。１９６０年开始，兴建合志沟土
坝，蓄水防洪。后因淤积过多，库容太小而弃之。后拓宽上、下游河道并先后修筑防洪

堤岸长１６７４米。７０年代，在夜明沟、常家沟城区地段，修筑浆砌石护岸，以防山洪。修
建河防洪堤岸长１１９０米。８０至９０年代，逐步对城区河两岸河堤进行加固，治理长
度３０００余米。并向泾河南岸延伸，以预制块件和混凝土浇筑坡岸，全面治理了城区河
段。除此，对吴家水泉沟拓宽后修筑混凝土预制块重力挡土墙护岸长９１０米。２００２年，
在城区泾、两河沿岸修筑防护堤６０００多米。年底共有护洪堤坝长４３公里。

灵台城　面临达溪河与蒲河交汇处，南城墙多次被洪水毁坏。６０年代开始，在朱家
湾修筑堆石坝两座以固岸。７０年代，对达溪河灵凤桥上下段集中疏通河床，堆筑砂堤岸
长１５００余米，修筑混凝土堤岸长８７０余米，后改为混凝土预制块件砌筑护岸长２６０余米，
堆筑灵凤桥西段砂土堤岸长５００米，提高夹河堤２２米，增强抗洪能力。并修筑西沟以西
河堤。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修筑护城河堤长１０７５米，排洪涵洞长７６０米，达、蒲河流潜坝长
１００米，缓解了达溪河、蒲河洪水对县城的冲击。１９９３年３月，建成溪河公园河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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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由河堤工程、排污排洪工程、混凝土预堤地坪工程和竣工工程四项组成。其中河堤

长６３０米，排污排洪涵洞５条，总长２９８７米。１９９８年前季，清理排洪渠道长２０９４米，
清理淤泥及沉淀杂物２１３立方米，保证城区安全度汛。年底，建成防洪堤岸长１８９公里，
排洪渠道长３４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底，共建成防洪堤坝２５公里，排洪渠道４公里。

崇信城　古代，汛期多有洪灾危及，多修有土质 “逼水墩”。清顺治时，知县武全文

教民每年仲春在城西河南岸密植柳树，固岸护田保城，后人称之为 “武柳堤”。民国

时，除群众自发地栽植柳树外，别无重大举措。１９７０年开始治河，普遍以 “干打垒”红

胶土灌浆的简单方式修筑河堤２万余米，但至１９７３年水毁近半。１９７４年开始组织专业队
治理。１９７５年，抽组崇信县水利基建团支援川区治河工程建设。１９８０年后，开展以保护
县城为主的治河工程，采用井柱式基础加助防洪墙的方式，重点治理青年桥东、西两侧。

１９９５年底，累计修筑河堤２８７公里。２００２年，新增防洪堤坝６３公里。
华亭城　南、北河交汇于东，一旦山洪暴发，泥沙俱下，乱石滚滚，波涛汹涌，

沿岸屡遭洪灾。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疏通陈家沟排洪渠道，缓解城区洪涝灾害。１９７１
年，按照 “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治河增地。华亭一中师生在城西南河北

岸修筑水泥浆砌石堤岸长５００余米，增出川地百余亩。１９７３年前季，东华公社组织县城
周围大队、生产队以 “干打垒”和黄泥灌浆的方式筑堤，后多遭水毁。１９７４年，黎明大
队在小河沟上游以水泥浆砌石修筑护岸长３４０米。次年，又在其下游将河道截弯取直，
缩短河床，防洪增地，并新开河道长６２０米，筑坝长１００米，护岸长１４２０米，增加沟坝
地３０余亩。１９７６年，华亭矿务局在北关治理北河南岸，修筑河堤８００余米，增地２００
余亩。东华公社北河大队又以两万多工日，修筑北河北堤岸长６５０米。华亭 （县）煤

矿在南、北河交汇点之西治理河岸。１９８８年，县土地管理局在县城南门外南河大桥
之东，以水泥浆砌块石修筑河堤长４５０余米，增地２２亩，扩大城区建设。此后，县水利
局、城建局先后治理南河大桥以西两岸河堤，兴建滨园和滨河路。至１９９８年底，全
县治理河道长６７３９公里，修筑永久性河堤９７８５公里，不仅保护了县城附近工矿企业和
交通、水利设施的安全，而且较好地改善了县城周围环境。２００２年，县城新治河道１５公
里，修筑永久性河堤２８公里。

庄浪城　位于南北水洛河交汇处，北水洛河在城区长３１５公里，平均流量１２立方
米／秒，年流水量达３８１０万立方米。河水泛滥，沿岸群众深受其害。１９５２年，曾在沿岸
打木桩并以木笼装块石筑堤防洪。１９６６年，修筑砌石堤岸长７００余米。后因基础太浅而
毁。１９６９年，水洛公社王家油坊生产队在庄前修筑对口丁坝。至１９７２年，修筑３５６道，
控制河道６０公里。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７日夜特大暴雨，李家嘴水库坝垮，毁坏绝大部分对口
丁坝，使河床从１００米扩展到３００余米宽，最宽处达６００米，北水洛河主流倒向县城。为
确保县城安全，县革委会调集水洛、柳梁、大庄、卧龙等公社劳力修筑护城堤岸１４３２
米，其中沙土河堤长７６米，浆砌石河堤长７６米，混凝土河堤长１２８０米。１９７６年２月至
１９７８年底，南北水洛河全面治理，修筑河堤４７段，长１７９公里。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日，国
家水电部长钱正英、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深入庄浪视察工作，对水洛河治理做了重要

指示。此后，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转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治理，至１９８６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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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修筑浆砌石和混凝土现浇河堤２５８３公里，其中北水洛河长１６９６公里，南水洛河长
５５３公里，下水洛河长３３４公里。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省 “两西”建设指挥部投资４５万
元，在水洛乡李碾、徐碾、东关、西关、何马家、贺庄、李庄等村修筑混凝土护岸２００３立方
米。１９９５年底，水洛河沿岸修筑河堤长５５１８公里。２００２年县城新增防洪堤坝４公里。

静宁城　１９７４年，县革委会成立治河基建队，对葫芦河、南河城区段治理，共计完
成土石工程量９万立方米。其中浆砌石６７８４立方米，干砌石１０１６立方米，混凝土现浇
１３０立方米。１９７７年７月５日，东峡库区遇特大暴雨，泄洪约３００立方米／秒，冲毁河堤
甚多。１９８０年，重修护岸工程长１７００余米，改河道长６公里。至此，缓解了城区汛期危
险。至２００２年底，县城有防洪堤坝２公里。

五、路　灯
古代，平凉城区豪绅大宅悬挂彩灯，一般店铺、茶馆、摊贩都以纸糊灯笼照明。后

用玻璃罩子灯照明者较多，无公共路灯设置。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官
邸以小型发电机发电照明，市民争相围观。１９５６年４月，安口煤矿 （后称一号井）建起

发电车间，供生产、照明。翌年３月，平凉市架设西门口至解放路口供电线路，首先在
东城门楼上安置第一盏电源路灯。至年底，西大街、东大街、船舱街、中山街、过店街

和新民路皆设置公用路灯。此后，泾川县杨柳湾水电站、崇信县广播站、庄浪县农机厂、

静宁县发电厂、灵台县小型发电站、安口电厂、崇信县青年发电站相继供电，开始为街

道安装照明路灯。１９６０年，平凉城区有路灯２９５盏。１９６２年，华亭县街道安装少量路灯。

平凉城区夜景 （１９８６年）

灵台为街道安装路灯１１盏。７０年代，
随着刘家峡水电厂高压输电线路延伸

平凉地区，使各县城街道路灯得到电

源保障。１９８５年，平凉城区 ４６条街
巷安装路灯４１４盏。静宁县城仅正街
安装路灯１２７盏。１９８７年，华亭县城
安装路灯８５盏，安口镇１６９盏，石堡
子工业区５６０盏。庄浪县城路灯增至
４６盏。１９８８年 ５月，灵台县对红卫
路、灵长路、财政路的路灯更新改造，

安装高压钠灯 ２５盏。１９９９年，崇信
县安装滨河路、龙泉寺路灯７５盏。是

年底，全区共安装街道路灯１９９７盏，线路总长１０９６万米，其中平凉城１００６盏，泾川县
城２７５盏，灵台县城８４盏，崇信县城１３５盏，华亭县城１９７盏，庄浪县城１２４盏，静宁
县城１７６盏。至２００２年底，街道路灯增加到４１６８盏，其中平凉城１８００盏、泾川城１２００
盏、灵台城１３５盏、崇信城２０１盏、华亭城３８８盏、庄浪城１２０盏、静宁城３２４盏。

六、抗　震
８０年代初开始，每年都筛选上报一批抗震加固工程项目，并保证重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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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加固工程项目表

项　目　名　称 工程量 （平方米） 投资 （万元） 加固时间 （年）

静宁县影剧院 ２７６０ １６ １９８３

平凉市政府办公楼 ２２００ １０ １９９０

平凉市东方红影剧院观众厅 ２２００ ２ １９９０

华亭县政府办公楼 １２００ １ １９９４

庄浪县委办公楼 １９００ ２ １９９４

平凉地区建设处办公楼 １２４０ ２ １９９４

平凉师范宿办楼 ２９０ ２ １９９５

华亭县城建局办公楼 １２００ ３ １９９５

庄浪县纪委办公楼 １７００ １０ １９９５

第三节　公用事业

一、供水建设

古代，先民饮用沟溪、山泉及川河流水。《诗经·大雅·公刘》中就有 “逝彼百泉”

的记载。明嘉靖 《平凉府志》中仅平凉城区有 “官泉、涌泉、暖泉、浅泉、龙泉、五泉”

等。庄浪有 “万泉”，华亭有 “西华灌泉”、“东华灌泉”，崇信有 “龙泉”，泾川有 “水

泉寺”、“吴家水泉”和 “官泉”等。沟溪、山泉之水不济时，多凿 “井”以补充。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始，多在水井上安装手压机，不仅取水方便省力，而且还能保持水源纯洁。
１９７２年以来，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庄浪等县相继修建大口井和水塔等简易供水设
施，使部分机关单位和城市居民开始使用自来水。全区日供水量５０００吨。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
年，先后有静宁、灵台、泾川、崇信、华亭等县实施自来水一期工程，使全区城市日供

水能力达到１８６万吨，建起管网长４７７８公里，供水人口达７２８万，自来水普及率为
９６８％。９０年代，地、县 （市）两级全面实施高起点、大范围的城市供水改扩建工程。

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城市供水能力达３９６万吨，供水人口达２３５６万人之多，供水管网总
长度为２０７公里。

平凉城区　１９７２年春，在柳湖暖泉西以砖砌大口简易井１眼，深１０米，直径４米，
水深８米。设计储水量６０００吨，抽水试验超过１万吨／日，水质良好，符合国家规定标
准。安装管道长５１０米，采用一级直供，使西大街军分区一带机关和居民首次用上自来
水。１９７３年，自来水公司在城西标高１４００米处，修建容积为５００立方米的调节水池１
座，铺设管道长２２３０米，设供水站７个，扩大了自来水供给面。１９８３年，又建成中山桥
至南兴路等９条管道，铺设供水管道长７００５米。至１９８５年，铺设管道长２０７３３米，供水
站增至３５个，总产水量为６８７万吨，总产值１７万元，实现利税２５万元，年供水人口
４４万人，供水普及率为５７％。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另新建一期供水工程竣工，供水能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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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城区供水情况表

年度
供水能力

（万吨／日）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固定资产

总 值

（万元）

职工

（人）

供水量

（万吨／年）
配水电耗

（平方米／小时）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

成 本
（元／千吨）

抄 表
用 户

投 资
（万元）

１９７８ ０６ ３５ ２６ ３１０ １９ ３１７ １３ ０１８ ７６ ２０９ ４１

１９８０ ０６ ９１ ３７ ５２０ １８ ３８３ １３５ ０５０ ８７ ３１２ ５０

１９８２ ０６ １２０ ０４ ６５０ ２２ ５４８ １６ ０５４ １０４ ３８６ ６５

１９８５ ０６ １７０ ２５ ８１６ ３８ ６８７ １８ ０４４ １３４ ５２９ １５０

１９８８ ０６ ５００ １３０ ８８７ ６４ １３７５ ２１ ０７８ ２７８ ８７５ ３００

１９９０ ０６ ６９０ ２７０ １２７９ ７８ １７９０ ２４ ０８８ ３５４ １０８９ ４３８

１９９２ １７ １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４９ １１３ ２１７９ ２９ １２５ ４６４ １２３０ ８６２

１９９５ １７ ２５００ ４００ ４３４０ １７８ ２７７３ ３２ １４０ ５９８ １８５０ ５７６

１９９８ １７ ４２５ １５ １９６８０ １９５ ３７００ ３０ ２１８ ５５１ ２６８０ ４３８

增１２００吨／日。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完成总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完成三里塬３座１０００立方
米的清水池配套工程，水源地建成井４眼即甘沟２眼，羊渠沟、鸦儿沟各１眼。２００１年，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实施城区给水扩建工程，成井１１眼，新建１０００立方米清水池５座，敷
设管网５７公里，建成计算机网络系统。至２００２年底，日供水能力达７３万吨，供水户数
４４１万户，用水人口１６万人；供水管网长２７２公里，供水普及率达９８１６％；从业人员
２４１名。

泾川城区　１９７４年，在三元宫修建大口井１眼，深８米，直径５米，日产水６００吨。
并建成５０吨的水塔１座，有效高度２４米，配置发电、抽水等机、泵。机关单位职工义务
劳动，为中山街、安定街铺设供水主管道长１５００米，形成简易供水系统，供水面积为
０４８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６００吨。１９８０年，在农林路南端修建大容量水塔１座，为农
林路、青年路铺设铸铁管道长８００多米，并为沿街单位敷设３支管网，与１号水塔分片一
次性供水。１９８２年，城建局新建水泥井２眼，铺设管道长５６４１米，设供水点７个。至
１９８６年，日供水量达 １５００吨，供水面积 １２平方公里，供水普及率为 ６０％。１９９６至
１９９８年底，修筑 ３００吨、５００吨蓄水池各 ２座，建造大口井 ４眼，铺设、更新管道长
９８００米，支管道长１２０００米，实现了环网供水。日供水能力达５０００吨，用水人口３６
万，供水普及率达７５％，供水面积３６平方公里。２００２年，投资９４０万元，实施城区水
源地项目，建成大口井６眼，高位水池１座，铺设配套输水管７４２０米。日供水能力１３
万吨，供水面积４２平方公里。

灵台城区　１９６５年，从独店公社景村提水上塬，供县城用水。１９８０年，新建张鳌坡
泉水加以补充。１９８６年，兴建南、北二塬供水工程，设计供水能力８４０吨／日。其中北塬
为６６０吨／日，主要供城区；南塬１８０吨／日，主要供应三教村工业区。埋设各类管道长
３３３０２米。１９９７年１至１０月，实施县城供水二期工程，于王家建成西川水厂，有４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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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口井５眼，并在原砖瓦厂西南角建起占地２２００平方米的净水厂１座，还在水厂西
北后山修建５００米的高位调节水池１座，埋设输水管网长７３２０米，日供水能力２４００吨。
至此，结束了县城 “吃水难”的历史。２００２年，西川水厂和北塬、南塬水厂，可向县城
日供水３２４０吨，用水人口２１万人，自来水普及率达９６３９％。

崇信城区　１９７５年，在兰州炼油厂支农队的协助下，利用 “水泉子”大口井兴建供

水站，建起５０吨水塔１座，日供水量２００吨。１９８７年，重新建成日供水１５００吨的自来
水厂。有水井２眼，２００吨清水池２座，５００吨清水池１座，铺设供水主管道长３０００余
米。经１０余年使用，设备老化，管网渗漏，使供水能力下降，供需矛盾突出。１９９９至
２００２年，建设日供水量４２００吨的供水工程，完成投资６３８万元，新增４眼水源井，铺设
更新供水管道２１７公里。

华亭城区　６０年代，安口煤矿等企业自凿水井，自建水池，以潜水泵抽水自用。７０
年代中期，华亭矿务局筹建处在县城北河建成自来水厂，除自用外，还给县级机关单位

和居民供水。城区设供水点５个，铺设管道长８２１１米，年供水量４１３万吨，自来水普及
率为６３３％。此外，东峡煤矿、华亭 （县）煤矿等中型企业建成深层和浅层水井４眼，
铺设供水管道长５５００米，日供生产用水１４３０吨。１９８４年，华亭县在安口八里庙、关庄
之间建成水厂。至１９８７年，共开发水源井１０眼，铺设管道长８１１万米，日供水达９０００
吨，全年供水量达１５８万吨。形成了县、厂矿企业并存的供水系统，解决了安口片生产、
生活用水难的问题。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１年，县自来水公司又在县城北河建成水厂，修建水源井
４眼，埋设供水管道长７５万米，日供水能力２４００吨。１９９８年，县自来水公司兴建西华
水厂，翌年１０月一期工程竣工。全县城镇供水能力达１８６万吨／日，供水人口１７万人。
至２００２年底，日供水能力２３６万吨，供水人口增加到３８万人。

庄浪城区　１９７８年，在北水洛河岸凿大口井，配置设备，为部分机关单位日供水
１８０至２４０吨。１９７９年，以此大口井水源为基础筹建县自来水厂，修建容量１５０吨的水塔
１座，铺设管道长３８５０米。１９８３年７月，开始陆续向城区所有单位供水。１９８５年，又修
建５００吨高位蓄水池１座，引蓄河水弥补井水不足，延伸供水管道长９２０米，年供水量９
万吨。１９９０年，县自来水公司成立，延伸管道长１６００米。至年底，供水管道总长为１３４
万米，用水人口１１３万人，年供水量达２９７万吨。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７日，动工修建第二水
厂，翌年１２月１８日竣工，日供水量达２４００吨，供水管道长２９０８米，修建５００吨蓄水池
１座，建成大口井２眼。县城日供水能力达到３２００吨，自来水普及率为９８２％。２００２
年，供水总量５３万吨，供水人口２７３万人。

静宁城区　１９７８年８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县副食厂、外贸公司分别建成高２０米、容
量３０至５０吨的水塔各１座，供给１６８名职工的生活用水和醋、粉条、豆腐及酒、冻兔加
工生产用水。至１９８４年，全城居民饮用水仍靠２９２眼水井供给，平均１０９人１眼井，生
活用水的供需矛盾非常突出。省城建局投资修建水源井、水塔等设施，铺设供水管道万

米，翌年底正式投产。接水单位１１６个，用水人口１２６万人。１９９２年，开展自来水二期
工程，改扩建水源井并净化自来水系统，至１９９５年３月全面完成。引东峡水库之水入城，
设计供水量为６０００吨／日，用水人口为２６万人。至１９９８年底，供水管网长达１５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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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供水能力２０００吨，供水普及率达５８％。２００２年，投资５０２万元，建成大口井４眼，敷设
供水管道６１８公里。县城日供水能力６３００吨，供水普及率达９０％，管网总长达２７公里。

二、供热取暖

民国时期，平凉每逢冬季，白天少数人以木炭火盆取暖，夜间则以细煤火炕御寒；

多数人用木柴生火取暖，并以树叶等杂禾烧炕过夜。随着煤炭开采量的增加，块炭和煤

砖逐渐取代了木炭，细煤火炕渐多。５０年代，铁皮烟筒火炉代替了传统火盆，其燃料均
为块炭、煤砖和细煤，木炭绝迹。１９６５年，专区医院住院部安装了锅炉，并在翌年开始
供热，为区内锅炉供暖之始。７０年代，建锅炉供热取暖者增多。８０年代初，全区有工业
锅炉、采暖锅炉１９８台，其中平凉城１３０台，华亭县城５１台，其他县合计１７台。１９８６
年，锅炉增加到 ２９４台，供热面积 １８７６万平方米，节约投资 ７５６万元，年节约煤炭
３７８０吨。１９９２年，全区建成供热能力２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１２个，集中供热面积５２万
平方米。１９９８年，建成２万平方米以上的集中供热站１６个，统一采暖的住户２万家，供
热面积１００万平方米。其中平凉城区发展速度最快，效益甚佳。静宁县城继南、北两个
供热点之后，又在印刷厂、阿阳路、普陀路、东关供电所、阿阳新村、农行、水利局、

西苑新村建成集中供热点，供热面积１７１万平方米。华亭县城有供热锅炉４０台，供热面
积４０万平方米。其他县城也都向着集中统一供热取暖迈进。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集中
供热站 （点）２０９个，供热管道总长４３１公里，供热面积２８９１万平方米。

三、燃气使用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的运用始于７０年代末。气罐均从兰州、西安、庆阳购入。
８０年代用户增多。１９９０年，华亭县城首设液化气供应站。１９９３年，平凉市中宁液化气供
应站成立。１９９８年，全区有供应站１３家，其中平凉市有庆化、友邦和佳能液化气站３
家，总储量１３０立方米；静宁、庄浪、华亭各３家；泾川１家。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液
化气供应站１４家，总储量９６６立方米，供应户数２０６万户。

人工煤气　１９９１年，平凉市城建综合开发公司对人工煤气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
１９９２年，地区计划处批准立项，当年在兴合庄开工建设，１９９３年６月竣工。总投资３１５
万元，设计日供气２０００户，占地２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８８２８平方米。１９９６年４月交
付生产。１９９８年使用煤气者５００余户，年产值５４万元。平凉市兴合庄煤气站是区境首
家人工煤制燃气企业。其ＦＨＹ—１８型反火煤气发生取得国家发明专利权，项目获甘肃省
星火科技二等奖。２００２年，总储量２０００立方米，供应户数９０户。

四、城市交通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６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开办城区公共汽车业务，为全区最早的公共交
通营运，但不到二年即停运。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平凉县汽车运输队恢复公共汽车营运业
务，场址在盘旋路东南侧。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７日，平凉县汽车运输队 （时易名为平凉县汽车

运输公司）将公共交通业务析出，成立平凉县公共汽车公司，隶属城建局。有营运线路６
条，营运车１９辆，日８９班次，路线总长１９２公里，日客运量５２１０人次。１９９８年，有各
类公交车７４辆，营运线路１３条，其中城区６条，郊区７条，线路总长５８７公里，每天发
车４７５趟，年客运量７５０万人次，营运里程３６８万公里。至２００２年底，有营运线路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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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公交公司车队

条，营运车８６辆，年客运量７５２万
人次，营运里程 ５０７万公里，行车
总趟次２３７万趟。
１９８６年，调整票价。一路车

００５元起价，３站台票进档，全程
票价０２５元。１９９３年，调整为一路
车０２０元起价，４站台票进档，全
程票价 ０８０元；二路车 ０２０元起
价，４站进档，全程０６０元；三路
车 ０２０元起价，４站进档，全程
１２０元。１９９９年，调整为一路车
０２０元起价，３站进档，全程１４０元；二路车０２０元起价，３站进档，全程１００元；
三路车０２０元起价，３站进档，全程 １８０元；四路车 ０２０元起价，３站进档，全程
１４０元；中巴车起价１元，至寨子街加０６０元，全程１６０元；六路车票价分段计算，
全程１８０元。

出租车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平凉城区有两家轿子车行，专搞长途贵重物品和旅客
运输。１８年 （１９２９），平凉城区始有黄包车，后发展到７００多辆。１９５０年，对万顺、天
义等大车店组织入股合营。１９５３年，将５户私营汽车运输商行联营，称平凉私营汽车场。
１９５６年４月，对以运输为主的车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平凉、泾川、灵台、庆阳、宁
县、镇原等县 （市）组织股东运输合作社６个，入社５３３户、５７６人，车６３８辆。合作化
后，为了解决短途运输和物资集散中的装卸、搬运问题，又在平凉、安口、庆阳三地，

组织人力车搬运合作社３个，入社１１３户、人力车９８辆。１９６２年３月，将１７５名单干运
输人员 （架子车）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组成８个运输小组。１９６４年，核发５种不同性质
的车辆牌照７０８个。“文革”初，禁止单干户参加营运，限制农副车辆进城。１９８５年，平
凉市成立出租汽车公司，有小轿车３辆，承担出租客运业务。２００２年，平凉城区有营运
线路１３条，运营车辆８２辆，线路长８７公里，年客运量９００万人次，营运收入１０６７万
元。并有出租车９５０辆，从业１２００人。华亭县城区长途公交公司有营运车辆４对，线路
２条。嘉宾出租车公司有出租车２００余辆。

第四节　园林建设

一、公　园
平凉市区有柳湖、龙隐寺公园；泾川城区有瑶池、滨河公园；灵台县城有溪河公园；

崇信县城有龙泉寺公园；华亭县城有双凤山公园；庄浪县城有紫荆山公园。这些公园得

天独厚，风景宜人 （参 《旅游》）。

二、古　树
百年以上的珍奇古树：崇信县朱家寨关帝庙的三义柏、黄花塬村娑罗树、龙泉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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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湖公园冬景

柏、关河村堡子庄古槐；灵台县古城

唐槐、文化馆院古柏、孟家岭古杨、

东寺沟古槐、雌雄柏、疙瘩庙高寿文

冠果、中庆村爪古槐；平凉市人民广

场古槐、崆峒山孔雀柏等被视为

“奇树”观赏 （参 《林业》）。

三、花　圃
古时官署、寺庙、书院及少数文

人学士庭院建花圃，置花盆，以资点

缀。品种多以松、竹、梅为主，明赵

时春则以菊居多。民国时，陇东绥靖

司令杨子恒花园、平凉居民吴克礼花园均小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平凉市委机关

院所置花圃尚大，种植品种繁多，率先美化办公环境。１９５８年，柳湖公园开辟了５亩左
右的花圃。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先后从外地引进名优花卉５０余种，其中从吉林省长春市引进
“君子兰”数千株，进行繁殖培育，以供需求。平凉市城建局在泾滩村征地５亩建花圃，
重点培育盆花，制作盆景，发展商品性花卉。同时，平凉市成立花卉协会。９０年代起，

华亭城雕———煤海之光

城区一些单位先后辟绿地建花圃，计１００多亩，为城区增色
不少。

四、雕　饰
明代，韩王修建东湖时，在其西侧所建牌坊群，不论石

雕还是砖刻，都是做工精良的艺术珍品。民国初期，陇东镇

守使张兆钾公馆大门内外墙壁，皆以砖雕装饰，其内容有花

草鱼虫、飞禽走兽、人物形象，加上精巧彩绘，组成了幽雅

景观，妙趣横生。１９８３年，平凉在西郊广场建造了 “鹤迎丹

阳”首座雕塑。１９９６年初，在平凉火车站广场建造了 “崛

起”雕塑。１９９７年秋，华亭在南关什字建造成 “煤海之光”

城雕。

五、庭院绿化

多数农家庭院喜植桃、梨、杏、李、花椒、葡萄等，观

赏食用，一举两得。新中国成立初，种树、养花美化环境较

为普遍。“文革”中，曾一度当作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７０年代后，庭院绿
化再度兴起。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平凉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庭院绿化先进单位３６家。平凉师
范绿化２万平方米，栽植树木花草２００余种，建花园６个，绿化覆盖率４０％。平凉一中
栽植油松、雪松、云杉、侧柏、刺槐、国槐、橘、合欢、冬青等２９４０株；修建花坛１６
个，面积１３６３平方米；栽植草坪１０５５平方米。绿化总面积９５９８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１２４５％。职教中心种植各种树木５５６３棵，种植花卉３０多种，面积５６９２平方米，绿化总
面积９９２３平方米，占校园总面积３５２％。１９９８年，华亭建成园林式单位１０个，机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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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居民种植各种花卉３６万盆。灵台县城机关单位学校建成花园４０个，花坛６１个，盆
花３４３５个。泾川县城区人均有公共绿地１１４平方米。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各县 （市）城市

单位草坪

庭院绿化有较快地发展。灵台县

城机关单位学校建成花园 ５０个，
花坛 ７６个，各种盆花 ４６００个；
华亭县城有花园单位１８个，城区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８６平方米；
静宁县建成园林式单位１２个，栽
植庭院草坪 ２万平方米，各种风
景树３万株，花卉２１万株。

六、街心花坛

６０年代初，平凉市在盘旋路
建成全区第一个街心花坛。１９８０
年，灵台县在灵凤路与红卫路交

叉处修建花坛１处，占地６０平方
米。１９８２年，平凉市在人民广场和西门口增修花坛两处。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平凉市先后建
成三角城、火车站广场和西郊汽车站等花坛８处。９０年代末，华亭县城在南大街建成花
坛１处，静宁县城在东关交叉路口建成花园１处。至２００２年，平凉城新建西门坡、三角
城、宝塔路３处花坛，绿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并对原有花坛进行亮化改造，增加休闲坐
椅等设施；静宁县在东环路建成街心花坛１处，占地１１３４平方米。

第五节　市容卫生

一、市容管理

民国时期，平凉及各县城的市容管理均无统一制度。凡遇重大节日或迎送活动，警

察出动督促检查，对问题突出的也作处罚或拘留。这种临时性的办法，始终未能解决市

容杂乱无序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集市贸易实行划行归市，市容得以改观。８０年代后，
各县 （市）先后成立市容管理执法队伍，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街道管理　５０至７０年代，各县 （市）街道日常杂务由城关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

负责管理。８０年代开始，学习北京市 “门前三包” （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经验，

沿街机关单位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订 “三包”责任书。使街道干净无污物，绿化地带有

树木花草和护栏，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停车辆、乱设广告牌匾等现象。达到整个

街路畅通、设施完好、标志齐全，市容整齐美观。２００２年，平凉城区及各县城市容均由
建设局及其下属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处管理。

市场管理　５０年代中期，各城区的市场贸易井然有序。１９５８年后，市场秩序出现混
乱，后经宣传教育、划行归市，基本取得了 “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效果。受 “文革”

冲击，市场萧条。８０年代，商贩增加，产品上市交易量增大。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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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又出现了混乱。后按城市功能分区、分类型设点，合理布局。１９９８年，平凉市培育
各类大型市场９个，总建筑面积达２７万平方米。各县重点安排粮油、蔬菜瓜果、布料服
饰、土特产品进入市场，并以门店代替流动摊点，使市场向规范化发展。至２００２年，平
凉城和各县城有各类市场５６个，总建筑面积１９４万平方米。由工商部门和城市市容监察
部门协同管理。

城市监察　１９９０年，开始组建城市监察队伍，对城市规划区以内的建设用地及建设
行为、市政设施、公用事业、园林绿化、市容管理和环境卫生诸多方面实施执法监察。

１９９８年，平凉、华亭、崇信、泾川、静宁５县 （市）有监察人员６７名。１９９９年，灵台、
庄浪组建市容监察大队，监察人员２５名。各县市城市监察执法大队主要监察违章建筑、
损坏市政设施、损坏树木花草、取缔无照商贩、清理占道设摊点经营者，整治欺行霸市

现象，保护正当经营，使市场贸易向规范化发展。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城市监察管理人员
１３５名。

二、环境卫生

爱护环境卫生，是平凉地区人民群众的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初，开展大规模的爱

国卫生运动，整治脏、乱、差现象。各级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后，监督管理工

作趋于正常。１９５８年春，各县 （市）开展 “卫生突击战”，全民动手，清理 “死角”、整

修厕所、粉刷墙壁、挖灭虫蛹。同时，平凉汽车修理厂改装洒水汽车１辆，每天中午为
平凉城区主要街道洒水，降低灰尘，使环境卫生大为好转。１９８０年１月，各县 （市）在

建设部门设立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购置环卫机具，使环境卫生更加

好转。

公厕建设　民国时期，各县城公厕少且无专人管理，由郊区群众随意掏粪积肥，污
秽破烂，不堪入目。１９５２年，专署为平凉市拨专款修公厕４处。市爱委会整修原有公厕，
统一制订卫生管理条例，成立粪业互助组清理拉运粪便。１９５８年，整修公厕１５处。１９６３
年，公厕由所在管区包干管理，有专人值日打扫。１９８４年，在市医院西侧修建首座水冲
厕所。市区主干街道有公厕１９处，居民区公厕２１６处。１９９３年，拆除了一些设置不合理
的旧厕所。兴建了一些新型厕所。１９９８年底，主干街道设有水冲厕所１４处。

泾川县城，５０至８０年代初，有公厕１２处。１９８９年以来，陆续建成水冲厕所７处，
淘汰旧厕所５处。实行全天工作制，及时清扫，定期除垢、除臭，每周由环卫处统一
检查。

华亭县城，８０年代初仅有公厕２处。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８年，修建公厕９处，其中水冲厕所
４处，坚持早晚两次打扫。

灵台县城，５０至８０年代末，有公厕１０处。１９９８年，将５处改建为水冲式。
崇信县城，７０年代仅有公厕２处，由１名人员打扫管理。至１９９８年，建成６处，其

中水冲式２处，由２人看管。
庄浪县城，１９７０年仅有公厕２处。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８年，建成公厕８处，其中水冲式１

处，派专人清扫。

静宁县城，原有公厕不多，皆为土木结构。９０年代以来，改修尚快。１９９４年，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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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式厕所４处。至１９９８年底，增加到１７处。
１９９８年，全区各县 （市）城区有公共厕所７９处。其中水冲式厕所２９处。２００２年发

展到９３处，水冲式３４处。
街道清扫　清末至民国时期，无专门人员清扫街道。由沿街商号和居民自备扫把、

水缸等工具，自行洒扫门前，有些地方长期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初，由卫生院、爱委

会和卫生行政部门协同管理。以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为基础划分卫生小组，轮流值

日，督促沿街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每天早７至８点打扫街道卫生。并组织定期或
不定期地检查评比，除挂 “卫生模范”流动红旗外，还以张贴最清洁、清洁、不清洁、

最不清洁各色纸条的办法分别给予奖惩。节日和重大活动前开展突击大扫除活动，使城

市街道卫生面貌大为改观。这种办法沿用至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由城市建设部门组建清
扫队伍多在夜间进行打扫。１９９８年，城区有街道清扫工：平凉市１０８人，泾川２３人，灵
台１４人，崇信１２人，华亭２１人，庄浪２２人，静宁２６人。２００２年，平凉城区有环卫工
２３０人，清运机械２８辆，街道清扫保洁面积８３万平方米，年清运量２０万吨；泾川有环
卫工６０人，灵台２４人，崇信１９人，华亭４５人，静宁４４人。

垃圾处理　清至民国，平凉及各县城生活垃圾和商业垃圾以笼提、担挑或独轮车推
倒于沟渠、河畔僻静之处。少数大商户雇人用马车拉运处理。新中国成立后，厂矿企业

增多，工业垃圾、工程垃圾、锅炉灰渣等垃圾逐年增多。５０至７０年代，多数由爱委会、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雇用临时清洁工沿大街小巷 “摇铃”收集拉运。也有郊区生产队为

积肥拉运的。８０年代开始，各县 （市）先后在重点地段设置垃圾台、垃圾箱，并购置垃

圾翻斗车代替人力车运往远处堆倒。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仅生活垃圾年约２４万吨左右，共
有垃圾车２３辆，基本做到当日清理。一、填垫城郊低洼地，扩大城市用地。灵台溪河公
园、庄浪滨河公园基本上都是用垃圾填垫河滩建造成的。二、组织郊区农民在垃圾里搅

拌粪便压土堆放，高温发酵，成为良好的有机肥料。三、将垃圾中的废钢铁、铝制品、

纸箱、塑料、玻璃等分拣出来，分类存放，回收利用，变害为利。四、无害化处理。全

区建成处理场３处，日处理能力２９７吨，年处理量５９万吨。２００２年，平凉城区建成垃
圾处理场１处，总库容２４万立方米，日处理能力５００吨，年处理量１６２５万吨；泾川建
成容积２０万立方米的填埋场１处；华亭有垃圾场１处，年处理垃圾８万余吨；静宁有四
轮拖拉机４台、农用汽车２辆和翻斗车３辆，将城区垃圾装运到城外大坑和山沟填埋。

第六节　房地产业

一、城镇住房

民国及其以前，住房简陋，大多为土木结构，少有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顶，低矮采

光差，阴暗潮湿，居住条件不佳。平凉城区以合脊厦房形成的深巷小院为主。泾川、灵

台、崇信城区靠山之处住窑洞的家户不少。华亭县城区以石头砌墙的大瓦房较多。安口

镇普遍为土平房。庄浪、静宁多为厦房且低小。富豪、商贾、绅士、名流住四合院和高

大明亮堂屋或二层木板楼房的较多。各地除官署、寺庙、学校、教会的房屋为公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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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皆为私人所有。

二、私房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除接收国民党党政机关、部队房屋外，还没收官僚资本家、外国教

会的房屋为国有。对一般私有房屋摸底登记，由县 （市）人民政府颁发 “产权证”加以

保护，并对私房征收房地产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平凉市开展私房改造工作。泾川、华亭、
崇信、静宁县相继于１９５９年开展工作，至１９６２年２月底，全区私房改造工作结束。共改
造私人出租房屋４００１户，７４６３万平方米。其中平凉市１１８３户，房屋１７１０３间、约２０万
平方米。１９５９年７月１日起，收归国家经租，每年按比例付给原房主固定租金。泾川县
３３８户，房屋１９７６间、２６７万平方米。华亭县２５４户，房屋１７６２５间。崇信县３８户，
房屋２５５间。静宁县２２７户，房屋１８３７５间。
１９６２年２月，对私房改造工作进行全面复查，将不符合政策规定接收的房屋予以清

理退赔。平凉市清退和增加房主留房的５６８户，房屋１７５５间。泾川县清退１４７户，５６８
间。崇信县清退１３户，８６间。华亭、静宁县只做了复查，尚未清退。１９６６年，在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对 １９６２年的清退工作进行了复查。平凉县发现有 ２５６户的房屋
１０２４５间属于错退、错留，二次收回，由国家继续经租。１９８５年，全区各县对私房改造
中的遗留问题进行摸底调查、清理退赔。平凉市清退１１１户，房屋４８９间、６３５７平方米。
其中落实 “社教”运动中因成分上升被没收的自住房屋２８户、１８３５间；侨属房屋３户、
１２间；代管、捐献及其他私有房屋８０户、２０３５间。还有 “反宗教特权”时没收清真

寺、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房屋４３处、１２８８间。对已拆除的２２７５间补偿人民币１１５７
万元，其余１０６０５间全部退还。泾川县错改４户、１６间、２４０平方米，退赔人民币５００
元。静宁县错改１７４户房屋、１３５０５间。华亭县符合房改政策规定维持不变的２５４户、
１７６２５间；原房主下落不明的１６户、９６间；原房主委托他人代管而草率纳入改造应退赔
的１５２户、８６６５间；纯属错改应退赔的２０２户、７８６间。上述遗留问题，至２００２年仍未
解决。

三、公房管理

１９８５年，全区城镇房屋总面积４８０２２万平方米，实行统一管理的房屋３６９５９万平
方米，占城镇房屋总面积的７６％。在统管的房屋中，由房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房屋３４３２
万平方米，仅占统管房屋的１１％；其余房屋则由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管自用。

公房租赁　５０年代中期，城镇大多实行公房租金制。租金计算基本沿用中央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住房规定，不同之处是以自然间为租金计算单位。每一自然间为１０至１５平方
米，租金每月０３０至０９０元。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０年，平凉市公房租金实行以等论租。住宅
瓦房每间每月租金一等房０９０元，二等房０８０元，三等房０７０元，四等房０６０元，五
等房０５０元，等外房则按０４０和０３０元计算。１９７１至１９８５年，住宅瓦房租金一至五等
的分别为每平方米每月００９、００８、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４元。对边远分散地段的相应下降
００１元。非住宅用房租金一至五等的分别为每平方米每月 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４、０１０、
００８元。住宅楼每平方米月租金为一等楼 （上下水、厕所齐全）一、四层为０１２元，二
层０１４元，三层０１３元；二等楼 （上下水、单元厕所）一、四层０１１元，二层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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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层０１２元；三等楼 （两层，无水，砖混）一层００９元，二层００８元。泾川县
１９５９年开始出租住房，每间每月０４０至０５０元。１９６９年改为按平方米收费，每平方米
００４至００７元。１９８０年建成首座住宅楼，每平方米按００９元收取租金。１９８５年修建附
带卫生间的五层楼房，每平方米租金提高到０１１元。１９８８年住房收费标准分为四等，即
００５元、００７元、００９元、０１１元。年房租金收入１３３万元左右。崇信县私房改造后，
开始实行公房租赁，房租按间分等计价，一等０６０元，二等０５０元，三等０４０元，街
面门市部１２０元，按月征收。后改为按平方米征收，厦房００４元，鞍间房００５元，砖
混楼房００６至００７元，混合楼房００７至００８元，按月征收。１９８４年房租收入５００２元，
１９８７年房租收入２８９１元。１９８８年６月以后，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管县种子公司、县政府
机关修建平板房和楼房１９９５６平方米，按建筑费的１２％收取管理费。６０年代初，华亭
县出租公房一律按自然间收取租金，土平房、土木结构瓦房每间在１２平方米以下者月租
０８０元；１３平方米以上者月租０９０元；院内搭建的小伙房每间月租０６０元。７０年代以
后，砖混结构的平板房、简易楼房增多，每平方米月租０１０元。带有上、下水的高层楼
房每平方米月租０１４元。单位自建自管的住宅房屋，一般每平方米月租在００５至００７
元左右。庄浪县公有房出租以来，统一实行每平方米月租００４元。１９８５年改为分等论
价，室内外有自来水和厕所的为一等楼房，二层每平方米月租０１３元，三层０１２元；有
自来水而无厕所的为二等楼房，二层每平方米月租０１２元，三层０１１元；其余每平方米
月租００７元。砖混结构的瓦房每平方米月租 ００８元，砖木结构的瓦房每平方米月租
００６元；土木结构的瓦房每平方米月租００５元。５０年代初，静宁县公房地产由县人民政
府直接管理经营，房屋按间、土地按亩征收租金。１９５９年７月以后移交财政局经营管理。
房屋租金分等定价，按间计算，每间月租０３０至０６０元。１９８２年９月，房租改为按平
方米计收，每平方米月租００５至００７元。

公房修缮　新中国成立初，机关单位自管公房由使用单位负责维修。凡行政事业单
位的维修费列入地方财政开支，厂矿企业单位的维修费在房屋折旧费和自筹资金中解决。

私房改造后，国家经租的公房实行以房养房的办法进行维修。由于租金低、收入有限，

致使经租房屋只能做到不倒不漏，一般维修，局部改善，少量翻建。

平凉市有房屋维修专业队，力量不足时雇零工加以补充。平均每年维修各种房屋４００
至５００间左右，支出约１７万余元，其超支逐年累推。泾川县多以雇用农工维修经租房屋。
１９５９至１９８８年，先后共计维修７９１间、１２７万平方米，确保了安全居住。崇信县国家经
租房屋少，维修不多。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共收入房租７８９６元，维修支出８８６６元，超支
９７３元。华亭县城出租房屋较少，安口镇多且破旧。每年除正常房租外，还向财政请求专
款，予以解决维修和土平房改建瓦房的费用。静宁县采用专业 （主管部门）维修和群众

（住户）养护相结合的办法，效果尚好。１９５９至１９９５年，房租收入３２２４万元，维修费
等支出占总收入的９０７％，略有节余。国家经租公房维修，直到住房制度改革后，由国
家、集体、个人一齐建，谁建谁管谁维修，才得到彻底解决。

四、产权产籍管理

民国时期，城镇住宅房屋有 “产权证”，但未随着产权变更继续发放。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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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５８年，各县 （市）人民政府对城镇房地产业全面进行登记、换证、发证工作，基本

土地房产所有证 （１９５３年）

停止了房地产市场经营。“文革”中，产权产籍

不明、纠纷增多。１９８２年 ３月后，对城市
（镇）房屋存在的各种不同所有制进行审查、确

认。１９８５年，开展了城镇房屋普查工作。至１２
月３１日，全区城镇共有各类房屋４８０２２万平
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２１４８６万平方米，是
１９４９年的７７倍。按所有制划分：房管部门直
接管理房屋３４３２万平方米；全民所有制单位
自管房屋３３８７０万平方米；集体所有制单位自
管房屋 ３０８９万平方米；私人所有房屋 ７６３１
万平方米 （其中属于农民的房屋４５８９万平方
米）。按用途区分：工业、交通、仓库用房１２９
万平方米，占２６８６％；商业服务用房５１１６万
平方米，占 １０６５％；教育、医疗、科研用房
３５４４万平方米，占 ７３８％；文化、体育、娱
乐用房 ７１万平方米，占 １４８％；办公用房
３６６万平方米，占 ７６２％；其他用房 ６０６万

平方米，占１２６％。在所有房屋中，二层以上楼房占总面积２９２％。全区房产登记发证
工作于１９８８年８月在华亭起步，１９８９年３月各县 （市）相继推开，至１９９１年８月结束。
全区城镇登记的各类房屋１５８万处，总建筑面积４４９２９万平方米，其中：房管部门直管
公房５０００处，３２７万平方米；单位自管房１８８７处，３５８３３万平方米；私有房８９１３处，
５８２６万平方米。此后，对新建房屋随时登记。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审核发放 《房屋所有

权证》２３０５６本。此次房屋产权登记，实行房、地分离管理体制。房产部门审核办理产权
登记，颁发 《房产所有权证》；土地部门办理土地确权登记，颁发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起初使用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印制的契证，此后使用国家建设部统一印制的新契证。为了

加强城镇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静宁、平凉、灵台、华亭４县 （市）相继成立了产权产

籍管理机构；泾川、崇信、庄浪３县由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管产权、产籍档案资料和发证
工作。做到了发一证、立一卷，不积压、不等待，保证图、档、卡、册资料完整。２００２
年，泾川县成立房地产管理局，内设房地产管理所、产权户籍监理所、房地产交易所、

房地产估价事务所。静宁县成立房地产管理局，与住房改革办公室合署，统一管理房产

事务。

五、房地产市场管理

计划经济时期，公房连同宅基地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个人无权买卖，基本停止了

房地产市场经营。１９７８年后，全区城镇房地产由一级市场逐步向二、三级市场过渡，房
地产转让、交易、抵押、租赁业务量增大。１９８０年，平凉建成首批商品住宅。１９８４年，
省城建局将平凉市列为全省商品住宅补贴出售试点。１９８５年，全区房地产综合开发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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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推行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基本政策，通过房地产市场为政府积累建

设资金，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１９８９年，平凉市成立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公司，开展商品房销售。１９９２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开始。在开发土地实行行政
划拨时，商品房尤其是住宅价格较低，购房者多是企业单位。随着开发用地实行有偿有

期限使用后，商品房价格迅速上升，商品房销售进入交易管理。又由于契税过高，相当

多的购房者不办理交易手续，一般都由开发公司出具购房发票为凭证。１９９５年，全区实
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制度，“平凉地区房地产中心市场”加强对商品房销售的管理。１９９７
年，组成平凉地区房地产市场联合执法监察小组，每年集中一月时间，对地直及各县

（市）房屋产权登记发证、转让、租赁、抵押、评估、销售 （预销）、收费等方面进行全

面监察。对泾川、灵台、崇信３县由体改 （房改）委办发放 “房地产权证”，对平凉市越

权印制产权证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处理。

六、住宅建设

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全区住宅仅有２８万平方米，人均０２８平方米。１９９９年，竣工
住宅面积为４２５万平方米，人均１０５平方米。

公房建设　 “一五”期间，全区城镇住宅建设投资１８１６万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１８％，竣工住宅面积１３０６万平方米，初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二五”期间，全区城镇
住宅建设投资３９４９万元，占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２１％，竣工住宅面积４７７万平方米。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竣工住宅面积３６万平方米。“三五”期间，全区竣工住宅面积８２５万
平方米。“四五”期间，竣工住宅面积１４６７万平方米。１９８１年开始，地区各级财政和企
事业单位统筹、自筹资金用于住宅建设。１９９３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１７万平方米。至
１９９５年，全区城镇住宅建设总投资１８２亿元，竣工住宅面积２１４８６平方米，人均居住
面积４５平方米。１９９８至１９９９年，城镇住宅建设总量连续保持在４０万平方米，多为砖
混结构。累计完成投资３８亿元，占同期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７６％。取消住宅面积控制
标准，使住宅建设向着中、大型发展，不少户住宅面积达１００至１５０平方米。由于土地有
偿使用和各种配套费用的出台，住宅建筑造价不断上升，１９９９年平均每平方米为７６０元。

四十里铺镇吴岳村小康屋

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住宅总面积
５１２万平方米 （其中公房建

设面积 １４１７万平方米），
人均达到２０１平方米。

私房建设　８０年代，全
区城镇和工矿区开始出现个

人建房热。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９年，
城镇 （含工矿区）个人建造

住宅２０７４４万平方米，建房
户达５７万家。竣工住宅造
价３３４亿元。私人建造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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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有民建公助、互助自建、自筹自建等，均由国家给予扶持。同时，纠正了非法乱

建私房的不正之风，使个人修建住宅健康发展。至２００２年，私房建设面积发展到３７１万
平方米。

七、房地产开发

１９８０年，泾川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率先成立。１９８５年，庄浪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
１９８８年６月后，平凉市城建综合开发公司、平凉地区建行房地产开发公司、静宁县房地
产开发公司、崇信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相继成立。至年底６户公司共建商品楼１４幢，面积
２９５万平方米。完成投资８０６万元，全部销售，实现利税８１万元。１９８９年，平凉市城
建综合开发公司投资３２５万元，建成中山商场，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甘肃省陇兴房地产开
发公司在平凉市新民路修建商品楼１幢，面积１万平方米。当年，灵台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和平凉地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撤销庄浪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全区有符合资质条

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８户。１９９１年，平凉市城建综合开发公司筹资１９００多万元，先后兴
建了新民南路、兴合庄１号等１０多个大中型项目，总面积５万多平方米。平凉市房地产
开发公司投资８７０万元，在隍庙巷、南极巷、东大街、南后街成片开发建设商品住宅２万
平方米。地区建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１４６０万元，建成商品楼房３２５万平方米。１９９１
年３月，华亭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全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到１０户，从业人员１００
余名，自有资金２５０万元，年开发能力达１４５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全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平凉新世纪地产

１３户，总计完成开发量 １５３亿元，
竣工房屋面积２２４５万平方米，其中
商品住宅２０１８套，面积１５４万平方
米。累计销售收入５４４８万元，实现利
税５０２万元。１９９６年，开发建设项目
３６项，总投资 ４１００万元，建筑面积
１２３３万平方米。当年竣工面积 ５万
平方米，销售收入４２００万元，实现利
税１６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后，国家加大了
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并把住宅建设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从政

策和投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８月，
在静宁召开了全区住宅建设现场会，

总结交流静宁县和平凉市的成功经验。

当年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达１８亿元。开发面积２２５万平方米。完成开发量４３６１５万
元，施工总面积１１２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２６万平方米。销售收入２３０５５万元，实现利
税１０５万元。１９９９年，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３３亿元，其中商品房投资２３１亿元。竣
工面积１０３５万平方米。

全区的房地产开发从单位集资、统一建房的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出售商品房为主的开

发经营方式。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组织实施住宅开发小区有平凉市万安门住宅小区、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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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建设路住宅小区、灵台县东沟住宅小区、崇信县滨河路住宅小区、华亭县南新街住宅

小区、静宁县北环路住宅小区、庄浪县西关及北城住宅小区。

２００２年，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达１７亿元，其中商品房投资１３６亿元。共建成各种
住宅小区７８个，规模达２１６万平方米。华亭有房地产开发企业３家，建成住宅小区５个。
泾川县利用社会资金５７０万元，建成商业门点７７间５７００平方米；投资３５０万元，改造、
新建南北商品贸易城，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可容纳摊位２０００多户，从业４０００余人；并启
动城东住宅小区建设工程，占地２８８亩，总投资２亿余元。

１５９第十三编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第三章　村镇建设

第一节　村　镇

陇山东西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５０００至１万年间，先民已形成聚居群落，他
们不仅从事畜牧、渔猎，而且已经营原始农业。《史记》载 “安定山谷间，昆戎旧址”，

他们或掘穴而居或以茅屋草舍容身。秦统一全国后，县下实行乡、里、什、伍制，并在

交通要道设有亭，使群居村落不断发展。明代基层设里甲，清光绪末改里甲为区、乡和

村。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区为乡 （镇），乡镇之下继设保、甲。这些村落规模大小不

等，名称各异，贫富不均，条件悬殊。

１９４９年解放初期，沿用民国基层保、甲组织，不久民主建政时，在区、乡之下设行
政村和自然村。土地改革后，获得了土地的贫雇农开始修建庄基，使村镇建设发展迅速。

陇山以东平凉市、泾川、灵台和崇信县农村以窑庄为主；庄浪、静宁县农村多为小厦房。

至１９８６年，全区乡村新建住房６５０万平方米，其中砖瓦房占２２７９％。先富起来的专业
户、个体户等率先盖起砖混结构的小洋楼。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农村住宅面积累计达２００４５
万平方米，人均１２４２平方米。２００２年发展到３６３５４万平方米，人均１８９平方米。

第二节　建制镇

北魏永熙元年 （５３２），“设华亭镇以扼吐蕃”，唐元和四年 （８０９）后，将胡谷堡改
为安国镇。后唐清泰二年 （９３５），以安国、耀武二镇之地复置平凉县。金代平凉府领西
赤城 （地址不详）、白岩河 （今泾源县白面乡）、安化 （今泾源县治）、安国、耀武５镇。
明、清之际，州县设镇极为普遍。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共有３０镇。平凉县除城区的高平、
清平镇外，农村有安国、什字、岘、白水、花所５镇。泾川县有安定、党原、王村、
玉都、丰台、高平、飞云、窑店、荔堡９镇。灵台县有中台镇。崇信县有锦屏镇。华亭
县有安口、城关、马峡、山寨４镇。庄浪县有维新、水洛、金锁、通化、永宁、安东６
镇。静宁县有陇干、雷寺２镇。这些镇住户稀少，设施简陋，处处呈破败景象。
１９５５年４月，静宁县改城关区为镇。１９５６年３月，庄浪县改水洛区为镇。１９５７年１２

月，华亭县改安口区为镇。１９５８年３月，泾川县改城关区为镇。是年后季，这些镇均被
“人民公社”代替。１９６４年，庄浪、静宁两县率先恢复城关镇，华亭县恢复安口镇。１９６５
年２月，平凉县设城关镇。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庄浪县又将城关镇并入水洛公社。７０年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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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仅有３镇。１９８３年，灵台县设中台镇。１９８４年，平凉市改四十里铺乡为镇，增设土谷
堆镇。华亭县改东华乡为镇，庄浪县又将城关从水洛乡分出，单独设镇。１９８６年，灵台
县改什字乡为镇。静宁县改高界乡为镇，庄浪县改置南湖、朱店两镇。１９８８年，静宁县
又改置威戎镇。９０年代中期，平凉市先后撤销了城关和土谷堆两镇。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全区有３２个建制镇。平凉市有四十里铺、白水、草峰、崆峒镇；泾川县有城关、玉都、
荔堡、高平、王村、窑店镇；灵台县有什字、中台、邵寨、独店、朝那镇；崇信县有锦

屏、新窑镇；华亭县有安口、东华、西华、马峡、策底镇；庄浪县有南湖、朱店、水洛、

万泉、韩店镇；静宁县有界石铺、威戎、城关、李店、八里镇。这些建制镇是发展经济

的示范区，又是村镇建设的排头兵。通过近年大规模建设，街道宽阔平坦，住宅大为改

观，砖混结构的 “小洋楼”鳞次栉比，水、电、通讯等设施配套，商贸繁荣，绿树成荫，

环境优美。

第三节　建设规划

一、规　划
７０年代，在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曾编制县、社、大队三级建设方案，只注重发

展农业生产。１９８２年５月，村镇规划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安排好住宅、生产建筑和公
共建筑，为群众创造舒适、美好、卫生的生产生活环境。９月份，全区在泾川县党原公社

泾川农民新居

和平凉县白水公社搞村镇规

划试点。至 １９８５年底，全
区村镇规划工作结束。先后

对１２２个集镇、１６３６个中心
村和 ７４８４个基层村 （社）

的各项建设，都作出了总体

规划。为各集镇、中心村和

基层村作出了现状图和说明

书，控制了村庄范围并提出

了建设方案。从根本上改变

了长期以来自由布点，盲目

乱建、浪费耕地、不利生产

生活的混乱状态。１９９６年，全省小城镇建设河东片座谈会议在泾川召开，荔堡乡的总体
规划得到省、地领导及专家的充分肯定。至１９９８年，泾川县完成１７个乡镇规划修编，并
对国道 “３１２”线沿线的窑店、高平、王村等乡镇规划作了调整。灵台县完成８个乡镇１０
个村庄的规划修编。１９９９年，崇信县完成６个乡镇３６个村庄的规划修编。至２００２年，
全区完成规划修编工作的乡镇３１个，中心村４６个。

二、管　理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甘肃省建设厅颁布 《各县乡镇营造实施纲要》，指导乡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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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干线道路和环境卫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社员庄基地划拨均由人民公社转报县计划委
员会，再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方可实施。７０年代，县革命委员会为各公社下达总指标，
由公社作出安排。１９９３年６月后，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建立
了小城镇建设目标责任制，坚持每年与县 （市）人民政府签订责任书，还制订 《平凉地

区试点小城镇建设及乡镇企业示范小区建设管理考核办法》，对小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小康屋建设、文明村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实行量化考核。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有村
镇建设机构１２３个，管理人员２０３名，规划人员５５０名。

４５９ 平凉地区志 （中）



第四章　建筑与管理

第一节　古今建筑

一、古建筑

古人类遗址证明，古建筑起源于民居。先民从 “隈岩而居”到 “掘穴住之”，再从

“垒石为垣或夯土为墙”到搭栅造屋，逐步走向文明。周秦之际，古建筑已成规模。遗留

至今的静宁战国秦长城，土料处理独道，夯筑坚固。汉代遗留至今的泾川安定古城、平

凉市的阴?古城、泾阳古城和静宁的成纪古城遗址，大都依山傍水、避风向阳，其形状

有方形的、长方形的、梯形的和不规则形的，共同特征是易守难攻。宫殿建筑多为木构

架抬梁式或穿斗式，墙体有砖砌的、夯土的和井干式的，斗拱构造特大屋檐，形成粗犷

豪放的汉代风格。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的兴起，石窟开凿成为风尚，保存至今的有泾

川南石窟寺石窟、王母宫石窟，华亭石拱寺石窟和庄浪云崖寺石窟等，工程浩大，工艺

精湛，窟穴与佛身浑然一体，是 “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明珠。

崆峒山隍城

唐宋元明清，古建筑

发展到完美的高度。崇信

县城保留的唐将李元谅寝

宫，结构独特，做工精湛，

雕梁画栋，犹为美观。宋

代 《营造法式》的颁布，

集古建筑之大成，不仅统

一了各类建筑物的规模和

尺码，而且就装饰彩绘都

有严格的要求，为后世建

筑提供了依据。平凉柳湖

建筑群、崆峒山建筑群、

庄浪紫荆山建筑群无不依此而造，至今新颖不衰。期间，欧式建筑、中亚建筑风格陆续

传入区内，更加丰富了建筑环境。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凉、泾川、灵台、崇信的农村，绝大部分农民都住着窑

庄。窑庄是从先民穴居发展而来，是陇东黄土高原上独特的建筑。大凡避风向阳、近水

道路的崖畔、沟边、陡
$

和地坎都可修建。窑庄有明庄 （背靠崖，窑前院落开阔）、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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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静宁县东门城楼

（平地掘方形或长方形大深坑，坑内挖

窑，留斜坡通道）、半明半暗 （在坡地

或高坎处，先挖成 “丁”字形地坑，

高面挖窑洞，低面只修一通道，其余

之土不取），还有箍窑和 “忙上炕”等

多种。不论何种窑庄，窑与窑之间都

要预留适当的隔子，确保窑的安全。

窑洞本身大小无规定，根据崖势高低

和经济力量而定。以窑洞口可分明间

子 （大开口，后砌前墙，安置门窗）、

暗间子 （小开口，掘进后再扩大，前

墙和门窗位置均为预留）；以窑顶形状

窑　庄

分为圆顶和尖顶；从窑洞两边的

墙壁又可分为直立形和鼓腔形；

镟窑时所留镢印既有水波浪也有

直线条和乱砧等。窑庄建筑价廉

物美，材料单一，工艺简单，只

要付出劳力即可；且具有冬暖夏

凉、少污染、能防空袭和节省耕

地多种功能。此后多被瓦房和楼

房所代替。

二、现代建筑

工业建筑　清末至民国，平凉境内仅有手工业作坊，而无较大工业企业。新中国成
立至１９９８年，有工业企业５６４户，固定资产达２１２９亿元，设施建筑面积２０８４万平方
米，曾先后有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平凉汽车修理厂、平凉峡中水泥厂、平凉市水泥厂、

平凉市土谷堆煤矿、华亭县安口陶瓷厂、华亭县煤矿、静宁火柴厂等。其共同特点是设

施适应生产流程，设计施工精良，厂房车间高大宽敞，坚固耐用。

公共建筑　民国时期，风格独特的公共建筑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平凉市较有影响
的有电影院、人民剧院、工人文化宫、人民广场、地区医院、地区影剧院、平凉一中逸

夫楼、平凉师范音乐楼、平凉宾馆、德顺宾馆、银河宾馆、元亨宾馆、平凉商城、新世

纪大厦、兴星商厦等。泾川县有文化会堂、人民广场、温泉迎宾楼、回中饭店。灵台县

有人民广场。崇信县有龙泉寺晴雨楼、龙泉宾馆、人民广场。华亭县有影剧院、体育场、

华亭宾馆、金鑫宾馆。庄浪县有紫荆宾馆、一中教学楼、体育场。静宁县有成纪文化城、

静宁一中、体育场、阿阳宾馆、县招待所等。这些建筑或古色古香，或中西融为一体，

美观大方。

办公建筑　民国时期，办公设施简陋，多为土木或砖土木瓦房，低矮，采光不足，
阴暗潮湿。新中国成立初，新修了一些砖木结构的房屋。７０年代，开始兴建办公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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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后，先后建成中共平凉地委办公楼、平凉地区行署办公楼、平凉地区电信生产综
合楼、平凉地区建设银行综合营业楼、平凉地区人民银行综合办公楼、平凉地区工商银

行营业楼、平凉地区电力局综合办公楼、平凉地区国税局综合楼、平凉地区地税培训楼

及各县 （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办公楼，多为砖混结构，高大美观，光亮明净。

其他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独特建筑主要有５０年代末建成的平凉西郊电厂、安
口电厂高烟囱和冷却池，西郊铁厂的烟囱；８０年代建成的行政公署锅炉房的高烟囱；平
凉地区机关自来水倒锥形高水塔；９０年代后期建成的四十里铺电厂散热塔和高烟囱。此
外，尚有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砚北煤矿、东峡煤矿、华亭煤矿、陈家沟煤矿、

马蹄沟煤矿和庄浪县漆树湾煤矿、泾川县豹子沟煤矿、静宁县窑儿
$

煤矿新式大型选煤

楼等。

第二节　建筑企业

建筑业虽源远流长，但直至民国末却无一家专业建筑企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平凉
县举办失业工人训练班，培训出一批建筑人员，组建区内首家建筑企业 （今省建八公司

平凉分公司）。此后，相继有专区粮食局所属仓库建筑工程队，市区人民公社建筑工程队

（今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平凉市房管局所属住房维修专业队等。后经调整，至１９６５年
底，全区有建筑施工企业３户，职工５１３人，其中技术人员３人，管理人员１１人。１９７５
年，建筑企业发展到１７户，职工２６２９人。其中地区建筑公司职工４７３人，固定资产原值
３６５万元，年产值２２６万元；县属建筑企业６户，职工１０３６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９３４５
万元，年产值２８６８５万元；乡镇属企业１０户，从业１１２０人，固定资产原值２７万元，年
产值４０２３万元。企业普遍能够承担四层楼房建设。１９８５年，建筑企业增加到１３２户，
职工达到２６０１３人，其中技术人员４８９人，管理人员８２５人。属于国营及城镇的施工企业
２４户，属乡镇的施工企业１０８户。１９９５年，建筑企业发展到１５８户，其中国营及城镇企
业２５户，乡镇企业１３３户。从业人员３１万余人，固定资产２７亿元，企业资本金２５
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１１万元，年竣工面积６６万平方米，上缴税金１６８３５６万元，实
现利润１４２２７７万元。１９９９年，有建筑施工企业１５１户，其中等级企业５８户，非等级企
业９３户；从业人员３２万人，固定资产原值２９亿元，企业资本金２７亿元，施工产值
５２亿元，全行业劳动生产率１６万元，竣工面积９１５万平方米。上缴税金２１６３万元，
实现利润２７３５３４万元，分别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８５％和９２３％，成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不仅承担了区内各项建筑任务，而且跨新疆、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江苏、

湖北等省区，承担大型高层建筑施工，年竣工工程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３１％。其中全民
所有制企业９户，城镇集体企业６１户，乡镇集体企业６０户，股份制企业５户，私营企业
３户。

平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　前身为平凉县建筑工程公司。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划归平凉地区
计划委员会管理，更名为平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为三级建筑企业。１９８７
年，晋升为二级企业。１９９０年６月，划归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管辖。１９９８年，公司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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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科室外，辖７个土建施工队、安装公司、机械化公司、装饰装修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构件预制厂、建材试验室、地质钻探队、房地产开发部等基层单位。共有注册资金７８２
万元，年完成建筑产值４０００万元，施工面积８５万平方米。连续１２年获省、地、市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称号，并获全省、全国建设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称号，被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授予 “全区十强地县企业”。后因

经营亏损，依法破产。

平凉市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７５年始建，为草峰建筑工程队，后改称公司。
１９９８年，组建成平凉市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二级资质施工企业。有１０个施工
队、３２个项目经理部，并有水泥预制构件厂和防水装饰队。拥有固定资产净值１８００万
元，流动资金１１００万元。累计交付使用的工程１１８项，其中省优质样板工程３项，省局
优质工程１５项，地市优质工程７３项。累计完成总产值２６亿元，上缴税金１０４０万元。
连续１１年被省、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命名为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并获平凉地区

“质量优胜单位”称号。１９９０年跨入省Ａ级企业行列。１９９１年被评为全省 “施工安全先

进单位”。１９９８年被授予 “省级文明乡镇企业”称号。同年５月被评为 “全省优秀施工

企业”，８月又获中国集体建筑业协会全国集体建筑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金屋

奖”。１９９９年获全省工程质量 “飞天奖”。连续 ６年被地、市评为 “十强乡镇企业”。

２００２年累计完成总产值５４５亿元，上缴税金２３５０万元。
泾川县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４年在泾川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基础上组

建。由１３个乡镇村的建筑企业联营，为三级建筑企业。１９９９年３月，进行股份资产重
组，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有分支企业２７个，从业人员１３２５名，固定资产６９７万元，流动
资金３７５万元，累计完成产值２５１８万元，完成建筑面积５１万平方米，上缴税金１１０万
元，实现利润７８万元。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分别被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授予 “十强乡镇企业”称号，被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评为 “甘肃省乡镇企业质量效益Ａ级
企业”。

泾川县丰台建筑工程公司　始建于１９７５年６月，社队建筑企业，后晋升为工民建筑
安装二级施工企业。至１９９８年，有从业人员１４６０名，固定资产９８６万元。累计完成建筑
施工项目４９６项，建筑面积９３８万平方米，完成产值３１５亿元，上缴税金１３８０万元。曾
获省优质工程５项，多次受到省、地、县管理部门的表彰奖励。

庄浪县陇原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４年１月成立，为二级施工企业，下设７个
分公司，５个构件加工厂。至１９９８年有从业人员３４００名，固定资产１５００万元。累计完
成工程项目５８０项，建筑面积１４５万平方米，完成产值５５４５万元，上缴税金２４７万元。
曾先后荣获 “甘肃省先进乡镇企业”、“质量效益达标企业”、“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平

凉地区十强乡镇企业”、“优秀乡镇建筑企业”等称号。

静宁县建筑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成立，原名城川建筑工程公司。
１９９８年７月，组合改制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二级资质企业。有从业人员３６００名，分
别在兰州、金昌、新疆、平凉等地设有办事处。有３１个独立核算的施工队，并有城建开
发、装饰装修、公路工程３个专业化有限公司及机械、铝合金、水泥预制３个工业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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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德顺、阿阳两个宾馆。是一个集建筑安装、装修装饰、公路桥梁、水泥预制、木材

加工、铝合金生产及餐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企业。有资产总额５２３４３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２９３５５万元，流动资金２２９８８万元，无形资产９３９万元。累计完成建筑安装面积１２０
万平方米，其中被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和省建委以及施工所在地、市质监站评定为优质、

优良工程６０项、３４３万平方米，占所建总面积的３５％。上缴税金２６７０３万元，实现利
润１０６３万元。曾先后受到各种表彰奖励８０余次，其中国家农业部、建协授予 “全国乡

镇建筑优秀企业”、“全国先进集体建筑企业”，省委、省政府和省建委、省乡企局、省工

商局授予 “甘肃省乡镇明星企业”、“甘肃省质量效益Ａ级乡镇企业”、“甘肃省连续五年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甘肃省文明乡镇企业”等称号。

静宁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１９７６年成立静宁县威戎公社工程队，１９８４年组建为第二
建筑工程公司，为二级资质企业。１９９８年，下设１８个项目部，有职工２１００人，固定资
产１２００万元。１９９９年累计完成工程面积５２万平方米，总产值２６亿元，收入１８亿元，
实现利税１５６０万元。该公司自组建以来，先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振兴甘肃教育，

捐资助学先进单位”。被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甘肃省建

委、建筑业联合会评为 “优秀建筑企业”。被地委、行署授予 “十强企业”。２００２年，有
从业人员２５８０人，固定资产１４４３万元。被国家农业部评为 “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业”。

静宁县八里建筑工程公司　１９７６年创建静宁县城川公社工程队。１９８０年更名静宁县
八里建筑工程队。１９９１年更名为静宁县八里建筑工程公司，为二级建筑企业。１９９８年，
有施工队９个，建材、地毯等工业企业３户，从业人员１６００名。资产总额１４９６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４６６万元。累计完成建筑施工项目４９８项，建筑面积９８３４万平方米，产值
３２００万元，上交税金１７７３万元。

省建八公司平凉分公司　前身为平凉专区建委建筑工程公司。１９６２年，上调省城市
建设局管理，并更名为甘肃省第五建筑公司。１９６３年，划归省重工业厅建筑工程队，称
平凉五工区。１９６５年，更名为甘肃省第一建筑公司平凉工程队。１９７０年，又改称为甘肃
省第十建筑工程大队。１９７３年，归属省建三公司，为第六、八工程队。１９７８年，合并为
省建八公司８０１工程队。１９９３年，更名为省建八公司平凉分公司。是国家建设部核准的
一级建筑施工企业，历史悠久，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有职工１２００余人，其中高级
职称技术人员４人，中级４０人。下设项目经理部和水电安装队、木材和铁构件加工厂。
年产值３５００万元，竣工面积３６万平方米。公司先后在平凉、庆阳、天水、徽县、华亭、
灵台等地、县承建了各种类型的工业和民用建筑。１９９４年承建的平凉市农业银行营业楼
获省二级优质样板工程。１９９９年施工的平凉地区邮电局邮件分拣中心工程，建筑面积
１６万平方米，当年竣工交付使用，质量通过地区质检部门技术验收，被推荐为省优 “飞

天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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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　业　名　称
等
　
级

职工

人数

建筑

总产值

（万元）

固定

资产

（万元）

机械

设备

（台件）

总工

率

（千伏）

职称

人员

工程

系列

职称

人员

平凉地区装饰装修公司 二 ４６０ ２０７８ ２２７ １２１ ２９２６ ３２ ２４

平凉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处 二 ４４０ ２００５ ２３４４ ３３３ ９９５４ １２７ ７６

平凉地区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 ３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２７８ ３３３ １０７２ １２１ ６１

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二 ６９２ ２６６０ １２９８ ６２８ ８９０６ １０５ ７７

静宁县水利工程公司 二 ４５８ ２１２５ １４９８ ２８９ ５９５９ １５０ １１７

灵台县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８００ １０１４ ３７１ １６５ １１７３ ４２ ３０

泾川县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１０５０ ７００ ４３３ ２０６ ６４８ ４３ ３３

崇信县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５７４ １０３５ ３２８ １５３ １８９３ ５０ ３６

华亭县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５６０ １２６１ ３１２ １７５ １１９５ ４３ ３４

庄浪县建安工程公司 三 ６６９ １５１８ ２９０ ５８８ ４８９０ ４９ ４３

静宁县第三建安公司 三 ８５０ １３３５ ３８７ １２８ １２３５ ４３ ２７

静宁县城关镇建筑公司 三 ５４０ １５００ ４３８ ２３２ ７０１０ ４７ ３２

平凉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６５０ １２４０ ３１０ １０８ ８１８ ７２ ６０

平凉澳厦建筑有限公司 三 ８６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５９８ ４９８８ ８５ ５９

平凉地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 ８３６ １７００ １４７２ ３５４ ２７００ １３５ ９５

平凉地区安装公司 三 １３２ ５８０ ６０ ３７ ２１０ １９ １４

平凉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公司 三 ６０ ４８６ ９９ ３７ １６８ １５ ９

甘肃马达园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 ３６０ ５１０ ６８０ ４５ ２６４５ ３５ ２９

平凉市基础设施工程公司 三 １１５ ４９６ ２０９ １４ ５００ １４ ９

平凉市水利水电公司 三 １３０ ３３１５ ４６５ ８８ ８８６ ３２ ２３

华亭煤矿矿山建筑工程公司 三 １５０ ３００ ５９ １６６ １１５ １７ １３

平凉地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四 ２１０ ２７６ ６８ ５３ １８０ １９ １５

平凉市建筑工程公司 四 １５８ ３５０ ４３９ ９８ ５９０ １８ １４

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建筑工程公司 四 ８１０ ２４０ ６０ １４５ ５０７ ３３ ３１

平凉市寨河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２１０ ２８５ ７２ ４７ ２４６ １６ ９

静宁县房建工程公司 四 ２９２ ３２５ ２８４ ５９ ３１２ １６ １０

庄浪县宏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３００ ２８０ １６７ ５６ １８０ １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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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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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新兴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１５５ ２４０ ８５ １２５ ３７５ １８ １５

华亭县第二建筑公司 四 １５０ ３３６ １０７ ９８ ４６７ １９ １４

华亭县东华镇建筑公司 四 １４０ ２６０ ８９ ６１ ２５６ １６ １５

华亭县西华乡建筑公司 四 ９０ ３２１ １２６ ５３ ２３９ １５ １２

华亭县安口镇建筑公司 四

华亭矿务局安口煤矿建安工程公司 四 ２１３ ２１０ １３７ ８ ２３０ ２０ １１

崇信县锦屏镇建筑公司 四 ２３０ ３００ ５８ １１９ ５０９ ２６ １７

崇信县柏树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２０３ ２６０ ８０ ３６ ２２２ １８ １１

崇信县新窑镇建筑公司 四 １２０ ８００ ３０４ １５３ １６３０ ２０ １６

泾川县建安公司 四 １８０ ２５５ ７８ ８７ ３１２ １６ １４

灵台县教育建筑公司 四 １４１ ３１０ ６６ ８６ ２２１ １９ １２

灵台县溪河建筑工程公司 四 ２０８ ３０７ ６２ ８６ ４５７ １５ １２

平凉地区同德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１４７ ２３２ １５７ ４７ ２７３ １６ １０

庄浪县东起建筑安装工程责任公司 四 ５６８ ４４３ １４５ １３６ ５８２ ２０ １７

平凉市信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２２６ ３０７ １２８ ５２ ２０５ １８ １０

平凉市振通装饰公司 四 ３２ ５４ ４０ ２９ ５９ ７ ３

平凉市信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２８ ５２ ２３ ３３ ２７ ７ ４

泾川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 ４６ ５１ １０ １７ ４７ １５ １３

华亭县市政工程公司 四 ５５ １００ ４７ １９ ３４５ ８ ６

崇信县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四 １５０ ８４ ５８ ７６ ２５８ １９ １１

静宁县水利科技公司 四 ９２ １６５ １７０ ２１３ １３０６ １６ １３

２００２年，建筑规模小，总产值仅在数万元至１００余万元的企业有灵台县水利工程队、
灵台县什字镇建筑工程队、灵台县扎沟乡建筑工程公司、灵台县公路工程队、灵台县吊

街乡建筑工程队、灵台县什字镇以劳养武建筑队、灵台县上良乡政府机关建筑工程队、

灵台县建筑设计室工程队、灵台县新兴建筑工程队、灵台县运输公司建筑工程队、灵台

县自来水站水暖安装队，泾川县粮食系统工程队、泾川县自来水公司安装队、泾川县泾

明乡建筑工程队、泾川县农业中学建筑工程队，崇信县铜城乡建筑工程队、崇信县赤城

乡建筑工程队、崇信县教育建筑工程队、崇信县县乡公路管理站建工队，华亭县职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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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筑工程队、华亭县神峪乡建筑工程队、华亭县砚峡乡建筑工程队、华亭县自来水公

司安装队、华亭县南川乡建筑工程队、华亭县河西乡建筑工程队、华亭县马峡乡建筑工

程队、华亭县山寨乡第二建筑工程队、华亭县策底乡建筑工程队、华亭县山寨乡建筑工

程队，庄浪县良邑乡建筑工程队、庄浪县刘庙乡工程队、庄浪县建业建筑工程队、庄浪

县市政工程队、庄浪县大庄乡工程队、庄浪县自来水公司安装队、庄浪县屋面防水工程

队、庄浪县迅通工程队、庄浪县卧龙矿建队、庄浪县电力多种经营公司安装队，静宁县

后梁乡工程队、静宁县双岘乡工程队、静宁县粮食工程队、静宁县政府机关服务公司建

筑工队、静宁县永兴建筑工程队、静宁县灵芝乡工程队、静宁县现代装饰队、静宁县八

里公司屋面防水队，平凉市旅游建筑工程队、平凉市建筑公司勘探队、平凉市崆峒乡工

程队、平凉市草峰乡明星工程队、平凉市花所乡建筑工程队、平凉市西郊开发区工程队、

平凉市钻探队、平凉市园林古建队、平凉市自来水公司安装队、平凉市电务段多种经营

工程队、平凉地直房管公司维修队、平凉地区工程机械施工队。

第三节　建筑机具

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以石斧、石铲、木耒等简单工具营造穴洞，从事原始建

筑。商代，青铜工具逐步取代了石制工具。西周至春秋战国，铁制工具被普遍使用。至

民国，木匠常用的是大小锯子、偏斧、凿子、锉刀、拐尺和墨斗等。铁匠仅有砧子、钳

子、铁锤和风箱等。泥瓦匠随身所带瓦刀、抹子和线锤等。工程营造使用最多的工具则

是铁锨、镢头、镐、扁担、笼筐、抬杠、木夯、石夯、钎子、撬杠等。

新中国成立后，施工机具得到迅速更新。至１９９５年，全区建筑施工从起重、吊装、
垂直运输到木材加工、钢筋混凝土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主要建筑设备总

功率达到８２万千瓦。１９９８年，共有各种大型设备１２７万台 （件），装备总功率增加到

１７９万千瓦，职工人均装备功率５５９千瓦。土方工程有单头挖掘机２０台、压路机３１
台、路面堆铺机２台；钢筋混凝土工程有搅拌机７０４台、混凝土泵１１台，并有钢筋调直
机、切断机、弯曲机，气压焊机、点焊机、对焊机、正流焊机，泡沫机、混凝土水池机、

砂浆机、喷浆机、花格机、挤压机、淋灰机、振动器和模型板等；运输、吊装有铲运机２
台、各种起重机１５０台、载重、翻斗及施工专用汽车３２１辆、装载机２０台、卷扬机６３３
台 （件）、施工升降机械６６０台 （件）；木器加工有电锯机、跑车带锯、平台带锯、门窗

拼装机、破碎机、木工平刨床、单面压刨床、双面压刨床、六用木工刨床、带锯附机、

木材烘干炉、砂轮切割机等；砌筑、抹灰方面主要有铁锨、镢头、撬杠、瓦刀、线坠子、

大小抹子、水平尺、靠尺、尺板和模板等。

第四节　施工技术

清末至民国，民间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和砖土木结构的瓦房，最常见的是一出水的厦

房，少数殷实之户修建两出水的鞍架房。５０至６０年代，砖土木结构建筑增多。７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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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砖混结构过渡，水泥、钢材、防水和装饰材料普遍使用。８０年代，半框架、全框架的
大跨度、高层建筑随处可见。大体积空心炉渣砖、混凝土预引力制品和大理石、马赛克

以及合金卷材也相继使用，楼房外形追求美观、别致，施工技术越来越高。至９０年代，
现代建筑技术可归纳为六大类：

地基与基础技术　地基处理，根据土层性质和建筑要求，一般采用基坑开挖、灰土
回填夯实，或用桩基、灰土挤密桩、砂桩处理地基。基础的处理形式多种多样，平凉主

要用钢筋混凝土分为条形基础、单独基础、箱式基础、梁板式基础等。主要依据建筑所

处的地区决定地基基础的处理方式。黄土地带多用３∶７灰土回填，河滩沙砾地带多用砂
柱处理。华亭多用地下连续墙和土层苗杆等新技术，较为成功。

墙体工程技术　实心砖墙砌筑的方式有一顺一丁式、上下皮顺砖和丁砖交替砌筑，
上下皮灰缝错开，内无通缝，整体性好。复顺一丁式有三顺一丁式与五顺一丁式，砌筑

速度快，当墙体到两砖以上时多采用这种方式。另外，还有十字式、两平一侧式、全顺

式等。空心墙是在框架式建筑中以空心水泥炉渣砖砌筑的墙体。复合墙即内浇外砌的墙

体，主要为保温和隔音而修造。除此，还有装配式墙体，即用预制的大型墙板及轻质薄

形材料，安装在框架上而成。在工业建筑中，常使用钢筋混凝土全现浇的墙体，坚固耐

用，造价尚高。

梁柱工程技术　大跨度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柱，一般用于大型工业厂房及桥梁建筑。
砖混结构的楼房所使用的钢筋混凝土梁、柱、圈梁等，它们与墙体共同承担楼房的重量。

框架结构的楼房所用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梁柱，独立承担楼房重量，其体积与配筋要求高、

施工精细。还有部分工业厂房等大型建筑中，直接使用钢材结构的梁柱，工艺简单且省

时省工。农村建筑多用砖柱、木柱、木梁等，便于就地取材，价廉物美。

屋面工程技术　屋顶楼板一般有钢筋混凝土空心楼板和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两种。
屋顶有平式、坡式、球面式３种形式。６０至８０年代，一般都用沥青油毡防水，工艺简
单。沥青、油毡容易老化裂缝漏水。９０年代后期，多被机瓦坡式防水代替，这种办法既
保温又防暑且易更新。

装饰工程技术　一般重点建筑物都涂抹纸浆白灰作装饰。７０年代，发展成涂抹砂浆
石灰，既有铁抹光面的又有木抹毛面的，还有水刷石和干粘石等方式。外墙贴面有大理

石板材、花岗石板材、水磨石板、陶瓷面砖和马赛克等。喷刷类一般采用油漆式涂料喷

刷，使墙壁干净美观，其施工简单，造价低廉。另外还有裱糊类的用塑料壁纸和壁布等

材料装饰屋内壁。

水暖安装技术　室内所用给水管道常用镀锌管，明装时刷银粉两遍，暗装时刷防锈
漆两遍。给水横管阀门采用截止阀，底层立管阀门采用闸阀。楼门装总水表，各户装分

户水表。排水管采取铸铁管，明装时刷红丹、银粉各两遍，暗装时刷沥青两遍。采暖管

道采取焊接钢管，明装时刷防锈漆、银粉各两遍，暗装时刷防锈漆。地沟内不采暖房间

及楼梯间的管道采用蛭石瓦，岩棉管壳保温，阀门选用闸板阀。散热器一般采用铸铁三

柱、四柱 “７６０”、“８１３”型热水器，采暖系统最高处安装自动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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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建筑材料

天然建筑材料有木材、石料、砂砾、陶土、坩泥、黑红釉土、紫砂土、石英砂、石

灰石、素土和水等。人工制作的建材首为砖、瓦，次为石灰、陶瓷品、耐火材料等，后

有水泥。

民国时期，仍有一些个体户以传统手工技术烧制小青砖瓦。５０年代，平凉市建成全
区首家平凉市水泥厂和平凉市砖瓦厂。６０年代，建成平凉市第二砖瓦厂。７０年代，又先
后兴办平凉峡中水泥厂、崇信县水泥厂、静宁县铁厂水泥车间、华亭县水泥厂。至１９７５
年底，全区水泥产量达到６６４万吨。后有庄浪县卧龙、万泉和静宁县后梁、威戎等乡镇
水泥厂建成投产，使水泥自给有余。８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建材工业发展更快，建材企
业的数量、规模、产量、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１９８６年，全区共有村以上集体、二轻、
乡镇和全民建材企业１２７家，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３７６９７万元。９０年代，全区以旧城改造

水泥预制板

为主的建筑工程增多，各种建材

需求量加大，建材企业不断进行

组织结构和专业结构调整，科学

化管理水平普遍提高，墙地砖、

墙体釉面砖、复合装饰材料等新

型建材相继投产。各类建材产品

除满足全区需要外，部分远销兰

州、西安、银川等地。至２０００年
前后，主要的建材企业有：丰收

机械厂 （军工转民用）、平凉峡中

水泥厂、平凉市水泥厂、平凉水

泥制管厂、平凉市第一、第二砖瓦厂，泾川县建筑材料厂、灵台县砖瓦厂、崇信县水泥

厂、华亭县水泥厂、华亭县砖厂、庄浪县砖瓦厂、静宁县水泥厂等 （参 《工业》）。

第六节　建筑管理

平凉区境传统的建筑工程，大致可分为民间建筑和官府建筑两大类。不同类型的建

筑工程，管理办法不同。民间建筑工程多由木匠师傅承揽，然后联合泥瓦匠、石匠、铁

匠和普工等合作施工，具体事项由木匠师傅负责，辅助工匠都得按照木匠师傅的计划做

工，以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多采用 “点工制”，“计日取酬”。为适应市场竞争，各地都

有同业者约定成俗的同业工会，个体工匠都在行会组织的节制下从事建筑活动。官府对

这些行会采取默许和利用态度，行会管理既合法又有权势。官府建筑，周秦实行 “工管

制度”。隋代起，地方州、郡、府、县都设有 “工房”，专管百工营造之事。唐代已有夯

筑城台的用工定额 “功”。北宋颁布 《营造法式》，成为后世建筑的规范。清时制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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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做法则例》，不仅对一般工程的工料消耗作出定额，而且对一些特殊工程规定了算例和

轻重比例，使各种建筑工程有章所循。民国时期，平凉督察专员公署和所属各县都先后

设有实业局和建设科，管理辖境各项建筑工程。然而，这些机构只注重官府建筑，很少

过问民间修造，社会大量的建筑工程管理权还是操持在封建行会之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凉专员公署设建设科负责全区建筑工程。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专署
设基本建设委员会，统一负责建设计划、施工和建材等业务。随之，先后由经济计划委

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委员会、计划统计处、计划处辖建设或基建科主管建设事宜。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行署成立地区建筑管理总站，下辖管理站、质监站、工程造价站，具体管
理全区建筑业的质量安全、企业资质、技术培训等。１９９０年６月，建设业务从计划处分
离，单设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归口管理全区建筑事业。普遍建立并完善了各项规章制

度，使建设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凡建筑工程，首先提出立项，经审查批准后，再行招

标、投标、平等竞争，中标后办理施工许可证方可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接受质量

管理、监督和建材试验，贯彻国家颁发的技术规范，确保工程质量。待工程完成时组织

竣工验收，取得分项和整体合格资料后，交付使用。使用中，还要反复回访质量和效益。

经过严肃认真地整顿治理和深入细致地监督管理，使全区建筑工程质量稳步提高。１９９９
年，抽查建筑工程７５项，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２９４％，创地级优良工程８项，获省
“飞天奖”工程１项。

第七节　勘察设计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起步晚，清至民国无专业勘察设计单位。新中国成立初期，

建筑设计皆由施工队内部所确定的技术员进行，或由工匠外出找人设计。６０至７０年代，
在国家 “三线”建设的促进下，先后组建了平凉地区建筑勘查设计院、平凉县规划设计

室和泾川县建筑设计室。８０年代，相继有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县建筑设计室
和规划设计室成立。１９８７年以后，区内设计单位逐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收取设
计费。其标准是：工业建设项目控制在概算投资额的２％以内，有色冶金项目控制在概算
投资额的２５％以内，民用项目控制在概算投资的１５％以内。采用多用设计的取费率为
０５％。随后又多次调整收费标准，使之更趋合理。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开展 “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全区建筑勘察设计单位按照 《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行业公约》的要求，强化内部管理，使不正当的压价竞争、无论挂靠和私人设计行为

得到遏制，使建筑设计事业健康发展。并有一批新颖别致、独具风格、功能完善、颇有

影响力的高层建筑和大型工业、民用建筑陆续出现。１９９８年，全区形成一支工种齐全、
技术力量雄厚的设计队伍，从业人员４００余名，其中高级工程师３人，中级职称者８７人。
累计完成设计项目３５００项，其建筑面积４００万平方米。电子计算器、自动制图桌、无氨
晒图机、红外线测距仪等先进仪器齐备。１９９９年有勘察设计单位９家，其中平凉地区建
筑勘察设计院为国家建设部认证的乙级、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和泾川县规划设计院

为丙级设计单位。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建筑勘察设计院７家，其中乙级２家，丙级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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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省级、地级优秀勘察设计项目表

年份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评选及奖项

１９８０

平凉市花所乡文化

活动中心
平凉市规划设计管理处

全国农村住宅及文化

中心设计方案竞赛　佳作奖

平凉购销站综合楼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平凉柳湖灯光球场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安口陶瓷厂细瓷生产线

土建工程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平凉电力局综合办公楼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庄浪县影剧院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天门宾馆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１９８６

泾川县回中饭店 泾川县规划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柳湖乡文化活动中心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农村住宅及文化

中心方案竞赛　三等奖

崆峒乡文化活动中心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农村住宅及文化

中心方案竞赛　佳作奖

花所乡文化活动中心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农村住宅及文化

中心方案竞赛　二等奖

１９９１ 平凉宾馆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１９９２

平凉宾馆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一等奖
平凉市新民路百货大楼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二等奖
灵台县医院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平凉市综合商业公司

服务楼
平凉市城乡规划设计管理处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崇信龙泉寺晴雨楼 崇信县规划设计室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泾川县医院住宅楼 泾川县规划设计院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平凉市兴合庄居住区

中心小区详细规划
平凉市城乡规划设计管理处 全区优秀设计评选　二等奖

１９９３
泾川影剧院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三等奖
崇信龙泉寺晴雨楼 崇信县规划设计室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表扬

１９９５ 泾川回山王母宫大殿 泾川县规划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表扬

１９９４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１号 平凉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一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２号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

设计院张彤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一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３号 庄浪县建筑设计室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二等奖

６６９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年份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评选及奖项

１９９４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４号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二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５号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二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６号 平凉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三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７号 庄浪县建筑设计室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三等奖

平地农宅设计方案８号 静宁县建筑设计室
全区村镇小康设计

方案评选　三等奖

平凉清真北大寺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

调度楼
平凉地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全省优秀设计评选　优秀

第八节　测绘管理

１９５８年，专署水利局成立勘测队，为地区首家地形测量测绘单位。１９６１年底解散。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组成全区测量标志检查组，分赴各县检查测量标志管理情况。重点抽查３８
个标志，基本完好的２８个，被破坏的９个，因基建迁移的１个。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成立平
凉地区水利工程勘测工程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改为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１９９５年３
月，平凉地区测绘管理站成立，挂靠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工程科，具体管理全区测绘工

作。１９９８年底，平凉地区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为乙级资质，平凉公路总段测绘室和平凉
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为丙级资质，静宁县规划设计院为丁级资质。共有职工１７６人，其中
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师５５人。先后完成县 （市）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修测７１幅，面积４２４３
平方公里。完成平凉市水泥厂索道地形图测绘、华亭县王峡口水库坝区测绘、泾河干流

１３２公里河堤水准测绘及华亭县南川灌区、庄浪县竹林寺灌区、国道 “３１２”线改道多项
工程测绘，累计完成地形图测绘８４平方公里，三、四等水准测量３５６公里。配合省测绘
局完成泾川县城规划区域的地形测绘项目。平凉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测绘队队长曹建忠获

国家测绘局先进测绘工作者称号。２００２年底，平凉地区测绘管理站改称平凉市测绘管理
站，业务划归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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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状况

一、水质量

１地表水
红河，无工业污染。

泾河，源属奥陶红灰岩裂隙溶洞水，质量良好，但污染不断增加。据８０年代初统
计，每天向河中排放污水约 ３０００吨，其中含有硫化物、油类、氰化物、六价铬、铝、
砷、酚、酸、碱、染料和病菌虫卵等多种污染物，致使河水ｐＨ值在８—１１５之间。１９８６
年监测结果表明，水质主要受到酚、硫化物和有机物的污染。１９９０年５月，酚平均监测
浓度为００１６５毫克，检出率最高为１００％，属中度污染；最低超标率７４５％，最大超标
率１００％。１９９６年，又对泾河水域环境进行功能类别划分：崆峒水库至八里桥为Ⅱ类，
八里桥至平镇桥为Ⅳ类，平镇桥至长庆桥为Ⅲ类。１９９７年复审中，将原７个断面优化为

平凉市给排水公司供水沉淀池

崆峒水库、八里桥、平镇桥、拦

洪坝４个断面，监测项目增加到
２４个。１９９８年监测结果：八里
桥断面，大肠菌群超标 １００％，
化学需氧量超标 ５６％，非离子
氨超标４４％，溶解氧超标３３％，
ｐＨ值、高锰酸盐指数、六价铬、
石油类、氰化物、总磷均超标

１１％。平镇桥断面大肠菌群、挥
发酚、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

六价 铬 等 分 别 超 标 １００％、
６７％、５６％、４４％ 和 １１％。拦

洪坝断面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溶解氧、非离子铵、挥发酚、氟化物超标率分别为

１００％、５６％、４４％、３３％、２２％和１１％。主要污染物来源于造纸行业，属重度污染。流
经安口，河水含有六价铬和氰化物等，使河水矿化度为０３１７克／升，至泾川达到０３６６
克／升。系重碳酸盐钙组，属软水，氢离子浓度中性，属低功能高水质类型，中度污染，
为Ⅲ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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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在华亭县内，矿化度为０４６６克／升，崇信新窑以下增至０６１７克／升。属碳酸
盐钠钙型，微硬，污染不重，但沿途有大骨节病现象。

达溪河，灵台县百里段矿化度为０３６２克／升，重酸盐含量过低，大部分在１０—２０毫
克／升，可养甲鱼，属Ⅱ类水质，流域有大骨节病。

葫芦河，上游系重碳酸盐钠组，为适度硬水，微碱、苦咸。出静宁北峡，汇纳低矿

化度的支流，使水质略有稀释，可供生活饮用和农田灌溉。境内支流目前无工业污染，

水质较好。

崆峒库水，１９９８年，对水质量监测：大肠菌群、总磷、深解氧、ｐＨ值、生化需氧
量、非离子氨、氧化物超标率分别为１００％、４４％、３３％、２２％、１１％、１１％和１１％。其
中大肠菌群和总磷为主要污染物，其余指标均达标，为国家Ⅱ类水。

沟泉水，区内山区、塬边、沟岔、谷底泉水，因缺乏保护措施，主要污染物为大肠

菌群。

２地下水
平凉地区地下水基本属重碳酸盐钠钙型，总体水质良好。但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

一、静宁、庄浪部分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在２５毫克／升至９６毫克／升之间，有黄齿病
和氟中毒现象；二、大部分缺碘，为甲状腺肿大病源之一；三、安口附近有放射性元素，

不利于人们生活饮用。１９８３年，对平凉城区地下水进行环境监测，确定监测井７口，每
年５月、８月各监测二次共２７个项目。至１９８５年，地下水总硬度、溶解氧、化学耗氧
量、硝酸盐、氮氯化物、重碳酸盐、氟化物、大肠菌群等细菌污染物检出率均为１００％，
氨氮检出率为 ４０７％，六价铬检出率为 ６６７％，砷检出率为 ６２９％，酚检出率为
５５６％，铝检出率为５９２％，锌检出率为２５９％，镉检出率为１１１％。其中酚、氟化
物、大肠菌群、化学耗氧量均超标。１９９８年，监测项目优化为１９个，其中大肠菌群和细
菌总数均超标１００％，为主要污染物，其余１７项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２００２年，
全市生活饮用水源地下水质达到国家控制标准，全年达标率为１００％。

二、大气质量

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微粒子三项指标日
值分别为００３毫克／立方米、００４和０７３毫克。其中总悬浮微粒子超标４６％，即建设扬
尘所致。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城区环境空气污染总悬浮物平均超标１００％，硫酸盐化速率平
均超标９１７％，自然尘降 ６６７％，二氧化硫 ２０％，污染综合指数依次为 ０８７、０８９、
１１４、１２０、１１８，空气污染程度逐年上升。１９９８年，按照城市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分别在崆峒山、红峰厂、地区环境监测站、地区医院设立０、１、２、３点。监测结果：二
氧化硫瞬间浓度２号点为００１９—００９４毫克／立方米，３号点００３１毫克／立方米，均达
标。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５日，平均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氮氧化物全市年总平均值为００３
毫克／立方米，日均浓度００１５—００４５毫克／立方米，瞬间浓度０００２—００８６毫克／立方
米，达到国家ＩＩ级标准。总悬浮微粒子２号点年平均值为０７８毫克／立方米，日均浓度
０３０—４０７毫克／立方米，超标９０％，最高日均超标倍数１２６倍，瞬时浓度０１６—６７９
毫克／立方米。自然降尘均为２２７吨／平方公里。对照点年均值为９２２吨／平方公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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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６４％。硫酸盐化速率平均年总均值为０３０ｍｇｓｏ３／１００ｃｍ３碱片日超标，月均值超标率
１１１％，对照年总均值００６ｍｇｓｏ３／１００ｃｍ２碱片日。平凉城区大气污染主要原因是南、西、
北三面高山大原环绕，且为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加上工业结构、取暖锅炉运行诸多因素，

排入环境空气中的污染物剧增。早晚太阳辐射弱，地表升温慢，近地层易形成较深厚逆

温层，不利于空气的垂直扩散。当水平临界风速小于６米／秒时，近地层可出现高浓度污
染且持续时间较长。夏季情况相反，太阳辐射强烈，地温升温快，大气湍流交换快，便

于污染物垂直扩散，且污染物排放口少，故大气环境质量较好。除此，华亭县尤其是安

口镇大气环境质量较差，其余各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２００２年，综合污染指数
较前下降了００３４毫克／平方米，全年日均值超标率４７２％。

三、声质量

１９８５年，全区建成２５０米 ×２５０米监测网络１７８个。１９９５年，在平凉市建成噪声达
标区７８平方公里，此后又划分为４个功能区。１９９８年，将监测网络调整为１００个，覆
盖人口１５万，ＬｅＰ平均值５９８分贝，当年监测，全市平均区域噪声５９８分贝。其中大
于５５分贝 （达标值）网络占总网络面积的６３％，属严重超标。噪声源主要来自生活，占
声源构成的７０％；其次为交通，占２０％。在全城所设的１２个交通噪声监测点中，超过
７０分贝的９个监测站，占监测总路段长度的６７５８％，全区噪声污染呈逐年上升趋势。至
２００２年，平凉地区噪声属轻度污染，均值为５６２分贝。其中交通噪声监测路段平均值为
７０８分贝，比２００１年下降２６分贝。

四、生态质量

平凉地处黄土高原，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泾河、河每年携带泥沙量约１２亿
吨。人口的增加、毁林和超负荷的放牧等，使农业环境日趋脆弱。陇山天然次森林，属

水源涵养体系。泾河、河、黑河、水洛河均发源于此。保护好陇山天然林区，直接影

响全区大面积水土保护系统的功能，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水资源短缺日益突出，全

区每年平均用水增长率为１２％。１９９９年，工农业用水量达４６００万吨之多，特别是平凉电
厂、华亭电厂的建成，使水资源更加短缺。

第二节　工业污染及治理

一、废水排放治理

造纸业　长期以来，区内造纸都以麦草为主要原料，碱法制浆，设备落后，原料利
用率低，单位产品耗水量高。其中用水量最高年值达３００万吨之多，重复用水率仅为
２０％。全区造纸业采用碱回收技术回收黑水、氧化溏降解中段废水、微网孔过滤白水等
手段治理造纸废水。１９８３年，平凉市造纸厂修建废水处理工程，使废水达标排放。１９９１
年，建成纸浆回收池，年回收纸浆１６６吨。１９９７年，又投资６３９万多元，修建３００平
方米黑液曝气池，新增废水纤维回收装置一套，黑液微网过滤机、圆网浓缩机各一台。

年回收白水６０万吨，回收纤维２６万吨，回收率达８０％以上。１９９４年，平凉市箱板纸厂
建成斜网收浆池一座，年回收纸浆１４０吨，处理废水２１万吨。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７年，依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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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对废水处理过差的静宁县威戎、灵台县中台、平凉市白水和孟寨等造纸厂，减轻环

境污染。２００２年，平凉市宝马纸业公司投资３２０万元，建成废水治理工程，年减少废水
排放２８０万吨，减少污染物排放１２００吨。并关闭了泾川王村等一批小造纸业，遏制了污
染加剧的势头。

煤炭业　矿井废水排放，严重污染环境。１９９４年，华亭煤矿与中国科学院渗透力学
研究所共同攻关，建设化学沉降处理池两座投入运行，累计处理矿井废水３６万吨。使化
学需氧量、矿化物、悬浮物均达到国家标准。所处理的废水可用于井下灌浆、井上灭火

和锅炉用水，使废水复用率达６０％。东峡煤矿投资４０１万元建成矿井废水沉淀循环利用
系统，将矿井废水三级沉淀后排至污水池，并经２５×１５×２立方厘米的算子间，填充
料吸附过滤，然后经人工消毒漂白使用，节约地表水资源９万吨，直接经济效益１４１６万
元，减轻了对河的污染。２００２年，华亭砚北煤矿投资１３３万元的废水治理工程启用。

电镀业　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机械工业兴起，电镀工业废水成为一大污染源。
１９８２年，平凉电机厂合并电镀点建立电镀中心，投资２８６万元，建成电镀废水处理工程
两处，成为日处理废水５５吨的单位。１９８４年，“５２０３”厂采用电解法和两级漂洗处理含
铬废水。１９８９年，“５２０３”厂建成除镍设施。红峰厂电镀生产线改造后，使废水达标排
放。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４年，丰收厂和建华厂先后采用 “一步法”处理电镀含铬废水，大大减轻

了含铬废水对环境的污染。

制革业　１９９７年，平凉市福利制革厂投资３０万元，建成生物接触氧化法、电解法处
理废水设施。年处理废水１５万吨，削减化学需氧量１５０吨、悬浮物２０００吨、六价铬１５
吨，减轻环境污染。２００２年，平凉市福利制革厂废水治理方案通过省环保局评审。

医疗业　１９８３年，解放军第六医院建成年处理污水３００吨的设施。１９９４年，平凉地
区人民医院、平凉市医院和中医院先后累计投资４０８万元，建成年处理污水１０万吨的３
个设施，采用二氧化氯发生技术处理废物。使医院污水无害排放，解除了附近人们的心

理恐惧，保护了环境。

通过以上治理，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４０５５％，重复用水率为
９３６７％。

生活污水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年，平凉火车南站及铁路新村建成两个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年处理污水１０至２０万吨，削减化学需氧量１２０吨、悬浮物１９０吨。１９９８年，华亭矿区
管委会投资１８０万元，在西华中心区建成两座日处理６００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使生活污
水全部达标排放。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生活用水达标率为１００％

二、泾河污染防治

１９９５年，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编制出 《泾河平凉段水污染防治规划》。１９９７年，地、
市对泾河沿岸 “十五小”企业，采取关、停、并、转措施，控制了向泾河排放废 （污）

水量。至２００２年底，实测水质均未达到相应水域类别控制标准。
三、大气污染治理

平凉地区境内，大气污染主要来自锅炉烟尘、工业废气、粉尘和车辆尾气等，为煤

烟型污染。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１９８１年，废氧排放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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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亿标立方米，工业粉尘排放量为０６２万吨。１９８５年，废气排放量达到４６４亿标立
方米。１９９８年，废气排放量４８３亿标立方米，其中工业废气排放量３２亿标立方米。废
气中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５７００吨，烟尘排放量１０３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８２００吨。
废气处理量２４３亿标立方米，处理率为５０３１％，其中平凉城区和华亭县大气污染最为
严重，至２００２年底，无显著变化。

锅炉、窑炉烟尘治理　１９８２年，对现有锅炉除尘、消烟进行更新改造，新安装锅炉
均安装配套、效率高的消烟、除尘、噪音器等。至１９９０年，全区锅炉除尘改造２３５台，
改造率７７８％，烟尘达标率９０％。从１９９１年起，严格锅炉安装、更换审批手续，要求锅
炉使用单位配套除尘脱硫设施。至１９９８年底，共改造、安装锅炉消烟、除尘、脱硫设施
３１２台。其中脱硫设施由原来干式旋风除尘器发展到湿法多管式、麻石水膜除尘器，除尘
率、脱硫率达到３０％。１９９９年，全部关闭或拆除沿国道 “３１２”线两侧各２００米的石灰
窑、粉墙粉厂，基本上解决了方圆十多公里的大气污染。２００２年，对平凉城区１２７个单
位２９４台燃煤锅炉进行全面清查，查处超标燃煤锅炉１３８台，取缔１２台，限期整治５５
台，补办手续２９台，减少烟尘排放量２８０吨，二氧化硫排放量１１０吨，建成烟尘控制区
８３平方公里，覆盖率达８０％。

废气、粉尘治理　１９８３年，平凉市水泥厂投资１２万元，建成水泥烘干机二级净电除
尘球磨机和旋风除尘器，治理回收粉尘８吨，回收烟尘８５％。平凉铸造厂投资１２万元，
建成铸字铅气回收装置，治理回收铅气９５％以上。“八五”期间，安口电厂、安口陶瓷
厂、平凉地区水泥厂相继投资７４７４万元，建成旋风除尘和静电收尘、布袋除尘，年减
少烟尘１１３３吨，减少废气排放５４０万标立方米，粉尘回收１２６吨，实现经济效益１０６２
万元。１９９４年，灵台县化工厂投资２５４万元，建成尾气回收工程，年回收液氯１００吨，
实现经济效益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太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１１００万元完成粉尘治理一
期工程，实现了回转窑粉尘达标排放，年回收粉尘８７０吨，实现经济效益２０多万元。新
大兴陶瓷公司、上杨水泥厂、灵台县磷肥厂等１０户企业分别完成烟尘粉尘治理，减轻了
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联片供热供气　１９９４年，平凉市兴合庄小区安装反火煤制气生产装置，日产煤制气
１８万立方米，日供气２０００户，节煤３０００吨，减少废气排放２７０万标立方米，年实现经
济效益２７万元。１９９８年，全区建成２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供热站１７个，节约煤２１万吨，
节约资金６３万余元。２００２年，各县 （市）都积极推广使用了清洁能源，泾川、庄浪、静

宁等县分别建成蓄热式电锅炉集中供热站４处。液化气使用普及率达４０％以上。
推广使用型煤　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建成型煤生产线５条，生产型煤５５万吨。其中平

凉市煤炭公司建成２５万吨型煤生产线，年产型煤１万吨，节煤６００吨，减少烟尘排放量
５４０万标立方米。

四、噪声污染治理

工业噪声　煤炭、建材、锅炉、机械行业的碎石机、球磨机、发电机、空压机、引
风机等噪声平均声级６４４分贝。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投资２３６万元，对工厂车间噪声
较大的安装了消声器、消声门窗、隔音屏等设施，使机械噪声由治理前的８１分贝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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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６６３分贝。矿山噪声治理主要依靠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华亭煤业集
团公司东峡、马蹄沟煤矿先后投资５６２万元，对选煤楼、绞车房、提升机、空压机和引
风机安装消声设置，治理后噪声下降到７２分贝。锅炉噪声治理主要是安装隔音门窗、消
声器、更换低噪声鼓引风机等措施。２００２年，对重点企业空压机、绞车机、选煤楼等消
声降噪设施全面检查，改善设备、落实措施。

生活噪声　主要是限制歌舞厅、音响电器专卖、营业喇叭营业时间、音量，在不同
功能区执行各功能区的标准。由环境监理部门组织专人不定期地现场督查。经过治理，

生活噪声基本稳定。２００２年，对３１２个商业门店的噪声源进行了４次专项整治。
施工噪声　建筑施工分布零散，流动性大，噪声排放量大，危害性强。环保部门除

收取噪声超标费以外，规定噪声排放时间，以减轻危害性。２００２年，平凉、静宁等市、
县对建筑施工噪声纳入规范化管理，实行排污申报登记，颁发排污许可证，严格限定作

业时间，使噪声明显降低。

交通噪声　交通噪声扰民反映强烈，比较突出的是华亭县和平凉市区。治理常用途
径是严禁货车进城，禁止在市区鸣放高音喇叭。至２００２年底，平凉市区６条主要交通干
线噪声达标率为５２％。

五、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

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平凉地区煤矸石、粉煤灰、炉渣、钢渣和生活垃圾等固

体废弃物日益增加。１９８２年，全区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３４万吨，综合利用１２３万吨。
１９９０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５０万吨，综合利用量达１２７万吨，处理量达２４２２
万吨，利用和处理率６７２％，利用年产值为３８４万余元。２００２年，全区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３１７２％。

煤矸石的利用　华亭、崇信两县境内伴生煤矸石量２７万吨／年。煤矸石种类主要分
一般黏土岩类矸石、油页岩、软质黏土岩、除砂岩和软质岩。其综合利用的项目主要是

水泥生产和矿区矸石灌浆。１９９４年，华亭矿务局根据国家有关技术信息，研究的 《煤矸

石灌浆防火试验》课题获得成功。将煤矸石、灰渣经过破碎制成粉浆，然后与黄土浆混

合送入采空区，既可达到有效填充作用，也可节省黄土。经杨家沟、东峡两矿使用２０００
吨／年，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平凉市水泥厂、华亭县策底水泥厂、崇信县新窑水泥厂
利用煤矸石配烧水泥４５万多吨，所生产的水泥质量稳定。２００２年，华亭煤矿、东峡煤
矿新建煤矸石堆放场４处，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６０％以上。平凉电厂、华亭电厂外销
粉煤灰１５８万吨，既取得了经济收入，又维护了厂区生态环境。

炉渣、铁屑利用　１９９７年，全区锅炉炉渣年产９１万吨，综合利用率达９０％。主要
用于楼房建筑封顶、保温材料和空心砖的生产。机械加工行业的铁屑、钢渣，除个别单

位自行回收加工外，大部分单位随边角废料出售轧钢厂，进行资源再生。饮食业的固体

废渣，多出售给饲料厂做添加剂。

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一般采用填埋、焚烧等方法。１９９９年，平凉华泰雨生资源
化工厂投资６５万元，建成废旧塑料炼油厂１处，年利用废旧塑料３万吨，年产成品油
１０００吨，为治理 “白色污染”又辟途径。２００２年，平凉地区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已完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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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的８０％。

第三节　农业及生态保护

一、乡镇企业的污染及治理

１９８９年，全区第一次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废水排放量为１１３３４万吨，废气排放量
为５６１５万标立方米，分别占区内排放总量的３０％和３３％。１９９６年，第二次调查结果与
第一次相比，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２１％，废气增长３２％。乡镇工业中的造纸、纺织、印
染、制革、非金属矿物、化工等行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区乡镇企业废水排放总量的７３１％。
为有效控制污染环境，全区各县 （市）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加强区域规划和合理布

局，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实施严格的环境监督管理。２００２年以来，加强对乡镇企
业的监督管理，对违犯国家规定的 “十五小”企业依法进行取缔、关闭、停产，减轻了

当地的环境压力；同时，责令未建立污染防治设施或未投入使用的企业进行整改，有效

地遏制了环境恶化，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

二、农药化肥的污染及防治

５０至７０年代，农药主要使用 “滴滴涕”、“六六六”、“赛力散”、“粉锈宁”等；８０
年代以后主要有 “３９１１”、“６０％代森锌”、“５０％甲基托布津”、“敌敌畏”、“锌硫磷”
等。农作物对农药的有效吸收仅占１５—３５％，５０％左右残留土壤，２０％左右漂浮在空气
中。全区年均使用农药６０７０吨，约有４５００吨残留在土地和大气中。不仅污染环境，而且
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５０至８０年代，化肥用量逐年上升。至１９８９年，全区９８％的耕地
使用了化肥，年施用量达２１０万吨。其中氮肥６３万吨、磷肥１２万吨、钾肥６０００吨、复
合肥２万吨左右。过量施用化肥，使有毒金属元素与土壤中的铁、锌发生变化，造成土
壤严重污染，破坏土壤团粒结构，形成板结，使有机物减少，肥力下降。过量施用氮肥

会使农作物中的硝酸盐含量增高，食用这类农作物产品后，会在人体内转化为致癌物亚

硝铵。农药施入土壤后，大部分流入环境，以氨的形式挥发到空气中，又以硝酸根离子

的形式进入农作物中，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的身心健康。为减轻农药、化肥污

染环境，大力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有机磷农药、植物性杀虫剂、微生物制剂

等新型农药，推广化肥深施、配方施肥等新技术。但由于滥用农药捕杀天敌造成农药二

次污染，其治理方法尚未得到根本性地解决，成为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大课题。２００２年，
全区化肥 （析纯）施用强度平均为１８３公斤／公顷，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合理施肥，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行农业病虫害综合治理，增施有机肥，采取秸秆还田、种植绿化、

有机配肥，增强地力，促进土壤良性循环。

三、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保护区　平凉地区境内的自然保护区有崆峒山风景名胜区和关山 （陇山）天然

林生态保护区。

崆峒山旧为僧道管护，新中国成立初设崆峒森林乡，管理全山事务。１９６２年，成立
太统林场崆峒山管理站，但山林树木被盗伐惨重。１９８１年，地区筹款２７３万元，修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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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汽车路。１９８２年，省人民政府将崆峒山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由林业厅拨款保护。
１９８５年，崆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并入风景名胜区管理所。１９９４年１月，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级重点名胜区，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对 “甘肃省平凉太统———

崆峒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国际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面积由原来的
１０８９公顷扩大到１６２８３公顷，并进行了合理地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建设，主要保护
森林、稀有野生动植物、古文化遗迹等。

国营关山林场通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不但保护了原有森林，而且还营造了１２１３万亩
油松、华山松，使关山次生林呈现出华北森林草原的景观。由于自然、社会诸多原因，

关山天然林被蚕食、并吞，导致森林覆盖地域空间差异越来越显著。禁止砍伐林木，调

整关山林区农业结构，退耕还林，保护好关山生态环境是平凉及其周边地区环境保护的

一大战略措施。关山天然林水源涵养区总面积３８６平方公里，是平凉地区泾河、河等
河流的发源地。近年通过对其中５６万亩天然林进行保护，建立森林防火、防病虫害检测
及环境监测，有效地保护了区内水源涵养林和野生动植物，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水土流失及治理 （详见 《水利水保》）。

２００２年，全区城市绿地面积增加到７０５万平方米，并建成４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和４２
个示范区。累计完成综合治理面积６５８４４平方公里。

植树造林绿化环境 （详见 《林业》）。

野生动物保护　由于人口增加，垦殖增大，树木水草减少，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
环境。１９８５年６月，地区成立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全区有国家一级保护珍稀动物金钱豹、

梅花鹿、银鬓羊、金雕和娃娃鱼５种；二级
保护动物有豺、水獭、猞猁、麝、黄嘴白鹭、

鸳鸯５种。普通野生动物鸟类１０目３０科８５
种；兽类６目１４科３３种。２００２年，把生态
环境建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保护区建设，

有效地保护了动植物资源，增强了当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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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环境管理

１９７９年５月，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６月，成立环境保护
委员会，各县 （市）也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协调辖区环境保护工作。至１９９８
年，有专职机构９个，人员由最初的１３人增加到１０４人。全区累计投资３１０万元，用于
环保队伍建设。形成环境管理、监理、监测三位一体的管理监督体系。环境统计工作连

续３年获全省先进，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全区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均获国家 “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０２年，平凉市环境保护局成立，内设办公室、污染控制科、生态保护科、开发监督科、
环境监理站 （监察支队）和环境监测站。

一、管理措施

环保目标责任制　１９８３年，平凉地区在全省率先推行环保目标责任书制度，坚持以
环境质量为龙头，加强环境质量管理。每５年由行署专员与各县 （市）主管县 （市）长

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１９９７年５月，地区下发 《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环

境质量改善的优劣是考核各级人民政府及企业主要领导人政绩的重要内容。１９９８年，将
原定５年一签责任书改为每年签订，全区环境规划计划目标实现率、完成率分别达到
９３％和９８％。平凉市废水、废气污染物达到控制标准，华亭县将年度环境责任列为政府
重点工作之一，并接受人大审议。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地区环委会有效地催办各类环保项目
４８０多件，解决一些突出的环保问题，实现经济效益１３５０万元。经省环委会考核验收，
连续３年得满分。２００２年，全区完成责任书各项考核指标，１４项主要污染物均控制在目
标值之内，总控制率为１００％，通过省政府的检查考核；巩固扩大 “一控双达标”成果，

全面实行总量控制，加大各类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强化达标企业的监督管理，削减污染

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有效地改善了环境质量。

建设项目环保制　１９８１年，全区开始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三同时”制定管理办

法，加强同经贸、计划部门地协调配合，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竣工验收，现场监督

检查。１９９８年，区内大、中、小建设项目都实行先评价、后建设。建成投产或使用后，
必须确保稳定达到总量控制指标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地、县 （市）环境保护行政部

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准、“三同时”审查和验收负全部责任，尤其注意把好新建

企业的选址关。计划、建设、金融、工商、土管、供电等部门都履行各自职责，严格把

关，坚决实行建设项目环保 “第一审批权”和评选创优 “一票否决制”。是年，全区

“三同时”执行率达９５％以上。１９９０年以来，先后对平凉电厂、华亭电厂、华亭洗煤厂、
华煤３００万吨改扩建、静宁水泥厂、灵台地毯厂等６２个项目执行影响报告制，执行率达
９３％。１９９８年以来，进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６９项。

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污染源达标排放　１９９６年，全区开始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其指
标有１４种。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区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污染源达标排放达到国家规定要
求。至１９９９年，平凉市的环境空气、地面水环境质量按功能区分，分别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泾、河地表水水质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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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规范化整治　１９９８年，全区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工作迅速展开。以废水为主，
次为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均以１４种污染物总量控制为整治指标。

限期治理制　１９８１年开始，对群众反映强烈、污染危害严重的污染源和污染区域，
采取限定时间治理，促进企业加快污染治理步伐。至１９９８年，累计实施重点限期治理项
目５７３个。

排污申报登记制　１９９６年，成立专业小组，对平凉地区大气、固体废弃物、噪声开
展了排污申报登记工作。至次年，申报登记的企业２６２户，有工业窑炉９９个、锅炉２７５
台、茶炉２００个、食堂大灶７１９个，煤耗３７万吨；事业单位申报登记锅炉７９台、茶炉
２１１个，煤耗６７万吨；固体废弃物申报登记８４１处，工业噪声源５４１处，社会生活噪声
源３４９处，建筑施工噪声４１处，分轻重缓急加以治理。

环保宣传教育　１９７９年以来，地县环保部门以 “生态环境保护”、“环境与发展”等

为主题，以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内容，把环保宣传教育作为基础

工作常抓不懈。每年都集中时间和人力，利用 “四二二”地球日、“六五”世界环境日等

时机，开展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并针对每年环保工作重点，开展

专题性的环保宣传周、宣传月、宣传年活动。至１９９９年，全区累计投入宣传经费８５万
元，共设置固定性宣传标牌２４０多面，举办广播讲座５２６期，巡回播放电视片４７８场，举
办环保知识竞赛２２期，举办培训班４６期。

二、环境执法

１９８０年开始，建立机构，制定有关规定，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１９９０
年，地区行署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成立行政复议领导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环保行政诉讼

案件。１９９１年，地区环境监理站成立，其职责是对全区单位和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规情
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按规定进行处理；负责全区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

放射性物质等排污费的征收和解缴工作；负责全区排污费财务管理和排污费年度收支预

算、决算的编制；负责全区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纠纷的调查处理。１９９３年，成立地区环
保执法检查领导小组，行署分管环保工作的副专员任组长，负责统一领导全区环保执法

检查。１９９７年，平凉、灵台、泾川、华亭、崇信等县 （市）相继制定城市噪声管理、水

资源保护、城市综合管理、供热等方面的具体管理办法和规定。除此，地县环保部门统

一规范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方面的１２种法律文书。这些地方性的法规为管好环境提供了依
据。每年开展全区性的环境执法大检查，基本扭转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查出违

法事件６９起，先后依法处理白水造纸厂、上杨水泥厂、峡中水泥厂、红峰机械厂扣缴污
染费的违法行为。２００２年，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设立岗位监督台，开通１２３６９环境热
线电话，聘请社会监督员。华亭县、崇信县、平凉市环境监理机构标准化建设通过达标

验收。开展了环保执法专项检查活动，出动执法人员２１３５人次，查出各类污染源３９８处，
取缔 “十五小”和 “新五小”企业７户；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５２起，完成限期治理项目
６０个。开展了 “两考”期间环境噪音宣传整治活动，出动执法人员２０１７人次，对１１８个
单位、８４个施工场所和３１２个商业门店进行了宣传、检查、整治。开展了冬季燃煤锅炉
检查，查处超标燃煤锅炉９６台，取缔１２台，限期整治５５台，补办审批手续２９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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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协提案２６件，办理１２３６９及市、区热线电话５５０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０６件，
确保了环境安全。

三、排污收费

１９８１年７月，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发出 《贯彻执行省政府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排放废

水收费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凡属平凉地区境内排放废水的企、事业单位，所排废水

超过 《工业 “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的都必须交纳排污费。先在平凉城区及东、西郊、

十里铺、土谷堆和华亭县城区、安口、石堡子等４０个企业实施排污收费，并确定环保办
公室为收费单位，收费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日起计缴。依据 “废水收费通知单”评列废水中

有害物质名称、浓度和量。逾期不报者，收费单位有权按本年水质量差、水量最大的６
月份开始收费；逾期不缴者，每天加收滞纳金千分之二；逾期３个月不缴者，收费单位
有权通知开户银行扣款。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１年，地区环保办公室负责收费，地区环境监理站成
立后开始统一收费，统一管理。收费范围扩大到全区所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

或按月或按季征收。１９９９年，全区征收排污费的有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４大
类４０项，累计征收排污费１２９８万元。全区累计返还污染治理资金５６５万元，安排治理项
目２１３项。２００２年，坚持 “依法、全面、足额”的原则，开征排污费７２１户，累计征收
２２５８万元。

四、环境监测

常规监测　１９８３年，平凉城区开始监测大气。至１９９９年，取得监测数据１２８６项，
利用１１２７项。１９８１年，对水质监测。至１９９９年，共取得数据２１３０项，利用１９３２项。
１９８５年，对噪声及其声源进行监测，主要是监测城市各功能区和交通噪声，以便对其限
制。２００１年对大气实行２４小时隔天连续采样监测，至２００２年底共获有效监测数据１５８６
项；对水质量监测共获有效数据２９５０项。

质量监测　地区环境监测站承担对平凉城区地表水的枯、丰、平期例行监测。全年
两期地下水监测，四期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市区噪声监测。基本具备了为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提供数据的能力。

监督监测　全区环境监督性监测能力基本形成。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外，还能承担
区内工业污染监测、“三同时”验收监测、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效果监测、中心环境现状评

价监测、排污收费监测以及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总量控制监测。地区环境监测站承担对平

凉城区枯、丰、平三期地表水、二期地下水例行监测，单月的环境空气例行监测，二期

功能区噪声及区域环境、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应急监测　１９９８年，成立平凉地区环境保护污染突发性应急监测领导小组，负责处
理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提高应急监测，为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提供依据。

专项监测　监测部门在保证正常业务的同时，还积极配合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况的
监测，为考核验收工作提供有效依据。在城市环境定量考核中，充分发挥监测数据的权

威性、科学性和真实性。

８７９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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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　政

明代，平凉府设经历司， “司出纳指挥之庶政”。州、县设户房，经办财政等事宜。

清沿明制。

民国初，各县设财政委员会，１６年 （１９２７），改为财政局 （股），管理财政事务。２６
年 （１９３７），改称第二科。２７年 （１９３８），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下设第二科 （亦称财政

科）。

１９４９年８月，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经处，办理财政业务。后移交平凉分区专
员公署第二科办理。１９５２年８月，第二科更名为平凉专员公署财政科，下设预算股、税
政股、乡财股和审核股。后与税务、粮食几分几合，内设机构时增时减 （参 《政权政

协》）。

第一节　财政体制

明清时，地方经费由岁入中拨留支用，不足部分向省布政使司请领。

民国初，沿清末旧制，县级可留支附加及杂税、杂捐 （用于地方保安及其他事业支

出），镇守使署及县署公费由省拨付。１４年 （１９２５），契税、牙税、磨税、驼税、印花税
等收入由县支用，另留存盐税原征额为地方教育经费。１６年 （１９２７），县财政由省税收入
拨留一部支用。２７年 （１９３８），第二区专署经费列入省级财政预算。３０年 （１９４１）开始，
各县建立自治财政，将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行为取缔税、房捐及建筑改良物税划

为县财政固定收入；从国税中划分土地税２５％、遗产税２５％、营业税３０％—５０％、印花
税３０％归县财政。３５年 （１９４６），县级财政收入有：契税、建筑改良物税、屠宰税、营
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和公荒牧租等。另外，由中央和省分给县土地税总

收入５％，遗产税３０％，营业税５０％。支出有：行政、文教、卫生、社会救济、保安警
察、乡 （镇）临时事业费等１７项。

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２年，“统收统支”，一切收入归省，一切支出由省拨给。专署及
各县财政机构主要办理收入上缴和经费拨付的结算。

１９５３年，始建县级财政，成立县一级总预算，划分了县财政收支范围。收入有：屠
宰税、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特种行为消费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县属地方国

营企业利润和折旧；县及乡 （镇）行政、事业、公产，其他收入及上年结余。支出有：

农业、文教卫生，行政管理、民主党派、公安司法等。专区所属各县均入不敷出，由省

财政补助。

１８９




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８年，“划分收支，分类分成”。县财政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
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在平衡预算收支时，以地方固定收入和地方正常支出相抵，不足

支出时，划给县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如再不足划给调剂分成收入，如仍不足由上级

拨款补助解决。１９５８年，建立专区级财政，区内各县收入纳入专区财政预算，统一管理。
１９５９至１９７０年，实行总额分成。１９５９年专区超收分成上解省２５％。１９６１年，超收

分成比例改为５０％解省，２０％留专区，３０％留县 （市）。对地、县预算支出中的基本建设

投资、流动资金、支援人民公社投资、特大灾害救济、国家下拨的退赔平调款，均由省

拨付。

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２年，超收及支出结余全部留地县。１９７３年超收解省２０％，留８０％。
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指标包干。区内固

定留成６％，超收留成２０％。
１９７６至１９７９年，区内增收分成比例为８０％。
以上年份，地县均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有所结余。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入不敷出部分，由省财政定额补贴。从
１９８１年起，地县均出现赤字，１９８４年赤字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省财政全部以补助形式作了
弥补，年终决算仍表现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１９８５年开始，省划地县财政固定收入有：地县企业所得税、调节税和承包费、农牧
业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

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税款滞纳金、其他收入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省、地、县财

政共享收入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国营企业奖金税。支出包括：农、林、

水、气象事业费，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费的５０％，工交商事业费，城市维护建设费，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费 （含公检法支出）和其他支出。

１９８９年继续实行 “包收、包支、包补助”的定额包干体制。

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地县级财政支出包括：地县自筹的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
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农林水气象事业费、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经费 （５０％）、工
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费、城市维护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其他部门事业费、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价格补贴支出、教育附加支出、其

他支出。地县级财政的固定收入有：营业税、地县级企业所得税、上缴利润、农牧业税、

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屠宰税、遗

产税、土地增值税、地县专项收入、地县股份企业所得税和其他收入等。中央、省、地

县的共享收入有：增值税中央分享 ７５％，地方分享 ２５％；城市维护建设税省级分享
３０％，地县分享７０％；资源税省级分享７０％，地县分享３０％；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省级分享５０％，地县分享５０％；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省级分享
４０％，地县分享６０％。教育费附加收入中除中央在甘四大行业 （石油、石化、电力、有

色金属）所属企业新增的两个百分点归省级收入外，其余全部为地县收入。外商合资企

业、合作企业所得税，按地方投资合作者的隶属关系划分预算级次，地县企事业单位投

资合作的，划分为地县收入。７县 （市）分别对所辖乡镇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２年

２８９ 平凉地区志 （中）



底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财政收入

明代，府、州、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商课及各种附加。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
前，平凉府年额征力差、银差准银共１７４２２８两，盐钞折银９２１５两，站价银２９５８５２
两，地亩银等共１３８７３１９两，商课钞折银１６４两，夏、秋粮共１５３６４７８石，民、屯粮共
１５４２１６６石。共计年财政收入银１８６８２５４两、粮３０７８６４４石；另附征有马草、农桑绢、
丝绵、药物、绵羯羊、羊等物品。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至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年额征
力差、银差准银９６２５４两，盐钞折银８９４两，站价银３９６９９两，商课银２６５７两，药
物、羊等征银 ２５１１两，夏、秋粮共 ３３８２５５７石。年财政收入银共 １５００６１两、粮
３３８２５５７石；另有草束、农桑绢、丝绵、毛袄、皮张等附纳品。其中平凉征力差、银差
及盐钞银、商课银共１６５０１两，粮５５５９７石；泾州征银共６４５０６两，粮５８４３２石；灵
台县征银共６６１０８两，粮３３１１７３石；崇信县征银共１２３９５两，粮６３１４９石；华亭县
征银１７５０９两，粮 １００６５７石；静宁州征银共 １１１４７７两，盐钞 ６１５７８贯，粮 ６２９５３
石；庄浪县征银共２１３９５两，商课钞１５８３５贯，粮５９８０３石。各县另有马草、绵羯羊、
药物等附征物品。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总括赋役、土贡方物，一律分摊入亩，折征银两，
人民负担有所减轻。

清承明例。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崇信县年财政收入中，地亩银及丁银共２０５７９两。
十三年 （１６５６），平凉县财政收入为：征丁银及盐课银 １３５３４两 （不含商课），粮

６７３４８石。灵台县财政收入为：征丁银及盐课、工匠等银共３２５２４两，粮３０２９０石。康
熙五十年 （１７１１），华亭县财政收入中，地丁银３８２７６两。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平凉府始
摊丁入亩，丁银停征。灵台县年财政收入地丁银９７０８两。庄浪县年财政收入中，征课税
及徭役、盐课等银３０１１３两，粮１３７５２石。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静宁州年财政收入银
８３１３５两 （含地丁、地亩、盐课、磨课、商课等征银）。平凉县年财政收入银１２６４８２两
（含地丁、盐课、附征等银）。十八年 （１７５３），泾州年财政收入银１６３７７９两 （含地丁、

商课、盐课、地税课、学租银等），粮 ３９３０５石。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至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直隶泾州年财政收入银１４９０５两 （未含商课及附加），遇闰加银１３７两。光绪二
十七年 （１９０１），直隶泾州财政收入银１３２６两 （田赋）。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平凉县财政
收入银 （地丁、盐课及杂赋、统捐等）１１０６７９两，粮１００５石；另有马草等附征品。灵
台县财政收入银 （地丁、盐课、地税课、畜税、契税）１０７６８两，粮１２４４石。崇信县财
政收入银 （地丁及杂赋）２１１０３两，粮４１８２石。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平凉县财政收入
银 （地丁起运银及耗羡、盈余银，统捐、契税、当税、地税、牙帖、磨课、盐课、朝觐、

药材和学堂、巡警经费等）１０３０３两，钱８５０串，粮 （含耗羡及随漕经费粮）５０２１９石。
静宁州财政收入银 （地丁起运银、留存站银、耗羡及盈余银、屯粮脚价及朝觐银，各种

商税课银）７８５５两，钱１１８３串 （学堂经费），粮１００８６石；另附征马草等。华亭县财政
收入银 （地丁、统捐）２３４１３两。泾州财政收入银 （地丁、统捐）５５７１８两。灵台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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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银 （夏征地丁起运银）２７８４６两。崇信县是年半年财政收入银６１２８两，钱３１１
串，粮２８８３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平凉府年财政收入银２０３６１两，钱１７２８串。直隶
泾州财政收入银２２３４７６两，钱６０３串 （参 《税收》）。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平凉府年财政
收入银２２９３０４两。其中：平凉县财政收入银１１２８９２两，粮２８１１石；华亭县财政收入
银４７５８３两，粮２４０９石。静宁州财政收入银５７７３８两，粮１００４６石。其中：庄浪县
财政收入银１９０７４两，粮６０３石。泾州直隶州财政收入银２２３４６９两，粮２２９７石。其
中：灵台县财政收入银 １０５５６３两，粮 １２４４６石；崇信县财政收入银 ２１１０４两，粮
４１８２石。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平凉县财政收入２６９５２元 （银元，下同），华亭县１１０６元，静宁
县１６６９０元，庄浪县４０５９元，泾川县３２２９６元，灵台县２６３３９元，崇信县６０９１两，折洋
（每两折洋１５元，下同）９１３６元 （以上除崇信县外，其余６县无商课等收入数）。４年
（１９１５），平凉县财政收入银１６０２５元 （未含其他经费银）。华亭县财政收入银５７２４元
（未含其他经费银）。泾川县财政收入银３０３２０元，钱７８０文。１４年 （１９２５），平凉县年
财政收入５５４２３元。灵台县财政收入４０５２６元。１６年 （１９２７），静宁县财政收入中，仅田
赋一项为６５５７３元。１７年 （１９２８），华亭县财政收入 （国税、地税）２９９７９元，钱１０２６５
串。２１年 （１９３２），杂款名目繁多，人民负担逐渐加重。以泾川县为例，当年征收本色
（含耗羡及盈余）正粮 １１６３石，折洋 （每石 ５元）５８１５元；征折色 （含耗羡）正粮

６１０３石，折洋 （每石３５元）２１３６元；征地丁银 （含耗羡）２８１４１两，折洋 （每两

１５元）４２２１元；征地方附征粮 （含本色、折色）银１１２３两，折洋１６８４５元，钱６６４０
串；本色正粮 （９９５８石）每石附收：司法等经费各００５石，共折洋５０元；警饭钱３００
文，共２９９串；自治费１００文，共１００串；化公为私底子钱４０文，共４０串；地丁正银
１１２９６两每两附收：司法等经费各００５两，共折洋１６９元；警饭钱３００文，共３３９串；
教育经费及自治费各１００文，共计２２６串；征草束、朝觐、药味银共８１两，折洋１２１
元；征课程、牙帖、白酒税及学租银共１０８４两，折洋１６２６元；征各种商捐 （牙佣、

油行、斗行、商行、炭行、屠行、盐行）银共２８０２５元；征保卫团经费５０００元；征地
丁、屯粮附加钱３７８０串。以上年财政收入共计银２２０５２７元，钱１２３２４串。是年，平凉
县财政收入银３７５６０元，粮６１５石；灵台县财政收入银３１４４７２元，粮２４０６石；静宁县
财政收入银７８９１８元。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废除随田赋征收的课程、朝觐、药味、脚价、
匠价、农桑等杂税。２６年 （１９３７），各县办理年度预算，所有附加名目一律取缔，统核加
田赋内，改征实物。同年省政府豁免静宁县２６年以前历年民欠田赋，计丁银１１０４４两，
粮８４６石。３４年 （１９４５），区内各县合计年财政收入 ９６１１８３０４元 （法币，下同），粮

２４８８９石。３６年 （１９４７），内战再次爆发，所征军粮、军饷及额外杂捐增加，人民负担加
重、苦不堪言。是年，七县共征地方税捐３１８８３６万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为维持内战军政
开支，军粮倍征。泾川县计征田赋粮、军粮及公粮４６８７６５石，因灾减免各项粮１３９３４
石，实征田、军、公粮４５４８３石。每石折银币１５４元，共折银７００４４元。
１９４９年８月，各县积极组织财政收入，支援解放大西北。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全区三年

实现财政收入１９９７６万元。

４８９ 平凉地区志 （中）



１９５３年陆续兴办一批小型企业，兴办、改造一些集体手工业，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
债，当年实现收入８８５１万元。１９５５年达到１０８４６万元。
１９５８年，建成平凉市针织厂等一批骨干企业，银行、邮电、商业、煤炭等企业划归

地方管理；加之 “大跃进、浮夸风”兴起，不切实际地追求财政超收，当年收入达

１４７５４万元。１９５９年猛增至２２５４１万元，较上年增长５２７８％。１９６０年发生自然灾害，
农业税收入跌至４０２１万元。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２年，调整收入结构，虚报冒收的状况有了根本
的改变。是年收入降至１１６０３万元。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财政收入稳定而缓慢地增长，共计收入３６０６５万元。１９６６年以后

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跌。１９６７年财政收入较上年下降１９６％，
降至十年前水平。１９６８年企业收入出现负数。但农业税 收入稳定增长，是建立县级财政
４６年中占总收入比重最高的时期。后期企业收入回升，１９７０年较１９６５年增长２１９１１％。

１９７１年后，企业收入大幅增长，农业税类收入因自然灾害影响，下降明显。１９７６年
后，企业收入有所减少。１９７８年是１９５０年来企业收入的第二个峰值，达１１９６９万元。
１９８０年全区农业税类收入大幅度下降，灵台县仅完成１０６万元，只占当年预算的９４％。

８０年代初，收入下降。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１９８８年，达到５０２１３
万元。

９０年代，财政收入增长，１９９３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１２９０３万元。１９９９年，达
到３０６５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共完成财政收入３６９２７万元，企业收入４８４４万元，占１３１２％；工商各税

收入１６６０９万元，占４４９８％；农业税类收入７０２２万元，占１９０１％；其他收入８４５２万
元，占２２８９％。其中：平凉市共完成财政收入８９２２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２４１６％；
华亭县完成 ６９４０万元，占 １８７９％；泾川县完成 ４５２８万元，占 １２２６％；灵台县完成
３５８０万元，占９６９％；崇信县完成２２２２万元，占６０２％；静宁县完成３９６０万元，占
１０７２％；庄浪县完成２４２１万元，占６５６％；地级完成４３５４万元，占１１７９％。全区财
源建设，以４０个重点财源企业和４０户重点乡镇为主，大力扶持支柱行业的工业财源建设
和农村支柱产业。

１９５０至２００２年实现财政收入３４２３２５３万元，年均６４５８９万元。

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２年财政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合计 企业收入 工商税收入 农牧业税收入 其他收入

１９５０ ５９５６ １４２７ ４３９９ １３０

１９５１ ６９９６ ２３１８ ４６２５ ５３

１９５２ ７０２４ ３１２０ ３８０７ ９７

１９５３ ８８５１ ５０６５ ３５７７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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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年度　

合计 企业收入 工商税收入 农牧业税收入 其他收入

１９５４ ９６８２ ３６ ５３７２ ４０４８ ２２６

１９５５ １０８４６ １５３ ５９１６ ４１９４ ５８３

１９５６ １０７４０ ７４ ５７６５ ４７５５ １４６

１９５７ １１３３１ １２８ ５８７９ ５１８６ １３８

１９５８ １４７５４ ３３５３ ６３９２ ４８２０ １８９

１９５９ ２２５４１ ９８１７ ５５６２ ６８０５ ３５７

１９６０ ２１０６５ １０１５７ ６３９８ ４０２１ ４８９

１９６１ １４３７５ ３２１９ ４３１８ ４３８７ ２４５１

１９６２ １１６０３ ２８８ ５２２４ ４４３９ １６５２

１９６３ １１６１３ ８１７ ５４０１ ５１４２ ２５３

１９６４ １１９５８ ８７３ ５４３５ ５０７１ ５７９

１９６５ １２４９４ １０８３ ５７５５ ５１９６ ４６０

１９６６ １２９６２ １４２１ ５２４９ ５９１１ ３８１

１９６７ １０４２１ １１５ ４４７８ ５６２１ ２０７

１９６８ １１３７４ －６１ ４８１５ ６３６８ ２５２

１９６９ １５３３２ ２９８４ ６２４３ ５９１９ １８６

１９７０ １７１４５ ３４５６ ７３４８ ５９７２ ３６９

１９７１ ２０４７６ ５７５８ ８４３７ ５７９４ ４８７

１９７２ ２４６４８ ９２８８ ９５７３ ５３５０ ２５７

１９７３ ２２１１９ １０５０９ １０１５３ １１１６ ３４１

１９７４ ２５６５１ ９２６０ １０２７２ ５８８９ ２３０

１９７５ ２５５５５ ７８３８ １１７２０ ５８００ １９７

１９７６ ２５７９３ ７４８３ １３１６２ ４４６５ ６８３

１９７７ ２７５４４ ８７７４ １４８５７ ３６１３ ３００

１９７８ ３２８２８ １１９６９ １６０７４ ４３３４ ４５１

１９７９ ２４５９９ ４８９７ １５０２４ ４５８１ ９７

１９８０ １９４２２ ２７３６ １４３６０ １５６６ ７６０

１９８１ ２２４４５ １４４７ １４３８１ ５９１８ ６９９

１９８２ ２０２１１ ４２５ １４３７３ ５２１４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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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年度　

合计 企业收入 工商税收入 农牧业税收入 其他收入

１９８３ ２３１３５ １００４ １５４０９ ５９５６ ７６６

１９８４ ２５３３４ ２５３１ １７７２１ ４７９４ ２８８

１９８５ ３３４０４ ３６６３ ２３５３２ ５４８１ ７２８

１９８６ ３８６８２ ３４５７ ２６２３４ ８２５６ ７３５

１９８７ ４３９７４ ４７３１ ３０５９９ ７３９６ １２４８

１９８８ ５０２１３ －１９４ ３９３１７ ９７６０ １３３０

１９８９ ６５９０９ －１０６ ４９９５４ １１１４９ ４９１２

１９９０ ６７３２８ －１４７ ５１９６３ １２１５８ ３３５４

１９９１ ８４０７９ －７８６ ５６６１５ １１９４４ １６３０６

１９９２ ８７８２０ １４７０ ６７６２０ １５０４０ ３６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２９０３０ ７１９０ ９９４１０ １６６６０ ５７７０

１９９４ １０７９３０ ９０３０ ５８９６０ ３１６３０ ８３１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３５０ １５２３０ ６７５４０ ４１９４０ １１６４０

１９９６ １８４４００ １６５２０ ８２６３０ ６９９１０ １５３４０

１９９７ ２３０６６０ ２１９２０ １０２０５０ ８０３１０ ２６３８０

１９９８ ２６７８１０ ２４５００ １２３８３０ ８５５１０ ３９９７０

１９９９ ３０６５００ ３７３７０ １３９４１０ ７５１９０ ５４５３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２６１０ ３５１１０ １５５７７０ ８１５２０ ６０２１０

２００１ ３６９２７０ ４８４４０ １６６０９０ ７０２２０ ８４５２０

２００２ ３８８４６０ ２２５５０ １８２２８０ ８９９３０ ９３７００

第三节　财政支出

明代官府支出主要有力差、门禁、隶库、机兵、斗级、司兵、馆夫、钟鼓夫、大户

等俸银及祭祀、乡饮、婚丧、药味、军器、毛袄、斋膳夫、岁贡、路费、茶夫、柴薪、

马夫、民校、盐钞、孤老布花等诸项。

府、州、县支出不同，下列各州县不同年份支出大略，以资存考。

平凉县知县，岁俸８４石，柴薪隶银４８两，马夫银４０两；县丞，岁俸７２石，柴薪隶
银２４两，马夫银４０两；主簿，岁俸６６石；典吏，岁俸３０石；驿丞，岁俸３６石。共支
俸粮４３８石、银１５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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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平凉府岁俸柴薪隶银等支出表

职
别

数
额

项
目

知府

（正四品）

同知

（正五品）

通判

（正六品）

推官

（正七品）

经历

（正八品）

知事

（正九品）

照磨

（从九品）

司狱

（从九品）

司吏

（从九品）

雄赡仓

大使

（从九品）

雄赡仓

副使

税课司

大使

（从九品）

合计

人数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１ １ １ ２２

岁俸粮（石） ２０７ １９２ １２０ ８４ ７２ ６６ ６０ ６０ １２０ ６０ ３６ ６０ １０４１

柴薪隶银（两） ７２ ４８ ９６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３３６

马夫银（两）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８０

注：另设监牧通判２人，俸隶给予府，职在各镇。

泾州、知州，岁俸１６８石，柴薪隶银４８两，马夫银４０两；判官，岁俸７０石，柴薪
隶银２４两，马夫银４０两；吏目，岁俸６０石，柴薪隶银２４两，马夫银４０两；金家凹巡
检，岁俸６０石；安定驿丞、泾州、高家凹递运所大使、学正岁俸各３６石。共支俸粮５３８
石，支银２１６两。

静宁州同泾州。

清代，华亭县知县年俸银 １５８两，廉银 ６００两；教谕薪俸银 ４０两；典吏薪俸银
２９１３两；经制粮９１４石。春秋祀典，文庙、武庙及各坛庙支地丁银共８１４两。年共支
银７６６３３两、粮９１４石。

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静宁州驿支银２７３７１两；外经费旧额支银１３８０３两；知州
俸薪暨议捐各役七分工食，共扣解银９５８两；吏目儒学暨各役留三工食及禀生膳诸款，
共银８７１两；杂支旧额银２５１７两，共支银４５５２两。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前后，静宁
州每年共支官役俸工及心红站经费、杂支、孤贫口粮、布花并复廪粮、协站兑留兵饷共

计银９３４３两； “又存留受协西凤二府站支兑留兵饷驿银”１４５７６两 （遇闰加银７１
两）；存留驿站银２０１４９两 （遇闰加银１４６７两）。以上官役差夫经费，除实征实支外，
又赴司请领不敷银７６７８两；教官加增俸薪银４８５两；祭祀、钟鼓夫、孤贫等经费不足，
赴司请领不敷银２２３９两。年共支银５４４７两，遇闰加支银１５３８两。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至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崇信县岁支公职人员 １２６人工食银
９０６８两。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华亭县官长薪俸及行政公费共支大洋１８５０１６元。其中：国税
支１７０４０元，教育经费支７３７４元，地方杂税收入支７２４２元。静宁县支驻军、过境部队
经费１９３７０７万元 （纸币），提解镇署各种经费４６１７８万元 （银元）。

２９年 （１９４０），静宁县支出：行政经费４６２万元 （法币，下同），教育费３４３万
元，建设费２３００元，保安费２５９万元，财务费３５００元，共支经费１１２２万元。２７年
（１９３８）９月２０日至１２月底，静宁县县政府、备区署、保安队、政警队、壮丁常备队、
防空监视哨、收音及新生活运动会、农会指导员办事处、运动委员会等共支经费 １６
万元。

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县政府机关及警察局员额薪俸、办事费、员工生活补贴费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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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万元。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２月，区内共支８４４万元，全部为行政管理费。为西进解放军供给

粮食１１００多万斤、料３８０万斤、草３６０多万斤，磨制炒面近２万斤，代购柴炭３００多万斤。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支出４８３７万元，年均支出１６１２万元 （全

部由省财政供给）。其中行政管理费类支出４６７８万元，占９６７１％。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７年，财政支出３０６８１万元，年均支出６１３６万元。１９５６年支出最多，

达８４２７万元，几乎是１９４９年支出的１０倍。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共支出１１６８６７万元，年均２３３７４万元。时值 “大跃进”、自然灾

害，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类支出上升。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共支出４４５０万元，年均１４８３３万元。文教科学
卫生费类支出所占比重上升１０７２％，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类支出上升５２６％，行政管理费
类支出上升９９８％。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共支出９８３３８万元，年均１９６６８万元。１９６９年始，经济建设费类

支出所占比重达到５６２４％，１９７０年上升到６０５１％。
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共支出２４１５３１万元，年均４８３０６万元。１９７４年抚恤和社会救济

费类支出７６６９万元。
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０年，共支出３２３８４６万元，年均６４７６９万元。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明显

降低，各年度支出较为均衡。１９８０年支出较１９７８年少支３９９２万元。经济建设费类支出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由１９７６年的６１９７％下降到１９８０年的４７９２％，文教科学卫生费
类支出由１９７６年的２０６７％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８８３％，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类支出明显增
加，达到８１０７万元。
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共支出４３１８１２万元，年均支出８６３６２万元。这一时期经济建设

费类支出比重进一步降低，文化科学教育费类支出得到加强。１９８５年肉食价格补贴首次
支出２７８７万元。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共支出８８４２１６万元，年均支出１７６８４３万元。经济建设费类支出

比重继续下降，到１９９０年，支出５６１２万元，仅占２６６６％。文教科学卫生费类支出增长
势头强劲，１９８９年支出６１０５９万元，占当年支出的３２６１％，首次超过经济建设费类支
出。价格补贴类支出增长迅猛，１９９０年支出２０９２９万元，较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６５倍。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共支出１４８７０７３万元，年均支出２９７４１５万元。经济建设费类支

出下降，到１９９５年支出７２８３万元，占同期支出的１９０６％，较１９９０年的２６６６％又下降
７６％；文教科学卫生费类支出继续攀升，到 １９９５年支出 １４１６３万元，占当年支出的
３７０６％，较１９９０年上升３９７％；价格补贴类支出１９９１年形成峰值，为２１２７万元，此后开始
回落。社会保障基金１９９１年首次支出１３０９６万元，到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３０５万元，增长７６％。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０年，共支出３０８２５０万元，年均支出６１６５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全区财政支出达到１０８２０３万元，同比上年多支２６４５９万元，增长３２３７％。
平凉市支出 ２２０３３万元，占全区支出的 ２０３６％；华亭县支出 １０７４２万元，占

９９３％；泾川县支出１１９８８万元，占１１０８％；灵台县支出１０５７８万元，占９７８％；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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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支出５２５８万元，占４８６％；静宁县支出１７４８７万元，占１６１６％；庄浪县支出１４１４４
万元，占１３０７％；地级支出１５９７３万元，占１４７６％。

全区财政供给人员６１２３８人，人均财政支出１７６６９２６元。其中：平凉市１８８４７７３
元；华亭县 ２２７９２２８元；泾川县 １４７６５３７元；灵台县 １５７０３６８元；崇信县 １８６９８４４
元；静宁县１５４９８５４元；庄浪县１４４２９７１元；地直２６２５８４３元。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 ２００２年，区内财政累计支出 ９１８０８３５万元 （年均支出 １９５０４８万

元）。各项比重为：经济建设费类占２５９１％；文教科学卫生费类占２３７３％；抚恤和社
会救济费类占３９５％；行政管理费类占１９０４％；价格及政策性补贴类占１３２％；社会
保障基金占２７９％。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财政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年

度

总支出
经济建

设费类

文教科

学卫生

费类

抚恤和

社会救

济费类

行政管

理费类

价格及政

策性补贴

支出类

社 保

基 金

支出类

其 他

支出类

外交外

事及国

防支出

１９４９
（８１２月）

８４４ ８４４

１９５０ １０２２ ０３ １０１９

１９５１ １３４８ １３２４ ２４

１９５２ ２４６７ ２８ ５９ １６ ２３３５ ２９

１９５３ ４５４２ ６６ １１９２ ３０２ ２７２８ ２５４

１９５４ ４５５５ １９６ １０４２ ３１８ ２９５３ ４６

１９５５ ５５８４ ５３３ １４２９ ２８９ ３１７２ １６１

１９５６ ８４２７ １５９９ ２１６７ ３２０ ４２９０ ５１

１９５７ ７５７３ １０２４ １９７８ ２７９ ４２２８ ６４

１９５８ １７１８４ １０５０５ ２５３４ ２２６ ３８３４ ８５

１９５９ ２１１３６ １３８４８ ２９０２ ３９６ ３８３１ １５９

１９６０ ３９２６９ ３０６０３ ４０７０ １１４５ ３３７０ ８１

１９６１ ２８８７０ １７７９１ ３８１７ ２５４０ ４４９０ ２３２

１９６２ １０４０８ １０２７ ３１７５ １８９０ ３９８１ ３３５

１９６３ １２８７１ ３４４１ ３４０７ １７６４ ３６４７ ６１２

１９６４ １６３２２ ５２８８ ３７７２ １７２４ ４５０６ １０３２

１９６５ １５３０７ ５７１９ ３８７３ １２１０ ３７５４ ７５１

１９６６ １６９６９ ６１５０ ５０３０ ８３３ ３７１４ １２４２

１９６７ １６４９９ ６３２７ ５４４６ ８４１ ３３１５ ５７０

１９６８ １３８５７ ５３８７ ４２１７ ５２０ ３４４５ ２８８

１９６９ ２２４８９ １２６４７ ４５１７ ８１３ ３４８６ 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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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

目年

度

总支出
经济建

设费类

文教科

学卫生

费类

抚恤和

社会救

济费类

行政管

理费类

价格及政

策性补贴

支出类

社 保

基 金

支出类

其 他

支出类

外交外

事及国

防支出

１９７０ ２８５２４ １７２５９ ５４４４ ７９５ ４２８５ ７４１

１９７１ ３０４３６ １６９４３ ７１４９ ８５６ ５２３３ ２５５

１９７２ ４１０４０ ２５１９９ ８０８５ １８５１ ５７６３ １４２

１９７３ ４７５５４ ２８４６１ ８６８３ ４４３８ ５７０１ ２７１

１９７４ ６０５５６ ３５２９５ １０８０９ ７６６９ ６３５９ ４２４

１９７５ ６１９４５ ３９１０７ １１２９９ ３７９７ ７１８２ ５６０

１９７６ ５８５３８ ３６２７８ １２１０２ ２０９９ ７４０６ ６５３

１９７７ ６３３７８ ３４００６ １２８７７ ８１０７ ７５９８ ７９０

１９７８ ６９０３０ ４０４９８ １５５１９ ４３０９ ７５２６ １１７８

１９７９ ６７８６２ ３７１３６ １７０３２ ３７９９ ８１５７ １７３８

１９８０ ６５０３８ ３１１６６ １８７５２ ４３８４ ８９２２ １８１４

１９８１ ５６８６７ ２２０８２ １９６９４ ３７２８ ９２１２ ２１５１

１９８２ ７１５１５ ２７７３９ ２４７０５ ５０７３ １１７１８ ２２８０

１９８３ ７７２９１ ２８７９３ ２６１８９ ４４９８ １５１７１ ２６４０

１９８４ １０５９９２ ４００１５ ３３０５８ ６５２６ ２１４９０ ４９０３

１９８５ １２０１４７ ４６５３４ ３７９７７ ４３３１ ２０５７９ ２７８７ ７９３９

１９８６ １４５４７５ ４８７８８ ４５６１５ ７６２６ ２６２３７ ５７８８ １１４２１

１９８７ １５３９４４ ５３６４０ ４８０３７ ６８３９ ２５７４６ ７６０１ １２０８１

１９８８ １８７０８８ ６２９６６ ５７６９３ ７９１３ ３４８８５ １５１０２ ８５２９

１９８９ １８７２２３ ４８６１４ ６１０５９ ５８６２ ３７５０３ ２０８１６ １３３６９

１９９０ ２１０４８６ ５６１２０ ６９６４２ ５９０１ ４２２５８ ２０９２９ １５６３６

１９９１ ２２９３９３ ５６６１４ ７２８７４ ５６８９ ４６０３１ ２１２７０ １３０９６ １３８１９

１９９２ ２４８７６０ ５６６３０ ８４８２０ ６６３０ ５３３５０ １３８８０ １７６７０ １５７８０

１９９３ ２９１４８０ ７５８２０ ９３９００ ８２９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０７４０ ３１３３０

１９９４ ３３５２７０ ６１０３０ １３１０７０ １１６００ ８１５４０ ３２４９０ １７５４０

１９９５ ３８２１７０ ７２８３０ １４１６３０ １２６８０ ９０５００ ４３０ ２３０５０ ４１０５０

１９９６ ４５６９７０ １０５２３０ １５７４６０ １５６６０ １０２２６０ １２７０ ３５０４０ ４００５０

１９９７ ５５８７３０ １３０５４０ １６５５９０ １４１５０ １２４１５０ ４８９０ ５２８４０ ６６５７０

１９９８ ５８５３７０ １７６０８０ １７９１３０ １５１２０ １５０４５０ ６０００ ３３９０ ５５２００

１９９９ ６６３９９０ １７９３３０ ２１２１６０ １９９３０ １７１９６０ ６４７０ １７９２０ ５６１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１７４４０ ２１９６３０ ２５２８７０ ２２０１０ ２１７９４０ ５２８０ ２１４３０ ７８０９０ １９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８２０３０３０３０７０ ３５８２２０ ２４２５０ ２８７２００ ４１３０ ２３１９０ ８１７４０ ２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３５１７６０３９３３８０ ４４３１１０ １４４７７０ ２３２９００ ９８０ ３３０２０ １０３５２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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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费支出

１基本建设投资：１９５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７６７５１７万元，工业类占１３２１％，交通类占
１８０％，农林水气象类占４４１７％，文卫科技类占１６２３％，通讯广电类占０６３％，行政
部门占３５５％，流通部门占１１３％，公检司法部门占０８８％，城市公用占３１４％，旅游
部门占２１３％，环保占０２４％，“两西”建设支出占０７５％，其他占１２１４％。
２企业挖潜改造资金：１９６５至２００２年，共计支出２１４３３万元。
３县 “五小”工业技改资金及简易建筑费：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５年支出１９８５２万元。
４企业科学技术三项费用 （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基本建设支出）：

１９６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３２１０万元。
５企业流动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２２２６３万元。
６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类：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４４０２３５万元。
７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６９２５５万元。农垦、农场、农业、畜

牧、农机、林业、水利、水产、气象、乡镇企业、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土地管理、其

他等部门事业费占整个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的比重分别为：０４３％、０６４％、２９００％、
１２７３％、７２２％、２０９０％、１９４３％、０６４％、０７１％、１３８％、０４７％、００８％、
６３７％。

８工交商流部门事业费：１９５５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４３８４万元。
９城市维护费：１９５５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３１５１９万元。
１０城镇青年补助费 （１９６１年前为动员青年支边经费；１９６２至１９７６年为城镇人口下

放安置费；１９６８至１９８０年为知识青年下乡经费）支出１４３６４万元。
１１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３２２９１１万元。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８年主

要用于农业、交通、电力、文教卫生、乡镇企业、农业新技术培训等项。

１２“两西”建设专项补助：１９８４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３６２７５万元。
１３专项支出：１９６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３９８７万元。其中：环保资金４３９６万元，教育

附加支出１４６９８万元，排污支出１４８万元，归还集资款４０万元。
１４其他经济建设费支出：１９５４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０２３３万元，其中：退赔支出８５２３

万元，补亏支出１３９万元，水库移民建房支出６７万元，地质勘探支出１８万元，其他杂
项支出２３５万元。

２９９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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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主
要
年
份
经
济
建
设
支
出
表

单
位
：
万
元

金

额　
项

　
　
　
目

年
　 份
　

合
计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企
业
挖

潜
改
造

资
金

县
“
五

小
”
技

改
资
金

及
简
易

建
筑
费

科
技
三

项
费
用

流
动

资
金

支
援
农

村
及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支
出

农
林
水

气
象
事

业
费

工
交
商

流
部
门

事
业
费

城
市

维
护
费

城
市

人
口

下
乡

就
业
费

支
援
不

发
达
地

区
发
展

资
金

“
两
西
”

建
设
专

项
补
助

支
出

专
项
及

其
他
经

济
建
设

支
出

１９
５２

２
８

２
８

１９
５６

１５
９
９

１１
３
３

１
４

４４
８

０
４

１９
６５

５７
１
９

３２
２
３

４
８

３８
５

１４
０

６６
２

１１
０
４

６
０

５
５

４
２

１９
７８

４０
４９
８

１２
０８
６

４１
３
９

１８
４
５

２２
３

３１
８
０
１３
１１
９

４４
６
５

８
５

１０
２
８

３２
８

１９
８５

４６
５３
４

８１
１
５

３１
７
１

６７
２

３５
３

９３
２
５
１１
５８
１

１７
３
４

２１
０
０

２２
６

２７
７
０

６４
８
７

１９
９０

５６
１２
０

８８
０
９

６７
５
４

１５
５

３１
０

１２
７５
８

１３
３８
０

１９
７
６

３４
８
０

４２
１

７４
３
０

７
２

５７
５

１９
９５

７２
８３
０

７８
０
０

９９
８
０

７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９２
０

２６
７８
０

２９
８
０

５６
９
０

６
０

７
０

２０
０１

３０
３０
７
０
１２
０６
９
０
１２
７７
０

５３
５
０

３２
９５
０

５９
００
０

５４
１
０
１４
０９
０

４３
８６
０

８９
５
０

２０
０２

３９
３３
８
０
１５
５３
７
０
１４
５４
０

４７
７
０

３５
９４
０

７９
０４
０

５６
４
０
１７
９１
０

６９
５２
０

１０
６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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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
１文化事业费 （含艺术团体、图书馆、群众文化及文化馆、站和干部培训、新闻事

业），１９５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６９３１４万元。
２出版事业费 （含出版、科研、专业学校经费），１９８４、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支出 ５９７

万元。

３文物事业费，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８９５７万元。
４教育事业费，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９９９０２５万元。其中高等学校经费占１１％，

中等专业学校经费占３２７％，中学经费占３４４８％，小学经费占５０２％；幼儿教育经费
占１１８％；技术学校经费占 ０１１％，职业教育经费占 ２９９％，普通业余教育经费占
００７％，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经费占１０３％，民办教师补助费占４３６％，特殊教育经费
占０１９％，广播电视教育经费占０１６％。
５卫生事业费，１９５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４０７４７８万元。其中医院经费占３２５６％，卫生

院补助费占２６５８％，防治防疫事业费占１１１２％，药品检验机构经费占１３４％，妇幼保
健经费占４５９％，中等专业学校 （卫校）经费占４２１％，合作医疗补助费占０５１％，疗
养院保健经费占２１％，中医医院经费占８１２％，其他卫生事业费占８６２％。
６公费医疗费，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１８６７３万元。
７体育事业费，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２９８７７万元。
８档案事业费，１９６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９８５４万元。
９地震事业费，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４０１８万元。
１０广播电视事业费，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６１８０１万元。
１１计划生育事业费，１９６４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９６８８１万元。
１２科学事业费，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３４３１４万元。
１３其他文教事业费，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０５２万元。

４９９ 平凉地区志 （中）



书书书

部
分
主
要
年
份
文
教
科
学
卫
生
事
业
费
支
出
表

单
位
：
万
元

金

额

年

份　
　
项 　
目

合
计

文
化

事
业
费

出
版

事
业
费

文
物

事
业
费

教
育

事
业
费

党
政
群

干
部

训
练

事
业
费

卫
生

事
业
费

公
费

医
疗
费

体
育

事
业
费

档
案

事
业
费

地
震

事
业
费

广
播

电
视

事
业
费

计
划

生
育

事
业
费

科
学

事
业
费

其
他

文
教

事
业
费

１９
５２

５
９

０
３

３
０

２
１

０
５

１９
５６

２１
６
７

５
０

１８
９
２

５
４

１５
１

２
０

１９
６５

３８
７
３

１８
３

２８
２
２

４４
４

２８
８

９
５

３
２

０
６

０
３

１９
７８

１５
５１
９

６９
７

３
０

９３
６
５

３１
９
４

８８
７

３３
０

５
４

４９
４

３２
３

１４
５

１９
８５

３７
９７
７

１５
４
６

１７
７

２３
１４
６

１０
９
６

６１
０
４

２４
６
０
４３
３

８
０

６
４

１２
６
１

１０
５
３

２７
２

２８
５

１９
９０

６９
６４
２

２１
１
０

３３
６

４４
７６
１

７７
６

１０
５３
４

４７
２
４
１３
３
６
３３
６

１２
４

１６
４
４

１５
６
４

１１
８
４

２１
３

１９
９５

１４
１６
３
０
３１
１
０

５３
０

９８
４４
０

１４
９
０

２０
８５
０

５７
０
０
２１
５
０
６５
０

２０
０

３２
５
０

３１
２
０

１９
２
０

２２
０

２０
０１

３５
８２
２
０
５４
７
０

９０
０

２６
５４
１
０

２６
７
０

４１
６７
０

１５
１９
０
１７
３
０
１０
３
０
４６
０

５３
４
０
１３
８０
０

４０
７
０

４８
０

２０
０２

４４
３１
１
０
７８
１
０

１５
３
０
３１
２５
９
０

２６
８
０

５８
７３
０

（
含
公
费

医
疗
）

２５
５
０
１０
９
０
５６
０

６１
２
０
２２
５２
０

３１
２
６

９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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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
１抚恤事业费，１９５０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２９８６万元。其中牺牲病故事业费占１０４５％，

伤残抚恤费占１９７１％，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费占５９９７％，退伍军人安置费
占２０５％，优抚事业单位经费占１９３％，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维修费占０２６％，其他
抚恤事业费占５６３％。
２离休费，１９８３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０１１８万元。
３退休退职费，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１３２８３万元。
４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１９５０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６４９３１万元，其中农村社会救济费占

２５９％，城镇社会救济费占４２７％，精简退职老弱病残职工救济费占５４５％，社会福利
事业单位经费占１４４５％，殡葬事业费占２０９％，残疾人福利事业费占２６８％，其他福
利救济事业费占１２１１％。
５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１９５６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６２０４６万元。
６其他民政事业费，１９５６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９７０５万元。

部分主要年份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年

份

合计
抚 恤

事业费
离休费

退 休

退职费

社会福利

救济事业费

自然灾害

救济事业费

其他民政

事业费

１９５２ １６ １３ ０３

１９５６ ３２０ １６５ １２３ ２９ ０３

１９６５ １２１０ １２２ １９ ４９４ ５７２ ０３

１９７８ ４３０９ ３９０ ９５ ６１９ ３２０５

１９８５ ４３３１ ７５４ ３２８ ９３ ７０６ ２３９７ ５３

１９９０ ５９０１ １３７９ ５７９ ６９ ９２０ ２８１１ １４３

２００１ ２４２５０ ６０４０ ３４０ １２０ ５５９０ １１１２０ １０４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４７７０ ８６８ １１０５２ １５５９ ５９０ ５４

　行政管理费支出
１行政费，１９４９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７８０５５９万元。其中基本工资占４４８３％，补助工

资占１５５２％，其他工资占２４３％，职工福利费占２９９％，社会保障费占１１０％，离退
休费占 ３１３３％，副食价格补贴占 ０５６％。公用部分支出 ６２０２３８万元。公务费占
５３６０％，设备购置费占９９７％，修缮费占１６８５％，业务费占９０４％，差额补助费占
００２％，业务招待费占０２２％，其他费用占９９８％。

２公安安全费，１９５１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８３７１万元 （不含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０年数字）
３司法检察费，１９５２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３８０８９万元 （不含１９５９至１９８２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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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要年份行政管理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年
份

总计

行政支出 （实际支出）

财政拨

款 数
合计 个人部分公用部分

公安安

全支出

司法检

察支出

年末职

工人数

１９４９ ８４４ ８４４ ８４４ １９６３

１９５２ ２３３５ ２１９９ ２１９９ １０１０ １１８９ １２９ ０７ ２８８７

１９５６ ４２９０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２９７５ ８０６ ３１８ １９１ ４２０３

１９６５ ３７５４ ３７５４ ３７６２ ２３００ １４６２ ３２５４

１９７８ ７５２６ ７５２６ ７５２８ ３７６８ ３７６０ ５６６７

１９８５ ２０５７９ １７３７７ １７３７３ ８１３４ ９２３９ １６８１ １５２１ ８１２５

１９９０ ４２２５８ ３３４５９ ３３７２５ １７４１６ １６３０９ ４４２９ ４３７０ ８８７２

１９９５ ９０５００ ７３１７０ ７３２８０ ４７８８０ ２５４００ ９０９０ ８２４０ １０９５６

２００１ ２８７２００ ２４３５００ ２５６９７０ １９６８１０ ６０１６０ ２６３１０ １７３９０ １１５８０

２００２ ２３２９００ ６８８５ １８８２２ １１１４３ ２４１７ ２０５１

１９４９至１９６２年年末职工人数含中央、省级单位职工人数

价格及政策性补贴支出

１９８５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３９０２３万元，其中粮油加价款占２２９２％，国家粮油差价补贴
占１６９４％，国家储备粮油利息费补贴占１１５％，粮食政策性账务挂账消化款占０１８％，
地方粮油价外补贴占６１３％，城镇居民肉食价格补贴占４５１２％，平抑肉食市价价差补贴
占０４５％，平抑蔬菜市价价差补贴占０３３％，猪皮制革价格补贴占０３２％，农用塑料薄
膜价差补贴占００７％，其他政策性补贴占６３９％。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支出１９８３１６万元。２００２年支出３３０２０万元。
其他支出

１９５１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７１８９３６万元。
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１９５７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６４４２万元。
２民兵事业费９８万元。
３兵役征集费，１９５６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３８８万元。
４看守所、拘留所经费，１９５６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６０３２万元。
５流窜犯收容站经费，１９７９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２１６万元。
６“五七”干校经费，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１年支出８９９万元。
７社教经费，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６年支出１８０６万元。
８落实干部政策经费，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４年支出２１６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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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财政贴息支出，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７年支出７１７６万元。
１０其他部门事业费，１９５１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１８８９７１万元，其中工商管理事业费占

１４９％，税务事业费占１２３８％，统计事业费占２３％，劳改劳教事业费占１０９％，财政
事业及乡 （镇）财政干部经费占４２９４％，农业税征收费占４７１％，村镇规划建设事业
费占１４１％，人防经费占０８９％，劳动事业费占０７５％，其他事业费占１９０８％。
１１其他杂项支出，１９５１至２００２年支出５０２７３９万元。

部分主要年份其他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

额
年

份

合计

少数民

族地区

补助费

民兵事

业及兵

役征集

费

看守拘留

所及流窜

犯收容站

经费

“五 七 ”

干 校、社

教、落 实

干部政策

经费

财政贴

息支出

其他部

门事业

费

其他

１９５２ ２９ １５ １４

１９５６ ５１ ３５ ０４ １２

１９６５ ７５１ ７３ ２４ ６３ ３２０ ２７１

１９７８ １１７８ １４８ ２１ １６５ １６９ ３６８ ３０７

１９８５ ７９３９ １４５ １４ １８９ ４０１７ ３５７４

１９９０ １５６３６ １４６ １４９ ２４１ １７３１ ５８９６ ７４７３

１９９５ ４１０５０ ２７０ ４６０ １８０ １０９３０ ２９２１０

２００１ ８１７４０ ４０ １８４１０ ６３２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０３５２０ ４０ １０３４８０

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

一、预算外收入

１９４９年８至１２月，平凉分区乡财政按一定比例征收公粮附加２６７１９３８９公斤 （小

麦）、工商税附加１１万元。１９５３年，农业税自筹率为４％；企业设置由企业管理的奖
励、福利和大修理基金；工商税附加仍列入预算外；养河费、育林费、中小学学杂费等

事业收入作预算外资金管理；各单位零星杂项收入留给单位自支。当年全区自筹粮共征

小麦１１８７４９公斤。１９５６年起，农业税自筹率改为应税任务的１５％。是年，全区收入
２１２万元，其中平凉市４６万元、平凉县７４万元、庄浪县９２万元。１９５８年，地直收
入３９３１万元，其中附加收入２６０９万元，集资收入１３２１万元。
１９５９年，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３２８８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１４５９％；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 ８５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３７７％；企业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７２９万元。

８９９ 平凉地区志 （中）



１９６２年，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８８万元。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５年，行政事业单位
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６２５７万元。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无收入统计。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将以前上交财政的部分企业折旧基金

全留给企业做更新改造。１９７０年，将县办 “五小”企业利润的４０％留县，列入预算外资
金。１９７６年，全区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９８７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
入的７７％；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２２１２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
的８５８％。
１９７８年，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３１１９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

资金收入３３８６万元。１９８０年，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３０５６万元，行政事业
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２５２６万元。１９８３年，全区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９８２７万元，相
当于预算内收入的８５７％。
１９８５年，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作为预算外收入。１９８６年，全区预算外

资金收入 ２９３０３万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７５７５％。１９８７年全区预算外资金收入
３８４９１万元，较上年增长３１３６％。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全区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９４９３万元，
按可比口径 （扣除国有企业部分）计算，年均递增２７６％，高出同期预算内增长速度
２３３％四个百分点。

１９９６年，全区预算外资金收入 ９１８４万元，占当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 ４９８％
（未含社保基金）。

２００１年，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６７６９０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４５４％，
其中乡镇自筹、统筹收入２０６９万元。
２００２年，预算外资金收入１７６５９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４５％，其

中乡镇自筹、统筹收入３０９万元。
二、预算外支出

１９４９年８至１２月共支出钱１０００元，粮１６４２４７３５公斤，主要用于乡级脱产干部的生
活费和办公费、小学教员的薪金等。

１９５３年起，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未纳入预算的乡镇
行政费用。１９５８年，支出２５５８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３８３％。
１９５９年，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支出２２１２万元。其中工业８６５万元，农林水

气象７２万元，交通邮电１５７万元，城市维护４１万元，其他经济建设５７万元，教育
２７９万元，卫生１９万元，文化科学２０２万元，行政管理３１６万元，广播１７６万元，
商业粮食０５万元，其他２３万元；行政事业部门支出５２２万元，其中用于教育５２万
元，占９９６２％；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支出２７３４万元，相当于当
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１２９４％；企业及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支出１１３２万元，其中用
于工业７０１万元，交通邮电７９万元，文化４８万元，流通企业２９８万元，教育０６万
元。１９６１年，支出８９８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３１１％。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３年，企业及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共支出８１７８万元。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５年，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共支出５７３５万元。

９９９第十四编　财税金融



１９７６年，全区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支出７１０万元，相当于当年
地方财政支出的１２１３％。１９７７年，支出６９９１万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１１％。
１９５９至１９８３年，全区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共支出５０２５６万元。
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２年，企业及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支出３０１０１５万元，其中用于企

业更新改造１２７７２１万元，大修理费２６８０６万元，简易建筑费２０３万元，职工福利费
４２２６２万元，奖金２８３３８万元，科技三项费用２１９３万元，增补流动资金６３９９万元，
基本建设１４３４万元，上交 “能交”、“调节”基金２８８４１万元、补亏３０１３万元，其他
支出１９０７２万元。
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６年，全区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共支出４４３３２万元。
１９９７年，地方财政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当年共支出９４５６万元 （未含社

保基金支出），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１６９２％。
１９５９至２００２年，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共支出９９２２８６万元 （缺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１年数字），其中：用于工交邮电５１３１５万元，占５１７％ ；农林水气象事业费６７３８１
万元，占６７９％ ；教育事业费３１０２２７万元，占３１２６％ ；卫生事业费２６２６９６万元，
占２６４７％ ；文化科学事业费３１５９３万元，占３１８％ ；广播影视事业费１２３８９万元，
占１２４％ ；城市维护费６６３２万元，占６６８％ ；社会福利救济费６５５万元，占００８％ ；
其他部门事业费８１５４万元 占０９９％ ；招待所、宾馆６６７３万元，占０８１％ ；工商管
理４５２３９万元，占４５６％ ；基建单位其他支出９１万元，占００１％ ；房产管理３５６９
万元，占 ０４３％ ；行政支出 ４５５６２万元，占 ４５９％ ；其他支出 ６２３７２万元，占
６２８％。

部分主要年份预算外资金收支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
额

年
份

财政部门 行政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乡镇自筹、统筹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１９５９ ３２８８ ２２１２ ８５０ ５２２ １７２９ １１３２

１９６５ ９２９ ４５７ ９０５ ９５１

１９７８ １５４７ ３６６２ ４３３６ ４３５８

１９８５ ２１２６ ２５１７ ４０６３ ４２５６ １２５１３ １３２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３２１ １４７２ １６７７１ １６４６４ ４８２１３ ４８５０９

１９９５ ７２３０ ７０８０ ５３２９０ ５４４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４７０００ １４０３８０ ２０６９０ ２２３５０

２００２ １７３５００ １６９０８０ ３０９０ ３８００

注：１１９９６、１９９７两年未含 “社保基金”；

２财政部门、行政事业、企业单位收支中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含庆阳地区在内。

００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第五节　财政管理

一、预算管理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区内各县始编岁入、岁出概算。内容根据收支性质分为经常门和临
时门两部分，下设“款、项、目、节”科目。概算提交县政府会议审核，核准后称为预算。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各县地方岁入总预算
单位：法币万元

　县　别
项　目　 平凉县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岁

入

经

常

门

常

时

部

分

税课收入 ６１００ ９９０ ３８０ ４８５ ８０５ １３９０ １７９０

分配县市课税收入 ７３７８ ７１１３ ６４０２ ２６０３ ４３２５ ２６０３ ４２３２

国税附加收入 ４０６５ ８３０ ４５０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７２ ８３０

惩罚及赔偿收入 ５３６ ０８０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８０

规费收入 ５７５ ４８４ ４０５ １２７ １８０ １４８ ３１６

财产及权利孳息收入 １６９２ ６７２ ６３３ ８１２ １０５８ ６７８ １０４３

补助收入 ２９３ ２４７ １７０ １３５ １８４ １４７ ３２５

其他收入 ２５０ ０３５ 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０２５ １０３５ ０４０

合　　计 ２０８８９ １０４５１ ８５２８ ５３１７ ６７１７ ６２１３ ８６５６

岁入临时门

总　　计 ２０８８９ １０４５１ ８５２８ ５３１７ ６７１７ ６２１３ ８６５６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各县地方岁出总预算
单位：法币万元

　县　别
项　目　 平凉县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岁

出

经

常

门

常

时

部

分

行政支出 ２４２８ ２３０５ ２０２５ １３３４ １６１３ １６４６ １８７３

教育文化支出 ２５６８ ３２１８ ３０９５ １２１５ １７０８ １５４４ ２１１７

经济及建设支出 １２８７ ３１６ ３１８ ２３９ ２７９ ２９３ ３９１

社会及救济支出 ２１１

保安支出 １７１１ ７０４ ５５３ ３４５ ５４９ ４３８ ６５２

财务支出 ７８５ ２８５ １３９ １２０ １７９ １０５ ２５８

补助及协助支出 １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４

其他支出 ２１９１ ２２６１ １７６６ ９９４ １２２４ １５１３ １６４７

预备金 ２７９０ ４４３ ３７５ ２０７ ２７２ ３５１ ４８４

卫生支出

合　　计 １４０７４ ９５３４ ８２７４ ４４５７ ５８５１ ５８９１ ７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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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县　别
项　目　 平凉县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岁
出
经
常
门
临
时
部
分

行政支出 ４１３ ８６４ １７９ ８０４ ８０４ ８１７ ８８９

教育文化支出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５４

经济建设支出 ４２３０

卫生支出 ５０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６ ０２９

救济支出 １６００

合　　计 ６８１５ ９１８ ２５３ ８６０ ８６６ ８８２ ９４３

总　　计 ２０８８９ １０４５２ ８５２７ ５３１７ ６７１７ ６７７３ ８７５９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及编制预算制度，由于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预算已失去控制作用，形同虚设。如泾川县当年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入经

常门常时部分为４６６４４００４元，岁出经常门常时部分为４６３１４４９１元，岁出经常门临时部分
为３２９５１３元。

新中国成立初，预算收支以小麦为计量单位，以市价折合货币计算。１９５１年起，改
以货币为单位。县 （市）级预算汇入省预算；县 （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就其本身及

所属机构汇编的预算为单位预算；县 （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的所属单位预算为附属单

位预算。

１９５３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预算管理体制。
１９５４年，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和归口管理。此后预算编制多变，时而 “款与款”之间

调剂，时又实行 “上下一本账，全国一盘棋”，其范围时大时小。

１９６６年，按资金来源分中央、省指标，上年结转，地方机动财力３部分编制预算。
１９６７至１９７６年，按照省下达的指标安排预算。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本着 “收支挂钩、定收定支、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原则，并在

上年实际收支的基础上，考虑增减变化因素，编制当年预算。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０年，财政预算按照县 （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编制。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前提下，财政预算按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
收入增长、保工资发放、保重点项目支出的原则编制。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财政预算根据 “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集中财力保重点”的原则进行编制。四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年初预算数分别为２９８２３万
元、３２６００万元、３６６００万元、３６７８６万元，一般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分别为４４１３２万元、
５６７９１万元、６１３６６万元、８０４７８万元，基金收入年初预算分别为２５０８万元、２７９２万元、
２２０１万元、１７２９０万元，基金支出年初预算分别为 ２２６１万元、２６４２万元、２１２０万元、
２０４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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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算管理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县政府于年终３个月内汇编年度岁入岁出决算书，呈报省政府
备案。县属各机关于每月１５日前将上月收支计算书及收支对照表送县政府审核。

解放初至１９５２年，各县按月将收支执行情况上报省财政厅，决算由省财政厅统一
编制。

１９５３年，建立县一级财政后，按照预算科目，编制年终决算。年度决算的收入和支
出，均以１２月３１日为截止日期。收入以年终前各收入机关缴入金库的数额为准。
１９５４年，采用中央财政部印发的统一表格进行决算。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２年，预算外资金开始编制决算。
６０、７０年代，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决算范围。
１９８０年，实行 “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后，行政、事业单位的年终决算包干结余，当

年不列支出，也不转预算外，如数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对固定资产在百万元以上企业提

取的折旧基金列入 “中央集中的折旧基金”科目上解。１９８１年，区内中央所属单位借用
地方财政款１５３万元，地方政府购买国库券５１万元，均在决算支出各自科目中如实反
映。１９８２年，对专项拨款和预算执行中发生的上、下划转、追加追减事项，年终单独决
算，对影响财政收支者如实结算。１９８３年，对第四季度企业调整工资，以 “预留企业调

整工资应补未补数”科目由金库总退一笔，减少当年企业收入１８１万元。
１９８４年，对中央、省级国营企业利改税转移结算上解支出１０１万元及地区级企业上

交中央的折旧基金按企业应交的１２８万元均如实结算。１９８５年，“调整肉价补贴款”由
收入退库改为预算支出；农业税差价１３０３万元，统计事业单位上划１９６万元在决算线
下列专项上解支出。１９８６年，调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及企业调资退库减收２１９１万元、
矿区公司处理有问题商品退库４８５万元及企业调整收入任务增收的１９８万元，在决算线
下做了结算。１９８７年，对第四季度增加中小学教师１０％工资６３９万元，列入当年决算支
出。企业上划下划及调整收入任务减收７９４万元及地方借给中央财政款４９０万元在决算
线下做了结算。

１９９０年，由于政策性增支等因素，决算支出增加１１５０７万元，当年出现财政赤字
７０８１万元。由于历年赤字较大，当年决算结转的２９３４４万元中：基本建设支出３２４４
万元，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１７１２万元，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８５７８万元，自然灾害救济
２３７６万元，粮油价格补贴支出７６３２万元，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５６６８万元，行政事业
单位包干结余１３４万元。１９９２年，全区累计赤字挂账达５４３３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６１９％。其中：庄浪县赤字挂账是当年财政收入的２５倍，灵台县赤字挂账超过当年财
政收入的３０４％。同年结转专项资金２７２０万元。华亭县实现财政平衡，照顾补助５９万
元，列在结算补助中。

１９９５年决算收入占预算的１０９２％，支出占预算的１０４７％。１９９６年地税人员经费上
划１１万元。
１９９８年决算，预算单位以实际支出数列报财政部门以拨款数列报。当年决算出现赤

字１４７９万元，累计赤字２１１７４万元。土地出让金没有完成任务按４０％结算，上解１２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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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列上解省支出。

１９９９年全区体制内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３９５０５万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０２８％，地方
财政收入完成３０６５０万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４４５％。全区一般预算支出完成６６３９９万元，
当年赤字１３３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全区体制内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４２６１１万元，比１９９９年增长７８６％，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３３２６１万元，比１９９９年增长８５１％。全区一般预算支出完成８１７４４万元，其
中新增粮食财务挂账贴息上解省支出９６万元，当年赤字７８４万元，累计赤字２３２９７万元，
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７０％。
２００１年全区体制内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４７６６９万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１８７％，地方

财政收入完成３６９２７万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１０２％。全区一般预算支出达到１０８２０３万元，
基本保证了扶贫、救灾、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和当年国家标准工资的按时发放。当年赤

字１９８７万元，累计赤字已达２５２８４万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６８５％，资金调度异常
困难。

２００２年全市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５６５８７万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８７％，地方财政收入
完成３８８４６万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３７％；全市支出完成１３５１７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９％，
保证了职工工资、扶贫、救灾、社保等重点支出，当年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

三、预算外资金管理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各县财政科内均设乡财股，统管乡 （镇）财政收支。１９５３年，预
算外资金由结余上解改结余留用。１９５４年，各县农业税自筹留县７０％，上解省和专区各
１５％。１９５６年起，自筹收入留县７５％，上解省１０％、专区１５％。

１９５８年，工商四种税收的总额附加１％；农业税附加：粮食作物区不得超过正税的
１５％，经济作物区可高于１５％，但不能超过３０％。牧业税与农业税相同。农业税自筹改
为留县８５％，上解专区１５％。
１９５９年，地方自筹资金改称预算外资金，并作为整个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逐级上报。
１９６１年，对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纳入预算管理；工商税附加、城市公

用事业附加作为预算的组成部分，专项编列，纳入财政总决算，实行统一管理，但仍属

地方机动财力；减少企业专用资金范围，取消利润留成制度；控制预算外资金来源和使

用范围，未经财政部门批准，各单位不准增加收入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将预算外

支出挤入预算内支出；农业税附加由１５％调为５％。
１９７８年，基本折旧基金，５０％留给企业，５０％上缴国家财政，国家分配地方２０％，

安排使用 （１９７９年１月，上缴国家财政５０％中的２０％不纳入国家预算，列为预算外资
金）。是年１１月，提取的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和职工劳动竞赛奖金。
１９８３年２月，预算外资金收费标准、留成比例、开支范围和标准、按现行财政制度

执行；各部门、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原则上由单位自行安排，不得以任何名义抽调。

１９８６年，对预算外资金采取 “计划管理、财政储存、银行监督”的管理体制；取消

了工商税附加。１９９０年，通过治理整顿，制止了行政部门的乱收费、乱摊派，取缔了一
部分不合理收入，当年仅行政部门少收了２１７万元，较前下降了５７１％。１９９３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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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范围有所缩小，只保留地方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两部分。１９９５年，对行政事
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全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当年专户储存存入资金１７２７万元，
储存单位 ３１１户，较上年净增 ９７３万元和 １５６户。融通资金 ３１４万元，较上年增长
４４７％；融通户４５户，新增３１户。

１９９７年，重新界定预算外资金范围，将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了
预算外资金收支预决算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专户管理；严格使用管理，建立健全

了监督检查制度。当年把地方财政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１９９９年，全区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完成６４８万元，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收入
完成７８７６万元，缴存面达到１００％，缴存率达到９５％。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重点加强了收费票据管理和对执收、执罚单位的银行账户、财务收

支管理，推行罚缴分离、票款分离等办法，进一步强化了 “收支两条线”管理，促进了

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四、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１９９２年８月起，对全区３８０户 （开办登记２户）国有企业占用的全部国有资产进行
了产权登记。登记资产总额１０３亿元，其中国有资产３９亿元。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４月，用国有资产７７９４万元发展第三产业、创办各种经济实体７８

个。１９９３年６月，对１１户单位 （企业７户，行政事业单位４户）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
调查，共有国有资产２２７０７万元，流失７１０４万元，占３１％。其中：经营管理中资产流
失７０７８万元，占９９６３％；资产处置中资产流失０４万元，占００５６％；其他流失２２
万元，占０３１％。同年对全区１７０４个行政事业单位财产进行清查，共核实资产６４６亿
元，比清查前净增８８１３万元，占核实数的１３７％。按规定处理核销１６４８万元，通过产
权界定增减相抵净增４９４万元；转为经营性资产６４７８万元。行政事业单位占有固定资
产５７亿元，土地２２３０万平方米。
１９９４年，对全区１１户试点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共有资产１９６９６万元，全部资产净

损失１６３７万元，占８３％；历年资产挂账２１４４万元，占全部流动资产２２６％；产权界定
收回其他企业占用资产８０万元；固定资产价值重估７７２４万元，重估增值１９２３万元，增
幅３６３％；审批处理各种损失１０４３万元。
１９９６年底，全区各类城镇集体所有企业３１４户，注册资本金１７９亿元。是年，共完

成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年检登记４０２户，开办登记９户；共登记国家资本金３８３亿元、国
有法人资本１０万元。并首次对全区１１３６户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进行了产权登记，核发
了占用证书。共登记国有资产６９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２０２７万元。全区共审批了６７个
单位１９３万元的资产处置，调剂了５６万元闲置资产。界定和调处产权纠纷６起。批准立
项资产评估项目８３项，确认８１项，评估资产账面价值９０００万元，评估值１２５亿元，增
值３５００万元，增值率３８６％。参与了２４户国有企业改制，加强了２户股改企业管理。
１９９８年，对全区２３９户城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清查出资产总额３９９２４９万

元，固定资产重估增值９５４８万元，核销损失１３３３４万元；年检国有企业３６０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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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金３８１５９万元；年检行政事业单位１２０６户，核登国有资产８４７４６万元；开展了
企业国有资产执法检查；完成了１９９７年度国有资产统计分析；参加１９９７年度国有资产年
报汇编的单位有１５７４户，国有资产总值１５８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７２亿元，非经营性
资产８６亿元；当年实现国有资产收益１１５４万元；立项评估资产１１４项，确认１１４项，
评估资产４８７１６万元。
１９９９年，实行 “统一报表”制，当年纳入国有资产 “统一报表”汇总的行政事业单

位１４４９户，资产总额为１０４亿元；国有企业３３９户，资产总额为２９２６亿元 （流动资产

１３１９亿元，固定资产１４０９亿元），负债总额２３６２亿元 （流动负债１８０９亿元，长期
负债５５３亿元），所有者权益５６４亿元，全区国有资产总额１６２亿元。开展了国有企业
产权占有登记和换证工作，当年全区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企业共计３３４户，占有、使用
国有资产总额为６１亿元。
２０００年，在企业改制中参与核查资产６６９５万元，核查损失及潜亏１１０１万元；完成

了对地区友谊革制品厂、地区建筑公司两户企业的资产确认、资产债务的划转和剥离工

作；当年全区国有资产评估立项８７项，确认８７项，确认金额６２７５万元，会计决算报表
汇编单位１４０４户。
２００１年，完成地直行政事业单位３５件资产设备的处置回收和调拨，收缴国有资产收

益５１８８万元，上缴财政４６４３万元；国有资产评估立项２０项，确认２０项，资产总值
４４００万元。全区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登记１１３０户，登记国有资产９６４亿元；当年会计决
算汇编单位１４２２户，资产总计４８９６亿元，其中国有资产总量１８９亿元，与上年持平；
３１４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为３２３５亿元，负债总额２４３１亿元，国有资产总
量７６７亿元，其中国有资产５８５亿元。

五、社控管理

１９５９年６至９月，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按预算压缩４０％，事业经费压缩
２５—３５％。１９６０年实际执行２７１２万元。

１９６２年，对各单位的公用商品实行计划供应；对专控商品实行指定商店、设立专柜、
凭证供应；对各单位的办公用品、文具纸张、书报杂志、家具设备、礼品奖品、工作服

装、劳动保护品和文化医疗单位购买的乐器、服装道具、医疗器械等均列入控购范围。

从当年起，３年内不准购买非生产性设备和高级物品，对汽车等２１种物品实行购货持证、
供货凭证、核销控制指标的管理办法。当年，全区社会集团购买力为２６８２万元，占省
下达控制指标２０５万元的１３０８３％。
１９６４年，各单位购买商品均须由当地县人民委员会编报年度分季计划，审查后，凭

购物证在指定商店购买，供货部门在供应商品时，须注销控制指标。指定商店无货时，

持所在地商业部门采购证明，可到外地购买。１９６５年，对非生产性设备和高级物品一般
不准购买，特殊情况可按实际从严审批。新增机构需购办公用具，应按节约原则审批。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审批在执行中失去控制作用。
１９７２年，对非生产性设备和高级物品等，由地区革命委员会报省财政厅审批。对购

买收音机、电唱机、１５０瓦以下扩大机、高低音喇叭、油印机、速印机、钟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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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大型高级乐器、大型高级体育用品、保险柜、电风扇、多用机、手
提喊话器、藤器等商品，由地区革命委员会审批。１９７３年，毛的确良、丝的确良、呢绒、
４０元以上的毛毯、２００元以上的放大机、３００元以上闪光灯以及宽银幕镜头、１５０元以上
大型或高级乐器、２００元以上大型或高级体育用品，由地区革命委员会审批。１９７８年，
鉴于科研、教育、卫生、外事、公安等专业特殊需要，核定专用限额，发专用购货证。

同年９月，取消电视机、电影放映机、扩大机控购规定。对各类学校用于教学的录音机、
多用机、电唱机以及医疗单位所需电冰箱，亦不再实行专项控制。省下达全区社会集团

购买力指标７２６万元，实际实现５５５万元，占指标数的７６４％。
１９７９年，区内实现社会集团购买力９６０万元，超过省控指标的２８倍。１９８０年，地、

县所属单位购买除小汽车等８种商品须由省审批外，摩托车等２２种商品由地区审批。出
省购买时，须向省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进一步加强了指标控制，全年

实现社会集团购买力２５３５万元，占同年省分配指标的１０１４％。
１９８１年，取消凭购物证定点供应和对公社以下单位限额控制办法，实行按预算经费

包干定额管理。同时根据省政府规定一年内不准添置小汽车和旅行车，省计划内分配的

小汽车按照１９８０年分配数压缩８０％，所留２０％主要用于车辆更新和生产急需，并停止购
买进口小汽车。对现有超编车辆，由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门调剂分配。对未经分配的小

汽车和大轿车，物资部门不得供货，银行、财政部门不得付款，交通监理部门不得发给

牌照，商业部门不得供应燃料。对违反规定购置的小汽车和大轿车，由财政部门没收，

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全区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２４９万元，占省分配指标的９９６％。
１９８４年，将控购商品由３０种改为１４种。９月，取消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指标。对省内购
买控购商品，不再审批。但出省购买，须经地区和有关部门核签。对购买小汽车、大轿

车、地毯、录像机和沙发，须经省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签注意见方可出省购买。

１９８５年２月，恢复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管理。对国家规定的控购商品全部收归省控
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审批。从下半年起，对购买小汽车停止审批，因特殊情况须购

买者，报省控制消费基金领导小组审核。全区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２２３０４万元。１９８８
年，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全民和集体企事业以及基本建设单位，凡购买规定

的３２种专项控制商品时，都必须报经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机关审批，到定点商店购买。
是年实现社会集团购买力１６８８３万元，占省分配指标的１０５５２％。
１９９０年，区内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２６８１１万元，占省分配指标数的１０５１４％。
１９９２年取消对布匹及其制品、针织品 （套价在１００元以上的除外）、书写印刷纸、吸

尘器、洗衣机五种商品的专项控制，纳入指标管理；将微型电子计算机、无线寻呼机和

无线移动电话、办公用印刷系统以及单价在１００元以上的皮革及其制品四种 （类）商品，

纳入国家专项控制商品目录，单位购买时需办理专控商品报批手续。对部分专项控制商

品审批起点价格作了调整。从当年起，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含集体企业、乡镇企业）

购买职工个人劳动防护用品，一律实行审批制度。全区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３４０４２万
元，占年指标数的１２１５８％。
１９９３年继续列入专项控制的商品有８种，对从现行专项控制商品品目中调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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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一律纳入指标管理范围。小汽车、无线寻呼机和无线移动电话由省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办公室审批；大轿车、摩托车、录像设备 （只包括摄像机）、空气调节器、照相机

和放大机及镜头 （单价在３０００元以上的）由地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审批；录像
设备 （只包括录像机、放像机、监视器）、各种音响设备、照相机和放大机及镜头 （单价

在５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由县 （市）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审批。

１９９５年，查出各种违控问题２７个，违纪金额７８２万元，补办控购手续１９个，罚款
５１万元。

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对购买各种汽车等专控商品附加费征收标准做了调整。全区
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１９５９万元，占当年指标数的１６３２５％。１９９８年，全区社会集团购买
力实现２０２０万元，较上年增长３１１％。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对车辆购置、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 （含学校课桌、凳、计

算机等）进行政府统一采购。２００１年底，全区政府采购资金累计达４６５２６８万元，实际
中标价为４０８７７０万元，累计节约资金５６４９８万元，节约率为１２１％。７月起，取消行
政事业单位无线电移动电话、摄录像设备、空气调节器、照相机、放大机和无线寻呼机

的控购审批及企业新购置的车辆和需过户的旧车不再办理控购手续和过户手续。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社会集团购买力指标执行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
度

年指标数

年　　执　　行　　数

总　额
其　 　中

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执行数占

指标％

１９８６ １７６００ ２１１９８ １２０４４

１９８７ １７６００ １９５６０ ３７１５ ９７９４ ６０５１ １１１１４

１９８８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８８３ ４０２５ ６８６６ ５９９２ １０５５２

１９８９ １５５３０ ２２４６６ ６９１４ ９３５４ ６１９８ １４４６７

１９９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６８１１ ７１２８ ９５９５ １００８８ １０７１４

１９９１ ２３０００ ２９２２６ ８４８８ １０５０５ １０２３３ １２７０６

１９９２ ２８０００ ３４０４２ ９９６９ １２１０４ １１９６９ １２１５８

１９９３ ２８３００ ４１６０５ １１８０２ １５２６８ １４５３５ １４７００

１９９４ ３０５００ ５２２６０ １５６００ １７９００ １８７６０ １７１３０

１９９５ ４０５００ ５８３５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６７２０ ２１１３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８５６０ ５３５０ ９９６０ ３２５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５９０ ５５７０ １０７５０ ３２７０ １６３２５

１９９８ ２０２００ ５７９０ １１１２０ ３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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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税　务

秦汉至隋唐，税收多由县丞负责，无专门征收机构。

宋代，路设转运使，主管州、县税收。太宗淳化三年 （９９２），州县设场、务监官征
收商税，职役、里正、户长负责征收赋税。

金代，州县设 “抽税官”征收民间瓷窑赋税，雇募司吏和弓手征收田税、商税和

杂税。

元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府、县在城镇设坊正，乡村设里正，乡以下设主首，催督赋税
和保管纳资。

明初，州、县户房主管田赋、杂税。田赋由里甲催征，粮长收解。嘉靖时，平凉府

设经历司，掌管财税，税课司负责收解。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商税改由州、县税科司、税
所征收。

清初，府、县户房负责税收征管。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设平凉厘卡。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设华亭厘金局，抽收过境土产水烟税、货物税及落地税。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设平凉统捐分局，征收出入境货物税。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平凉设烟酒公卖分局，征收烟酒税。１７年 （１９２８），设印花税分
销所。至１４年 （１９２５），区内各县均已设立财政科，负责田赋和地方税捐的征收。２１年
（１９３２），印花、烟酒两税机构合并，设平凉印花烟酒税务局。２２年 （１９３３），成立甘青
宁区税局平凉分局，县设办事处。同时，成立甘青宁区货物税局平凉税务征收局及营业

平凉市国税局

税局平凉分局。２４年 （１９３５），
区内属县相继设立税务局，征

收特种物品产销税。２７年
（１９３８），改设地方财务稽征处
（３０年撤销），县设粮食管理
处，负责田赋及军粮征管。３１
年 （１９４２）４月，设甘宁青新
直接税局平凉分局，１２月，改
为甘宁青区税务局平凉分局。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２月，成立财政
部甘宁青新区货物税局平凉分

局，下设静宁、灵台、固原、

华亭、海原、庆阳６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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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征所）；成立甘青宁新区直接税局平凉分局，下设西峰镇查征所。７月，成立甘肃省
平凉税捐征收处，次年４月改名为税捐稽征处，各县相继成立征收处。３６年 （１９４７）４
月，在平凉设陇东盐务局，负责盐税征收。８月，直接税、货物税分局合并，成立平凉国
税稽征局，负责陇东１８县业务。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甘肃省平凉税务分局，辖平凉等９县税务局和２１个税务所。
１９５０年，平凉税务分局改称平凉专区税务局。１９５８年后，与财政机构时分时合。直

至１９８６年元月，税务系统实行垂直管理 （参 《政权政协》）。

１９９４年８月，分设国家、地方税务局。

第一节　税种　税目　税率

一、农业税

１赋役
秦，男２０至５６岁，服役。
西汉，算赋田租按 “什五而税一”。景帝二年 （前１５５），改为 “三十而一”。算赋对

年１５至５６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征收一算，即钱１２０文。３至１４岁，每人每年出口赋２０
钱至２３钱。男子２３至５６岁服役。

东汉初，田租十分取税一。建武六年 （３０）始，恢复 “三十税一”。延熹八年

（１６５），每亩加征田租１０钱。中平二年 （１８５），每亩加征田租附加１０钱。
三国曹魏时，实行田租、户调制。用官牛者官六客四，不用官牛者 官客各半。建安

九年 （２０４），田租按亩征谷四升，户调每户出绢２匹、绵２斤。
西晋时，“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

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东晋咸和五年 （３３０），“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升”。太元二年 （３７７），王公以下口
税三斛。八年 （３８３），又增税米，“口五石”。

北魏初，按户征收租、调。每户粟２石、帛２匹、絮２斤、丝１斤。郡县征收调外之
费，帛１匹２丈，徭役无定数。太和九年 （４８５），实行新的租调制。一夫一妇每年交纳
租粟２石、调帛１匹；１５岁以上而未婚男女，每人交 “一床”之四分之一，从事生产的

奴婢，每人交其八分之一；耕牛交其二十分之一。无田者免其租调。

隋朝每年“丁男一床，租粟三斛”；每户每年交纳绢１匹（４丈）、绵３两或布５丈、麻３
斤；单丁及仆隶减半之。丁男每年服徭役１月。

唐初，每丁租２石、绢２丈、绵３两。武德七年 （６２４），实行租庸调法。丁男每年
交租粟２石；调随乡土产每户每年交绢或丝织品２丈、绵３两或布２丈５尺、麻３斤；丁
男每年服徭役２０天，闰年加２天。贞观二年 （６２８），始征地税和户税：地税，每亩２
升；户税，上上户征户税４０００文，以下递减５００文。广德二年 （７６４），始征地税附加青
苗钱，亩征税１５钱。建中元年 （７８０），改行 “两税”法。依田亩多寡征地税，分夏秋两

次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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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将户、地二税分上、中、下田，统按田亩分夏、秋二次征收，夏税收钱或折

纳绢、绵、布、麦等，秋税一律征实。

金，平凉府及州县以田亩为课税对象，对农业课征夏税和秋税。夏税每亩征粮３合
（１０合为１升），秋税每亩征粮５升，秸１５斤。除支应兵役和夫役外，官府亦课征 “免

役钱”。

元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始征地税、丁税。地税，上田亩粟３５升、中田亩粟３升、下
田亩粟２５升。丁税，每丁科粟１石，驱丁５升。至元十七年 （１２８０），地税和丁税分全
科、半科、协济户分别计征。全科户地税每亩粟３升，丁税每丁粟３石、驱丁粟１石；半
科户只纳丁税，每丁粟１石；协济户地税每亩粟３升，丁税每丁粟１石，除地丁正税外，
每石附征鼠耗３升、分例４升。

明初，平凉府属州县官田亩税５升３合，民田亩税３升３合。田赋始征实。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粮以银、钞、绢代输，亦允许交粮。银８两或钱８００文折输麦１石，棉布１匹
折输麦７斗，麻布１匹折输麦５斗。夏秋税交麦为 “本色”，其他为 “折色”。洪武二十

四年 （１３９１），安王就藩平凉后，民始纳土贡。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赋役土贡方物，一律
合并分摊于田亩，折征银两。

清初，厘定亩税１钱５分零５毫，粮８升１合１勺，草４分６厘。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平凉府始摊丁入亩，口银２钱，并入地亩，丁税停征。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清丈地
亩，分川原、山坡两等。川原地每亩征银 ２钱 ５分，山坡地每亩征银 ２钱，随正税之
１５％征收耗羡附加等。遇闰每银加征１７５８两。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改地丁钱粮为田赋。４年 （１９１５），每正银１两征收库平银１两７
钱５分，按地丁银每两附收 “经费”５分，粮石正、杂１斗５升。大草每束１８斤，小草
每束７斤，自当年一律按７斤征收，以当地价折收银币。６年 （１９１７）始取消遇闰加征。
１５年 （１９２６），库平银１两折合角币１５元。税率仍以两计，每丁正银１两，连同盈余、
耗羡共折币２２５元；粮米仍以石计，加征耗羡１５斗。２４年 （１９３５），废除课程、药味、
朝觐、屯租等田赋附加杂税。２８年 （１９３９），各县地丁正银１两，连同耗、余、经费实征
法币２６２元。草每束折价１至６分。折色粮按各县当时粮价，每市石折征法币３０２至
９１２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月始，地丁、粮石、草束及县附加折价合于田赋之内，以每元
折合小麦１６斗之兑率改征实物。３３年 （１９４４）始，区内各县执行省厘定的 《甘肃田赋

科则》：

年　度
一　等

一则 二则 三则

二　等

一则 二则 三则

三　等

一则 二则 三则

民国３３年 ９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民国３４年 ８６ ７６ ６６ ５６ ４６ ３６ ２４ １４ ０５

注：田赋科则系按每亩平均实物小麦收益５％为赋率计算标准

１９４９年农业税计征 （时称秋征），田按水地、川地、原地、山地分四类划１７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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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

２农业税
１９５０年８月，改田赋为农业税，即公粮。采用２％至４２％的４１级全额累进税率。地

方税附加依农业税的２５％计征。垦种生荒地或熟地者免征２年或１年。１９５１年始，垦种
生荒地３年内免税。１９５２年始，农业税采用５％至３０％的２６级全额累进税率。１９５７年，
除个体农户仍用累进税率外，其余一律实行比例税率。农业税率最高为１５８０％，最低为
１１１８％，１７个县市平均税率为１４５％。１９５８年平凉专区农业税平均税率为１５％，并随
同农业税征收１５％的地方附加。１９５９年，对社员自留地免征农业税。１９６２年农业税附加
比例降为１０％。１９６４年农业税附加比例又增加５％，作为社教经费；１９６７年将其增加的
５％转作 “文革”经费。

３牧业税
１９５９年平凉专区始征牧业税。采用以户为单位，将马、牛、绵羊、山羊等应税牲畜

统一折合为绵羊，从价依３％的税率计征。马每匹折绵羊８只，黄牛每头折绵羊３只，山
羊２只折绵羊１只，不满３６个月之马驹、２４个月之牛犊、１２个月之绵羊和山羊推广之优
良土种公畜免征。１９５９年，各县绵羊价格最高为每只８元，最低为４５元，平均价格每
只６元。１９６０年，绵羊平均价格为７０２元。１９６１年，畜牧业收入按上年末牲畜存栏数依
大畜每匹 （头）２５元，小畜每只１元的定额征收。耕畜免征牧业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
始，对国有、集体农牧场 （含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所属的奶牛场、农牧场

站）和农牧民饲养的牧畜，一律按上年末实有牧畜存栏数定额征收。标准为：大畜 （牛、

驴、骡、马）每头 （匹）５元，小畜绵羊每只２元，山羊每只１５元。
４耕地占用税
１９８８年始，对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单位和个人，按实际占用

之耕地面积定额一次性征收耕地占用税。税额以县为单位，人均耕地在一亩 （含一亩）

以下的，水浇地征６元／平方米，塬旱地征４元／平方米，山旱地征３元／平方米；人均耕
地在２至３亩 （含３亩）的，水浇地征２５元／平方米，山旱地征２元／平方米；人均耕地
在３亩以上的，水浇地征２元／平方米，山旱地征１元／平方米。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
宅，按规定税额减半征收。对部队军用设施用地，铁路线路等用地，学校、幼儿园、敬

老院、医院用地，殡仪馆、火葬场用地，农田水利设施用地，“三资”企业用地，免征耕

地占用税。１９９０年始，对公路建设用地按每平方米１５元计征。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始调整
为：以县为单位，人均耕地在１亩 （含１亩）以下的，水浇地税额７元／平方米，山旱地
５元／平方米；１至２亩 （含２亩）的水浇地税额５元／平方米，山旱地３５元／平方米；２
至３亩 （含３亩）的，水浇地税额４元／平方米，山旱地３元／平方米；人均耕地在３亩以
上的，水浇地税额３元／平方米，山旱地２５元／平方米。
５契税
元、明时均征契税。清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按买卖价格 ３％纳税。至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仍依 ３％征税，典契免征。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契税提高到 ９％，典契税率
为６％。

２１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民国契尾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卖契依６％、典契依３％
计征契税。对官方、自治团体和具有公益性的买

卖、典当土地、房屋，免税。２７年 （１９３８），凡
４、５、６三个月内典卖者照卖六典三减收 １／４；
７、８、９三个月内照卖六典三减收 １／５。３２年
（１９４３）５月，契税按契价分别依卖契、赠与契、
占有契的１５％，典契１０％，交换契、分割契６％
计征。９月，征收 ２５％ 的契税附加。３５年
（１９４６）６月，契税税率改为：卖契、赠与契、
占有契６％，典契４％，交换契、分割契２％。
１９５２年，买契按 ６％计征，典契 ３％计征，

赠与按６％计征，交换价值不相等者按其差价依
３％计征，分割按３％计征。１９５４年７月，买契
税率６％，典契税率３％，赠与契税率６％。１９９７
年１０月，契税按转移土地、房屋权属，分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转让 （包括出售、赠

与和交换）、房屋买卖、房屋赠与、房屋交换 ５
种。税额按 ５％的比例税率计征。对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承受荒山、荒

沟、荒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免征。

６农林 （业）特产税

１９８９年１月，始征农林特产税。苹果收税率为１５％，梨、桃为１２％，西瓜、苗木、
花卉、中药材、原木、葵花籽等为８％，养鱼、烤烟、黑木耳等为１０％，黄花为６％。对
农户院内、宅前屋后、农业科研机构进行科学试验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免征。烤烟缓

征。１９９４年，将原征收产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征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税目１８
个，最高为烤烟叶３１％，最低葵花籽、木炭为５％。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对收购猪皮的单位
和个人缓征农业特产税，收购牛、羊皮按５％的税率征收。１９９４年，始对生产销售原木
的非林业系统的单位和个人，按８％的税率计征。１９９８年元月１日起，对平凉市、泾川县
种植蔬菜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农业特产税，其中大棚种植蔬菜收入税率为４％，日光节能温
室种植蔬菜为６％。对宅基地范围、科研单位和农业学校进行科研和教学种植的蔬菜免
税。农户首次始种蔬菜的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减半征收。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始，烤烟农业
特产税率由３１％降为２０％。

二、工商各税

西汉元狩四年 （前１１９），对车、财产、货物等课税。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始征马口
钱，昭帝时增征牛羊税。始元六年 （前８１），按升征收酒税。

唐贞观二年 （６２８），有间架税、除陌钱等杂税。元和六年 （８１１），将酒税改为青苗
钱收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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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除征酒课外，商税分过税、住税两种。

金代，除手工业税、商税外，计征物力钱 （财产税）。

元代，有商税、醋税等。

清初，盐课为商税之一。雍正初，盐课摊入地丁征收。乾隆年间，征烟酒茶课税。

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始征盐贴税。对土产水烟始征厘金，对坐商和行商征收板里和活厘
时，征磨贴税。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设厘卡，抽取过境货物税。十三年 （１８７４），改课为
厘，摊丁盐课，随丁粮征收。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改为统捐，征收盐税课，并加征盐
照税。对烟酒课征货物税。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随赋征收的杂税有朝觐、药味、课程、牙贴税、白酒税、契税、
磨贴税、烟亩罚款、学租等；征收的地方税亦有煤炭税、畜税、商捐、斗行捐、油行捐、

碳行捐、屠行捐、盐行捐、斗秆行捐、牙佣、保卫团费、驮子捐及兵差、力役等。工商

税亦有百货统捐、烟酒牌照税、烟酒税、营业税、商畜税、印花税、地价税等。２４年
（１９３５）起，废除随田赋征收的１３项杂税。征收的工商税有盐税、普通营业税、营业税、
货物税、矿产税、营业牌照税、建筑改良物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公荒牧租、

牲畜营业税、房捐、市政捐、花捐、路灯费、养路捐、屠宰税、旅栈捐、特产税、遗产

税、地价税、印花税、所得税、利得税、薪金所得税、斗佣税、契税及附加税等。３７年
（１９４８），国税局征收直接税 （营利事业所得税、一时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印花税、遗

产税）、货物税 （卷烟叶税、洋酒啤酒税、火柴税、糖类税、棉纱税、水泥税、皮毛税、

锡箔及迷信用纸税、饮料品税、化妆品税）、矿产税。税捐稽征处征收特种营业税、烟酒

税 （烟叶税、烟丝税、土酒税）、营业税、牲畜营业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

税、筵席及娱乐税、土地改良物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捐、特种营业牌照

税、公荒牧租及各种杂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报酬薪金所得税 （军警及公教人员缓征）存款

利息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 （在普查税源之中）、行商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营业

税、使用牌照税、地价税 （平凉、泾川、固原开征，其余各县地价未定，故未开征）、特

产营业牌照税 （税源少故缓征）、契税 （固原征收，其余各县无税源）、土地增值税、建

筑改良物税、公荒牧租及公产租金 （均无税源）、市政捐、路灯费 （无税源）、养路捐

（由公路局征收）；货物税有卷烟税 （过境补征）、土烟税 （只平凉县有课征对象征收

之）、酒类税 （平凉、泾川、庄浪有土烧酒作坊征收之）、织棉类税 （就未税棉纱过境补

征税）、皮毛类税、糖类及火柴和杂料类税 （均为过境补征）、麦粉及水泥和玻璃类税

（暂无税源）、矿产类税 （主要征收对象为华亭煤矿及宁夏过境之冰碱）、农林产品类税

（以化平县的竹木和平凉过境之茶税为主）、植物油类税、进出口税；地方税有屠宰税、

牲畜营业税、斗佣税、房捐、娱乐税及花捐和筵席税 （平凉县有税源）。

１９５０年２月起，征收货物税、工商业税 （含坐商、行商、摊贩之营业课税及所得课

税）、存款利息所得税、交易税、屠宰税、房屋税和地方税 （是年８月并为城市房地产
税）、特种消费行为税 （对筵席、娱乐、冷食、旅店征收）、使用牌照税 （１９５１年３月改
征车船使用牌照税）。１９５１年，平凉市开征娱乐税。４月，开征棉纱统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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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起，对２２种主要产品，将其原征之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合
并，实行从产到销一次征收商品流通税；将工商业交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附加并入营

业税；交易税只征收牲畜交易税 （是年１２月停征猪羊交易税，１９５５年恢复征收）。１９５６
年，取消特种行为消费税，将原税中之电影、戏剧及娱乐项目，改征文化娱乐税，其余

税目并入营业税；将棉纱统销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粮食等改征货物税，停

征药材交易税。１９５７年，停征契税。至此，全区征收的工商税有：商品流通税、货物税、
工商业税 （含营业税、所得税、摊贩业及临商税）、印花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

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盐税１１个税种。
１９５８年９月始，将工商业原交纳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

商统一税；将工商税中的所得税，改为一个独立税种，称工商所得税；计税价格改按工

厂实际销售价格为依据，企业用于连续生产的中间产品及农产品批发不再征税。１９５９年，
停征利息所得税，对农村人民公社恢复征收工商税。１９６１年，全区开征集市交易税。
１９６６年元月起，对粮食企业试行国营企业工商税。是年１０月，停征文化娱乐税；对农村社
队企业试行按比例征收工商所得税。１９６９年起，对全区国营企业试办综合税。１９７３年，将
原工商统一税及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等合并为工商税。其中对集

体企业除征收工商税外，还征收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只对个人和外侨征收。１９７８年，停
征车船使用牌照税和集市交易税。开征有工商业税、印花税、文化娱乐税、利息所得税、盐

税７个税种。
１９８３年，对机器、机械、农机等国营生产企业试行增值税；开征国家能源重点建设

基金。６月起，对全区８个行业１６７户企业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１０月把原工商税按性质
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开征建筑税及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１９８４年６
月，开征国营企业奖金税。１０月起，陆续开征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
国营企业所得税。１９８５年起，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奖金税、国营企
业工资调节税、事业单位奖金税。１９８６年起，开征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７月开征
教育附加。１０月起，恢复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１９８７年起，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１９８８年起，征收私营企业所得税。１０月恢复征收印花税。１１月起开征城市土地使用税。
１９８９年起，全区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甘肃省粮食补贴基金。２月，对彩电专营开征特
别消费税 （商业库存补征）。１９９１年，将建筑税改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１９９４年，将原征收产品税的工业企业、征收营业税的商业及个体工商业户改征增值

税；取消了 “两金”和产品税、牲畜交易税、奖金税、集市交易税、工资调节税；统一

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外商和外国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体所得税；开征消费税、土地增值

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恢复开征利息所得税。
１货物税
清乾隆年间，平凉府始对烟酒茶课税，酒铺每月 “上户一钱五分，中户一钱、下户

八分，”“茶每引一百斤，纳税一钱二分五厘”。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烟类按１６％、酒类按２０％ （销地烟酒８％）计征，牲畜以每口
（只）价银１两，征银０５至２钱，皮毛、药材等以２４０斤为１担，抽收市平银３钱。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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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９２７），区内以生产地一、二类矿质的平均市价，分别按５％、１０％的税率征收矿产
税。２０年 （１９３１）１月，矿产税率调整为２％、５％、１０％。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０月，矿税
统一为５％计征。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月后，饮料按２０％、棉纱３５％、麦粉２５％计征。３３
年 （１９４４）９月起，征收的货物统税及税目为１１类、税率最高为羊狗皮２０％，最低为普
通纸５％。次年 １月，停止征收。３５年 （１９４６）８月后税率为：最高锡箔及迷信用纸
６０％，最低麦粉２５％。同年１１月，区内仅就煤炭和火黏土分别依３％和５％的税率征收
矿产税。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改土布交易税为货物税，土纱织成品税率为８％，机制纱与土纱混合
交织税率为４％，自织自用免税。１９５２年，棉纱统销税按国营牌价依６％的税率满１件起
征。１９５３年税率最高为酒６０％，最低为粮食２％。
１９５７年７月始，对国营企业、合作社经营商品粮食的货物税、营业税合并征收，税

率为４％；植物油与油粮货物合并，税率为１２５％；鞭炮的货物税税率由原来的２０％调
为３０％。１９５７年８月始，菜籽油货物税与营业税合并，税率由原来的１５％降为８％；菜
籽混合油按１２５％计征货物税；农民自产自食油免征。１９５８年，该税并入工商统一税。
２营业税
清代，平凉对牙行或牙商课征牙税。经营者领贴缴银。每贴收银５两、３钱至１钱不

等。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禁止州、县发牙贴，由户部颁发，每５年换发新贴１次，每贴
收银１５０至１０００两，另每年纳牙税１至３两。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１２月，繁盛区长期 （２０年）牙贴，收捐银１６０元，短期 （１年）
牙贴收捐银１２元，以清旧贴换新贴收捐银８０元，征收牙贴年税上等１６元、中等１２元、
下等８元；偏僻区长期牙贴收捐银８０元，短期收捐银６元，以清旧贴换新贴收捐银４０
元，征收牙贴年税上等１２元、中等８元、下等４元；２０年 （１９３１）１月，开办营业税。
３１年 （１９４２）１月，将牙税并入营业税、牙贴并入营业牌照税征收。并对酒馆、戏院、
旅馆、茶馆、饭馆、理发馆、浴室、屠宰户等行业，按其上年全年营业总收入额分６等，
甲等，年收入额在８万元以上者，年税额２００元；最低乙等，年收入在４０００元未满１万
元者，年税额１０元。对畜屠业、茶商、驼商、磨业、牙行、当商按营业收入额 （每月

３００元以上）牙行依６％的税率、其他行业依３％的税率计征营业税，或按营业资本额
（每月５００元以上）依４％的税率计征营业税。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以营业总收入额课税
者，税率由３％降为１５％，月计营业收入额不满２５万元者免征；以营业资本额课税者，
税率由４％降为２％，月计营业资本额不满１０万元者免征。８月，除按营业收入额征收之
其他行业依１５％计征外，按营业收入额征收之牙行及按资本额征收之行业仍依３％及
４％的税率计征营业税。

１９５０年１月，营业税并入工商业税。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工商统一税。１９７３年１月，
又并入工商税。１９８４年９月，营业税成为独立税种。１０月１日，区内营业税率最高征收
１０％，最低３％。

１９８６年，对经营商品房的收入按３％的税率征税。
１９８９年，对个体户贩运粮食一律按３％的税率征税。１９９３年７月始，区内将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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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和 “其他饮食业”营业税率由３％调整为５％。１９９４年营业税率最高为１２％，最
低为３％。是年，营业税起征点确定为：按月纳税的月营业额２００元；按次纳税的每次营
业额５０元。１９９７年元月始，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率由５％调整为８％。
３商品流通税
１９５３年元月，商品流通税率最高５％ （白酒、黄酒），最低１％。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将牛皮革税率由２０％调整为４０％。１９５５年始，将代用品酿制的白酒、

黄酒税率由５０％降为３５％。
４工商统一税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始，将菜油税率由１２５％降为８％；对农具厂制配的托车、胶轮大

车、木轮大车及各种人力车按４５％的税率征收工商统一税。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工商统一税率最高为６０％，最低为１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

税率分别为３％和２５％；服务性业务税率分别为３％、５％、７％。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始，将豆油等税率由１２５％降为８％。１９６１年２月，将各种植物油税率

由１２５％全部降为 ８％。１９６２年 １０月始，用稗子和饴糖配制的酒之税率由 ６０％降为
３０％；用薯类酿制的酒之税率由６０％降为４２％；用饲料粮酿制的酒之税率由６０％降为
４８％；用果类酿制和复制酒之税率由３０％降为２５％。１９６３年将临时商业税起征点由１０
元降为５元。同年牛皮革税率由４０％降为３０％。其他皮革税率由２０％降为１０％。１９６４年
１月始，对利用野生植物、燕麦、沙枣、粉渣、饴糖渣、甜菜渣、油饼、豆渣等酿制的
酒，按代用品酿酒税率２０％征收；土制甜菜糖之税率由３９％降为３％。１９６５年４月始，
对粮食部门经营的粮食、油料于销售后按实际收入３％的税率计征；对小麦和油料加工，
只就麦粉和植物油按出厂价分别依１０％和８％的税率计征；土麦粉按６％的税率计征。同
年７月起，国营、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之饮食业税率由５％降为３％。１９７１年，区内
１６９户国营企业采用综合税率，最高为２３２％，最低１７％。１９７３年将工商统一税改为工
商税。

５工商税
１９７３年１月，区内始征工商税。其中：工业２个税目，３４个税率，最高为６０％，最

低３％。交通运输税率为３％，农产品最高为４０％，最低３％。商品零售、服务业最高为
１０％，最低３％。１９８１年９月始，对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所属宾馆、饭店、
招待所的营业收入依５％的税率征收工商税。１９８２年７月始，肥皂税率降为５％，同时对
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从事经营所得的利息收入、金银业收入、手续费收入等

营业收入依５％的税率征收工商税。
６工商业税
１９５０年７月，区内开征工商业税，停征特种营业税、营利事业所得税。
工商业税所得税，分为１４个等级，一级即所得额未满１００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

者，税率为５％，依级税率逐增，所得额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者，税率为３０％。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始，对供销合作社营业税按营业总收入依２％的税率计征，并按应纳税

额减征２０％。区内对电业所得减征４０％，农具制造业之犁、铧、新式改良农具及医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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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之中西特种药、其他制造业经营之出口猪鬃、马尾其所得减征２０％，对手工工具
制造业、非机器交通工具制造业之大车和手车、普通必需品 （包括机制面粉、磨房、瓷

器、玻璃器皿、一般中西药品、一般植物油、一般皮羊、一般纸张）、医院和诊疗所之药

房、运输业之大车运输业、畜牧业之牛羊乳业等其所得减征１０％，对建筑制造业之砖瓦、
建筑木料等其所得减征１５％。１９５３年１月，加工收益税率调整为５％。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始
对私营商业 （包括小商小贩）接受国营商业、合作社委托代购、代销、代批工农业产品，

按所得手续费７％的税率计征营业税，每月收益不足３０元者免征。１９５６年，合作商店从
事商业、服务经营的一律按３％的税率计征营业税。

工商业税营业税税目税率表

类别 税　　目 税率 类别 税　　目 税率

按

营

业

总

收

入

计

征

工

业

１麦粉制造业
２纺织工业

１％

３化学品工业
４印刷业
５造纸业

１５％

６其他制造业 ２％

７迷信品制造业
８酿造业

３％

商
　
　
业

１医药商业
２卫生事业药房
３米面粮商业
４煤炭商业
５棉布商业
６书报商业
７文具商业

２％

８五金电料商业 ２５％

９钟表眼镜行
１０干鲜货业
１１其他贩卖业

３％

服
务
业

１饮食业
２照相业

３％

３屠宰业 ２５％

按

营

业

总

收

益

额

计

征

服
　
务
　
业

１公用事业
２修理业

１５％

３浴池理发业 ２５％

４娱乐业
５喜庆殡葬服务业

５％

６房地产代理业 ６％

７交易所业
８牙行业

６％

９旅栈业
１０租赁业

４％

１１堆栈业 ３％

１２典当业 ５％

１３运输业 ２５％

１４包作业 ３％

商
　
　
业

１代理经销 ６％

２服装商业 ２％

３银钱业
４保险业
５信托业

４％

６银楼业 ５％

　注：劳务及信用收益，按佣金、报酬金、手续费、汇费、利息计算，不得扣除任何成本或营业总

收入 （益）额＝销货总额－销售折扣及退回。

１９５７年，各级供销社所得税，附征额改为五级累进税率，全年所得额不满３０００元者
为３０％，依级递增，５０００元以上者为五级，其税率为７０％。７月始，对国营商业、城市
服务业销售商品的零售额不分行业、工农产品和供销社及其下属公私合营商店及服务业

一律按３％，旅店、饮食、租赁及喜庆殡葬服务业按５％，银楼、典当、介绍服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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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委托代理牙纪业等按７％的税率计征营业税。

合并计征后营业税税率对照表

原营业税

税率％
１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４ ５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５

合
并
后
税
率

工业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３５

商业 ２ ２５ ３ ３５

收益 ２ ２５ ３ ３５ ５ ６ ７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９５０年４月，将原征之行商税改征临时商业税 （简称临商税）。临商税，将营业税和

所得税合并征收，税率为４％。次交易不满２５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者免征。同

年９月，临商税率调整为５％，次交易由不满２５万元者免征改为不满２０万元者免征。
１９５１年９月始，区内对经营粮食、棉花、山货、药材之临商按４％的税率征收，对经营其
他货品之临商按６％的税率征收。１９５２年３月始，经营粮食、棉花、药材之临商税率调整
为６％，经营其他货品之临商税率调整为８％。１９５７年８月始，经营药材之临商税改按
８％的税率计征，临商税起征点降为１５元。１９５８年５月始，临商税一律改按１０％的税率
征收。１９７３年，全面试行工商税，临时商业税并入工商税征收。
１９５１年４月，课征定额摊贩牌照税。９月，摊贩不再发牌照，计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１９５８年简化税制，并归工商统一税。
７盐税
明初，平凉始行引法征盐课。每引２００斤，税钱２贯。后又实行计口配盐法，令民输

米，按口配盐。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居民食盐每引４００斤，纳钞２００贯。农民食盐每引米
５石，折钞５００贯。清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每引２００斤，征盐课银０２１５５两。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每引２００斤，征盐课银０２１５两。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废盐引，行 “票法”，每

票１０引，无论何人照章纳税就可领票运销。咸丰初 （１８５１），盐课并归地丁。八年
（１８５８），始行盐帖税，集市商业区领帖１张，捐银１０００两，帖本银１钱；农村偏僻区领
帖１张，捐银７００两，帖本银１钱。常年帖税集市商业区每帖５两，农村偏僻区每帖３
两。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改课为厘，摊丁盐课，随丁粮征收。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改
办统捐。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改引为担 （１００斤为１担），盐税由银两改征银元，每担征税２
元。７年 （１９１８），取消商人承包制，实行自由贸易。３１年 （１９４２），改行专卖。３４年
（１９４５）２月停止专卖，恢复征税。每担正税１１０元，另加战时附税６０００元，国军副食费
１０００元。

１９４９年８月，执行陕甘宁边区盐务总局制定的盐税税额：每担蒙、青盐３５８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一般土盐２４１万元。１９７３年，盐税并入工商税，１９８４年９月，从工
商税中划出。１９９４年，盐税改征资源税。
８遗产税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７月１日，开征遗产税。遗产总额在５０００元以上至５万元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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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以１％的比例税率。超过５万元，附课１％比例税外，另以１６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自
超过５万元至１０万元者，就超过额征税５０％止。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起征点提高，最高
税率由原５０％增至６０％。３７年 （１９４８），起征点定为１亿元，遗产总额在１亿元以上者
一律征收１％。其超过起征点２至４倍者，就其超过额加征２％。以后按超过倍数，逐级
累进，直至超过起征点６０倍以上，一律就其超过额加征２５％止。
１９４９年８月，停征遗产税。
９产品税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开征产品税，税率最高５５％，最低３％。对有固定协作关系，工业企

业为协作生产提供用于生产毛线、呢绒、毛毯和毛纱用于生产麻布的纯麻纱等，均按５％
的税率征收产品税。对国营、城乡集体企业用议价粮生产的白酒、黄酒，均按３０％征税。
１９７８年，将服装鞋帽、中成药、文化用品、日用化工电子产品专用零部件及纸、玻璃制
品及玻璃纤维制品、陶瓷、食品饮料、皮毛其他工业产品及轻工产品改征增值税。１９９４
年产品税并入增值税和农林 （业）特产税征收。

１０增值税
１９７９年，在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平凉机床附件厂进行增值税试点。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始征收增值税，税率最高为２０％、最低５％。
１９８７年元月，对化学纤维、毛纺织品 （不包括地毯毛纱）、其他编织品、日用机械、

日用电器、电子产品、机器机械零部件扣除税额，其税率最高为２０％，最低为１４％。７
月１日起，对轻工产品改征增值税，税率最高为玻璃制品２３％，最低为日用陶瓷、火柴
１２％。１９８８年以来，改征增值税产品增列２０项。１９９４年始，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新的
增值税率分别为１７％、１３％、０。
１９９８年７月起，小规模纳税人货物销售增值税征收率降为４％。
１１消费税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３月，对凡进入平凉之布匹、山货、药材、棉花、皮货、杂货、

皮毛、木料等２０类商品按担抽收特种消费税。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为按５％和税率从价征
收。３１年 （１９４２）１２月，废除特种消费税。次年开征行为取缔税。３２年 （１９４３）７月，
改征筵席娱乐税。其税率最高为３０％，最低２０％。
１９４９年８月始，筵席及娱乐税，仅平凉县征收，其余各县无税源。
１９５１年１月，开征特种消费行为税。平凉市开征娱乐税。对以营利为目的之电影院、

戏剧院、舞场、歌场、游艺场、书场、杂耍场、马戏场及其他供娱乐场所按发售门票券

计征，舞场税率为５０％，其他税率为２０％。１９５３年，区内将原特种消费行为税之电影、
戏剧及其他娱乐项目，改征为文化娱乐税。其余项目，并入营业税征收。文化娱乐税率

为：电影５％，戏剧２％。１９６５年始，凡到农村为农民放映电影的收入，暂免征文化娱乐
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起，该税停征。
１９９３年，改征消费税，税率最高为４５％、最低３％。
１２资源税
清初，每眼煤洞年定额征收银４钱。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招商包办，税率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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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开征矿税，２０年 （１９３１）取消。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对煤矿开征资源税。１９８６年，对统配煤矿企业生产的原煤实行从量定

额征收资源税，税额为０２０元／吨。１９８７年始，税额分别为：煤炭０５０元／吨，瓷土、
石英砂３００元／吨，石灰石２００元／吨。
１３建筑税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开征建筑税。税率最高３０％，最低１０％。１９９１年，取消建筑税，改

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１４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１９９１年，始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采用差别比例税率，分五档征收。１９９９年

７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依纳税人完成的投资额，按照规定的税
率减半征收。

三、所得税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６月，区内开征所得税。
１营利事业所得税
对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２０００元以上之营利所得，计征营利事业所

得税。所得合资本实额在５％以上未满１０％者，税率３％；所得合资本实额在２５％以上
者，税率１０％。３２年 （１９４３）２月，对一时营利所得分：以资本额计算者，由原所得满
资本５％课税改为１０％；非以资本额计算者，由原所得满１００元课税改为２００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改为由５—３０％全额累进制。８月，起征点为每半年所得额满１５０元计征，
由所得额在１５０元以上未满２００元按超额累进税率５％课税起，到所得额在１０万元以上
就其超过额课税３０％止。
１９４９年９月，营利事业所得税，所得额４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起征，按全

额累进税率征收。自半年所得额４万元以上至６万元课征３％起，到所得额３００万元以上
课征２５％止。矿业营利事业所得税，按应纳税额减征３０％；属人民必需品、半必需品工
业营利事业所得税，分别按应纳税额减征２０％、１０％。
２利息所得税
民国对公债、公司债、股票及存款利息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计征证券存款所得税，税

率为１０％。３７年（１９４８）８月，税率调整为５％。
１９４９年９月后，利息所得税，按每月超过１万元起征，税率５％。１９５０年４月，按

１０％的税率征收。１９５１年始，对存款利息所得、公债和公司债及其他证券利息所得、股
东和职工对本业户垫款利息所得按５％的税率征收。１９５６年，只征存款利息税，１９５９年
停征。

３财产租赁 （出卖）所得税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财产租赁所得税，以每年租赁总收入减除２％改良费用和必要损
耗后之余额为所得额。按４级超额累进税制计征；财产出卖所得税，以出卖价格减除原
价的余额为所得额，按１０级超额累进税制计征。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改为财产租赁所得
税。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财产租赁所得税起征点改为每年所得额满８０元，税率为４％。

１２０１第十四编　财税金融



３８年 （１９４９）始，依５％的税率征收。
４一时所得税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始设一时所得税。以每次售货收入减除８０％成本之余额为

所得额，次满６０元起征，税率为１０％。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始调整为每次所得额满４０
元 （金圆券）。

１９４９年９月后，按每次所得超过１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按２０％税率计征。
５综合所得税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将个人所得税总额超过６０万元者，规定征收综合所得税，

按年合并课征５％至１０％。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税率改为５％至４０％超额累进税率。３８
年 （１９４９），仍按５％至１０％之一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６利得税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１月，对超过资本额２０％以上营利事业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

１５％以上财产租赁之利得按６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利事业过
分利得税，自利得额超过资本额２０％至２５％，就其超过额征１０％起，到利得额超过资本
额６０％就其超过额征５０％止；财产租赁过分利得税，自利得税超过财产价额６０％就其超
过额征５０％止。３２年 （１９４３）２月，将营利事业过分利得税利得在资本额１００％以上由
原征５０％改为６０％。
７内资企业所得税
１９５０年征收工商所得税。１９５８年，实行２１级超额累进税率。１９６２年始，区内供销

社恢复征收工商所得税，税率采用３９％的比例税率。１９６３年４月始，合作商店、手工业
合作社、交通运输合作社全年所得额在３０００元以下，税率为７％；全年所得额在８万元
以上者部分税率为５５％。供销合作社，仍按３９％的比例征收。１９６６年起，对县以上供销
合作社由交纳所得税，改向财政上缴利润。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改按２０％的比例税率
征收。１９６７年始，农村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率由２０％调整为１５％。１９７９年后，基层供销
社经营饮食、服务、修理行业的工商所得税率由３９％改为２０％。１９８３年，区内对１９３户
国营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供销、文教卫生、物资、其他企业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

调节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为：大、中型企业５５％，文教企业中电影发行３０％、其余
３５％，建筑工程企业３１％，饮食服务行业１５％；小型企业和县以上供销合作社全年所得
额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税率１０％，全年所得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部分，税率５５％计征，对
除采用递增包干、固定比例、定额上交办法以外国营企业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１９８４年
１月起，乡镇企业一律改按小型国营企业８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工商所得税。１９８５年１月
起，大、中型企业按５５％的固定比例税率、小型企业一律按８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国营
企业所得税，供销合作社执行集体企业财务制度，不再缴纳国营企业所得税。企业除物

资、金融、保险外当年利润增长部分，减征７０％的调节税。４月，集体企业所得税按国
营小型企业８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供销合作社，始征集体企业所得税。１９８６年起，机
关、部队、团体、行政事业单位所属的宾馆、饭店、招待所暂按１５％的税率征收国营企
业所得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对从事生产、经营之私营企业所得依３５％的比例税率征

２２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收私营企业所得税。１９８９年起，凡安置 “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１０％以上未达到３５％
的，分别免缴或减半征收所得税。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起，对国有、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企业及其他组织之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余额，按３３％比例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
对年纳税所得额在３万元以下的企业和年纳税所得额在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企业，
暂分别按１８％和２７％的比例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１９９８年始，军队开展生产经营不再执
行按所得税额３０％征收所得税之优惠，恢复按统一税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８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
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按３０％的税率计征，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１０％

的地方所得税；外国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国外时，按汇出额缴纳１０％的所得
税。新办的合营企业，合营期在１０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所得税，第二、
三年减半征收。合营企业的合营者，企业分得的利润用于不少于５年在境内再投资，退
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的４０％。
１９９１年，外商投资企业，以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后的

金额，按３０％和３％的税率缴纳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
达１０年以上，从始获利年度起，其所得税减免调整为第一、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
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调整为：从企业取

得的利润进行经营期不少于５年的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
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退还其再投资部门已缴纳所得税的４１％税款。
９个人所得税
民国前期，计征薪给报酬所得税。３２年 （１９４３）２月始，将原每月所得满３０元课税

００５元，改为满１００元课税０１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起，薪给报酬所得税之业务或技
艺报酬所得税率为３％，定额薪资所得税率为１％。３８年 （１９４９）３月始，所得额在６０
元 （金圆券，下同）以上未满２００元者，课税１％；所得额在２００元以上未满４００元者，
课税２％；所得额在４００元以上未满８００元者，课税３％；所得额在８００元以上者，课税
４％。

１９４９年９月后，以５万元起征，按３％的税率征收。定额薪资所得税以每月所得额为
依据，超过１万元起征，就其超额按１％的税率征收。１９６３年４月始，个体经济最低按全
年所得额未满１２０元的税率７％、最高全年所得额在１３２０元以上税率６２％征收。１９８６年
１月，对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就应税所得额，按十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并依率实行
加征，全年最低不超过１０００元的税率７％；全年超过３万元以上部分税率６０％。１９８７年
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税率分为比例税率和超倍累进税率。适用于２０％的比例税率计税
项目包括：投稿、翻译、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证和非专利技术的提供、转让取得

的收入，每次收入不满４０００元者减除８００元费用，４０００元以上者减除２０％的费用就其全
额课税。利息、股息、红利收入，以每次收入额课税。适用于超倍累进税率之计税项目

包括：工资及薪金收入、承包转包收入、劳务报酬收入、财产租赁收入四项合并为综合

收入，就超过地区计税基数部分按月课税。平凉、华亭、泾川、灵台、崇信５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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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七、八类工资区，庄浪县执行九、十类工资区，静宁县执行十一类工资区个人收入

调节税率。１９９３年７月，区内个人收入调节税率调整为平凉、华亭、泾川、灵台、崇信５
县 （市）执行九、十类工资区税率，庄浪县执行十一类工资区税率，静宁县未作调整。

七、八类工资区个人收入调节税税率表

地区计税基数 １０５元

超基数倍数 全月应纳税收入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元）

三　倍 ４２０元以上至５２５元部分 ２０％ ８４

四　倍 ５２５元以上至６３０元部分 ３０％ １３６５

五　倍 ６３０元以上至７３５元部分 ４０％ １９９５

六　倍 ７３５元以上至８４０元部分 ５０％ ２７３

七　倍 ８４０元以上部分 ６０％ ３５７

九、十类工资区个人收入调节税税率表

地区计税基数 １１０元

超基数倍数 全月应纳税收入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元）

三　倍 ４４０元以上至５５０元部分 ２０％ ８８

四　倍 ５５０元以上至６６０元部分 ３０％ １４３

五　倍 ６６０元以上至７７０元部分 ４０％ ２０９

六　倍 ７７０元以上至８８０元部分 ５０％ ２８６

七　倍 ８８０元以上部分 ６０％ ３７４

十一类工资区个人收入调节税税率表

地区计税基数 １１５元

超基数倍数 全月应纳税收入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元）

三　倍 ４６０元以上至５７５元部分 ２０％ ９２

四　倍 ５７５元以上至６６０元部分 ３０％ １４３

五　倍 ６６０元以上至７７０元部分 ４０％ ２０９

六　倍 ７７０元以上至８８０元部分 ５０％ ２８６

七　倍 ８８０元以上部分 ６０％ ３７４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开征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率共９级，最低为超过５００
元的税率５％；超过１０万元的税率４５％。个体工商户等的税率共５级，最低不超过５００
元的税率５％；最高超过５万元的部分税率３５％。对稿酬所得按应纳税额减征３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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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工资、薪金所得减除８００元后的余额：个体
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及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总收入额减除必

要费用后的余额；财产转让所得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个人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区内开征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储蓄利息所得税，以每次收入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依２０％的比例税率计征。
１０奖金税
１９８４年７月，开征国营企业奖金税。超过标准工资２５个月至４个月的部分，税率

３０％；超过标准工资４个月至６个月的部分，税率１００％；超过标准工资６个月的部分，
税率３００％。１９８５年７月始，金融、保险业、集体企业及一些事业单位均按标准计征资金
税。１９８６年起，计税标准工资调整。１９９４年，停征国营企业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集体
企业和事业单位资金税。

工资调节税超率累进税率表

级次 工资增长总额占核定工资总额％ 税率％ 速算扣除率％

一 ７％以下 ０ ０

二 ７％—１２％ ３０ ２１

三 １２％—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５

四 ２０％以上 ３００ ５０５

四、地方税

１印花税
民国初，区内始征印花税。１６年 （１９２７），对发货单、寄存货物文契凭据、租赁各种

物件凭据、抵押货物字据、承种地亩字据、当票、延聘或雇用人员契约等７种，各贴花
００２元。铺户所出各项售物凭单、租赁及承包各种铺底凭据、预定买卖货物凭据、租赁
土地房屋字据、各种包单、银钱收据等６种，价值１０元以下贴花００２元，价值１０元以
上贴花００４元。支取银钱货物凭折、各种贸易所用账簿等２种，每册贴花０２元。对提
货单、各项保承字据、保险单、各项保单、存款凭单、公司股票、汇票、期票、遗产及

析产字据、借款字据、铺户或公司议定合资营业合同等１１种，最低１０元以下贴花００２
元，最高５万元以上贴花３元。对婚书贴双喜印花００８元。官吏试验、考试合格书分别
贴花２元、４元，中等学校毕业证、入学志愿书各贴花０６元、００８元；人民或团体向行
政官署投递呈文贴花０２元，人民向官府所具甘结、切结、每纸贴花０２元。保结及各项
担保字据等，贴花０２元。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０月，对呈文、申请书、诉愿书、保结、甘
结、切结等每件贴花０２元。对典、卖不动产契据，按价每１００元贴花００４元，不足
１００元按１００元计。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月，各业商店售卖货物填开之单据，最低每件货价满
１０元以上者贴花０１元，最高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其超过部分每百元贴花０１元。对收
到银钱货物后所立之单据，除每件金额或货价满１０元以上者贴花０１元，满５０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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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花０２元外，其余同前。对旅馆、酒楼或其他工商业开列应付账目交顾客凭付款之单
据，贴花同上。对支取存款、汇兑银钱所立之凭折、单据、簿记，单据每件贴花１元；
簿记每件贴花４元；支票簿每本２５页者贴花２元，每增加２５页增贴２元 （不足２５页按
２５页计）。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始分印花凭证为商事凭证、产权凭证、入口凭证、许可
凭证和其他凭证５种。商事凭证与产权凭证，税率５％；发货票、银钱货物收据、借贷或
抵押契据，税率３‰；保险单，税率３‰。人事凭证与许可证以差别定额税课征，分００４
元 （金圆券，下同）、０１元、０２元、０３元、０４元、０５元、１元、１０元。增加分级
定额税，一级００２元、二级０１元、三级０４元、四级１元。
１９４９年９月始，对各种商事、产权及许可凭证有价额记载的，以３‰、２‰、１‰、

５％的比例税率课征，无价额记载的，以１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１万元 （第一套人民

币，下同）定额按件贴花。１９５０年４月，对贴花凭证不满１５万元者免贴；按件定额贴
花所载金额未满１５万元者贴２００元。１９５３年始，印花税目中的发货票、银钱收据、账
单、保险费收据、承揽加工收款收据、佣金收据、货物收据、汇兑储蓄存支款收据、提

货单、运送单据、电影戏票１２个税目，分别并入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及屠宰
税。１９５６年始，按定额贴花之税率简化为００５元和０５元。同年８月始，印花税原按
次、件贴花的，改按营业额确定比率计算征税。区内保险公司、木材公司、新华书店等

按１‰、五金公司按０３‰、饮食服务和供销社按５‰的比率征收印花税。１９５９年９月，
印花税合并于工商统一税。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再次开征印花税。印花税目分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筑安装工
程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财产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力及许可证照等１３
目，税率分比例税率有１‰、０５‰、３‰、５‰四种；财产租赁合同税额不足１元按１元
贴花。载有金额合同按比例税率１‰—５‰计税贴花。记载资金的账簿按实收资本和资本
公积金总额比例税率５‰计税贴花，其他账簿、权力及许可证按件依定额税额５元贴花。
２屠宰税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区内始对猪、牛、羊３种牲畜课征屠宰税。１７年 （１９２８）３月，

按头定额分别依０３元、１元、０１元 （银元，下同）的税额征税。２０年 （１９３１）６月，
将屠宰税并入营业税征收。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将营业课征制改为消费课征制，屠宰税
率：牛每头２元，猪每头１元，羊每只０３元。１１月，税率：猪、羊２％，牛３％。对婚
丧喜庆屠宰牲畜自用者，免税。３５年 （１９４６）１２月，凡屠宰猪、牛、羊畜者，一律从价
依５％的税率征收屠宰税。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２月，屠宰税课征扩大为猪、牛、羊、骡、马
５种牲畜。不分自用或出售，从价依１０％的税率征收。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屠宰猪、牛、羊３种牲畜按实际重量从价征收１０％的屠宰税。１９５３
年６月，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自宰自食恢复征收屠宰税。１９５７年起，屠宰税率由原
１０％降为８％。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对经营屠宰业和国营企业向省外调拨屠宰的牲畜 （猪、

羊、菜牛），在起运地按牲畜收购价征收５％的屠宰税，在销的按当地肉售价征收４％的
屠宰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改为在起运地按牲畜收购价一次征屠宰税１０％。其他单位或个人
屠宰牲畜，税率仍为８％。１９６３年１月起，对国营、合营企业省内调拨肉畜恢复屠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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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屠宰税８％；省外调拨肉畜，以调拨价征收屠宰税率由８％降为４％；收购环节屠宰
税率由１０％降为５％。１９６６年，牛、羊屠宰税率由８％降为４％；１９７３年，经营肉食的国
营、集体企业之屠宰税并入工商税征收。机关、团体企事业等集体伙食单位和个人屠宰

牲畜，仍继续征收屠宰税。１９９４年对经营肉畜的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收购菜牛、
羊和生猪在收购环节按牲畜收购价征收４％的屠宰税；宰杀猪、牛、羊者以当时当地市场
价征４％的屠宰税。１９９８年１月，每头 （只、匹）税额为：猪１２元、羊８元，牛、马、
驴、骡２５元。
３交易税
１９５０年３月，开征交易税。牲畜税率５％，起征点为１头 （匹、只）；粮食税率３％，

起征点３０市斤；棉花税率２％，起征点籽棉５０市斤、原棉和熟棉各１５市斤；药材 （包

括甘草等４６种）税率３％，起征点每一品种次交易额满１０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

土布税率３％，起征点１００市尺。１９５１年５月始，粮食交易税率降为２％，籽棉起征点提
高为６０市斤。１９５３年，粮食、土布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药
材交易税停征。１２月，区内停征猪、羊牲畜交易税。对牛、马、骡、驴等牲畜按１头
（匹）交易价５％向买方征收牲畜交易税。农民与商贩互换牲畜，分别征收牲畜交易税；
牲畜与粮食互换，分别征收牲畜交易税与粮食货物税。１９５６年，供销社收购耕畜，征收
牲畜交易税。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开征集市交易税。活猪、活羊、家禽生肉 （油）等３种税率
５％，梨、苹果、黑白瓜子、大麻、干辣角 （面）、花椒、西瓜、各种甜瓜、旧钟表及旧

自行车等税率１０％，起征点为１０元。公社、生产队集体上市出售产品，应纳税额减征
１０％；委托供销社销售的产品，应纳税额减征３０％；委托寄售店或售给寄售店之旧钟表、
自行车，应纳税额减征３０％。１９６３年，社队出售给社员及社员之间买卖、互换牲畜，征
收牲畜交易税。１９７３年，集市交易税仅剩活猪、活羊、大麻３目，税率为５％。１９７８年
停止征收集市交易税。１９８３年，对在收购环节缴纳了工商税的，暂免征收牲畜交易税。
１９８４年９月，牲畜交易税率仍为５％。对互换牲畜，由双方缴纳牲畜交易税。１９９４年，
取消牲畜交易税和集市交易税。

４房产税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５月，各县相继开征建筑改良物税和房捐。凡征建筑改良物税者，

不征房捐。建筑改良物税照估定价值之５‰按年计征，分两期缴纳。房捐以聚居１５０户以
上、２０家５００元以上资本商号之县城、镇的房屋为课税对象，按年计征，分四期缴纳。
出租房以租金收入征房捐５％，自住房屋以房产值征房捐５‰。房捐分别向房屋产权所有
人、承租人、典权人征收。区内对建筑改良物分６个等级，按每间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为
一等、２００元以下为六等之标准估价。其损耗折旧按１０年以上减１０％至１００年以上减
４０％五个级距比率计算。３７年 （１９４８），区内对营业用房屋出租者征年租金２０％的房捐，
自用者征房屋现值２‰的房捐；住家用房屋出租者征年租金１０％的房捐，自用者征房现值
６‰的房捐。新建房屋，免房捐１年。

１９４９年底停征。１９５２年平凉市开征城市房地产税。９月，市区范围内之农业用地，
征收房地产税；郊区市镇工厂、仓库及新式建筑物，均不征收房地产税。房产税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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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按年计征，税率为１％ （１９５３年起改为１２％）；地产税依标准地价按年计征，税率
为１５％ （１９５３年起改为１８％）。标准房地价不易划分者依标准房价合并按年计征，税
率为１５％ （１９５３年改为１８％）；标准房地价不易求得者依标准房地租价按年计征，税
率为１５％ （１９５３年起改为１８％）。新建房屋，免税３年；翻修超过新建费用１／２者，自
竣工月份起免税２年。１９５８年，对市区农地改征农业税。１９７３年，企业应纳城市房地产
税并入工商税。城市房地产税只对房管部门和有房地产的个人征收。１９７８年，居民房地
产税停征。１９８６年，区内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开征房产税。房产税依照房产
原值一次减除 ３０％后的余值，按 １２％的税率计征。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按
１２％的税率计征。

５土地增值税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开征地价税。市地改良地１２‰，未改良地１５‰，荒地３０‰；乡

地改良地１０‰，未改良地１２‰，荒地２０‰。地价税按地价册列标准价依率计算，每年分
两期征收。５月，区内对转移土地所有权者征收土地增值税。市地增值在原地价１５％以
上至５０％及乡地增值在原地价２０％以上至５０％部分，税率２０％；直至市乡地增值在原地
价３００％以上部分，税率１００％。市地增值额在原地价１５％以内、乡地增值额在原地价
２０％以内免征土地增值税。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地价税率采用累进制，基本税率为地价
１５‰。超过累进起点价５倍以内者，就其超过部分加征２‰；１０倍以内者，就其超过部分
加征３‰；其后每超过５倍，就其超过部分递加５‰，以增至５０‰止。土地增值额在原地
价１００％以下，税率２０％，直至超过３００％部分，税率８０％。
１９４９年８月，土地税停征。
１９９４年起，开征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税率表

级　次 增值税占扣除项目金额的比例 税率％ 速算扣除率％

１ ５０％ （含）以下的部分 ３０ ０

２ ５０％—１００％ （含）的部分 ４０ ５

３ １００％—２００％ （含）的部分 ５０ １５

４ ２００％以上部分 ６０ ３５

６城镇土地使用税
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平凉市区年税额 ０３０元／平方米、镇

００２元／平方米，华亭县城、镇０２元／平方米，静宁、庄浪、泾川、灵台、崇信县城、镇
０１４元／平方米。

７车船使用税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起，区内将油房捐、马车捐、磨税、统捐等改办使用牌照税，胶

轮、铁轮大车每辆１０元 （法币，下同），轿车、马车８元，人力车、人力货车６元，推
车、脚踏车３元，花杆每乘４元，骡、马每匹３元，骆驼每峰４元，驴每头１５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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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非营业性质者，减半征收使用牌照税。７月，乘人、载货汽车年税额５０至１６０万元。
兽力胶轮车、铁轮大车、轿车年税额２０万元以内，兽力木轮车年税额１０万元以内，人力
车、人力货车、手推车年税额５万元以内，花杆年税额２万元以内，骆驼、骡、马年税额
５至１０万元，驴车税额 ３至 ５万元。自用非营业性质者减按 １／４征收牌照税。３８年
（１９４９）４月，改按银元计征。乘人大汽车每辆１５元、小汽车每辆４０元，载货大汽车
２５吨以内２０元，以上４０元；兽力铁轮大车、乘人轿车３元，兽力胶轮车６元，兽力木
轮车２元；脚踏车３元，单人及双人三轮车、人力拉货车、手推车１元，花杆每乘０５
元；骆驼每峰１元，骡、马每匹０６元，驴每头０４元。
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平凉县征收使用牌照税。１９５２年，机动车最高为乘人汽车每辆半年

税额为１００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最低为脚踏三轮车每辆半年税为２６元；非机
动车最高为四轮马车每辆半年税额为１３万元，最低 为木轮大车每辆半年税额４万元。

１９５８年车船使用牌照税税额表

类　　别 计税单位 征税时间 税额 （元）

机
　
动
　
车

乘人汽车

１０座以下
１１—２４座
２５座以上

辆／季
辆／季
辆／季

５５
６５
７５

载货汽车 吨 季 １４

机器脚踏车
二轮

三轮

半年

半年

１８
２６

非
　
机
　
动
　
车

胶轮大车

胶轮轿车

铁轮大车

铁轮轿车

木轮大车

辆

辆

辆

辆

辆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１４
１２
７
７
６

三轮车
双轮车

单轮车

辆／年
辆／年

３
２

架子车

脚踏车

辆

辆

年

年

３
３

１９７３年，企业应纳车船使用税并入工商税，只对个人征收。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日，恢复征收车船使用税。最高为乘人汽车，每辆１２座以下年税额

为１２０元，直到２５座以上为１８０元，最低为自行车，每辆年税额为２元。
８公荒牧租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区内对利用公有山荒草地放牧牲畜之牧户，按放牧牲畜种类、

数额征收公荒牧租。骡、马等每匹年收２元，驴、菜牛每头年收１元，羊每只年收０４
元，耕牛及每户放牧大畜５头 （匹）以下，羊４０只以下免征。３４年 （１９４５），停征１年
公荒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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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城市维护建设税
１９８５年元月，区内开始对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城市维护

建设税。税率为市区７％、郊区和县城及建制镇５％，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１％。
１０教育费附加
民国后期，曾开征教育费附加。新中国成立后停征，直至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重新开

征。对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按所纳税额征收１％教育费附加。对烟
叶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减半征收教育费附加。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２日，教育费附加率调整为２％。
１９９４年，教育费附加率调整为３％。

五、基　金
１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１９８３年１月起，对各项预算外资金及其所属集体企业税后利润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税率为１０％。７月始，税率调整为１２５％。１９８４年，按１５％征收。１９８５
年，对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就其税后利润及应征预算外资金开始征收。１９８９年起，开始对
私营企业税后利润征收。１９９５年，对非国有企业免征。
２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１９８９年始，按当年收入的１０％征收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当年税后利润和预算外资金

不足５０００元 （含）、个体工商户税后利润不足２０００元的，免征。
３粮食补贴基金
１９８９年始，依上年末从业人数，按每人５０元／年定额征收粮食补贴基金。
六、杂税 （捐）

１磨贴税
清咸丰年间开征。常流水大磨，税银２两。中磨，税银１５两。暂流水大磨和常流水

小磨，税银１两。暂流水中磨，税银７钱。小磨，税银５钱。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甲等
贴捐银６元，年税银５元。乙等贴捐银４元，年税银３元。丙等贴捐银３元，年税银２
元。３１年 （１９４２）停征，磨贴税改征使用牌照税。
２驼捐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开征。每峰壮驼年捐银２元，附征一成公费银０２元；老幼减半

征收。３１年 （１９４２），改征使用牌照税。
３旅栈捐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８月，对供人住宿场所，按住宿价格１０％向住宿人征收。旅栈捐

由营业者代收。

４统捐
清末对输出、运入本地百货、药材等征收统捐。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３月，改征特种

消费税。

５邮包落地税
民国１２年 （１９３３）起，对输入邮包按５％征收。２０年 （１９３１）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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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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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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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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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出
入
口

出
　

　
口

入
　

　
口

类
别

杂
货

纸
张

药
材

土
瓷

皮
毛

布
匹

牲
畜

绸
缎

洋
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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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布
匹

海
菜

杂
货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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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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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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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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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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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五
等
不
分
等
六
等
不
分
等
七
等
不
分
等

三
等

二
等
不
分
等
不
分
等

三
等

二
等

六
等

三
等

五
等
不
分
等
五
等

不
分
等

单
位

担
担

担

角
力

担
担

角
力

疋
口
、
只
、

份
、
一
两

担
担

担
疋

担
担

担
担

角
力

担
担

每
价
银

１０
０
两

税 则

一 等
３
００
０
０
８０
０
２
００
０
０
８０
０
４
００
０
１
００
０

一
两

０
０５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２５
０
００
６
００
０

德
安
布

一
两
五
钱

４
００
０
５
５０
０
２
４０
０
２
００
０
２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００

７
５０
０

二 等
１
８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２０
０

每
只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０

川
大
布

每
疋
一
钱

１
６０
０
４
００
０
２
００
０
３
００
０

１２
０
００

三 等
１
６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０
００

每
只

０
０５
０

川
小
布

每
疋
五
分

２
４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９
００
０

４
００
０

四 等
０
９０
０

３
００
０

８
００
０

２
００
０

４
００
０

２
４０
０

五 等
０
５５
０

１
５０
０

３
０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２
００
０

１
２０
０

六 等
０
７５
０

１
８０
０

０
８０
０

七 等
１
００
０

分
等
依
据

价
值

价
值

价
值

价
值

产
地

产
地

价
值

价
值

价
值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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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税　收

一、农业税收

历代税收资料匮乏，所见多土贡方物之类。

明嘉靖年间田赋按户口、田亩分夏、秋征粮草，又分力差准银、银差征银、站价银

等项，另有驿递马、驴、牛若干余头，农桑绢、丝绵、毛袄、皮张、药物等附纳品 （参

《财政收入》）。

清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泾州田赋征收如表：
单位：石

州、县
年　征

各项京斗粮
正　项 耗　羡 耢　田 建　旷 易　换

泾　州 ５３９２ ４３８３ ６５７ ３６ ３１６

灵　台 １７９８７ １５２７３ ２５９１ ３５ ３８９

崇　信 ６０２１ ４４１２ ６６２ １２ ５５ ８８０

二十年 （１８９４），泾州州县年征各项京斗粮５２１５５石。
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平凉州县田赋征收如表：

单位：石

州、县
年　征

各项京斗粮
正　项 耗　羡 建　旷 耢　田 兵　粮

平凉县 ２２６３３ １８８８７ ２８３３ ９１３

静宁州 ２８７１２ １１５１６ １７２７ １１８３ １４２８６

华亭县 ２９３８ ２５２０ ３７８ ４０

庄浪县 １０２２ ６８８ １０３ １８６ ４５

泾　州 １９４１２ １６５６７ ２４８５ ３２４ ３６

崇信县 ５６６４ ４８２９ ７２４ １００ １０

灵台县 １８００５ １５１５９ ２２９４ ３３９ ２８ １８６

民国初，仍征收地丁银粮。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耗羡并入正税课征。１５年 （１９２６），
每地丁正银１两，连同耗羡、盈余共折银币２６元。粮仍以正粮１石，加征耗羡粮１５斗
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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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府州县赋税表
单位：两

州、县

地　　丁

正项 耗羡 起存
课程

地税
朝觐

地　丁　附　征

留存

驿站银

留俸

工银

地丁随

征公费

地丁

盈余

地丁

火耗

杂　租

药味 摊荒

平凉县 ２１２０１ ２７８３ １０１ ２８ １２ ４１ １１４

静宁州 ２００７ ９９３ ６０６２ ５５６ ３８串５２文 ５１５４

华亭县
２９７９１
（含耗羡）

８４１１ ４６３

庄浪县 ５３５８ ２１８ １４５０ ０８ １６串１８文 ２１

泾　州 １９０６４ ５６９４ １１６４４ １７３ １６ ３１６４０ ３５４８ ３４６７ ２８６８４ ３２ ７８

崇信县 ９７９ ５８２５ ６０ ０４ ６１ ７００ ３７串５９文

灵台县 １２２９０ ２１２２ ３１８ １５３８ ７９８２

２８年 （１９３９），清理田赋，查订赋额。地丁每正银１两，连同耗羡、盈余、经费等折
征法币２６２元，折色公粮按当地时粮价折征法币。各县壮丁配赋如表：

单位：人

县　别 人口数 壮丁配赋数 县　别 人口数 壮丁配赋数

平　凉 １２８８８２ １８７４ 泾　川 １３１２４１ １８９０

华　亭 ６１０３５ ７７８ 镇　原 １１５１７０２ １７２６

庄　浪 ５２４５５ ４６０ 化　平 ２５０４２ ３６６

静　宁 ２２０４１５ ３１０２ 隆　德 ８１６９８ １１９０

崇　信 ３５３５９ ５１８ 固　原 １５３４７４ ２０６８

灵　台 １０６２８０ １５３６ 海　原 ５４７２０ ７０８

３０年 （１９４１），地丁、草束折价于春季征收，粮石征实于秋季征收。次年，实行征一
购一，并随田赋粮加征１５％公教粮。区内所属各县年征田赋及购粮 （军粮）２６９４５８５
石，公教粮２０２０９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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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７县征购田赋、军粮及划拨数如表：

单位：市石

县 别
田赋及军

粮征购数

划　拨　数　量

合　计 拨交军粮 中央公粮 专案公粮 省级公粮 货放籽种

平 凉 ７０３２６５ ３８６６４８ ２５３４４８ ３５００ ８２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华 亭 ２５０９９６ １２１０８４ １０３７３４ ５００ ２３５ １０００

庄 浪 １０８４８４ １２６９７８ １１００７８ ５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０

静 宁 ４２１７９９ ３７５５５３ ２５４６５３ ９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崇 信 １５６９０８ ２７７１０ ８１０ ５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泾 川 ６７８９９０ ４８５１７０ ４４４２７０ ９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灵 台 ５７４１４４ ４９００２ １２１０２ ５００ １９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２年 （１９４３），将土地分三等九则，征田赋，共计征收田赋粮１１７３６０１９斗。
３３年 （１９４４），７县年征田赋、军粮、公教粮如表：

县 别
总面积

（市亩）

总赋额

（市斗）

实征收数（石）

田赋 军粮 公教粮 合计

平 凉 ８６６５４５２ ２２９２４５４ ２３５３１７ ２３５３１７ ７０５９５ ５４１２２９

华 亭 ４５１８９３６ ８０２４４４ ８０２４５ ８０２４５ ２４０７３ １８４５４３

庄 浪 ４９８６８６０ １３７８１３０ １３７８５７ １３７８５７ ４１３０７ ３１７０２１

静 宁 ９４８８２２６ １７０１０８８ １７００２３ １７００２３ ５１００７ ３９１０５３

崇 信 ３２９４３１３ ６７４９３８ ６７４９３ ６７４９３ ２０２４８ １５５２３４

泾 川 ８６６２７９６ ２４３５３９９ ２４３５４０ ２４３５４０ １３０６２ ５００１４２

灵 台 ９０１４０４２ ２４９４０２０ ２４９４０２ ２４９４０２ ７４８２１ ５７３６２５

４３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７县年应征田赋小麦２９万石，实征田赋小麦２４８８９石。是年７县田
赋额征、减免、应征、实征情况如表：

单位：石

县　别 田赋额征数 减免赋额 应征赋额 实征赋额 备　考

平　凉 １８６２１８ １３０３５３ ５５８６５ ５２２２

华　亭 ５７１３０ ３４２７８ ２２８５２ ２０３３

庄　浪 １０９７１７ ７６８０２ ３２９２５ ２１５６

静　宁 １１７６２４ ７０５７４ ４７０５０ ３０３８

崇　信 ５３３２２ ３７３２６ １５９９６ １５５３

泾　川 ６０９７０ ６０８８

灵　台 ５４３４０ ４９９９

除静宁、华亭减

免６成外，其余
减免７成。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县年征田赋５８６７９石，借征５８６７９石，带征公教粮１７６０９石。年额
外征得国民学校教师、县 （乡）自卫队等粮食２８万石；征生活费经费、公费、公债、
捐募等款项７３６６５４２万元。
１９４９年８至１２月，改田赋为公粮，以征收小麦为主，辖区１１县征公粮３１０７６１石，

地方粮３２９１６石，学田租１０３２石，斗秤佣９１６石。教育基金６００石，公产租４８石，
缴获粮３１４５８石，麦草１２４３万公斤，战勤费１５５３８石。１９５２年征收公粮１５２０３万公斤。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全区公粮累计征收２０３６８万公斤，１９５５年，减免５３万公斤。
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５年，累计征收４６２６０万公斤，年均征收５１４０万公斤。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

征收牧业税３８万元。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公粮累计征收２５２４９万公斤，年均征收２２９５万公斤。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５

年，累计征收２１４１４万公斤，年均征收２３７９万公斤。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减免２８２４万公斤。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２年，征收１３７６８万公斤，年均征收１９６６９万公斤，累计减免农业税１４９６万
公斤。１９８９年始，４年内累计征收１０９万元。１９８８年始，５年内累计征收耕地占用税８３６
万元，年均征收１６７２万元。１９９１年始，２年内累计征收牧业税２５万元。１９９２年始，征
收契税２万元。
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１年，征收１９０１０万公斤，年均征收２１１２万公斤，累计减免农业税３１９８

万公斤。征收农业特产税２８６６７万元，年均征收３１８４万元。征收耕地占用税３９３２万元，
年均征收４３６９万元。征收牧业税１９２１万元，年均征收２１３４万元。征收契税２２３万元，
年均征收３１９万元。
２００２年，全区共征收农业税７８１５万元，减免３３７万元。其中征收农林特产税２０１３

万元，牧业税２４０万元，耕地占用税３３８万元，契税４３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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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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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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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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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额
外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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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
位
：
万
石
、
万
元

县
别

粮
　

　
食

合
计

教
师

粮
食

自
卫

队

粮
食

税
谷

献
粮

运
输
军

粮
损
耗

赔
偿

其
他

项
　

　
目

合
计

教
师

生
活

费

募
券

公
债

献
金

补
给

差
价

自
卫

队

经
费

运
输
军

粮
不
敷

差
价

其
他

工
　
设

工
数

每
工
工

资
合
法

币
数

平
凉

０
４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３
４９
４

２１
００

３４
５７

３９
４２

３８
７

３６
１４

６９
１０
０

１３
８２
０

庄
浪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６
４３

１３
９３

７９
１７
１

静
宁

０
７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０
１

７９
３３
６３
３
１３
５６

２５
５０
３０

２６
９７
３５

５２
１１
０

５２
１１

华
亭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９
４３

２７
３

３０
１

６４
０

２６
００

２０
８

泾
川

０
９

０
３

０
４

０
１

０
１

１４
８３
５

２７
０９

１２
４０

６４
５０

２６
８９

２２
４４

５４
１６

４２
２

１５
０９
１

３９
００
４

崇
信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６１
８

５５
０

５０
１８

灵
台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３６
８

３２
８

４０

说
明
：
在
编
制
本
表
时
将
原
资
料
计
量
单
位
由
万
石
、
万
元
数
目
四
舍
五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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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粮 征 收 表

单位：市石小麦

年 份

项
目

县
市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５０年

合　计 公　粮 地方粮 合　计 公　粮 地方粮

平凉市 ２３２０２ ５８２

平凉县 ７０１８９７ ６５５０９７ ４６８００ ７７４０９２ ６１９２７３ １５４８１８

泾川县 ６１０４５１ ５１７６４０ ９２８１１ １０２５７８４ ８２８９７４ １９６８１０４

灵台县 ３９０１９０ ３４３９７２ ４６２０８ ８１３７３１ ６５１２３１ １６２５００

崇信县 １５８３３８ １４８８９７ ９４４１１ ２１６６６２ １７４１６２ ４２５００

华亭县 ４６６７８ ４６６７８ ２８５３６９ ２３０３６９ ５５０００

静宁县 ３１７１７０ ３１７１７０ ８４３４０８ ６７５４６４ １６７９４５

平凉地区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契税征收表

单位：万元

年　度 耕地占用税 农业特产税 牧业税 契　税 备　注

１９８８ １５９

１９８９ １８３ ２８

１９９０ １３２ ５１

１９９１ １４６ ６４ １５

１９９２ ２１６ １０９ １０ ２

１９９３ ３５４ ２１３ １９ ６

１９９４ ３１１ ８３５ ４７ ７

１９９５ ２９４ １８２４ １５２ １６

１９９６ ５５８ ３６２８ ５５８ ４０

１９９７ ５８３ ５３３６ ５８３ ３３

１９９８ ４１１ ５００５ ２５１ ５３

１９９９ ７１７ ３８００ ３１３ ６８

２０００ ４２６ ４０９７ ３１２ ２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７８ ４４６９ ３５３ ２２７

２００２ ３３６ １７８５ ２１０ ４２９

牧业税１９５９至
１９６１年共征收
３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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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商税收
宋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酒课：泾州５９４４６贯，渭州１３３５２０贯，德顺军９６３０９贯。
明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前，平凉府年征商税课程钞折银１４５９两。其中平凉县７７

两，崇信县６两，华亭县１４３两，泾州３７２两，灵台县１０６两，庄浪４１两，静宁州
１６３两。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商税课程钞折银２６５７两，盐钞折银８９２两。其中平
凉县２３２９５贯，１０４８两。泾州３７１两，１３５８两。灵台县１６６两，３６７两。静宁州
５４４４６贯，６１５７８贯。庄浪１５８３５贯，５０两。

清康熙年间，平凉府属州县每年盐课数额分别为：平凉县盐引 ５１２０张，征课银
１１０３６两。崇信县５６０张，征课银１２１８两。华亭县１４３０张，征课银３０８２两。泾州
９５８６张，征课银２０６５８两。灵台县５５００张，征课银１１６３７两。静宁州５５００张，征课银
１１８５３两。庄浪县８００张，征课银１７２４两。

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平凉县征盐课银１１００８两，灵台县征盐课银１０７６两，静宁州
征盐课银１１８５３两，庄浪县征盐课银１７２４两。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灵台县课税银 １３６９两，庄浪县课税银 １５１０５两、征盐课银
１１８５３两。十一年 （１７３３），平凉县每年在额销花马小池盐引５１２０张的基础上，增加
５００张，计征课银１２１１两。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静宁州盐课征银１５０８５两，商税征银
１２０两。平凉县盐课征银１２０８３两。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杂税征收表
单位：两

州　县
牙贴额

征银

其　中

原　额 续　增

实征牙

贴银

磨课额

征银

其　中

原　额 续　增

实征磨

课银

平凉县 １４５ ９２ ５３ ８７ ８８ ８８ ０７

静宁州 ４５ ４５ １９ ６７０ ６７０ ２７４

华亭县 ８６ ８６ ５１ ５１ １６

庄浪县 ６７ １７ ５０ ５０ ２２ ２２ ２２

泾　州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崇信县 ０３ ０３ ０３ ２１ ２１ ２１

灵台县 ０９ ０９ ０９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平凉县征统捐银５２５３两，散茶统捐银８５７两，盐课银５１２８
两，契税银２７５两，当税银２５两，牙贴银１７７２两，磨课银０７两，课程银２３两，巡
警经费８５０串。静宁州年征畜税银１２６９７两，地税银５１３两，当税银７５两，牙贴银
２０８两，磨课银３９８两，药味银１７两，课程银３５两。华亭县夏征百货统捐银４３５３
两，泾州年征百货统捐银２４５２５两。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平凉府及州县年征盐课银及杂税等见下表：

８３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单位：两

州 县
杂　 　税

契 税 畜 税 当 税 牙 贴 磨 课

酒

税

盐课税

（盈余）
规 费 罚款

就 地

筹 款

平凉县 ４８６ １３０４ ２５０ １７７ ０７ １１５１０ １４７２５２０串

静宁州 ８３０５ ６８８串

华亭县 １４０ １１６２ ６０ ９６８ １３３ １０８１５８串

庄浪县 ２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１１２ １２０ ６４６

泾　州 ２３３８ ６３ ５４７ ６３ １２２００ ７７５

崇信县 ２４ ０２ ４５７２９串

灵台县 ４５ ２３８２２５串 ３８０２ ７５０５２５串

统捐实收数额表

单位：两

局　名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二年 （１９１０）

平凉分局 ２７０８ ２５４２ ２４１８ ３００７

泾川分局 ４１７３ ４３９３ ３９５１ ６１９５

华亭分局 ２５７３ ２２０７ １９３６ ２０８１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平凉县年征百货统捐７２００元 （银元，下同），散茶统捐３０００
元，药材统捐７２００元，畜税５４００元，牙税５６元，磨课７６元，邮包落地税２８７元，皮毛
公卖费３２５２元，烟酒公费２０００元。灵台县年征契税１６００元，印花税１８００元，皮毛公卖
费４５０元，烟酒公卖费２１００元，禁烟善后费２４００元。

各征收局实收数额表

单位：元

局　名 １１年 （１９２２） １２年 （１９２３） １３年 （１９２４） １４年 （１９２５） １５年 （１９２６） １６年 （１９２７）

平凉征收局 ３９２９５ ４２２２６ ３５０２５ ５１４１０ １１８４９４ １５７６８８

华亭征收局 １２３０２ １６６６０ ２３３９３ ２０８２３ ８５２１６ １２７５４７

泾川征收局 １１３６６０ １１４６２９ １１８１０６ ２０１１７２ ４０７７３７ ９７０２６６

安口窑税局 ９１４０ １３３２３ ３０６５６

９３０１第十四编　财税金融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各县税捐实收数额表
单位：元

县　别 印花税 磨　税 牙　贴 驼　捐

平　凉 ２０８１３８ ２２０ ７１２０００ １９６４

华　亭 ２６５４５ ３９８

泾　川 １１９６１９ １３２０００ １３２

静　宁 １１７３３ １５８６ ３７２０００ ９８

庄　浪 ２８９０ １６０

崇　信 ６２７０ ２４ ６００００

灵　台 １０９６０ ５２０００

合　计 ３８６１５５ １９９０ １３２８３９８ ２１９４

２２年 （１９３３），平凉县年征契税银４８００元，牙贴税银７３３元，磨贴税银４３０元。泾
川县年征牙贴银７３４两，课程银１７６两，白酒税１５两，油行捐１６２元，商捐２４０元，
斗行捐１２５０３元，碳行捐２９１６元，屠行捐９６元，盐行捐２１６元，牙佣７４１元。灵台
县年征契税１６００元，牙贴税１４０元，斗行捐１２０元，驮子捐１２００元。
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静宁、庄浪、崇信４县始征收地价税共４６０２１３元 （法币，下

表同）。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各县税捐额征及实征额表
单位：元

县
别

数
额

类别

平　凉 华　亭 庄　浪 静　宁 崇　信 泾　川 灵　台

共 计
额征 ３４２７２０００ ６７４４０００ ５９４０００ ８７０８０００ １９２２０００ ７７１３０００ ２５７００００

实征 １１７７２６２７９ １１２６４５３３ ６４４７０８７ １１９６９９８４ ３０４５３９０ １５５２５３０８ ５５５６７３５

营 业

牌照税

额征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实征 １３９９６２５０ ４３４５５００ ２９２９５００ ４０２１５００ ７５１５００ ５７９２５００ ３１０５０００

使 用

牌照税

额征 ４１１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０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实征 １０３０６０８ １０５６７５０ ２１２７０００ ２８７３７２０ １０２６７００ ３５２０５８０ ６７５４４７

公 荒

牧 租

额征 ２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实征 ２６４６３５ １５４８２３ ４５８５２５ ７２１４６０ ２５９６７０ ３２２１７５ ３０２２２５

建筑改

良物税

额征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６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实征 １７６７６１７ ７２２２９５０ ４９４９８０ ５１０８０５ １９８８００ ７１４１４０ ３７８６７２

筵席及

娱乐捐

额征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实征 ６１７４０７７８ １１６６５６０ ９５１００ １１８２６５２ ６００６０ １５３５７３０ ８０３１０

０４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县
别

数
额

类别

平　凉 华　亭 庄　浪 静　宁 崇　信 泾　川 灵　台

屠宰税
额征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实征 ３１７６０３００ ２４４４１３８ ２２２０２２ １６９８９１８３ ２９４５１１ ２２２１０５８ ６３００２２

契 税

附 加

额征 １０４４０００ ２３４０００ ２３４０００ ６７８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４１７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０

实征 ８１５４６９ ８７３８１２ ５７９８２０ １４２１４０ ４５６０８５ ３５５０５８

民国３２（１９４３）至３３年城镇土地地价及地价税征收表
单位：亩、元

城镇别 征税土地面积 总地价 地价税额 开征时间

平　凉 １０４０５１ ８４４５６１５３ １５７３４００ １２年

静　宁 ５２９３１ １２９０７５９４４ １９３６１３９ ３２年

崇　信 １２０３２ ２４８１７５１０ ４７４７３６ ３２年

庄　浪 ７９９０ ３７１１７０５０ ６１７８５５ ３２年

华　亭 １１２７１ ３５７２４１６０ ５４１００４ ３２年

灵　台 １２７０８ ５２１８９８６０ ７８２８４８ ３２年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土地税征收表
单位：元

税
种

税
额

县别

征税土地

税面积

应征土地税 实征土地税

合　计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合　计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平　凉 ３４９６５２１ １７８０５５５ １７１５９６６ ４３８８６４７ １３１２８２６ ３０７５８２１

华　亭 ３８６０４ ７１０７５ ５９２２９ １１８４６ ２０３０７ ２０３０７ ０

庄　浪 ７９０８４ ５５０８５ ４５９０４ ９１８１ ４５９０４ ４５９０４ ０

静　宁 １６８６７３ ３８１３６７ ３１７８０５ ６３５６２ １０３４４８ ８９６３９ １３８０９

崇　信 ２１１６８ ４９０１５ ４０８４６ ８１６９ ４５２９１ ４０６６８ ４６３２

安口镇 ６５０３ １３１６８４ １０９７３５ ２１９４９ ３９９６１ ３９９６１ ０

泾　川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４０８

灵　台 ５１９２５ ８０６４６ ６７２０５ １３４４１ ８８５７２ ６７４４３ ２１１２９

１４０１第十四编　财税金融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各县自治税捐征收表
单位：元

税
种

税

额
县
别

税 捐

合　计
营 业

牌照税

使 用

牌照税

筵席及

娱乐税

公 荒

牧 租
屠宰税 房 捐

建筑改

良物税

牲 畜

营业税

平凉 ５２９５７６０９ １１６９６５０ ９１８７６０ １１５８９９００ １２０３２０ ９６４６７６７ １３０２００ ２８５７７７ １８６９６２３５

华亭 ９０１１７６１ ４１５３０００ ５０６７００ ３３５２００ ２９９１０ ６２０８２２ ４６２３９４ ２０９３７３５

庄浪 ４３８４９２１ ５８２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５０ １９４１５１ ４６１００ １１５７５２０

静宁 ６０７３１０７ １３８０７５０ ３０８５４０ ２８２１６７ ５１５２８０ ２７３４３５ ３３１２９３５

崇信 ９３８７６６ ６２２５０ １５０１００ １０６９０ ７９３５０ ５５３６３ ２０２９３ ５６０７２０

泾川 １１８５９９５２ １９８８９００ ６１１５４０ ２３１６８６ ８３８８０ ３３９６３６ ２３５５０ １０５３４５ ８４７５０５５

灵台 ６１４９０１０ ２１４９７００ ３１５７４０ ３０３７２ １３０９７０ ９４９７８ ２０３２１０ ３２２４０４０

３５年 （１９４６），庄浪县年征营业牌照税２１１８万元，使用牌照税２８４８万元，公荒牧
租３４万元，房捐４９万元，筵席及娱乐税１７万元，屠宰税３３４万元。静宁县年征营
业牌照税１４８３万元，使用牌照税５８６万元，筵席及娱乐税２５５万元，屠宰税１８０８万
元，契税附加２９８万元。平凉县年征契税５０２万元，契税附加１２６万元，房捐２０４万
元，公荒牧租４０万元。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地方税征收表
单位：元

税

种
税
额

县别

土地税 营业税 契　税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牲畜营业税 普通营业税 契　税 契税附加

平　凉 ９０４６７１０ ５０６９９５６０ ７０２９１１６１０ ５３６２０７２７７ ４８４２６０４ １２１０５１６

华　亭 ３８２４０００ ９３７２０１ ４８７６８２００ ３２６３０３５０ ３３４９５００ ８３７１８８

庄　浪 ８５５７００ １２２９０２０９３ １３４５８４００ ９３２９５９９ ２３３２４０２

静　宁 ５５２５４００ ５４０７４０ １２３２６５２５０ ８４２３４４５０ １２７０９９６５ ３１８０６４３

崇　信 ２７６８９９１ ５７７４１５ １０４３０９００ ９９９１５００ ３５５３８３０ ８８８４５７

泾　川 ９２７６０９９ ４４８８８４５ １２０３９７９８５ ８２３９３２９０ １６４９６２１９ ４１２４０５７

灵　台 ２６１４５１１ ５９６９８ １２１７０００６６ ２６８９１６４０ １６１８９０４０ ４０４７２６０

２４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自治税捐征收表
单位：元

税

种
税

额

县
别

营 业

牌照税

使 用

牌照税

公 荒

牧 租
房 捐

建筑改

良物税
屠宰税

筵席及

娱乐税
旅栈捐 特产税

平凉 ４５３１２０００ １７９４７５７５ ４１０７７００ １０３９５６８１０ ７５９７０７１０

华亭 ３４５０５０００ ２３３２７０００ ８６８８７８ ５２０５５００ ２１５０００ ５３５７０００ １９５０６００ ２２５６６７１３０

庄浪 ６６２０５７５０ ３２６０９０５８ ２７２６６４０ ６５４００ ２１２７５３５ ７０５０６５０

静宁 ７２７２３３００ ６５７４５００ １４９７０００ ６１５１４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４６５８００

崇信 ３０４９９００ ９８１３０００ １１２６８００ １２４２３７５ ２６３７０８０ ２５７０００

泾川 ３４００６８００ ６７９６５００ ２２５６８００ １３０８００ ４７３３３９８ ６４８０８６５０ ９８７６５０ ３６０９００

灵台 ８８１９６６００ ８１５５５００ ２３６５６００ １３３９０２５ ８８９６００

１９４９年，工商税收除货物税外，按旧制征收６８８６万元。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工商税收总收入７４０万元，年均征收２４６６７万元。１９５２年 “三反”

运动中，揭发打击了偷漏税行为，税收比１９５０年的８９４５万元增长了４倍多。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全区工商税征收２４８５５６万元，年均征收６２１３７万元。１９５４年，

工商业户数下降７８４％，工商营业额增长５１４４％，主要应税产品销售量增长１５８５％，
牲畜交易量及屠宰量分别下降２００２％和２４１８％，税收下降１９７％。
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５年，工商税收入５７３６万元，年均征收６３８２万元。１９６０年，工商税收

入达到１００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５１％。１９６１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税收大幅度下降，比
上年下降３３６１％。１９６２年，工商税收下降２０８８％。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全区工商税收入９１４７万元。“文革”初两年工商税收平均每年下降

８５５％外，其余年份平均以１２９９％的速度增长。
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４年，全区工商税收入１２７４６万元，年均征收１５９３７万元。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２年，全区工商税收入４５４４６万元，年均５６８０４７万元。
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１年，全区工商税收入２１５４２６万元，年均征收２３９３６２万元。２００１年，

工商税收创历史最高记录，全区达到３６２３６万元。
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６年，全区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３４０１万元。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６年，

征收预算调节基金１１９９万元。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０年，征收粮食补贴基金２３５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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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工商税收表
单位：万元

年　度 征收数 年　度 征收数 年　度 征收数

１９４９ ６８８６

１９５０ ８９４５

１９５１ ２７３５５

１９５２ ３７７００

１９５３ ５２１６

１９５４ ４１８９４

１９５５ ７６８

１９５６ ７７７

１９５７ ７５９

１９５８ ９９４７

１９５９ ９０４

１９６０ １００５

１９６１ ６８９

１９６２ ５２３

１９６３ ５４０

１９６４ ５４４

１９６５ ５７５

１９６６ ５２５

１９６７ ４４８

１９６８ ４８２

１９６９ ６２４

１９７０ ７３５

１９７１ ８４４

１９７２ ９７５

１９７３ ９９９

１９７４ １０２７

１９７５ １１７２

１９７６ １３１６

１９７７ １４８６

１９７８ １６０７

１９７９ １５０２

１９８０ １４３６

１９８１ １４１７

１９８２ １４２４

１９８３ １９１７

１９８４ ２２４６

１９８５ ３１１０

１９８６ ３４７３

１９８７ ４０７５

１９８８ ５３５０

１９８９ ６４１２

１９９０ ７１１４

１９９１ ７１９０

１９９２ ８４３１

１９９３ １７８５２

１９９４ １７００１

１９９５ １５１９３

１９９６ １８３０１

１９９７ ２３４１９

１９９８ ２６５０４

１９９９ ２９０７５

２０００ ３１８４５

２００１ ３６２３６

２００２ ４４１５５

第三节　税务管理

一、税收征管

明代，平凉府按 “黄册”、 “鱼鳞册”征税。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实行 “一条鞭法”

后，所折收色银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

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田赋、丁赋之征管沿用 “一条鞭法”，即采取 “由单” （自下

而上报核田亩、人丁粮钱，开征时通知其赴柜完纳）、“截票 （也称 ‘串票’）”等方法征

收管理。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凡应征额在３００至２万两，连续３年完成任务的州、县官，
晋升一级。连续３年完成１万元以上者记功１次，欠１分者，除罚俸３年，停止升转外，
并被严令戴罚催征；仍拖延不完者，以革职论处。盐课，初行 “引”法，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行 “票法”征收。茶课，贯行 “引”法，无 “引”或超量运销，依私治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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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对酒铺每月上户征收，后对过局、卡之酒又征收一道常关税。牙
税按贴／年定额征收。其他各税杂捐亦按年征收。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田赋分银、粮、草３项，由县知事依 “红册”经办征收。县以下

乡田赋征收，由地方乡绅和里长包办、包解，但隐漏巧取、鱼肉乡民的现象较为普遍。

１８年 （１９２９），田赋由县府经征处征解，杂税按月、季由县财政科负责征收管理。２３年
（１９３４），制订红簿式样。２７年 （１９３８），由串票征收改行板票征收。２８年 （１９３９），将
板票交经征人责令农户上柜交纳。２９年 （１９４０），地丁及粮石银于上芒 （自４月始，６月
末止）征清。本色粮石及草束于下芒 （自９月始，１２月未止）征清。遥远者呈准设分处
征收。限期内提前征齐者，县长及主管人员各记大功１次；限期满后１月内征清者，传令
嘉奖；征收不力者，视情节轻重受申诫、记过、记大过等处分。农户在上、下两芒征收

期满后，逾期１月以上未交纳者，按应征正项加征５％的滞纳罚款；两个月以上者，加征
８％；３个月者，加征１０％；逾期３个月以上仍延不完纳者，县传案勒追，仍拒不纳者，
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拘留、追索或以田产抵偿处理。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征实物后，县由财粮
科、乡由经征处负责征收。３１年 （１９４２），各县整理税务，取消摊派。３６年 （１９４７），田
赋征收，由县税务局向省承包收解。县以下各乡镇，复由私人承包收解。

盐　税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改 “引”为 “担”征银元，于次年由陇东商人承包定

额交纳。７年 （１９１８），自由贸易，依率征收，次年，停征盐税随地丁带征盐课。３１年
（１９４２），改行专卖，３４年 （１９４５）恢复征税。

特种消费税　依率以价或从量抽收。２７年 （１９３８），该税一律从价征税。
３年 （１９１４），对烟、酒分整卖和零卖按年征收牌照税。次年对烟酒从价按产、销地

各半征收烟酒公卖费。１６年 （１９２７）１１月，烟酒牌照税改季征收，１７年 （１９２８）烟酒
公卖费一律改在产地征收。３０年 （１９４１），在产地征收一道烟酒税。缴纳统税之货物，通
行全国，税不重征。

３年 （１９１４）至３１年 （１９４２），营业牌照税分等按年于发照时一次征收，每１、７两
月各普查１次，无照违章经营者，分别处以２至５倍、或１至３倍罚款，甚至勒令停业。
营业税按营业收入总额或营业资本额依率按月征收管理。３３年 （１９４４），将营业税纳税人
按资本额划分为甲、乙、丙、丁、戌等，分别征收管理。３５年 （１９４６），对月营额不满
２５万元的免征。

所得税　按年计征。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税起征点所得额由原１００元改为２００元，综合
所得税起征点所得额为６０万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一时所得税按每项所得额满４０元
起征，财产租赁所得税按年所得额满８元起征，营利事业所得税按半年所得额满１５０元起
征，薪资所得额满１５０元起征，薪资所得税按每次所得额满６０万元起征。
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１月，印花税由邮政局代售，纳税人自行购贴。
２７年 （１９３８），对在４、５、６月或８、９月典卖者，分别实行１／４或１／５的减征契税。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屠宰税从量定额征收，８月改按从价定率征收，隐匿私宰者，照应纳
税额处以１至５倍罚款。每年１、４、７、１０月征收房捐，逾期１月缴纳加收应纳房捐之
２／１０，逾期２月缴纳加收应纳房捐５／１０，逾期３月以上缴纳加收应纳房捐的１倍。照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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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值依率分两期 （一期３至６月底止，二期８至１１月底止）征收建筑改良物税。３３年
（１９４４），按实价分等征收。依据甘肃省地价册，每年分两期 （同建筑改良物税）征收地

价税。按实际增值额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时征收土地增值税。筵席及文化娱乐税，由顾客

负担，营业人代征，按日送交征收机关，汇缴县库核收。每年分两期 （４至６月、８至１０
月）征收公荒牧租，放牧大畜总数在５头 （匹）以下，羊只总数在４０只以下者免征；应
交而逾期不交者，处以补纳租额１５％滞纳罚金，其后每逾期１０日递加２０％，至与补租额
相等为止。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按任务评产和按阶层摊派的农业税征税办法，实行依产依率计

征。１９５０年，查田评产，计税到户，公粮２０％折征代金。１９５１年，按地等级，评定产
量，按户计征。１９５３年，公粮５％折征代金。次年变为１５％折征代金。１９５７年，采用比
例税率，以生产单位计征；减免分定期、灾歉、社会三种形式。１９６１年始，农业税一律
征收实物。１９８０年，以队为基数，按户征收管理。１９８５年，农业税除庄浪、静宁征实
外，其余各县全部折收代金。

农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全年一次结算。征收之实物，由粮食部门代收，纳税人取

得入库收据，持据向当地财政部门 （乡镇政府）换取农业税完税证。

牧业税　按年从价定率或定额计征，采取查账征收或定额征收方法，纳税人于牲畜
产品售时缴纳，减免分政策性、社会性和灾情、贫困四种形式。

农业 （林）特产税　纳税人向征收机关办理税务登记。采取申报缴纳、委托代征、
查账征收、查定查验和核定征收方法，于纳税义务发生当天计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纳

税检查。

耕地占用税　以实际占用耕地面积为依据，照规定税额一次性主征。纳税人在３０日
内，持县以上土管部门之获准文件，向征收机关申报纳税。

契　税　以房产转移当事人双方签契约其价值为依据定率计征，征收依次按申请出
契、审征税、签发契证的程序管理。

货物税　１９４９年每月评定税价格依率按月 （次）减半计征。行商所得税由买主代扣

代缴。营利事业所得税，公开评议分配税额，分送工商业限期缴纳。１９５１年，货物税实
行按厂产公告牌价、政府统购价格和市场一级批发价核税。营业税和工商业税分别实行

民主评议征收和上带下推评议之方法征收。交易税和屠宰税实行申报交纳、派员征收、

委托代征的方法征收。

１９５２年，货物税计价格律照国营公司牌价，当地无其牌价者以市场批发价格核税。
是年７月，工商业税改按 “自报互评、职工审查”之办法评议所得额分别依率计征。

１９５３年，对商品流通税实行动态价计征，纳税人自行计算，在开户账上划拨税款。对不
按期缴纳税款者，依前期应交税款１２０％先行扣缴，并按日加收５％的滞纳金；对不办理
登记及纳税手续者，处以５００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以下罚金；对私制、私销、私运偷

税者，处以应纳税款１至１０倍罚金，或没收其偷税商品一部或全部，情节严重罚、没并
处。１９５４年，乡镇税收实行 “划区派员驻征，委托乡区代征、巡回稽征”的办法，城市

税收实行 “从管到征，统管各税”的办法征管。１９５６年，取消民主评议征收方法。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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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征收营业税。全区逐步推行纳税鉴定制度；在已进行纳税鉴定的１１３户企业中实行
自办 （自核、自报、自缴）纳税制度。城镇企业税收，实行 “查账核实，由公到私一条

鞭”征管；农村零散税收，实行 “税务员驻征与农业社代管、建立护税组织与纳税登记、

依靠密报网络与带票巡回稽征”的方法征管。１９５７年，除私营工商业户税收划归市场征
管外，在其他工商业户中全面推行自办税制度。工商所得税实行 “核实征税，按等预交，

年终汇算”，或以计算率与营业税并征。１９５８年９月，税收实行分工包干办法。在泾川县
先行试办 “人民公社总额包干工商税收”，嗣后在全区推广。灵台县五星公社提出：“书

记挂帅，干部当先，全民苦干一昼夜，财政卫星飞上天”的口号。１９５９年，在 “全民大

算账运动”中，对１９５８年 “人民公社总额包干工商税收”不应收之１７万元税款清退给
公社。全区在农村聘请税收 “代登代管员”５８５５名，自动报交税收者９０７６人、收税４２
万元；是年对１８９２户企业进行了纳税鉴定。１９６１年，税收按企业、集市、农村等经济类
型实施征管。１９６２年，恢复和建立企业申报登记、检查辅导、纳税鉴定、征纳联系等税
收征管制度。１９６３年，恢复个体户税收民主评议征收方法，企业税收征管实行按月辅导、
按季检查。对外来 （流动）商贩除定点征收外，设立查验点、密报员监控管理；对临时

商业税实行加成征收。１９６４年，划片包干、分工负责、巡回征收。１９６５年，农村税收征
管实行 “定人、定片、定点、定期、定收”的岗位责任制。１９６６年，税收征管放松，偷
漏欠税普遍。１９７６年始逐步恢复税收征管制度。１９８０年，对个体工商业户实行评定营业
额与批发环节代扣税相结合的征管方法，对机器机械、农业机具等行业增值税实行定额

征收、年终结算的征管方法。是年６月，全区对８个行业１６７户企业实行由监交利润改为
征收所得税。１９８４年，对税源分散的边远山区，实行委托代征代管；对税源集中的城镇、
集市，实行专管员责任制。９３户企业由监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１９８５年，实行分段划
分、按行归口、条块结合的税收管理形式。１９８７年，试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１９８８
年，全区推广泾川、平凉两县 （市）目标管理责任制试点经验，全面开展税务登记证验

和税源普查，对税源实行地、县、所三级管理。１９８９年，进行征、管、查 “三分离”征

管模式试点和部分企业增值税税价分流试点。对采用定期征收的个体户一律行按月申报

纳税；１９９０年，在城镇实行征管、检查 “两分离”、零散税收实行 “征管查一体、双人

上岗”的税收征管模式，并在各县 （市）试行。１９９１年，建立以 “征管、检查两分离，

征管、检查、监控三系列，双人上岗、票税分离和纳税人申报纳税”为内容的税收征管

新模式。零散税收征管实行划行归类、划片包干、任务到人，以查 （查路、查店、查车）

为主的方法。１９９２年，各县 （市）税收日常征管实行 “双人上岗、票收分离”和岗位

“定期轮换”、“双向监督”制度。

１９９３年，全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及其 《实施细则》。１９９４年，税
制改革。全区提出 “申查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改革目标。各县 （市）

增值纳税人，始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别按销项税扣除进项后的余额和依销售

额定率计征管理。全区按规定标准和管理程序认定 （见认定流程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８６２户，其中：国有企业４６７户、集体企业３７４户、股份制企业６户、私营企业２户、合
资企业３户、其他企业１户。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初存货已征税，实行分离挂账、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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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宣传

抵扣。１０月，全区税务机构分设。中央
税、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地方

各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有 ２０％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实行 “三自纳税”。

１９９５年，全区税收征管采取以纳税
人自行申报、委托代征代扣代缴、重点检

查为主要形式。国税始进行税务代理试

点。１９９６年，取消专管员制度。组建纳
税申报大厅，成立税务代理所，建立和逐

步完善 “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

查”的全新征管模式。区内税收征管形成城区税收集中征收，个体业户和边远山区税收

委托代征代缴，市场税收双人上岗、票款分离、征管查一体；征管分局 （农村所管理岗）

专司管理，稽查分局专司检查的新格局。１９９７年，采取 “以事定岗，以岗定责、职责明

确、分工负责”的专业化管理。全区一般纳税申报率为１００％，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率
为９８％。是年，县 （市）始对个体业户进行建账申报纳税试点，对纳税人实行Ａ、Ｂ、Ｃ
分类管理法。１９９８年，对８３０８户个体业户重新调整了销售额，个体私营企业和重点个体
户建账申报纳税率达到６４％；与２５５４户企业单位签订代扣缴责任书；对３１８户商业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清理，有２５２户 （销售额在１８０万元以下）被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
改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管。１９９９年，全区国税系统实行 “管户、管税、管查”税收征管责

任制，推行分管段管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地税系统开展 “三清 （清管户、清税源、清欠

税）一查 （所得税）”活动。试行划分段专人税收管理办法，对６１６３户个体户重新核定
和调整营业额，零散税收让乡镇代征。

二、税收检查、稽查

１９４９年，采取巡回检查的办法，查获未税皮统２５件，毛线７９公斤，棉花１２００斤，
烟２５箱，除补税外按应完税额处１５至２倍罚款。１９５１年９月，县 （市）普遍进行纳税

检查，查获涉税违章案件７８２９件，补税３０２亿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罚款２２亿
元。１９５４年，在全区８县 （市）城关、２１个重要集镇开展反偷税斗争，自查补报税户
１２４６户；检查私营大中户１２１７户，补税１１７７亿元；检查国营、合营单位９２户，补税
１０２２亿元。１９５６年检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等漏税面占７５％，计查涉税案件３１８４件，
查补税２１万元，罚款０３万元 （第二套人民币，下同）。１９５９年，开展自查、互查、税
干抽查的 “三查”运动。查补漏欠税１０３８４万元、利润３８５万元。１９６１年，查补企业
漏税１３７万元、利润２７２万元；从１２７个集市征收税款３９１万元；清补生产大队税款
２９２万元。１９６２年全区纳税检查，有３１６户漏税６５万元 （占检查户４８６％）；收生产
大队税款２３７万元；群众性检查和自动补缴偷漏税４３万元。１９６３年检查，补企业税
８９万元。１９６４年，查补企业税１０４万元，市场收回税５０９万元，查收生产大队税款
５９８万元。１９６５年，查收生产大队税款５８６万元，查补企业税９１万元。

８４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１９７７年，全区共检查企业９６９７户 （占总户数的９３％），查补税２５６万元；检查社
队７８９５个 （占总数的９７％），查补税１６２万元；检查清收５９６户历年欠税１８１万元。
１９６３年４月至１９７７年，查获当时所谓 “投机倒把分子”税款３４３万元。１９７９年，查补
偷漏税款６４万元；清收欠税４３６万元。１９８３年实行层层包干责任制，共检查企业、单
位、个体户６０２９户，查补偷漏税款５４８万元，其中，国营企业占４５３％，集体企业为
５３８％，社队企业为５５６％，行政事业为４４９％，其他业户为７６６％，个体工商生产户
为１７３％。分别为：平凉９６３％，华亭３４１％，泾川５８２％，灵台４６％，崇信５６％，
庄浪３６３％，静宁 ５６１％。１９８５年，有 ３７２４户偷漏各税 （占纳税户 ２６％），查补税
９６７万元。９月，开展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查补各种偷漏税１１３万元。１９８６年重
点检查中，共查补各种偷漏税７９２万元。１９８７年，查补偷漏工商各税９３８万元。１９８８
年４至７月，全区检察、税务联合开展反偷税抗税专项斗争，查出偷、抗、漏、欠税４４４
户，追补税１５３０９万元；检察机关受理偷抗税案７起。全区 “三查”（自查、重点检查、

普查）重点检查５７９６户，有偷漏税１８９２户 （占检查户的３２６％），查补偷漏税及能源交
通建设基金１４４２万元。１９８９年７月下旬，开展 “四税”（个体工商业户税、个人收入调

节税、工商调节税、奖金税）税收专项检查，计检查企业、单位和个人７３０９户，查补偷
税５９万元。“三查”１８２２户，有偷漏税７７６户 （占检查户的４２６５％），查补偷漏欠税
和 “能交基金”２２２１万元。１９９０年，当年清收各项欠税及 “基金”４８９６万元，占欠
税总额１５３９万元的３１８％。１９９１年６月对邮电、电力、烟草、石油、物资、医药、煤
炭、金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行业和事业单位奖金税、工资调节税开展重点检查，

补税１４３万元。１０月，全区对４０２户企业 （国营商业１４１户，集体商业１３１户，工业４９
户，乡镇企业７户，其他单位３１户）开展批发代扣税专税检查，补漏税扣营业税１６３万
元，“三查”中补漏税５２７万元。１９９２年５月，开展房屋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
用税检查，收回偷漏 “三税”１３８万元。７月开展个人收入调节税专项检查。重点检查
５２５９户国营、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业户 （占应查户５１３％），查出漏征、少征个人收
入调节税有１８９户、２１９人／次，补收税４５万元。“三查”中补偷税１１６万元。１９９３年
“三查”中，补收偷漏税５２７万元。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查补税 （４６４８人次）１４３万元。全
区 “三查”中，自查１２２０９户，补报税４８万元，重点检查３３２４户，补税２６０万元。庄浪
县朱店镇无证个体加工户贾 ××、灵台县邵寨乡无证个体商贩郭 ××谩骂、围攻、殴打
税务人员，依法分别以暴力抗税、妨碍公务罪判处拘留６个月缓刑１年、罚款８７５元和判
处有期徒刑２年半的刑事处罚。１９９５年，对１８０８户企业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
投资方向调节税进行专项重点检查，补收各税３６７８４万元；对１１２户重点企业增值税
５０２４万元，校减期初存货已征税款１４５３万元。各县 （市）稽查分局检查企业４４７８户／
次，查补各税１７９万元，罚款１２２万元，校减期初存货已征税款９８８７万元。是年受理
举报案７３件起，补税１９６８万元。全区 “三查”重点检查１５１８户，补收各税８２７５７万
元。１９９６年，查补税４６９万元。各县 （市）补收各税２１７０２６万元。“三查”重点检查
１１００户，补收各税５５３万元。１９９７年，对４２户金融企业所得税、８９户商业企业增值税
进行专项检查，查补税１０４６万元。地、县 （市）检查纳税人２２３９户，补收各税１１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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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１９９８年，实行分类 （Ａ、Ｂ、Ｃ）、专项、联合 （与庆阳）和重点稽查，并采取

“一查二清三到位”的方法，检查各类企业５９４９户／次，补收各税２９５１９万元。１９９９年，
地、县 （市）稽查分局专项、重点检查纳税户４８１１户，补收各税及罚款１６９８１４万元。

三、利润监交

１９５６年９月，监交的国营企业收入包括：利润、折旧基金、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多
余流动资金等。

１９５９年，按月结报解交利润，１９６０年，开展交利大检查，使应交而未交的３８５万元
利润足额入库。１９６１年，查补利润 ２７２万元。１９６６年，利润监交逐渐中断。１９７９年
恢复。

财税机构几分几合，利润监交又几经中断。直至１９８３年，国营企业利改税止。
四、税收征解会计

１９４９年８月，票证审核发现，有将审核联给商人或将能通运联呈报的现象。平凉清
福税务所遗失牲畜税票１张；省局领发牲畜税票短少１份，百元印花税票短少５０枚。
１９５０年始，县局、所实行收付记账法，建立会计簿籍、凭证、报表、报解程序及票证保
管、使用、核销制度。税务所征收之税收，就地缴农行营业所收解金库或按期送缴县局

汇总入库。１２月，征解会计设台账、征解日记簿、明细分类账、票证结算手册、滞纳欠
税登记簿、代征费用等账簿，所按旬、局按月层报税收报表。

１９５２年，全区税收征、解、提、退等会计业务，一律采用正式凭证，按日记账，按
月结算，按期小结，产生报表。审核发现有０５元以上的多征、少征、错征即办理退补
款手续。票证的领、发、用存有据，进出有账，依次登记，按月结账，专人负责，专柜

（箱）保管，定期查核。１９５３年实行税收会计会审票制度，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１９５４
年，审核发现多征、少征、错核税价等现象不断发生，计多征、少征发生３５７次。１９５６
年，多征、少征计１３４０件。１９５７年，静宁、灵台、崇信、泾川、庄浪、隆德、宁县多
征、少征２４９件。１９６２年始，基层税务所开展监交会计核算工作。是年全区发现多征５１８
件、少征７７６件。１９６３年，多征５８７件、少征１００７件、错征９４３件。１９６５年，多征１１０
件、少征１０５件、错征６４件。１９７５年，区内基层税务所设现金日记账、科目分户账、票
证总账及分户账、票证结报手册等５种，报表设有税收旬报表、税收月报表、漏欠税月
报表、票证用存表、经费结算表等。地、县税务局实行月结账、年结算，并与金库办理

对账签证。

１９７９年，基层税务所将解缴金库收讫后的专用交款书及汇总交款书收据联、完税证
报查联按月编制征解凭证汇总单一式二份，并随票证用存报表办理票证交销手续。１９８２
年，将各种税收报表实行百分制考核。１９８７年，实行票证专人管理，专库存放，按月核
对。票证审核实行税务所专管员自审与互审、会计所长复审与抽审、县税务局全面审核

制度。经审核发现多征５４７份、少征２６１份，票证填写差错率为１５％。
１９８８年，税收会计实行资金收付复式记账法，以征收数作为核算起点。电子计算机

进入地、县 （市）税务局税收会计、统计工作。全区于２至６月底开展税收票证大检查，
发现多征６１６份、少征６５０份、丢失２１１份，票证差错率为１７％。１９８９年，全区税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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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会计、统计报表，按国家税务局统一格式填制报送。１９９０年，建立计算机税票处理
系统。１９９１年，发现多征７２４份、少征１１７份、丢失１１０份，损失税款１００元。１９９２年，
对全区计算机税票处理系统考核验收，县 （市）全部达标。１９９３年，对全区税务系统资
产进行清理核查。１９９４年，区内按新税制对税收会、统报表作相应修改和调整。庄浪、
静宁地税局丢失税收票证８９份、被盗经费３１０３８１元，批准作核销处理。
１９９６年，全区税收会计进行改革。国税系统统一规范收据传送程序，实行税收会计

规范化考核；地税系统１５个农村所实行 “一级核算，二级管理”。１９９７年，全区税务系
统先后推行税款会计电算化。

五、发票管理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区内发货票由纳税人自印或自制。对私营工商业自印发货票，填开
时加盖本字号 （厂）印章及填开人名章，贴足印花，自行以三湾滚印或画 Ｘ注销；市场
应税货物由出售人书写便条 （内容包括款项、数量、地址、姓名、日期），贴足印花，自

行画Ｘ注销，以作正式发票，税务人员随时检查或抽查。１９５１年，私营工商业自印发票
统一使用三湾滚印注销；商贩货到向税务机关登记，加盖查验章方为有效。１９５２年，对
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亦由企业自行印刷，私营商业使用由县税务局统一印制的一式两

联 （存根、随货同行）“座商发货票”、“摊贩发货票”，加盖县税务局方型专用章，复写

填用；机关单位购买之市场应税货物，均须加盖验讫章，否则发生之漏税由购货单位补

纳。１９５７年，所有集体企业 （包括合作店、组）使用由县税务局统一印制、套有发票监

制章的一式两联发货票。

１９６３年，区内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等按行业经税务机关批准使用自印发
货票 （零售除外），并统一加盖税务验讫章；农村及街道办企业、个体手工业、小商小

贩、临时商业户购领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发货票；市场应税货品由税务部门代开统一发

货票。

１９７５年地区财税局统一印制 “平凉地区统一发货票”，一式四联 （存根联、报销联、

进账联、上级备查联），并由税务部门执开统一发货票，县、所领用存设账登记，按季层

报 《税收票证用存情况季报表》。是年８月，对社会运输一律使用财税、运管部门共同印
制的统一发货票。１９７６年起，复由县税务局自印统一发货票，套印票证监制章，建立出
售、领用、交销制度。

１９８６年，发票分自印发票、统一发票、批发代扣税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统一由
税务机关管理，并套印县以上 （含县）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在税务机关指定印刷厂印

制。税务机关、印票企业、用票单位建立健全发票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发票的入库、购

领、登记、领发、保管和缴销，专账记载，按月报送 《发票领用存报告表》。对违反发票

管理规定者，除补交偷漏税款、没收非法所得外，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１９８８年，全区
开展发票大检查，检查用票企业单位和个人１９６９户，有１７８户违反发票管理规定。查出
私印发票２户，丢失发票５４户、４３０份，转让发票３户、５份，撕毁发票及未按规定填开
发票２９户、３０００份，追补偷漏税款４２１６元，罚款８７５５元。１９９０年，查出发票违章户
７０８户、发票１０５０６０份；发票涉税案件２４９９２起；查补偷漏税２２４万元，罚款１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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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区内统一使用地区税务局印制的新版 “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实行专人、

专柜、专账保管。对７０４户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有涂改、折
本，项目不全、计算错误等发票２３２３５份。是年７月１日起，区内使用全国统一有防伪标
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原地区税务局印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清理监销。１９９５年，全区
开展打击伪造、倒卖、盗窃发票专项斗争。１１月，国税系统实行以票管税，建立防伪税
控系统。１９９６年，开展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大检查，自查 １０８０６户，重点检查
１０５８３户，查出违章发票３５７７份 （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５１８份），查补税９７万元，罚款
４１万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３３０户。７月１日起，全区启用新版普通发票，原
版发票清理登记监毁。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全区启用全国统一普通发票。

六、税务监察

１９４９年，查出税务干部贪污、吸毒、盗窃等行为６人。１９５０年，经稽核检查发现部
分县税务局税收征收中依国民党 “税底”摊派和错征错用税率等情形，查出税务干部有

贪污行为的１５人，贪污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２４２５３１元、白洋３３７元、大白
布１匹、皮统２件，分别受行政处分、批评教育等处理。１９５１年，查出因延缓税收开征
时间、未按统一税价税额表及核定税额征税等损失税款６７９６千元。１９５２年，有１人挪
用保证金、税款受记过处分；３人因流氓活动受刑事处分。１９５４年，查处多征、少征、
漏征、错核税价等３５７起，违法乱纪、损失国家财产１８件，私分税款、工本费２７万元，
１７人受到行政处分。１９５６年，查处多征少征税款１３４０件。１０个县 （市）局受理人民来

信４２５件，处理３４３件，转办８０件，待处理２件；接待人民来访２００人次。２人贪污税务
公报费１６６４元 （第二套人民币），挪用公款１３３５５元，受警告、记过处分。１人因生活
作风问题，受记大过处分。１９５７年，多征少征２４９件。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４００件次，处
理３４２件，待处理４８件。１９５９年，查处清退不应征、错征税款１９６７０元。１９６１年，清退
错征税款７５４１元。１９６２年，查处多征、少征１２９４起。１９６３年，查出税务干部贪污挪用、
投机倒把１４人 （占干部总数的５８％）。其中贪污现金９４４４１１元、挪用公款１６３６６６
元；查出有生活作风问题的３人，违犯 “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纪律１人；查处多征、少
征、错征２５３７起，分别受到行政处分、检查检讨、批评教育处理。１９６４年，查出税务干
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３３人 （占干部总数的１１９５％），贪污金额１７万元，分别受到党
纪、行政处理；受理查处人民来信来访１３２４件。１９６５年，查处多征、少征、乱征２７９
起。１９８６年，查出有挪用公款、税款等经济问题的４人，金额３８８８８３元，分别给予行
政记过处分、通报批评教育等处理。地区税务局受理人民来信２５件，接待人民群众来访
７０余人次。１９８７年，查处有向个体户赊欠货款、错征税款、非法扣押物品等违纪问题３
起７人，金额９５０５７元，分别作清退款物、批评教育和扣发奖金等处理；受理查处人民
来信２５件。１９８８年７至８月，查处错征、未征、多征、少征税款等１５５起。受理和接待
群众来信和来访４件 （次），反映税务干部帮助他人偷税、酗酒打人、超计划生育等３起
４人，分别给予行政记大过、开除公职留用察看１年、降级、扣发奖金和通报全区税务系
统的处理。１９８９年７月，查出挪用公款、税款１人次，金额１３７７９８元；擅自离岗做生
意３人；应征少征税款４人、９２笔，金额４１３６３０元；应征未征税款有两个税务所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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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金额１１４１４１元；徇情让税１人，金额１２５４７元，分别受到行政纪大过、大会检讨、
追补税款、扣发奖金等处理。同年，４名税务干部超计划生育，分别受到行政记大过、开
除公职留用察看１年和罚款处理。１９９０年，全区查处２人次挪用税款、公款和徇情让税，
分别给予取消经济员任职资格和解聘的处理。１９９１年，查处违法案件１２起１２人，其中
贪污税款１件１人、挪用税款１件１人、向纳税户借钱购物３件３人，其他７件７人，分
别给予纪律处分和批评教育处理。１９９２年，全区查处超计划生育６人和受贿、偷税案１
起，金额９３万元，分别受到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撤职和开除公职、判刑７年６个月
的行政、刑事处理。１９９４年，查处盗窃、赌博、吸毒、打架、挪用税款、贪污受贿、超
计划生育等２７起、２７人，分别受到行政警告、记大过、开除公职、撤职、降级、开除留
察处分以及刑事处分和批评教育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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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　融

第一节　机　构

一、钞库　钱号
北宋仁宗天圣四年 （１０２６），渭州设官交子库，发行上京交钞，流通于川、陕、豫

３省。
金章宗泰和年间，平凉府设有印制、兑换合同交钞的省交钞库。存世的三块金代币

“合同交钞铜版”中，有 “中都 （今北京）、南京、平凉府三合同拾贯交钞版”，印造的

合同交钞可在此三地流通，可去交钞库纳钱换钞或将钞兑换铜钱。

元代，平凉府设有旧钞换新钞的行用库。

明代，地方金融机构无考。但韩王府设有邸店 （具有典当、钱庄双重性质），进行钞

钱兑换，并同地主、商人资本结合，放债牟利。

清代，区内店铺多倒换银钱并放高利贷，逐步形成了民间钱号和典当。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华亭县有典当３家，以马家当铺较为活跃，后被国民政府取缔。清末，静宁县
城内有 “六兴当”和 “中兴当”，经营当物有金、银、首饰、珠宝等。“六兴当”于民国

初年自行歇业。“中兴当”于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地震后，灾民索要衣服御寒而遭抢而倒
闭。光绪三十一年 （Ｉ９０５），泾川县有 “庆顺生”、“庆顺成”、“庆顺泰”３家钱号，发行
面值八串文的 “钱流子”，于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歇业。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泾川县有 “永积当、“两益当”２家当铺。崇信县有 “天德和”、

“天庆和”、“天赐永”等９家商号。除兑换钱业外，发行面值 “五百文”、 “一串文”、

“十串文”的 “钱流子”；并办小额贷款，月息三分。同年，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在平凉开

设 “陇东官银号”，印钞铸钱，强令流通，１５年 （１９２６）倒闭。１２年 （１９２３），泾川县
成立 “陇东官银钱局泾川县钱局”，办理银钱兑换业务。１４年 （１９２５），静宁县西街会馆
设立 “陇东官银号”，发行银元票、铜砂元。因兑换困难，几个月后即关闭。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县有 “祥泰裕”等９家银号开业，加上 “德兴诚钱庄”等新开业的１２家
银号，共达２１家，集中在中山街、过店街、船舱街。后省政府勒令停业，但多数转为地
下钱庄搞黑市拆放。

二、银　行
随军银行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２０年 （１９３１），西北银行平凉分行 （属冯玉祥国民

军）、陕西省银行平凉办事处 （属陕军杨子恒部）先后建立，后自行撤销。１９５２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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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银行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共同负责在西北四省五个野战

师筹建随军银行支行，驻平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为随军银行第五支行。１９５３
年５月，随军银行第五支行改为第五野战金库。１９５４年５月，野战金库的储蓄业务所发
生的损益由甘肃省分行接办。

中央银行平凉分行　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１２月成立，经理赵克祖。３４年 （１９４５）底
撤销。

１９４０年平凉银行职员在甘肃学院参加银行专修班

中央信托分局　民国２４
年 （１９３５）１２月１８日设立，
撤离时间不详。

陕西省银行驻平办事处

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２月
设立，撤离时间不详。

甘肃省银行平凉分行　
民国 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１月，
设立甘肃省平市官钱局平凉

办事处，经理张钰。２８年
（１９３９）６月，改组为甘肃省
银行平凉分行，行长郑学

林。同时设立泾川、静宁、

华亭等 ６个省银行办事处。
２９年 （１９４０）至３２年 （１９４３），先后设立崇信、庄浪等兑换所及安口镇收解处、灵台汇
兑所。

中国农民银行平凉办事处　成立于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２月１６日，主任郭平镰。２９
年 （１９４０），中国农民银行设特派员驻静宁，辅导省合作金库设立的静宁合作金库。同
年，中国农民银行设立泾川合作金库，吸收公商股金，办理存款，发放农商贷款，代理

县金库。３１年 （１９４２），隶属交通银行管辖，３４年 （１９４５）撤销。继立泾川县合作金库
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

中国银行平凉办事处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５月成立，主任张孝谦。３４年 （１９４５）
撤销。

交通银行平凉办事处　民国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２月 ５日成立，主任张炎卿。３１年
（１９４２），设立交通银行泾川简易储蓄所，办理储蓄、汇兑业务，发行储蓄券１７０万元。
３４年 （１９４５）撤销。

中国通商银行平凉办事处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９月１０日成立，地址平凉东大街，１０
月１８日开业。董事长杜镛，主任刘伟卿，有职员７人。

四明银行平凉办事处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９月２７日成立，１１月２７日开业，地址平
凉东大街。董事长吴启鼎、刘鸿生，主任孙霞蔚，有员工１４人。

华侨兴业银行平凉办事处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月奉财政部核准注册，地址平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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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次年４月２９日开业。有职员１８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荆有岩，主任林啸鲲。
金城银行平凉办事处　成立时间不详，主任张裕。据中央银行平凉分行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１０月２０日业务检查报告称 “该行历史悠久”。

平凉县银行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筹建，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１５日开始营业。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停办。

泾川县银行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元月成立，办理存贷款，代理县库。３８年 （１９４９）
６月停办。

静宁县银行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成立，主要办理抵押贷款。３８年 （１９４９）停办。
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　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派陇东

分行２０名干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办事处。是月，在接管中国农民银行平凉办事
处、甘肃省银行平凉分行、平凉县银行的人员、财产及债权债务等后，３０日对外营业，
有职工４７人。同年１１月１日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分行。１１月２０日，平凉办事处组建
的固原、泾川、安口３个支行和灵台、崇信、化平 （今泾源）、庄浪等兑换所先后成立。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平凉办事处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中心支行，辖泾川、灵台、崇信、华

人行平凉中心支行办公楼

亭、静宁、庄浪、隆德、泾源、西吉、海源、固原１１
个支行和安口办事处。平凉市、县业务由中心支行营

业室和东关办事处办理。１９５２年底，有职工 ２９２人，
其中中心支行职工１２７人。１９５３年４月１日，中心支
行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业务督导处。１９５７年
４月，督导处撤销，业务由地区财政局设金融科办理。
１９６２年１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革
命委员会成立，１１月１１日撤销，业务先由专区革委会
生产组负责，后由专区财贸组管理。各县 （市）人民

银行机构、名称不变。１９７３年１月，恢复中国人民银
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革委会，编制２５人。１９７８年１０
月，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地区分行。１９９８年９
月１５日，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市支行机构撤销，人员、
业务并入地区分行。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地区分行更名

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隶属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２００２年 底，辖６个县
支行，职工３７０人。

中国建设银行平凉地区分行　前身系交通银行兰州支行平凉代理处，由专区财政局
基建财务科代办业务。１９５３年５月由交通银行甘肃分行管辖。１９５６年６月成立交通银行
平凉专区支行，１９５８年撤销。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凉支行成立。１９６１年６
月撤销，业务并入平凉县财政局。１９６３年７月，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凉专区办事处，
与专署财政局合并办公。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改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凉专区支行，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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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平凉分行办公楼

年７月３０日，机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
行。１９７２年９月７日，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凉地
区支行，与地区财政局合署办公，对内为地区革委会

财政局基建拨款处，对外挂支行牌子，１０月１日开始
办公。１９７７年８月，支行下设华亭、泾川、静宁、灵
台、崇信、庄浪县支行和安口办事处。１９７９年６月，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成立，履行财政

和银行的双重职能。７个县 （市）支行和安口办事处

也先后成立。共有职工８７人。１９８４年归属金融系统。
１９９６年３月，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
行，次年底又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平凉地区分行。

２００２年底，辖机构４１个 （分行１个，县支行５个，办
事处３个，分理处８个，储蓄所２４个），职工４５８人。

中国农业银行平凉地区分行　１９５５年６月，设立
中国农业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平

凉专区业务督导处合署办公，对外挂两个牌子。１９５７
年６月，中心支行及７个县支行全部撤销，业务并入专、县人民银行。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０
日，中国农业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及７个县支行先后成立。县以下设７５个营业所，职

农行平凉分行办公楼

工３０２人。１９６５年 １２月，中心支行
及县支行并入同级人民银行。１９７９年
２月，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平凉地区中
心支行筹备领导小组。是年８月１日，
恢复中心支行机构。是年底，全区共

恢复建立县支行７个，营业所１０６个，
职工４６６人。１９９７年３月，更名为中
国农业银行平凉地区分行。１９９９年底
全区农业银行机构总数为１４５个 （地

区农分行１个，县支行７个，营业部
１个，基层营业机构 １３６个），职工
７２８人。２００２年底，内设机构 ７８个

（分行１个、县支行６个、营业部１个、营业所４６个、办事处５个、分理处１４个、储蓄
所及专柜５个），职工７０９人。

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地区分行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
成立。１９９７年５月５日，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地区分行。辖平凉、泾川、崇信、灵
台、华亭、静宁、庄浪７个县 （市）支行和安口办事处，对外营业网点４７个，有职工
５１５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撤销庄浪县支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庄浪分理处，划归华亭县支
行管理；撤销平凉市支行，组建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地区分行营业部；原地区分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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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平凉分行办公楼

业部、房地产信贷部、平凉市牡丹卡办事处合并

后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市西大街分理处。２００２
年底，内设机构４５个 （分行１个，营业部１个，
县支行３个，分理处１２个，储蓄所２８个），职工
４３１人。

中国银行平凉分行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成

中行平凉分行办公楼

立中国银行平

凉支行筹备组。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７
日，中国银行

平凉支行成立，

有职工 １７人。
１９９７年 ７月，
更名为中国银

行平凉分行。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
日，安口办事

处更名为中国银行华亭办事处，迁往县城。２００２年底，
辖机构１１个，有员工８１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凉地区分行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
日成立。２５日，平凉市、泾川县支行和地区分行驻静
宁县、庄浪县信贷组成立。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分行派
驻静宁、庄浪县信贷组撤销。２００２年底，分行辖平凉市支行和泾川县支行，有职工
７５人。

三、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甘肃省平凉银行在华亭试办信用合作社。２８
年 （１９３９），信用合作社发展到６８个，社员３１８７人。３２年 （１９４３），县成立信用合作社
总社，乡 （镇）、保成立信用合作社，全区有信用合作社 ７４个，社员 ４１９５人。３４年
（１９４５）初进行整顿，后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逐渐解体。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省合作委员会在泾川县水泉寺等村组织互助社２０个。４月，改
互助组为信用合作社，８月发展到１１０个。３１年 （１９４２）５月，改组信用社，成立县联社
１个。３５年 （１９４６），随保甲改编，乡 （镇）保社进行合并，县社不再办理具体业务，只

负责督促按期还款。

２７（１９３８）至３７年，崇信县有信用合作社７６个，社员３５７万人 （次）。

３１年 （１９４２），庄浪县政府设立合作指导室，在农村组织信用合作社。３３年
（１９４４），全县有信用合作社１３３个，社员１０３万人。３４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银行庄浪办
事处成立，信用社业务由其办理。

８５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３２年 （１９４３），灵台县政府始设合作指导室，负责指导区乡兴办合作事业。３４年
（１９４５）１１月，成立县联社。３５年 （１９４６）６月，合作指导室撤销，业务并归县建设科。

抗日战争中期，平凉县政府合作指导室与农民银行联合举办信用社。３６年 （１９４７）
前后停业。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在平凉市白水区、固原县头营区和泾川县
王村区试办信用互助组。１９５２年平凉白水区打虎信用社及马莲信用社、崇信暖泉信用社、
泾川玉都区尹家

$

信用社、静宁民成乡信用社等相继建立。至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８日，全区已
建立农村信用社１９个，社员５９９０人；信用互助组１８５７个，组员３８８９１人。１９５５年，全
区农村信用社发展到１０８个。１９５７年，农村信用社归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１９６３年１２月
后，由农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业务科配备专人管理。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后，信用社工作由同级
人民银行管理。１９７９年，农业银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恢复，内设信用合作科管理农村信
用社。１９８７年，各县 （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陆续成立。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５日，农村
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隶属关系，归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管理。１９９６年全区有农
村信用社 １５４个，职工 ８０６人。１９９８年 １月，正式编入人民银行平凉地区分行序列。
２００２年末，全区有７个县 （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１３１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
信用社分社５３个，储蓄所３个，正式职工７３８人。
１９９９年９月，平凉地区被确定为甘肃省首批筹建地 （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试点

地区之一。１１月下旬，平凉地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２００２年７月底，平凉地区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机构撤销。

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平凉市东街办事处发起组建平凉市东关城市信用合
作社。１９８８年５月后，相继成立平凉市民族城市信用合作社、平凉市西关、平凉市西街、
平凉市广场城市、平凉市红旗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至１９９９年末，以上６个城市信用合作
社从业人员９４人。

平凉地区城市信用合作社中心社，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１月，下设营业部、财务部、信贷
部、办公室。２００２年末，中心社辖１个营业部，５个信用合作社，１７个营业网点，共有
职工１２５人。

四、邮政储蓄所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３月起，开办存簿储金业务 （参 《交通邮电》）。

１９９０年底，共有金融机构４０４个，２６２０人。至２００２年底，机构４３２个，其中：银行
类机构１４８个 （二级分行即中心支行６个，县支行、支行级办事处、营业部２２个，支行
级以下办事处、分理处、营业所、储蓄所１２０个），非银行类机构２８４个 （地级保险公司

２个，县 （市）级支公司１２个，办事处４个；农村信用联社７个，信用社１３１个，信用
分社５３个，储蓄所３个；城市信用社及其分支机构２４个；邮政储蓄所４８个）。有正式职
工３０９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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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　币

一、流通货币

辖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贝币、金属币、纸币３种。
贝　币
１９７４至１９８６年，庄浪县、平凉市先后出土大量仰韶及西周贝币 （参 《文物》）。

金属币

制　钱　秦 “半两”铜币，方孔圆钱，流通最早。

汉代有 “半两”、“五铢”、“货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布泉”、“契刀五

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黄千”等。

东晋十六国时有 “汉兴”等。

南北朝有 “永安五铢”、“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

隋唐有 “五铢”、“乾元重宝”、“开元通宝”（２０余种）等。
五代十国有 “汉文通宝”、“周元通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

“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篆隶二体）等。

北宋以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通宝”、“政和通宝”为最多；“康定通

宝”（铁钱）、“重和通宝”为珍。南宋钱有 “建炎通宝”、“绍光元宝”、“乾道元宝”、

“淳熙元宝”、“崇宁元宝”、“宣和通宝”等。

辽有 “清宁通宝”、“大安通宝”、“寿昌元宝”、“乾通元宝”、“天庆元宝”、“千秋

万岁”等。

西夏有 “天盛元宝”、“建皇元宝”、“光定元宝”等。

金有 “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等 （铜、铁２种）。
元有 “至通大宝”、“大元通宝”（八思巴文）“至正通宝”（小平）及 “贤圣菩萨”

供养钱等。

明有 “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泓治通宝”、“万历

通宝”、“崇祯通宝”等１０余种，均为小平钱。另有南明 “弘光通宝”、 “隆武通宝”、

“永历通宝”及大顺 “永昌通宝”、“大顺通宝”亦有少量发现。

清顺治至宣统钱币均有流通。吴三桂的 “利用通宝”、 “绍武通宝”，太平天国时

“太平天国”，日本的 “宽永通宝”，越南的 “天福镇宝”等也有少量发现。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灵台县蒲家川出土的一批外国铭文铅饼共２７４块，铭文与汉长城遗址
出土的铅饼铭文基本相同，是传写失真的希腊文。此铅饼是作为货币流入还是以金属材

料流入，有待进一步考证。

银　两　平凉地区流通的有：元宝 （又称马蹄银）、中锭 （俗称羊蹄银）、小锞银

（又称小锭）、碎银 （珠粒）４种，华亭、灵台、泾川等县曾出土 “丰仓银、四川中锭”、

“牛眼窝”、“鸡腰子”等。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国民政府 “废两改元”，以７钱１分５厘
合钱币１元兑换率收兑。

０６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平凉流通的纸币

　银　元　清乾隆、嘉庆以后，平凉市面开始流通外国银币，其中墨西哥鹰洋最多，
日本 “站洋”次之。光绪年间始流通我国自制银币，主要有龙洋、袁 （世凯像）洋、孙

（中山像）洋等。辅币有 “双毫”和银角币。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国民政府宣布停止银
元流通，但因其有存放价值，禁而未止。３８年 （１９４９），金圆券贬值，银元又流通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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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行情一日数涨。

新中国成立后，银元由人民银行按照国家牌价收兑，至此，银元不再市面流通，但

民间仍有少量收存。

平凉流通的银元、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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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元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流入当十文的 “光绪元宝”，俗称 “铜子”。以后四川、

湖北铸当五十文、一百文流入，俗称 “大板”。９年 （１９２０），地方军阀孔繁锦在天水铸
五十文铜板，因铸造粗劣，人称 “沙板”。１５年 （１９２６），国民军驱逐孔繁锦， “沙板”
停用。１１年 （１９２２）， “陇东官银号”铸 “双旗二十文纪念币”劣质砂板铜元，强行流

通。１５年 （１９２６），张兆钾败逃后，停止流通。１６年后，甘肃兰州铸造的当五十文、当
一百文铜板流入。

合金币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２月，中央银行发行５分、１０分、２０分镍币，与新发行
的半分、１分铜币同时流通。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铝镁合金的流通金属辅币，面值１分、

２分、５分３种。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发行面值１角、２角、５角铜锌合金辅币及面值１元
的镍铜合金主币。１９９２年６月１日，又发行面值１角、５角的金属辅币和面值１元的金属
主币。自１９８０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两类金属纪念币。一类以收藏、馈赠为目
的，不参与市场流通，采用金、银、铂等贵重金属材料，其标明的面值同实际价格不完

全相符，如熊猫金、银币，生肖金、银币、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金、银纪念币等。另一类

是可以直接参与市场流通的纪念币，如镍铜合金、铜锌合金、铜芯镀镍等币材，其标明

价值同实际价值相等。这类流通纪念币，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３５周年纪念币开始，到１９９９年底共发行３９套、５１枚，总面值为１３３元３角，平凉地区
均有流通。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各县钱币兑换价格表

项 目

县 别　

国币一元 国币一元 国币一元 国币一元

换当十铜元 换当二十铜元 换当五十铜元 换当一百铜元
平　均

平凉 四、四○○文 四、五○○文 　文 七、六○○文 五、五○○文

泾川 七、七○○ 七、七○○ 七、七○○

灵台 八、四○○ 八、四○○ 八、四○○

崇信 八、○○○ 八、○○○ 八、○○○

华亭 七、○○○ 七、○○○ 七、○○○

庄浪 七、五○○ 七、五○○ 七、五○○

静宁 五、○○○ 五、○○○ 七、○○○ 七、○○○ 六、○○○

纸　币
交子　交钞　北宋天圣四年 （１０２６），官府用川茶交换西蕃的马匹，从此，四川的交

子就流通到渭州 （今平凉）。庆历六年 （１０４６）、七年，陕西解盐使兼管司子公事范宗杰
为筹军费和与 “西蕃市马”进行 “茶马丝绸”交易，发行的 “陕西交子”、“解盐交钞”

均流通于渭州。庆历七年，尚书省渭州交子库发行的 “上京交钞”（又称渭州交钞），可

转让、买卖或兑换铜钱，流通至金贞四年 （１２１６）。嘉五年 （１０６０），渭州流通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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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寨市马钞”。绍圣四年 （１０９７），平凉军节度使章螶因筹攻西夏战费，推进交子３年。
宝钞　宝券　金泰和五年 （１２０５）至贞三年 （１２１５）７月，平凉流通中都、南京、

平凉府 “三合同”壹拾贯宝券。贞四年 （１２１６），流通京兆府 （西安）、平凉府 “两合

同”伍贯 “贞宝券”。元、明、清时期均流通本制 “宝钞”。

钱票　银票　清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发行 “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

位，分一、三、五、十、五十两５种。九月十八日又发行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分
五百、一千、二千、五千、十千、五十千、百千文８种。清政府规定：银票即是实银，
钱钞即是制钱。但实际上是不兑现的，平凉采用搭收搭付强令流通。至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币值跌到原价十分之一。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十一月，朝廷下令各地定价收购销
毁。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军驻平凉，制钱票三百缗，因币信已失，按每千文制钱票兑换

六文制钱停止流通。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起，先后流通甘肃省银钱局发行的 “兰平银

票”一两、二两、五两 ３种。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由甘肃省官银号收回。民国 ２７年
（１９３８），甘肃官钱局发行十枚铜元票在平凉流通，３０年 （１９４１）陆续收回。

法　币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１月４日，禁止银元流通，实行法币流通制。从此，中
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驻平凉办事机构大量投放 “四大银行”印制的纸币。由于纸

币印制发行混乱，货币贬值，财政部于３１年 （１９４２），规定法币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
并以１∶２０的比价发行 “关金券”，同法币并行流通。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再次进行币制
改革，停止使用。

金圆券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８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３００万法币兑换金圆券
１元。禁止金银及外币流通、买卖或持有，限期强制收兑。规定黄金每两兑换金圆券２００
元，白银每两兑换金圆券３元，银元每枚兑换金圆券２元，美钞每元兑换金圆券４元。在
此期间，中国农民银行平凉办事处收兑销毁法币４１５６８９４亿元。３８年 （１９４９）６月２４
日，中央银行宣布金圆券５亿元兑换银元一枚，因甘肃省银行平凉分行无银元可兑换，
从而使老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变成了废纸。为了便于流通，商号、银行自制 “钱帖”（印有

金额、商号名称、兑换地点、日期），分本票、角票，在小范围内流通，弥补银元和辅币

不足。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底停止使用。
人民币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面额从１元至５万

元，共有６２个票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途经平凉时带入的各解放区发行的苏维埃货币
（边币、西农币、晋察冀边币、陕甘宁贸易公司流通券等），按人民币１元兑换冀南币、
北海币１００元，晋察冀边币１０００元，西北农民币和陕甘宁贸易公司流通券２０００元，边币
４００００元的比率收回。至１９５２年底共兑换人民币８３６５万元；收兑金、银、银元人民币
达４３亿元。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起，在全区范围内陆续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面额为１元、２
元、３元、５元、１０元、１分、２分、５分、１角、２角、５角１１种。发行的同时进行币值
改革，按１∶１万元的统一比率兑换。截止月底，兑换出第二套人民币３９５５２８５元。１９５５
年４月１日停止第一套人民币在市场流通。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５日，陆续发行第三套人民币。
面额为１元、２元、５元、１０元、１角、２角、５角７种，与第二套人民币混合流通，比值
相同。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５日开始，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票面为１角、２角、５角、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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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元、５元、１０元、５０元、１００元９种。这套人民币有防假性强和流通时间长的特点。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起，平凉地区发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纪念钞５０元券

和第五套人民币１００元券。
二、货币的投放回笼

新中国成立初，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为维护正常的货币流通，平凉各银行于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开始编制货币收支计划，推行转账结算，节约现金使用。至１２月份，现金转账比
例为１∶２８８。
１９５８年，全区由现金回笼首次转为现金投放，当年净投放９４６万元。困难时期，出

现了商品供应不足、集市价格猛涨的通货膨胀现象，各行加大了资金投放量。１９６１年因
退赔兑现，发放精简职工安家费等，当年净投放５８５万元。１９６２年，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采取审批解冻部分单位存款；检查调整单位库存限额；加强柜面监督，审批大额提现，

拒付不符合规定的提现；编制现金收支计划，纠正坐支或套取现金的弊端。是年，全区

现金投放减少到６８万元，比１９６１年少投放５１８万元。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共回笼货币
４０３万元。

１９７７年，地、县两级银行集中力量检查核定库存限额，并将现金管理范围扩大到农
村社队和集体企业。是年现金回笼８０５万元。
１９８８年末，人行地区分行对泾川、庄浪、静宁县２３个单位因超限额库存现金和坐支

现金等问题，处以罚款８３４元。是年全区净投放货币１６６１万元，占投放计划的８３％。
从１９８５年起，全区由多年货币回笼转为货币投放。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９年，全区连续１０年

呈现现金收付量逐年加大、现金投放逐年增加趋势。现金收付量从２１９６亿元，增加到
２０９４５亿元；现金投放从 ３６４万元，增长到 ７３９亿元。１９９９年投放量最大，净投放
６５００１３万元。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货币净投放逐年减少。

全区国家银行部分年份现金投放回笼差额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 净投放 净回笼

１９５７ ６１９２９ ５８４６４ ３４６５

１９６５ ６２３１５ ６１２９７ １０１８

１９７０ ８７３８３ ８１６８７ ５６９６

１９７５ １２６３８１ １２４４７５ １９０６

１９７８ １４２９００ １３３９４９ ８９５１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５１３ １９９３２８ １１８５

１９８１ ２３０１３５ ２２７６１６ ２５１９

１９８２ ２６４９７３ ２５０３５６ １４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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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 净投放 净回笼

１９８３ ２９９８０６ ２８５６７０ １４１３６

１９８４ ３５４８９４ ３５４７５５ １３９

１９８５ ４４１９７４ ４４６３５３ ４３７９

１９８６ ５２４０９４ ５３４４６２ １０３６８

１９８７ ６５２２３０ ６５１３７０ ８６０

１９８８ ８４５２６０ ８６１８７０ １６６１０

１９８９ ９７７４８３ ９３０７０ ３８４１３

１９９０ １０９６２８７ １０９９９７７ ３６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２７５９０３ １３４６６７８ ７０７７５

１９９２ １６１８２２３ １７５０７５８ １３２５３５

１９９３ ２０２８８６７ ２２３８８６２ ２０９９９５

１９９４ ２８３８６０３ ３１４０９２１ ３０２３１８

１９９５ ３９２８２２５ ４２４０８７１ ３１２６４６

１９９６ ３２０９２５

１９９７ ５８０８２３６ ６１９９８８２ ３９１５４６

１９９８ ６５８９１０４ ７２１５１４４ ６２６０４０

１９９９ ７７４３８８２ ８３９３８９５ ６５００１３

２０００ ９３４８３１５ ９８０４２４５ ４５５９３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９７５４９５ １１２５５７２９ ２８０２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９４７００９ １４２３４８９ １３６９７８

三、钱币制造

货泉钱范　１９６４年，崇信县黄寨乡出土新莽时期 “货泉”铜质母范一件。此范是王

莽第四次改革货币时安定郡铸钱的遗物。宋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陕西都转运使张奎采仪州
三角城 （今华亭麻庵乡）黄铜矿，置博济监于屯城 （今崇信铜城），熔铸铜钱。治平中

岁，铸钱２０万缗。
宋代博济监　华亭县麻庵乡铜场沟冶炼遗址是宋代陕西都转运使张奎设博济监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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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庆历至嘉，约１５年时间。小铜场沟、铜场沟和旧城３个炼铜遗址，在明代都有
过较长时间的冶铸，且规模、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

金代钞版　现存的金代平凉府钞版共３块：一是贞宝钞，伍贯。二是内容基本一
致，只是 “伍贯”二字另书于版上端。三是壹拾贯合同钞版。是当时 “南京”（今开封）

雕铸，分发到西安和平凉印制。这三块钞版中的前两块，有 “京兆府合同” （今西安）、

“平凉府合同”连铸于版上，故称合同宝钞。宝钞与铜钱等值行使，如果想以宝钞交换铜

钱，或以铜钱兑换宝钞，都必须到平凉府和京兆府去兑换，在金代所辖地区均可流通。

金代在平凉印制钞票与边疆的军费开支浩大有关。金代的交钞实行分路管辖制度，往往

几路联合，在钞面上加盖印章 （称为合同），一路发行的交钞，可以在参加合同的几路通

兑，具有地方特色。

民国制币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除在平凉设立 “陇东官银号”范

铸铜元 “双旗二十文纪念币”发行外，１３年 （１９２４），印制发行五十文、一百文、二百
文、一千文、二千文５种面额的陇东地方流通券。

第三节　民间借贷

高利贷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调查：区内农村借贷利率一般最高每放１元，月息３
分，低者２分。放债期限长短不一，有年息、月息，少数还有按集 （乡镇集市）收息还

本的。遇有灾荒年，利息更高。银元债月息有高达２０分的。农民借债，必须向债主立契
约，由中人作保，或以田地房产做抵押。到期还不上款的，将息转成本，本利合计另立

新约，利上加利，利上又生息。静宁南关地主张子言，人称张老五，月息为１０分，即每
放１元，１０个月归还本利２元。他的债户遍及城川、高界及会宁县的青江驿、老君坡和
西吉县的兴隆一带。静宁仁大的陈玉山、陈象天两家，放出白洋２万多元，铜钱４万多
串。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农民高三有为周进先家作保，借陈玉山的麻钱１２串。至１１年
（１９２２），因周家无力清债，陈家就强迫保人高三有为他拉长工１７年，尚未抵清借债。高
三有被逼债外逃，生死不明。农民陈存续借陈象天白洋３元，３年本利清算１２０元，被逼
陈存续服毒身亡后，陈象天仍在陈存续之父手中讨清了借款。

贴息放款　立约时只写本金和期限，百元借款，提前扣除利息２０元，实放８０元，还
款时按百元金额还款。

借　粮　借一斗麦还一斗五，春借一斗秋 （杂粮），夏还一斗麦 （细粮）。不归还，

另立契约，利上加利。农民从地富家贷粮多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期，归还一般在秋后。静

宁县治平乡地主晋随天，放账小斗出，大斗入，“出来八合，进去加一”，即出放时８升
顶１斗，归还时１斗１升顶１斗 （１斗一般为７５公斤）。磨坊河湾、刘家河湾、马家焦
沟、韩家山４个庄的穷人都欠他的账。

放　布　在静宁县威戎、甘沟、治平乡一带放土布的很多。一般是放一匹布 （长３８
市尺，宽８寸至１尺）月利４尺，１０个月后利上加利。治平地主李宝山放出的土布很多。
有时放出１匹布，１０年后归还时本利成为１０００多匹。许多债户为此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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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会　这种信用活动在静宁、灵台、庄浪县沿袭已久。它仅存于亲朋好友之间，
某人有困难时，就出面做东，请众亲友几人或十几人各出同等数额 （由请会人提出）的

钱物 （粮食、布帛等）资助会东。会期多为１年，但也有半年或１个月的。会东按期过
会，定额还清。得会次序多为互相协商，急需者先得。每过会，会东按原议定数归还一

股或两股，不得会者，同样拿出一股交本期得会者。如此轮流互不付息。得会次序如协

商不通，则以 “耍稍子”（或叫 “耍卖头”，相似投标）长短决定其得会者。“稍子”越

长，则得会，但实得钱少，形成各随会者之间的贴息借款。只有最后一个得会者可得全

会，不贴息而获其利。稍子长短，由得会者自己投标而定，一般为５分左右，但竞争激
烈时，也有高达２０分的。１９４９年８月，请会消失。

赊销货物　发生在私商和贫民之间。私商有棉布、药品、农具、棺板等赊给市民、
农民，以收钱或粮及其他物品抵还。赊货价值一斗粮，除交还一斗粮外，还加收利息若

干，如遇灾害歉收，无力归还，下年要加利１倍。有的农民累债过多，用耕地、房屋折
抵，以至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打击和取缔了高利贷活动，倡导民间互通有无、保本付息的微利自

由借贷。一般年息１分左右，借的多为粮食，也有钱或其他实物，解决了少数困难户的
问题，也弥补了国家农贷的不足。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赊销商品

的经营方式。

１９６０年经济困难时期，高利贷活动又有抬头。现金借贷月利率１５％至２０％；实物借
贷以粮食为主，春借一斗，秋还一斗五升。一些贫困户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出卖口粮、房

屋的事屡有发生。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中国农业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从农贷中拨出支持贫
下中农专款６０万元，无息贷给信用社，再由信用社贷给农民。１９６３年全区信用社共发放
贷款１２６万元，遏制打击了高利贷活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借贷悄然兴起，渐趋活跃。据中国人民银

行灵台县支行１９９８年调查，民间借贷活动已从农村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借贷人吸收游
资月息在８‰—１０‰的居多，有的参照同期银行同档次存款利率计算，一般在月息５％—
１０％之间，少数月息高达１５％—２５％。如灵台县蒲窝乡关庄村一姓任的农民在村支书作
保下借贷２００元，以６％月息约期１０个月，到１９９９年底应归还本息３２０元。据调查，灵
台县民间借贷面以农户为单位测算，约有１７２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３７％；民间借贷余额
６８１０万元，占同期银行贷款余额２３４８６万元的２９％。如独店乡薛某村１９８８年只有２户民
间借贷人，吸存资金１７笔，金额４４万元；放贷３９笔，金额６３万元；到１９９７年底，
民间借贷９人，吸存额在１１万元以上，放贷额２８５万元。

第四节　存　款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中国农民银行平凉办事处发行钞券３０万元，吸收定期存款千余
元，活期存款 ６７万余元。至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２月 ２２日，有甲种活期存款 ３５８０８万
元 （法币，下同），乙种活期存款４９７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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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 （１９４１），中国交通银行平凉办事处吸收定期存款２００元，甲种活期存款１５５９
万元，乙种活期存款９８１万元。３３年 （１９４４），甲种活期存款１５９１万元，乙种活期存款
３４万元。是年，私营钱庄、银行筹集资金７８５万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正在筹建中的平凉
县银行以公股资本２５０万元、私股资本１９５万元，存入商号生息，８个月获利２１１５万
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因法币贬值，市场以银元计价，存款处于萧条状态。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中国人民银行 （简称 “人行”下同）平凉办事处开办了 “单一折

实储蓄”、“保本保值”等保护群众利益的储种，设立储蓄亭，组织储蓄服务小组、服务

站，专门办理储蓄业务。“一五”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７）期间，地、县人行设立储蓄科 （股），

成立储蓄所，组织储蓄流动服务组，增加储蓄种类，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区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１１
万元，较１９５２年翻了３番。“二五”（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期间，全区城乡存款出现了滑坡趋
势。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存款开始稳步增长。１９６６年 “文革”，到１９７７年底，各项存款余
额仅为６６１７万元。１９７８至１９７９年底，存款余额８５２８万元。
１９８７年４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开办了储蓄业务。１９９２年３月，中国银行平凉支行

开办储蓄业务。恢复有奖储蓄，推出 “大额可转让存单”、“通知存款”等储种。１９８０至
１９９９年，全区各家银行人民币存款累计增长了３８２５亿元。截止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有商
业银行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４４２６７９万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５１９倍，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３１１５４２万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１５８４倍。

一、储蓄存款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度甘肃省各县市局合作社公积金及储蓄金：平凉４０２万元，静
宁２万元，华亭１６５万元，庄浪２９４万元，泾川４２万元，灵台５３２万元。
１９４９年底，全区储蓄存款余额０６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１７６％。到２００１

年，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储蓄存款余额３２１１２５８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５６７３％。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日，平凉地区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当年吸存余额１３３万元。１９８７

年，各县市邮电局先后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至 ２００１年底，全区邮政储蓄余额达到
３９６４０万元，占全区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的９６２％。

定期储蓄　１９４９年先后开办的定期储蓄品种有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
本取息等。１９８８年９月开始，国家对城乡居民个人３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贴
补，以保证储户存款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造成损失。保值贴补率由人民银行总行在执行季

度前１５天公布，第一次公布的１９８８年４季度年贴补率为３８６％，以后改为每月规定并
公布一个贴补率。从１９９０年６月起，由于市场物价稳定，停办此项业务。

活期储蓄　１９４９年初期办理活期支票储蓄，后来一律改用存折。１元起存，多存
不限。

定活两便储蓄　１９５０年开办，以后一度停办。１９８６年恢复，实行固定面额。１９８８年
４月１日后不再规定面额。

折实储蓄　１９４９年，把人民币折成 “实物单位”，存、取均按 “折实单位”当时牌

价计算，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受群众欢迎。１９５０年底停办，到１９５１年底全区尚有折
实存款１６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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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１９９０年开办，固定面额，固定期限，不记名，可转让；面额
为５００元和１０００元两种。１９９５年又增加２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的面额。存期分为３个月、６个
月、９个月、１２个月４种。１９９３年起同时发行记名式、不定额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按
同档次整存整取储蓄利率上浮５％。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起利率不再上浮，后停办。

通知储蓄　１９９６年６月，中行、建行、工行、农行先后开办。存期分为７天、１５天
及１至１２月１４个档次。一次或分次支取并按支取金额实际存期挂牌利率计息，利随本
清，不计复息。１９９９年１月，规定最低起存金额：个人为５万元，单位为５０万元；最低
支取金额：个人为５万元，单位为１０万元；存期分为１天、７天两个档次。同年存款余
额７３３万元。

住宅储蓄　１９８８年开办。１９９９年存款余额２０６万元。２０００年底停办。
教育储蓄　免征利息所得税，属于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的一种。最低起存金额为

５０元，每月按固定金额存入１次，存期分３年、６年两种，每账户本金合计最高限额为２
万元，到期一次支取本息。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地区工行、中行、建行、农行先后开办。
２００２年末存款余额３８２８４万元。

其他储蓄　１９７８年以来，先后开办的其他储蓄业务有：工行的定期定额有奖储蓄、
实物有奖储蓄；农行的农村有奖储蓄、建房储蓄、耐用消费品储蓄、累进利率储蓄、女

子爱国支农储蓄；中行的有奖有息定期储蓄及建行的希望工程爱心储蓄等。

二、单位存款

１９４９年，主要吸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中小企业的闲置资金，实行账户管理。
至年底，存款余额２８万元。１９５５年，农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及其辖属县支行，主要吸
收农村单位存款以及城镇农、林、牧等对口单位的存款。１９８４年，工行平凉地区中心支
行及其辖属县支行，接管了原由人行办理的单位存款。建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及其辖属

机构，吸收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领域的闲散资金。中行平凉支行，接收原由工行办理的

外经、外贸企业的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后，打破了各家银行间

的业务分工界线，单位存款成为各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竞争的焦点之一。

财政性存款　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不计利息。１９５２年，全区财政性存款余额１４３
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４９８％。１９８５年起财政性存款由人行委托各专业银行代
理，资金全部缴存人行。１９９８年３月，将原各专业银行代理人行的机关、团体存款作为商业
银行吸收的一般存款，按规定缴存存款准备金。２００２年末全区国有商业银行财政性存款余
额１９８０９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４５％。

企业存款　１９５２年底，全区企业存款余额 ３８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
１３３％。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存款余额１０３５７２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
额的２４１８％。

农村存款　１９５７年底，全区农村存款余额 ２９２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
２６３％。１９８９年，全区农村存款余额４０２３万元，占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的８１％。后将
农村存款并入企业存款。

信用卡存款　１９９２年３月，中行平凉支行率先开办长城信用卡存款。１９９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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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建行系统开办龙卡业务。１９９５年５月，区内工行系统开办牡丹信用卡业务。１９９８年
９月，区内农行系统开办金穗卡业务。信用卡集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于
一体，受到客户的信赖。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效信用卡存款６５５５万元。

外币存款　１９９２年３月，中行平凉支行开始办理外币存款业务。外币存款的期限分
为定期、活期、定活两便３种。１９９２年底，办理外币存款的机构有２个，共吸收各种存
款折合美元１７万元 （其中美元１３万元）。１９９９年底，办理存款的机构发展到１０个，共
吸收各种外币存款折合美元１４０万元，其中美元存款余额１３０万元、日元２４３万元、港币
３７万元、英镑１万元、德国马克３万元。２００１年底，办理外币存款１０种，各种外币折合
２４２５２美元。新吸收欧元存款４５５４６元，澳大利亚元２０００元。

１９９２年５月，工行平凉市支行开展代办甘肃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外币储蓄及其他外汇
业务。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家银行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６２４９８４万元。其中：企业存款１０７８４７
万元 （活期８３９６９万元，定期２３８７８万元）；财政性存款３８５７万元；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１８７６５万元；储蓄存款３５８７１１万元 （活期１０６５５１万元，定期２５２１６０万元）；农业存款
２９４０万元；其他存款５８６０万元；代理开发银行贷款基金１２７００４万元。

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７６６０７４万元。

全区银行部分年份存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存款余额 年　　份 存款余额

１９７８ ６５９８１

１９８０ ７９００６

１９８５ ２５１６２６

１９８６ ３３４５３８

１９８７ ３７７６５４

１９８８ ３７０７４８

１９８９ ４４６０３５

１９９０ ５７５１４８

１９９１ ７３１８９８

１９９２ ９１８４５１

１９９３ １３１０８５１

１９９４ １７２８９６９

１９９５ １８０８７４９

１９９６ ２３０４２３７

１９９７ ２８４８８０９

１９９８ ３４５７９０１

１９９９ ５０９４２８１

２０００ ４９６４７５９

２００１ ５６６０５３３

２００２ ６２４９８４０

第五节　贷　款

１９４９年，全区地县两级银行各项人民币贷款总额３０００元。１９７９年底，全区银行各项
人民币贷款余额１６４２７万元。至１９９９年底，贷款余额达５５３３８２万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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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外汇贷款余额５７０万美元。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为７５５１０３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底，外汇贷款本息６９７万美元，全部剥离交中国东方资产公司管理。

农业贷款　１９５０年秋，人行平凉办事处发放货币折实贷款小麦２６９０石 （每石１５０
斤），发放小型水利贷款小米３万斤、小麦５６４石。在生产救灾中，平凉专署垫粮直接发
放实物贷款小麦５１２１石，后转为农贷。至１９５２年末，全区农业贷款余额１０７５６６８８元
（第一套人民币）。

农行职工为群众发放惠农卡

１９７８年后，先后办理春耕生
产、耕畜、农具、贫农合作基金、

生产设备、生产费用、社员口粮、

社队办企业、预购定金、公社农

机站、机车配套周转金、农业机

械等专项贷款 ４５３９３万元。至
１９８９年底，仍有１９７８年前发放的
农业贷款１１２８万元未收回。
１９７９年８月至１９９９年底，全

区国有商业银行各项农业贷款余

额２１９０９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
的３９６％。

１９８６年５月开始，发放扶贫贴息贷款，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业，购置生产资料，解
决温饱。１９８９年，地区建行开始发放扶贫专项贷款。至１９９８年，累计为庄浪、静宁两个
贫困县发放信贷扶贫专项贷款１２０５万元。１９９９年底农行系统扶贫贷款余额１１４５２万元。
１９５８年，开始发放社队企业贷款，至１９８４年贷款余额８２１４万元。１９８５年３月后，

当年新增乡镇企业贷款９７０万元。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先后推出了 “两西”贴息贷款、“星火

计划”项目贷款。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农业贷款余额为１２９９８９万元。
国营工业企业贷款　１９５２年，发放工业企业贷款６２万元。１９７９年底，全区工业贷

款余额３０２９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１８４４％。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工业贷
款余额达到９５１７１４万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３１４倍，占各项贷款总额的１７２０％。２００２年
末，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工业贷款余额１１３８０６万元。

国营商业企业贷款　１９５７年底，全区商业贷款余额２６２５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
８８１８％。全区银行系统增加商业贷款１６９１万元，促进商品供应。 “三五” （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０）期间，取缔小商小贩，国营商业贷款总额增加１６５７万元。“四五”（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
期间，全区银行系统协助国营商业企业清理赊销、预付、积压库存，５年间商业贷款总额
增加２８８５万元。“五五”（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０）期间，商业贷款增幅猛减，年递增仅为１２％，
５年间，增加商业贷款仅５１２万元。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９年底，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国营商业贷款余额２６９４３万元，是１９７９年底
８２３８万元的３３倍，年增长率１７％。进入９０年代后，国营商业贷款增幅减缓。到２００１
年底，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国营商业贷款余额３１２６４０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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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６年，地区工行、农行系统先后３次分别向各县 （市）百货公司和供销合

作社发放赊销棉布、絮棉无息贷款２２０２６万元 （工商银行１３８５６万元，农业银行发放
８１７万元）。

１９９２年３月，工行平凉市支行将外贸商业企业贷款１４０２万元划转中行经营管理。
１９９４年，外贸体制改革，中行平凉支行采取择优扶持，盘活外贸贷款，促进外贸企业挖
潜改造。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外贸商业企业贷款余额２１３０万元。

集体工商业贷款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行在支持国营经济的同时，有选择地支持集
体工商业发展生产，帮助走公私合营的道路。１９５６年底，加强对合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１９５８年，集体工商贷款余额快速上升。１９６２年，压缩了对集体工商业的贷款数量。

个体工商业贷款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行对私营工商业给予适当支持。１９５６年上半
年，平凉地、县两级银行向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发放贷款２６９４５万元，收回１８３８８万
元。至年底，贷款余额１４７４万元，较１９５５年底的３９万元增长了３７８倍。私营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银行对个体工商户采取不予贷款的政策。

１９８０年，恢复个体工商业贷款。２００２年底，全区个体工商贷款余额为１１０５０万元。
固定资产贷款　１９７５年，由地区建行系统开始发放固定资产货款。１９７９年以后，工

行、农行、中行也相继开办了固定资产贷款业务，贷款种类逐年增加。２００２年底，全区
各国有商业银行共发放此类贷款１７３７１９万元。

国家基本建设基金贷款　１９８５年改基建拨款为贷款。是年，建行共办理国家预算内
基本建设投资 “拨改贷”６９户，贷款总额２０９３万元 （中央级５户４６万元）。１９８８至
１９９８年底，共办理建设基金贷款７户，贷款余额５８６３万元。１９９９年底，贷款余额１０５
万元。

国家银行基本建设贷款　从１９８５年起，建行地区各县 （市）支行利用信贷资金发放

基本建设贷款，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家银行基本建设贷款余额达到１２６１８２万元，占各项
贷款总额的１７１％

技术改造贷款　１９７５年，地区建行系统开始发放技术改造贷款。１９７９年以后，工
行、农行也先后开办此项贷款。１９８４年４月，建行系统将８种专项贷款归并统称 “更新

改造措施贷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又更名为 “技术改造贷款”。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各国有商
业银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６２２万元。

房地产开发贷款　１９９２年以来，为配合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加强住房建设，地区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系统先后成立房地产信贷部，办理房地产开发贷款。至

２００１年底，全区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６９１１万元。
同时开办个人住房贷款。２００２年底，全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１４７１１万元。
委托贷款　１９８２年起，地区建行系统受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委托，先后办理农村集

镇电影院建设委托贷款、地方财政委托贷款、人民银行委托贷款、基金会委托贷款等基

本建设贷款项目。至１９９９年底，中央部委委托贷款余额２４５万元，地方其他委托贷款余
额２２５万元。

代理开发银行贷款　１９９４年５月起，建行平凉地区中心支行开始办理开发银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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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贷款业务。代理发放贷款５户、１６笔共１０５３０万元。１９９９年底，代理开发银行贷款
５户，余额１２３２０３万元。２００２年底，余额为１２７００４万元。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建行地区中心支行依据收到的贷款基金，发放国家开发银行技术改造
贷款５２０万元，贷款期限５年。

建筑施工企业贷款　１９８４年全区建行系统累计发放建筑施工企业贷款６５８万元，累
计收回２５４万元，年末余额４０４万元。从１９８５年１月起，扩大贷款对象，并区别不同情
况延长贷款期。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有商业银行建筑施工企业贷款余额３０８９万元。

政策性粮油贷款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底，县及以下粮油贷款为农行代理人行业务，此后
划归农行自营，划归时贷款余额为１８７万元。１９９５年底，贷款余额２４８１４４万元。１９９６
年底，粮油贷款划归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管理。１９９８年５月，农发行地区分行将扶贫贷款
５４０８万元、农业开发性贷款１７５３万元划归农行地区分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地区农发行又
将粮食企业中的附营业务移交农行管理。地区农业银行共接收 １７户贷款，贷款余额
４３８９５万元。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各项粮油政策性贷款余额７９９６１万元。

专项贷款　１９８３年，地区人行开始办理专项贷款业务。至１９９６年８月，办理６２个
项目，累计发放贷款５８３３６万元，累计收回贷款９９５４万元，贷款余额为４８３９２万元。
其中亏损的１１户，占８３０２％；资不抵债的３户，占６２３％。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日，专
项贷款挂账利息１４２２１万元。
１９９７年６月，人行地区分行将专项贷款划归农发行地区分行经营管理。全区划转专

项贷款企业１７户，贷款余额４８２１７万元。１９９８年５月，农发行地区分行又将人行划转
的专项贷款４８１８万元划归农行地区分行经营管理。

年度性贷款　１９８６年３月，开始办理年度性贷款 （即原计划内贷款），年末贷款余额

１１２２万元。１９８７年贷款余额为７９１１９万元。到１９９３年底，贷款余额达２２７０９４万元。
季节性贷款　１９８６年开始，办理季节性贷款，至１９８７年底，贷款余额为７５０万元。

１９９３年底，贷款余额达８７５１１万元。
日拆性贷款　１９８７年６月办理，向工行发放２５万元，向农行发放１４５万元。１９８７年

底贷款余额为２００万元。
再贴现　１９８７年４月办理。当月再贴现余额９８４万元。１９９６年办理再贴现７３笔，

３４２０６万元。１９９９年累计办理再贴现７５２４万元，年末余额为３２４０万元。
农村信用社再贷款　１９９９年４月办理。发放贷款５２００万元，年末再贷款余额２９００

万元。批准运用存款准备金２１００万元。
外汇贷款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５日，中行兰州分行向国营虹光电子管厂发放外汇贷款４００

万美元，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６日、１２月１３日，先后两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２０万美元和２３万
美元。１９９５年２月７日，中行省分行将该项目外汇贷款本金４４３万美元及利息本金３９６
万美元，下划中行平凉支行管理。１９９６年，停产。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唯一的外汇贷款项
目余额达到５７０万美元，欠利息１２７万美元。
２００２年末，全区各项贷款余额为７３７７５９万元。其中：短期贷款２９４６０９万元；中期

流动资金贷款３１８５１万元；中长期贷款１７４３９８万元；票据融资 （金为贴现）２７４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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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开发银行贷款１２７００４万元；总分行直接贷款１０６７００万元；各项垫款４５６万元。

全区银行部分年份贷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贷款余额 年　　份 贷款余额

１９７８ １６１２３４

１９８０ １３２５５７

１９８５ ３４０８６１

１９８６ ４４０８５３

１９８７ ４９３３９７

１９８８ ５６８２３８

１９８９ ６６０７３７

１９９０ ７９２２８８

１９９１ ９６６１８７

１９９２ １１４９６９７

１９９３ １５３０５９８

１９９４ １８１８３５３

１９９５ １８７１１０３

１９９６ ２１９０２３１

１９９７ ２５０９６７５

１９９８ ３２５３０８２

１９９９ ５５３３８１５

２０００ ５５２０１３６

２００１ ６４９４３７９

２００２ ７３７７５９０

第六节　拨　款

农业拨款　１９６４年９月，农行专区中心支行共接办１６０个中央、地方级单位和１１０
个农业事业单位基本建设拨款１７２８万元 （包括上年结余１８６万元），事业费拨款１９２
万元，企业财政拨款１５７万元，企业贷款９万元。另外，还有农村人民公社穷队投资４０
万元，农村救济费９７３万元，城市青年下放生产队安置费６６万元，少数民族地区补助
费１４万元。
１９８０年１月起，全区二次陆续接办农业拨款单位１５８个。国家拨入支农资金１８４２２

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１９％，支出１６８３３万元，结余１５８９万元；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
持费７１５３万元。拨款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投资和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１９８５年１１月，
停办。

基建拨款　１９５９年，由地、市建行办理。１９６０年基本建设预算内拨款２９１７万元，比
１９５９年１２００万元增加１４３％。１９６２年，中央、地方两级基本建设拨款９９万元。１９６３至
１９６５年全区拨付建设资金１２５８万元。１９６６年５月后，处于放任自流状态。１９６８年８月
起，基建拨款业务由各县人行办理。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９年累计拨付基本建设拨款１５０２０万元，
挖潜改造拨款３０４万元。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后，１６年共计拨付基建预算拨款２４７２９万元。
１９９５年９月，地县级基本建设拨（贷）款移交平凉地区行署财政处。同年底，将代理省、

地基本建设拨款业务同时移交同级财政部门办理。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年，省建行共转拨国家基本建设基金拨款４户，７５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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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用合作

一、农村信用合作

股　金　民国２７（１９３８）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崇信县信用社有股金６５２７２万元。２８
年 （１９３９），华亭县信用合作社吸收股金７１２８元 （法币，下同）。３２年 （１９４３），成立华
亭县信用合作总社，当年有股金２１９６０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６月底，股金增加到３０３５３０元。
３１年 （１９４２），泾川县信用联社成立，社员６０２４人，股金为６０２４０元。
３３年 （１９４４），庄浪县信用社有股金４１５５万元，公积金２９６万元，储蓄金２９４

万元。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底，灵台县信用合作社吸收社员１５６７３人，股金总额１１万元。６
月机构撤销，业务归并于县建设科。

抗日战争中期，平凉县政府和农民银行联合举办信用社，以保为单位向入社农户收

股金２元，凭社员证向农民银行低利贷款。
１９５２年，各县信用社初建，多数社股金额为１户１股，每股１元。１９５７年底，泾川、

华亭、庄浪、静宁４县有股金额１９３万元，入股农户２２万多户。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８年，信用
社股金基本没有发展。１９７８年实有股金４５９万元，比１９６８年仅增加８万元。１９８０至
１９８４年，扩股３１５万元，股金总额７６４万元。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５年，入股农户２４万户，股
金总额１８８３万元。
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全区统一确定个体股每股起点为１０元，团体股每股起点为５００

元，职工股每股起点为２０元。１９９９年末，全区股金总额８５８万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６６９７
万元。２００２年底，股金总额达到３４１９万元。

存　款　１９５２年建社初，存款多为１元起存的小额活期储蓄。１９５３年存款４６万元，
至１９５７年达７３９万元，１９６５年上升到４７４６万元。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信用社５年存款仅增加２１７１万元。１９７０年开始有计划的整顿信用

社，到１９７６年存款余额达到１１９９４万元。１９８５年增至３４９７４万元。１９９４年存款余额达
２７１５６８万元。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泾川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存款率先突破亿元大关。１９９９
年全区信用社注重 “规范、改革、发展”，至年底，存款余额为６５６８７万元。２００１年底，
各项存款余额８４２４３万元 （企业存款１７９９万元，储蓄存款７４０９４万元，农业存款５１４２万
元，其他存款３２０８万元）。２００２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１１４９０１０万元。

贷　款 　民国２７（１９３８）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崇信县信用社贷款２８０１９２７万元。
２７年 （１９３８）１月，泾川县水泉寺等村互助社发放贷款２万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３月，

发放贷款８０万元。３１年 （１９４２）全县信用社发放贷款１０３３万元。
３３年 （１９４４），庄浪县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１０万元。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底，灵台县信用社发放各项贷款余额４０１万元。
１９５０年，信用社为发展特定的经济作物和粮食生产，在投向上主要以小额个人贷款

为主。１９５１年７月，平凉县白水区３８个信用互助组储存粮食３１５００斤 （折合１７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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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放款３２００余元。到 １９５３年 １月 ２８日，全区在信用社、组内调剂粮食及货币共
１０５９３７元。１９５４年，发放贷款１１４４３５元。至１９５７年底，贷款余额达６７７万元。１９５８年
后，贷款投向社队。１９６５年，发放贷款３５２２万元，其中集体贷款２６４２万元，社员贷
款８８万元。贷款余额１２６４万元。１９７６年底，贷款余额３５８３万元。
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发放给承包户、专业户、个体经济户贷款１５５５９４万元，发放乡镇

企业贷款３１１１８万元，发放个体经济户和经济联合体贷款４６５７８万元。１９８８年底，贷款
余额４７６７５万元。１９９６年后，资金运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坚持以农为本，为农服
务。１９９７年，静宁县信用联社支持筹建宏达磷肥厂，发放贷款２００万元，当年投产，半
年见效，获得利润２２万元。静宁联社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授予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支农
先进集体。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全区信用社累计发放各类贷款１６６５１５２万元。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农
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８６７０５万元 （短期贷款８５３４２万元，其中农业贷款７１６２０万元；中
长期贷款１３６３万元）。２００２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为１２７２９３０万元。

代理业务　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８年，信用社先后代理银行发放灾区口粮无息贷款、贫下中农
和社员生产生活贷款，代理支付地方农村各项拨款 （民政部门救济款、支援社队财政拨

款）。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部分信用社开始代理单位收款及汇兑业务。１９９０年后，平凉市、
泾川、华亭县部分信用社率先代理代办邮政、代收电费、代发工资等新业务。

１９９６年，农村信用社与农行 “脱钩”后，各县 （市）联社代理乡镇财政业务 （财政

库款、预算外存款），代理邮政汇兑及代收水电费、税款，代征储蓄利息所得税等。

经营效益　１９６４年实现利润３８万元，分红１７万元。１９７９年实现利润２９万元，
分红２６万元。１９８０年后，信用社无论盈亏，对入股社员的股金一律按定期一年存款利
率计提股息。在利润分配中，计提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１９８８年实现利润２７万元，分
红３９万元，上缴税金１６５万元。１９９０年，亏损４０２万元，上缴税金３９６万元，劳动
分红１１６万元。到１９９９年，实现净利润８４万元，上缴税金４２６７万元 （其中营业税

３６１２万元，所得税５１６万元，成本税１３９万元），分红１６８万元。平凉市信用联社辖
属的２２个信用社，自１９９２年以来连续８年实现社社盈余，盈余额为３３７万元，上缴税金
４７７万元。２００２年末实现利润２８６万元。

二、城市信用合作

股　金　１９８６年，平凉市东关城市信用社吸收股金１３万元，每股１０元到１００元不
等。１９８９年底，市区东关、民族、西街、西关４家信用社吸收股金８２３８万元。１９９４年
８月平凉地区城市信用社中心社，有股金１９５万元。１９９９年末，每股金额５０００元，股金
总额３４６７万元，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１５１７万元，增长７７８％。２００２年城市信用社股金总额
为１６１５万元。

存　款　１９８６年各项存款５６万元。１９８９年存款余额２４０万元。１９９９年底，各项存
款达１６７５７万元，２００１年底，达２６３４２万元。其中企业存款９４４７万元，储蓄存款１６８６６
万元，其他存款２９万元。２００２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２１０８８０万元。

贷　款　１９８９年底，各项贷款余额８１９７万元。１９９９年末，各项贷款余额达１１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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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２００１年末各项贷款金额１８９６１万元。其中工业贷款１６０７万元，商业贷款４３６７万
元，私营企业及个体户贷款２５７２万元，其他短期贷款１０４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末，各项贷款
余额为２３３４３０万元。

代理业务　城市信用社先后代理地区行署财政处、地区医院、行署审计处、地区人
行等２０多个企事业单位开展代兑国库券、代收水电费、代发工资、代征储蓄存款利息所
得税等中间业务。

经营效益　１９８９年盈利２３５４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１１２万元。２００２年，实现利润
２９万元。

全区城市农村信用社部分年份存贷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

年　　份
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１９９５ ６９１５５ ４２３３２ ３４６０９１ ２６３０１０

１９９６ ８９７３４ ６６４４７ ４０３３０８ ３１３９８４

１９９７ ９５７２０ ６４６１０ ４８９１６７ ３７５７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２８６２ ８０４２５ ５８３４１０ ４４２２９０

１９９９ １６７５７０ １１０７００ ６５６８７０ ５４３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２８４０ １４７６９０ ７０５８６０ ６３２６３０

２００１ ２６３４２０ １８９６１０ ８４２４３０ ８６７０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１０８８０ ２３３４３０ １４９０１０ １２７２９３０

第八节　国库　债券

一、国　库
代理国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区的国库业务一直由人民银行地、县 （市）同级机

构代理。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０年收、支分别增长２２倍和４３３倍。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０年收、支分
别下降１２９％和１２８％。

经理国库　１９８５年７月，代理国库变为经理国库。１９８７年６月，地、县 （市）人行

分别成立国库科、国库股。金库主任由同级人行行长担任。１９９２年在平凉市、泾川县进
行乡金库试点工作，１９９３年全面推行，各乡镇均设立了乡金库。业务委托农行营业所、
农村信用社代理。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１个中心支库，７个支库，１３２个乡 （镇）国库，配

备专职国库人员１９人，兼职国库人员１３２人。
１９８０年比１９７０年收、支分别增长２４倍和２２倍。１９９８年比１９９０年收、支分别增

长４３倍和１８倍。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国库业务量为２６９１８８笔，１１９０３７万元。其中：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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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１４５９８１笔；退库凭证５４５笔，１６３６万元；更正通知书１７０６笔；财政拨款４２４９１笔，
１１７３２１万元；自制会计凭证５７４３４笔；上划债券１１６３笔，８０万元；其他１９８６５笔，报表
２４７２７张。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国库业务量２０７８０９笔，金额１３５２８１万元。

二、债　券
中国公债　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灵台县发行公债，数字无考。光绪年间，崇信

县发行昭信股票，确为 “中国公债”，后改奖，实为换形捐纳。

内 国 公 债 　 民 国 ４ 年
（１９１５），各县发行北京政府 “内

国公债”４２７８０元，收回 ５３８１４
元。翌年发行 １９９５０元，收回
１３５０元。６年 （１９１７），灵台县发
行７９５元。８年 （１９１９），静宁县
发行７９５元。

甘肃 省 公 债 　 民 国 ８年
（１９１９），泾川、灵台、庄浪、华
亭、静宁、崇信 ６县发行公债银
４９４６５两，收回 ４６３３０两。９年
（１９２０），“静宁县发行９０００份，收
回７７０５份”。

救 国 公 债 　 民 国 ２６ 年
（１９３７），泾川县发行２３万元。

节约建国储蓄券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泾川县发行 ３０万元，３１
年 （１９４２）发行 １１０７万元，３２
年 （１９４３）发行１１５０万元。

战 时 公 债 　 民 国 ３０ 年
（１９４１），泾川县发行８５万元。

甘肃省水利农矿公债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平凉县发行，数额无考。
同盟胜利公债　民国３０（１９４１）至３２年，崇信县发行４０万元，灵台县发行５９６４

万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庄浪县发行３８５万元，泾川县三次发行１１６５万元；派募平凉县
９０００万元，实募３７１２５７万元。以上本息均未兑付。

此外，平凉县于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发行的 “七厘短期公债”、９年 （１９２０）发行的
“金库有息证券”、１５年 （１９２６）发行的 “军事善后流通券”、１６年 （１９２７）发行的 “甘

肃省整理金融有奖公债”、２１年 （１９３２）发行的 “短期金库券”、２７年 （１９３８）、３０年
（１９４１）、３７年 （１９４８）发行的 “甘肃省建设公债”、３０年 （１９４１）发行的 “军需公债”、

３２年 （１９４３）发行的 “整理省债公债”，其数额不详。其中３０年 （１９４１）发行的 “甘肃

建设公债”因各界反对，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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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１９５０年１月发行，共６４８万份。从１９５２年开始兑付，到１９５６
年１１月底本息全部还清。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８年发行。１９５４年期限为８年，其余各年发行的均为
１０年，共发行２４８９万元。到１９６８年全部兑付完毕。

国库券　１９８１年发行，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
累计发行 ３４０６５７万元，其中向单位发行
６１３９４万元，向个人发行３３４５１７６万元。１９８１
至１９８９年采取分配认购的办法，１９９０年起采取
分配任务和柜面直接向顾客销售发行相结合的办

法；１９９１年又增加了财政、银行、财团等集体
承购包销的发行方式。利率从１９８１年的４％到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最高达 １４％不等。１９８６至 ２００１
年平凉地区兑付国库券本息６７６７８５万元，其中
单位兑付８７２１万元，个人兑付５８９５７５万元。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１９８７年３月发行，期
限３年，到期后一次偿还本息。单位、个人购买
的年息分别为６％和１０５％。全区发行２１２２万
元。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９年兑付本息３１７８６万元。

国家建设债券　１９８８年 ４月发行，期限 ２
年，年息９５％，从购买日起计息，满２年时一
次还本付息。１９８８年，全区发行 １９６７万元，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兑付本息１４９４９万元。
财政债券　１９８８年４月国务院决定向专业银行、综合性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

财政债券８０亿元，利率７５％。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５日开始计息，发行３９１０５万元。从１９９３
至１９９９年，共兑付本息４４０８４万元。

保值公债　１９８９年６月起，年利率随３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浮动，加保值补贴率，
外加１个百分点。１９８９年发行９７０１５万元，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９年，兑付保值公债本息２９３６１
万元。

特种国债　１９８９年，国家对单位发行的国库券改为特种国债。利率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为
年息１５％，１９９１年为９％。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地区共发行１２１３５３万元。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９年，
共兑付本息８４４７４万元。

金融债券　１９８７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人行发行，利率９％至１２５％不等，建行６
次发行１６３１７５万元。

重点企业债券　１９８８年起建行发行，年利率 ６％；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认购的年利率
７２％，不计复利。３年累计代理发行１１９０７万元。

国家投资债券　１９９１年９月建行发行１８０万元。年利率１０％。
亚运会债券　１９９０年，农行发行第十一届亚运会债券 （奖）８０余万元。

０８０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甘肃电力债券　１９８７年６月，省电力工业局委托建行在平凉发行２４３万元。债券内
含用电权，不计利息，期限１５年，从发行的第１１年起开始还本，５年还完 （每年归还

２０％，用电权有效期为２０年）。
高息、有奖、奖售重点企业债券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建行发行，计４８２７万元，年利率

１３％。由省财政厅担保贴息中将无息，６等奖以上按奖级售彩电、洗衣机。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铁路投资债券　１９９２年８月，建行发行１００万元。年利率９５％，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不计复利。债券利息收入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

期　票　１９５８年大刮 “共产风”，无偿平调农民群众的一部分生产、生活资料。１９６２
年 “大算账”时，省政府在泾川县发行 “退赔期票”１３４６万元，１９６４年全部兑清。

集资券　１９５８年省人委发行，年息３厘，１０年内分３次偿还。分配平凉市、县任务
２９３６万元，认购４１３８５万元 （包括实物９０５９万元），１９６２年全部偿还。

１９８５年省政府发行，对公年息６１２厘，对私８２８厘，期限５年。平凉市分配任务
６７５万元，完成２１７７４万元。泾川县发行７１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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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　险

第一节　机　构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分公司　１９５１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平凉中心支行设立保险公
司代理处，办理平凉市、县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财产强行保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居民

的财产自愿保险。随着农村牲畜保险业务的开展，１９５１年４月１日，成立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平凉办事处。在平凉县设５个营业所、３个代理处，泾川、静宁、华亭、固原、灵
台、西吉、隆德县设特约代理处。８月，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支公司，年末职工
２５人。１９５２年３月，划归平凉专区财政局管理，有职工１０７人。１９５４年３月，改为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甘肃省公司平凉专区营业所，各县办事处和代理处撤销。１９５６年４月，在
专区营业所的基础上，恢复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专区中心支公司，有职工７２人。
泾川、静宁县设支公司。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９年２月，平凉专区保险业务停办，业务上
交省分公司，保险公司改组下放平凉市支公司，编制１９名，并在专署财政组内设干部２
名，负责办理督导全区保险业务。固定资产移交地县财政局。

平凉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恢复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平凉县支公司，与县人民银行合署办公。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３日，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
凉地区中心支公司。１９９５年辖有县 （市）支

公司７个，办事处和营业所各１个，职工１１５
人；保险服务所４８个，专职代办员１８３人。
１９９６年５月，分设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平凉分公司和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平

凉分公司。财产保险公司有人员７２人，财产
５６６６万元。１９９９年 １月，财产保险公司更
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凉分公司。２００２年
末，辖６个县支公司、２个营业部，共有职工
６８人，营销员１２０人。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平凉分公司　成立初
有人员４３人，辖营业部、下属营业所和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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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支公司，保险服务所４８个，专职代办员１８３人，财产４６４３万元。１９９９年５月，更名
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平凉分公司。２００２年辖６个县支公司、１个营业部、办事处１个，职
工４４人，代办员７３６人。

第二节　业　务

１９５１年４月，中保平凉支公司开始办理财产险、简易火险，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停办。
１９８３年全面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开办４大类１６０种保险业务。到１９９５年底，全区

累计有３５６７户 （次）企业参加财产保险；７６５万辆 （次）机动车投保机动车辆保险及

第三者责任保险；参加家庭财产保险的１４３８２０户 （次），参加各类人身保险的４４万人
（次）。全区保险业务收入累计达到１３亿元，平均每年以４０％的速度持续增长。各种保
险总额１７亿元。
１９９９年，中保财产保险总额２４４亿元。２００１年底，保险总额为４１３４亿元。２００２

年底，保险总额为４４４亿元。
一、财产保险

１９５１年４月开始办理公营企业财产险、私营工商业简易火险。１９５２年全区办理公营
企业强制财产保险１７０笔，保额３７２７４万元，保费１０２万元；自愿火险４２６笔，保额
４６７４万元，保费３２００元；简易火险３６８９笔，保额５０８３万元，保费６００元。１９８２年办
理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到１９９９年，全区先后开办的财产
保险有：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机动车辆附加承运货物责任、

机动车辆附加玻璃破碎、机动车辆附加盗抢、拖拉机及第三者责任、自行车全车失盗、

普通家庭财产、普通家财附加盗窃、家庭财产两全、家庭财产长效还本定额保单、现金

及支票丢失、液化石油气罐、机器设备损坏、管道破裂泄漏、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锅

炉压力容器等６５个险种。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５年累计保险业务收入１２６８５万元。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
全区财产保险业务收入９０５８万元。１９９９年底，车辆保险１０２万台 （次），参加单位财产

保险５７４５户 （次），城乡居民参加家庭财产保险１６７８２０户 （次）。２００２年完成保险收入
３５５３３万元。

二、农业保险

１９５１年７、８月，在平凉县白水区试办农村牲畜保险，费率４％，后在全区推广。至
１９５３年平凉地区承保牛、马、骡、驴１３４８９５头，保费１４３９０９元。１９８６年平凉地区恢复
农业保险业务。到１９９５年先后开办奶牛、种兔、大牲畜、生猪、养鸡、淡水鱼等６个养
殖业保险险种和小麦雹灾、麦场火灾还本、果树、瓜类风冻雹灾、桑园、烤烟、蔬菜塑

料大棚、农作物场院火灾等８个种植业保险险种。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５年农业险保费收入１０５８
万元。

三、人身保险

平凉地区是全省办理人身保险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先
后开办的人身保险业务险种有：简易人身、子女备用金、独生子女及少儿两全、团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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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意外还本、团体人寿还本、老年平安还本、学生团体人身平安、幼儿团体人身平安、

机动车驾驶人员人身意外伤害、机动车乘客座位、建筑工人人身意外伤害、母婴安康、

人身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五保户、农村独生子女及无儿户养老、公园游客、美满婚姻纪

念、农村义务兵养老、集体企业职工养老、村干部养老、福寿安康、养老金综合、养老

金还本、青少年住院医疗、重大疾病、６６鸿运 （Ａ）型保险等１００多个险种。１９８４至
１９９５年，人身保险业务保费累计７１６３７万元。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人身保险业务保费累计
９０２７万元。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９年，参加人身保险的人数６８万人 （次），保险金额２８８１０６６万
元，业务保费累计１６２０１２万元。２００２年末，人身保险金额为２３９７２７万元，业务保费
累计１００００万元，参加保险２０９１５人 （次）。

四、保险代理

１９９０年开始发展保险兼职代办。１９９１年全区有专职代办网点２４个，代办员６１人，
保费收入７８万元，储金１６万元。１９９２年６月甘肃省分公司在平凉、庆阳地区召开全
省网点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了平、庆两地区的保险代理网点建设经验。１９９２年全区有
专职代理网点２９个，专职代办员８７人，保费３６６万元，储金５５万元；兼职代理网点
３９个，兼职代办员３９人，代交代扣员８２８人，保费４１５万元，储金４１万元。１９９６年，
全区寿险系统在平凉市设立营销部，专职营销员６０多人。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寿险代理人员
从乡镇延伸到村社，寿险业务触及到农户；全区寿险系统代理网点数达到４７个，专职代
理人员４３９人，代理保费累计１０４４８万元。

五、理　赔
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５年承担社会各种风险总额１７亿元，累计处理保险赔案７５５１９１起，累计

赔付金额５７９４万元。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累计处理赔案１０３９４起，赔付４２８２７万元。
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５年全区人身保险累计赔付１４２３５５万元。至１９９９年，人身保险赔付累

计５９０３３５万元。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３年，全区牲畜赔款９０６９０元。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５年，农业险累计赔款１７４７

万元。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３日，平凉电厂遭受暴雨袭击，获得保险赔款１０１１万元，是平凉地
区迄今最大的一起保险赔案。

２００２年，已决赔偿财产案２８００件，金额１８３６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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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１０月，庄浪杨尊一、静宁王屏翰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入同盟
会。同年秋至翌年春，静宁李钟泮，平凉郑?、刘耀堂、李翰，华亭幸邦隆等在兰州入

同盟会。中华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８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１１月，成立国民党平凉、华亭县分部，隶属国民党甘肃分部。平凉分部部长郑?、副部
长李翰；华亭县分部部长幸邦隆。崇信县在平凉求学的张腾蛟、王安堂、李全质在平凉

加入国民党后，回崇信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党员。翌年冬，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平

凉、华亭分部被解散，崇信党员李全质、王安堂被共和党分子县知事欧阳震关押县城，

准备杀害。民众１００余人跪求释放，其家属多方上诉，泾源道尹遂派员释放。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７月，杨尊一在广州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加入中华革命党，泾川

田昆山在西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８年 （１９１９），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党员
转入国民党。

１３年 （１９２４），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世军在北京加入国民党，１４年 （１９２５）１月，
回庄浪云萃乡 （今属静宁）探亲，帮助其父李钟泮 （李早勤）在云萃乡张麦儿村成立国

民党庄浪小组。２月，李世军在平凉组建北京市党部直属平凉分部，指派朱静安 （朱生

灿）负责，在教育界发展党员。同年冬，甘肃省临时党部成员田昆山回泾川建党。１５年
（１９２６）３至５月，甘肃省临时党部先后派刘肇汉、安尔辑分别在灵台、静宁县建党，设
灵台县党部筹备员３人，静宁县党部筹备处，安尔辑任主任委员，发展党员４０多名。９
月，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指派军中的政工人员共产党员吴天长、

冀明信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整理党务，筹建国民党平凉县筹备委员会，在教育界和

手工业者中发展党员，朱静安任主任委员。１０月，泾川县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赵
国彦等４人为执行委员。庄浪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在云萃乡小学成立，李钟泮任常务委员。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７月，大革命失败后各县国民党组织停止活动。９月，国民党甘肃省党

部先后派员在平凉、庄浪、泾川等县 “清党”，改组平凉县筹备委员会，由张彬负责。庄

浪县成立执行委员会筹备处，省党部派侯万里任执行委员，李钟泮等５人为委员，杜友
房等３人为监察委员，发展党员７０余人，成立区分部２个。泾川县召开国民党泾川县第
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国彦等５人为执行委员，下设组织、训练、宣传３部。成立国民党
华亭县党部筹备处，发展党员２０多名，１０月成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王化行等５人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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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委员，内设组织、宣传、训练３部，下设区党部３个、区分部９个。１７年 （１９２８）６
月至１８年９月，平凉、静宁、庄浪、华亭、泾川等县先后成立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
办理党员登记，发展党员。灵台县设党务宣传员。１９年 （１９３０）１２月，国民党中央以甘
肃党组织 “附冯 （冯玉祥）叛逆”而宣布各县停止活动。２０年 （１９３１）３月，恢复国民
党甘肃省党务活动。４月，朱贯三来平凉任陇东党务视察员。华亭、静宁、庄浪、泾川、
平凉等５县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内设组训、宣传、监察部或干事，办理登记工作，发
展党员，成立区党部和区分部。崇信、灵台两县党务工作隶属泾川县整理委员会，设立

党务办事处。２２年 （１９３３）冬，成立灵台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刘肇汉任指导委员，隶属
省党务指导委员会。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２月 “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县党务活动停止。

泾川县第一届国民党党代会

２６年 （１９３７）３月，省
党部在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

公署设立甘肃省党部第二区

办事处，陆锡光任指导员，

督导各县党务工作，恢复各

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七七”

卢沟桥事变后，撤销省党部

第二区办事处，各县县党部

正式成立，设书记长 １人，
下设组训、社运、宣传、总

务等股或干事，在各乡镇成

立区党部，机关、学校、联保处设区分部，举办党团骨干训练班，发展党员。３２年
（１９４３）２月至３５年４月，平凉、华亭、庄浪、崇信、灵台、静宁各县陆续召开国民党第
一次、泾川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

员３至７人，候补委员１至３人；监察委员３至５人，候补委员１人。泾川强振英、平凉
成鸿志、华亭米世昌、庄浪张文海、崇信梁登甲、灵台刘肇汉、静宁司炎炯分别任书记

长。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２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国民党组织，至３７年３月，各县机构合
并完毕，三青团干事长 （书记长）任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团干部均转为县党部执行

委员或监察委员，三青团员的登记工作暂停。党团合并前，７县共有国民党员１０７５６名，
有区党部４７个，区分部３５５个。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２４日至８月６日，灵台、泾川、崇
信、华亭、平凉、庄浪、静宁相继解放，各县国民党组织解体。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各县党组织及党员统计表

县　名 区党部 区分部 党　员

平凉县 ５ ４５ １５００

泾川县 １５ １１５ ２５２８

灵台县 １１ ５１ １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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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县　名 区党部 区分部 党　员

崇信县 ４ ３４ １９５６

华亭县 ８ ４１ １１００

静宁县 ２ ３２ １４００

庄浪县 ２ ３７ ９３２

合　计 ４７ ３５５ １０７５６

第二节　主要活动

一、早期活动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国民党平凉县分部成立后，参加议会竞选，占得多数席位。党员
带头剪辫子，动员妇女天足，提倡废止肉刑，取缔地方陋习，并弹劾平凉县知事彭笃年

（彭伙同劣绅王维本贪污烟亩税款）。１４年 （１９２５）１月，孙中山派北师大学生党员李世
军来平凉，宣传 《北上宣言》，２月，李在平凉召开各界人士及教育界师生代表会，演讲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１５年 （１９２６），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成立平凉县总工会、学生联
合会，创办 《新陇民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１２月下旬，冯玉祥在平凉召集
甘肃省省长薛笃弼、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负责人李世军，研究甘肃省党政，在平凉工

人代表会上讲话，题词立碑，宣传革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７月，大革命失败。９月，甘肃省
党部派员来平凉进行 “清党”，国民党及群众团体停止活动。

二、抗日救亡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７月 “卢沟桥事变”后，平凉成立抗敌后援会和工、农、商、妇

等各行各业抗敌后援分会。１１月，中等学校学生深入各县及农村宣传抗日。县党部成立
民运股和宣传委员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宣传工作，提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

口号，动员募捐，救济难民和指导防空等。２７年 （１９３８）各县成立动员委员会，举行国
民月会，动员参军参战，组织战地服务，慰劳伤兵、烈属，树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铲除汉奸，禁种鸦片。各县成立军事训练总队部，设军事教官，对乡保人员、高中以上

学生，普遍训练三个月，然后以乡、镇为单位，训练壮丁，成立国民兵团。

８月，平凉专员兼县长胡公冕和中共陇东特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 （庆阳）

办事处主任袁国平、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等在平凉会晤，洽谈国共合作和红军被俘人员

释放等事宜。同意边区派人参加政府民运工作，允许苏联援助边区军用物资过境。２７年
（１９３８）５月，胡调离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多方限制并逐渐排共。２９年 （１９４０），国民党
推行 “新县制”，成立特教办事处，对民众进行特种教育，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举办合作

事业。

三、推行 “宪政”，组织 “大选”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国民党推行 “宪政”，实行 “大选”，由各县党部组织实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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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县党部对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等进行整顿，对

国民党及三青团员进行甄核登记。成立宣传委员会，办简报进行宣传活动。为争取选票，

党、团各在机关、团体、学校、乡保人员中发展组织，教育系统大部为三青团控制，机

关乡镇多为国民党控制。春天开始 “普选”，组织公民投票，选举乡镇民代表。农民多不

识字，不愿参加选举，就组织不够选举年龄的小学高年级学生代为投票，有的学生一连

划几十张选票，多为教育和三青团的人员当选。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月，实施国民党中央公
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各县展开了一场竞选、贿选 “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活动，平凉

等县党、团矛盾激化，虽然三青团方面投票最多，但当选的还是国民党。

四、训练特务

１“军统”组织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２月，“军统”兰州站向平凉派郑康为为直属通讯员，以平凉县

民政科长的身份为掩护。２６年 （１９３７） “七七”事变后，扩大成立兰州站平凉组，以兰
州电讯总台名义派曲重高任组长，以平凉电台主任报务员的身份进行活动。２９年
（１９４０），在平凉九天庙巷成立军统特务侦察站平凉联络组，组长方永刚，副组长石育礼。
３０年 （１９４１），扩大为特侦站，有特务４９名。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月，“军统”中央负责人
戴笠来平凉视察后，在驻平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成立调查统计室 （简称 “三八”总部

调统室），李梦白任上校主任，先后在平凉、静宁设情报组。７月，以 “三八总部兵要地

志”为名，举办谍报训练班，训练特务７０多名。一月后分到陇东各县，成立通讯小组。
同年８月，“军统”兰州站将平凉组升为甲等组，编制１２人，平凉警备司令部稽查室主
任王克夫任组长，向平凉、泾川、静宁、崇信等县派直属通讯员，时有特务分子８７名，
其中经过专门训练的４３名。同月，“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所西北特联站在平凉建立平
凉特联组，派何云 （又名何畏）任组长，岳遂五任副组长 （研究员），分别以 “三八总

部”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身份为掩护，有特务分子１０名。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特联组和
特征站先后撤销。３４年 （１９４５）， “三八总部”整编为一军调往河南，留下７６名特务，
归 “军统”平凉组指挥。３７年 （１９４８）５月，西北长官公署二处在泾川成立情报联络组，
有特务１０人。同年国民军八十二军军部在平凉建立情报总队，下属１０个分队，分布陇东
各县，训练情报员６０多名。３８年 （１９４９）２月，又成立别动队，队员１３０多名。
２“中统”组织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８月，“中统”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 （简称陇室）在西峰成立，

向平凉、泾川派直属通讯员。２９年 （１９４０）１０月，在泾川水泉寺举办陇东党务人员调查
训练班两期，训练特务１８２名。３０年 （１９４１）元月，成立平凉分室，冬季改为平凉中心
小组，在泾川、灵台、崇信、华亭、静宁成立通讯小组，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组长。３４
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调查统计室 （简称 “甘室”），向平凉、静宁派调查员。１０月，成立
平凉、静宁、华亭、庄浪等县 “中心小组”。３６年 （１９４７）８月，“陇室”及所属平凉中
心小组各县通讯小组撤销，业务并入 “甘室”及所属各县中心小组，并在泾川、灵台设

“中心小组”。３７年 （１９４８），“甘室”改为 “党员通讯处”，各县 “中心小组”改为 “党

员通讯组”，由党部书记长兼组长，各县共发展通讯员１６１名，直接向省 “党员通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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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

五、清党反共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９月以后，国民党组织进行 “清党”，１７年 （１９２８）４月，中共
平凉特支负责人任鼎昌等３名党员、１名共青团员和１０名国民党进步人士朱静安、刘锦
堂等被逮捕管押。１９年至２５年逮捕残杀共产党员刘耀西等。沿西兰公路修筑碉堡炮台，
堵截红军北上。在红军经过的地方进行清乡、搜捕流落红军。２８年 （１９３９）９月，组织
“中统”特务和叛徒，破坏中共平凉市委及草峰、白水等地下组织，６名共产党员被捕，
１００多名共产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３１年 （１９４２），国民党以平凉、泾川、固原为前哨
阵地，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禁运，在各交通要点设盘查站，中共平东工委特派员廖

寿录从平凉去边区途经镇原时，被盘查哨特务逮捕杀害。凡经平凉运往边区的布匹、棉

线等民用物资多被盘查扣押。先后查封各种进步书刊５００多件。３６年 （１９４７）３月，中
共华亭高山区委被破坏，区委书记被捕。

３７年 （１９４８），由专员、各县县长或党部书记长兼任汇报主席，设专职汇报秘书，
区、县成立 “戡乱建国委员会”，在法院成立 “特种刑事法庭”，又将平凉定为接战区，

实行宵禁，禁止人民集会、结社、游行请愿。各县乡镇 、机关建立 “汇报小组”，成立

“防奸小组”、“保卫小组”等特务外围组织。３月，安口地下党工人俱乐部被破坏，３名
共产党员、１２名群众被捕。５月，灵台便衣特务任昌英等，在县城附近搜获解放军过境
时遗留的重要文件３份、军用地图３００多份。平凉、泾川、崇信３县特务机关，一连破坏
泾川玉都，灵台小村、进殿中共地下党支部和平凉柳湖村党员罗云章等３人的住所，先
后抓捕共产党员骨干１３人，经各县地下组织多方营救出狱，罗云章等３人被送西安 “青

训队”改造，解放时出狱。６月，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派 “军统”特务王富国等与驻平凉

八二军城防营包围平凉专署，对民主人士、民盟成员、共产党员及平凉保安副司令任谦

采取行动，在中共平东工委地下党员和平凉专员、民盟盟员周祥初等人的保护下，任谦

脱险进入边区，共产党员薛应珍、陈颖龙 （任谦夫人），民盟盟员、专署视察邹锦文等４
人先后被捕，薛应珍被国民党上层人士刘锦堂具保出狱，其他３人被押送兰州，解放后
出狱。１０月２１日，平凉党、政、军、特、警、宪联合行动，组成６０个小组，实行全城
戒严，一夜抓捕无辜群众１６６人。３８年 （１９４９）元月，平东游击队指导员阎生甲被平凉
县 “中统”特务段祥林诱捕，由县长姚佑生送八二军总部就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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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一、中共平凉特别支部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９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冯玉祥国民军政治部主
任，与该军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吴天长、冀明信等先后到平凉宣传革命，筹建党的组

织。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经中共陕甘区委批准，成立中共平凉特别支部，吴天长任书记，
先后有党员９人。９月，隶属中共陕西省委。１０月，国民党 “清党”，吴去陕西，刘培华

代理书记。１１月，刘在兰州被捕。１７年 （１９２８）２月，任鼎昌从宁县来平凉，以省立第
七师范教员为掩护任特支书记。４月，任被捕，党的活动停止。

二、中共平凉军支、陇东军特委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秋，中共陕北特委派刘耀西 （刘国梁）、贺晋年、史法直等先后

来平凉，打入陇东绥靖司令部 （新编十三师）教导团搞兵运工作，成立党支部 （又称军

支），刘耀西任书记。翌年６月，刘被害，其他党员先后离开平凉，支部解体。
２０年 （１９３１）７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高岗、王世泰、刘景范、张秀山

等１０多名党员在平凉国民军十三师搞兵运工作，后在特务二团成立党支部，张秀山任书
记，王世泰任组织委员、曹华民任宣传委员。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平凉指导抗日宣传。

翌年２月，党员离开平凉去南梁陕甘游击队工作，支部解散。
２１年 （１９３２）６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刘杰三 （化名李平）、樊世荣来平凉，

与平凉陇东绥靖司令部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杰，在平凉筹建中共陇东军特委。１０月特
委筹备处与陕西省委派来的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在平凉发动 “蒿店兵变”，成立陕甘游

击队第七支队及党支部，李华锋任队长，李艮兼政委，窦文德任支部书记，后遭民团袭

击而失败，党员周志学等２人牺牲。同月军特委正式成立，刘杰三任特委书记，王杰、
樊世荣任委员。１２月撤销。

三、支部、总支、军工委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崔维俊、辛俊贤、蒙定军在驻平国民军十七
师做统战工作，在平凉成立支部，崔维俊任书记，并帮助该师筹建三十八军军部，做政

治工作。２２年冬随三十八军南下，后在该军成立党的工委。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中共东北军工委 （驻西安）和中央红军总部，派党员徐明、冯

启贤、刘培直等到驻平凉东北军六十七军、卫队师一○五师等部做政治工作，建立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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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１２月，又派赵天野等３０多名党员组成宣传大队和３个分队，到平凉六十七军及各
师师部做政治宣传工作，建立宣传大队总支，赵天野任总支书记，并在３个师分别建立
分队支部，冯大为、宁跃峰、王远晋分别任支部书记。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成立中共六
十七军工委，徐明任工委书记，在报社发展工人张耀宗 （张可夫）等３名党员，发动和
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３月东北军离平，工委随军转移。中共陕西省委在平凉成立
平泾区委，派巡视员赵伯平来平凉做联络工作。之后，归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并派左

觉龙来平凉，接转了党员的组织关系，将３名党员调回边区。７月，中共援西军党组织派
党员冯仓海在泾川党原什户子村成立党支部，张效儒任支部书记。

四、中共静宁县委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一师在静宁界石铺、单家集 （现属西

吉）等地驻防４２天，中共陕甘宁省委在单家集成立中共静宁县委，浦耕钟任书记，下属
４个支部。１０月２３日红军离静，党的工作人员随军转移，组织自行解体。

五、中共平泾工委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８月，中共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宣传部长任质斌先后来平凉，
与平凉专员和驻平国民军四十三师商讨国共合作，宣传抗日。先后派张耀宗、李义祥等

１０多名党员来平凉，在平凉、华亭做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在平凉成立两个支
部，张耀宗、罗云章分任支部书记。

翌年，成立中共平泾工委 （驻镇原县），指导平凉、泾川、华亭等地党的工作，任质

斌兼平泾工委主任，后为曾宪荣兼任。７月，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平泾工委隶属
庆环分区党委，工委书记由庆环分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吴铁鸣兼任，孙传贵、杨玉华、

吴志渊、白耀青、张耀宗先后为委员，李义祥任巡视员。工委下辖中共平凉市委及平凉、

泾川、华亭４个支部。２８年 （１９３９）１２月，撤销平泾工委成立新区工委，驻镇原马渠，
指导平凉、泾川、华亭党的地下工作。翌年１月，平凉草峰、白水和泾川党原党组织被
赖辉煌 （原镇原县委民运部长）、陈佩衡 （马渠区委书记）出卖遭破坏，１００多名党员与
党组织失去联系。工委特派员李义祥、孙存弘等在华亭、平凉南部山区和泾川继续做党

的工作。

六、中共平凉市委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７月，成立中共平凉市委，隶属平泾工委，张耀宗任书记兼组织
部长，赵守一任宣传部长，下辖两个支部。８月，林英任市委书记，张耀宗任副书记。９
月，林英调回庆环分区党委，张耀宗复任书记。翌年春，马寅 （回族，中央青年委员会

干部）任宣传部长，曹瑞安任组织部长。２８年 （１９３９）９月１６日，市委因柳子青 （镇原

南三镇区委书记）叛变而遭破坏，曹瑞安、罗云章等５名党员被捕，张耀宗等一部分党
员转移边区。

七、中共平东、华平工委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４月，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 （同年８月改为中共陇东地委）决定
将新区工委、固原工委、回民工委合并成立中共平东工委，吴思宏、严克伦、李步瀛先

后任工委书记。李义祥、李子英任委员，杨志超任组织部长，赵崇德任秘书。工委机关

３９０１第十五编　党派群团



先后驻镇原马渠、三岔和庆阳县城，派特派员在平凉、泾川、华亭等地国民党统治区开

展党的工作。

３３年 （１９４４）９月，孙存弘以泾川为中心，在平凉、灵台、崇信等边界地区，发展
党员９１人，建立１１个支部。李义祥在华亭、平凉、崇信、灵台、陇县等边界地区，发展
党员６９人，建立１０个支部。平凉城区因特派员廖寿禄被杀害，李子英下落不明，党员中
断组织关系。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４月，李义祥派乔培仁在灵台县建党，发展党员３０人，成立灵台支
部，乔培仁任书记，徐培俊任副书记。９月，平东工委隶属甘肃工委，工委派陈添祥在庄
浪、静宁一带活动，派郭生满在泾川开展工作。１２月平东工委撤销，甘肃工委直接领导
平凉地区各特派员进行工作。３５年 （１９４６）８月，平凉地区境内共有党支部２３个，党员
４４０多名。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８月，成立华平工委及武装大队，隶属中共甘肃工委，张可夫 （原名

张耀宗）任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李义祥任副书记，段全才任工委委员兼大队长，黄鼎

任大队副政委，带领５０多名武工队员，于９月初从镇原孟坝出发，以平凉县武安山区关
家垭壑 （今平凉大寨乡）为基地，向华亭关山进发。在华亭与国民党保安团作战失利，

段全才等７人被俘，黄鼎牺牲，工委机关撤回边区。１０月，华平工委改为平东工委，以
平凉东部各县及庄浪、静宁等地为主要活动范围，并派党员在天水张家川开展工作。工

委机关驻平凉县武安区关家垭壑，张可夫任工委书记，李义祥任副书记，委员高俞修、

潘光亚、韩天俊、孙存弘、贾庆礼、向景义、张友三。先后建立５个县级工委、５个区级
工委、６个区委，建立２３４个基层党支部，有党员４６２１名。同月，在镇原南三镇及平凉、
泾川交界地区成立南三工委 （区级），孙克禄任书记，翌年春撤销。１２月，成立华亭高
山区委 （区级），张振威任书记，翌年３月被国民党破坏，张振威被捕，区委解体。
３６年 （１９４７）６月，成立华亭工委 （县级），有党支部１９个，党员３９３名，李义祥

兼任书记，杜国枢任副书记。８月，成立镇固工委 （县级），领导固原、镇原南三镇与平

凉泾川交界地区党组织，有党支部３８个，党员７０３名，高俞修任书记。１０月，成立灵台
工委 （相当区级），有党支部１６个，党员６１９名，乔培仁任书记，徐培俊、寇来宾任副
书记。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成立平东直属工委、崇信县级工委及华陇区级工委并５个区委。
平东直属工委张可夫兼任书记，下设石佛、安口、峡江３个区委，白秀川、曹凤元、李
世清分别任书记，辖１９个支部，有党员３２９名。崇信工委张可夫兼书记，下设高庄、铜
城两个区委，张成甲、李安堂分别任书记，辖４５个支部，党员８０３名。华陇工委隶属华
亭工委，书记杜国枢，副书记何忠义。除华亭县的党组织外，在陇县发展党员９０人，建
立１个支部。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３月，成立泾川泾南、泾北两个区级工委，有５１个支部，发展党员

８１８名，孙存弘兼泾北工委书记，贾庆礼兼泾南工委书记。４月，成立平凉市工委，向景
义任工委书记。建立４４个支部，党员７４０名。这些工委在平凉、崇信、灵台、镇固边界
地区开展小型武装斗争７次，建立５支游击队 （组），发展队员３００多人，其中５０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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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解放军部队。开辟红村子８０个，发展红色群众３万多人，建立明为国暗为共的 “两

面政权”３个乡 （镇）、３３个保。并在平凉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
开展三抗 （抗丁、拉粮、抗税）和 “三反” （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迎接平

凉解放。

另外，甘工委和平东工委派特派员陈添祥，在庄浪、静宁、隆德３县发展党员５９人，
中共陕西省西府工委在长武、灵台交界地区建立长灵工委，在灵台境内发展党员６１人。

八、中共平凉地区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６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在华池县悦乐镇组建中共平凉地方委员
会，惠庆祺任书记，委员有惠庆祺、王治邦、王子厚、张可夫、李旺昭、何远平、李科、

王作易、葛曼９人，以后更迭增补陶继尧、马思义 （回）、程萍、马万里、郭兆瑛、李维

时、李正林、王海清为委员，隶属中共甘肃省委。８月３日，地委机关迁驻平凉县城。下
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撤销）、《新平凉报》社、平凉地方
干校。１９５０年２月，设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２年设统战部、政策研究室。
１９５３年３月，设常务委员会，常委由李维时、李正林、张可夫、陶继尧、牛光、马

思义、卫屏藩、王海清、贺玉卿组成。委员１４人 （１９５５年２月，增补崔世俊、刘文正、
金少伯为常委）。地委工作机构９个。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庆阳地委与平凉地委合并，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和副书

记。地委委员１７人，常务委员１１人，即薛程、扈宪章、李正林、谢占儒、陈光、刘文
正、崔世俊、贺玉卿、金少伯（回）、牛光、卫屏藩，以后增补潘焕杰。地委工作机构１２个。
１９５８年３月，地委设第一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委员１８人、常务委员９人，即

李正廷、鲁践、李正林、刘文正、潘焕杰、卫屏藩、金少伯 （回）、牛光、崔世俊，以后

增补冯春和。地委工作机构１１个。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恢复庆阳地委，仍设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２年８月，撤销书记

处，第一书记改任书记，书记处书记改任副书记。委员１７人，常务委员１０人，即鲁践、
扈宪章、金少伯 （回）、肖超、潘焕杰、王如珍、遇生智、牛光、胡礼新、王海清。以后

更迭增补李德仲、王菁华、鱼莲波、强振东、钟永棠、向汉生。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地委工
作机构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监察组、农村工作部、财贸政治部、财贸

办公室、工交政治部、机关党委、档案处、党校等１２个。
１９６６年５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种 “造反”群众组织出现。１９６７年４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平部队和平凉军分区奉命 “支左”，主持成立军、干、群三方代表相结合的

“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１９６８年２月，平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党政一
元化领导。翌年１０月，改称地区革命委员会 （简称地革委）。１１月，成立中共平凉地区
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孙继力任组长。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３日，成立中共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
核心小组。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１日，召开中共平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
共平凉地区第一届委员会。４月１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选举产生书记１人、副书记２
人，委员３４人，常务委员有孙继力、王耀华、王如珍、杨一民、苏民、单得真 （回）、

赵崇德、郝国柱、赵
%

，以后增补张居庆、张凯元、李友九、张瑞生、马良骥、丁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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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郭继红 （女，回）、任建业。地委工作机构与革委会工作机构政治部、保卫部、生

产指挥部、办公室合署。至１９７５年底，地委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秘书处、地直
机共党委、党校。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 “四人帮”后，地委改为省委派出机构。地委设书记１人、副书
记５人，委员２９人，常委有李友九、张居庆、张凯元、马良骥、任建业、赵崇德、单得
真 （回）、杨一民、郝国柱、张瑞生、丁泽生 （回）、郭继红 （女，回），后更迭增补鱼

莲波、张建纲、张世清、王菁华、刘林、贺应祯、秦时 、张子萍、王志科、白宗辉、丑

振岳、谭超、孙建璋、唐德寿。

１９８３年５月，实行机构改革，常委制改为委员制，地委设书记１人、副书记３人、
委员有唐德寿、白宗辉、丁泽生 （回）、朱彦邦、张炳玉、丁齐、孙建璋、郭溪若、兰仲

杰 （回）。后增补徐尚和、郭继芳、刘生荣、张新民、黄植培、郑亭保、马良骥、余晨、

冯忠和、吴秉璋、柳沛明、闫多本、朱志雄、李保印、吕彭西 （女）、徐拴龙、丁国民、

韩豫平、张光复、李世奇、朱生福、张凤玺、马永孝、金福存、刘汉荣、王应天、张和

平、丁桂荣 （女）、张力学、马学军 （东乡族）、刘立军、吴定军、杨咏中、杨国爱、崔

新生。设顾问、调研员多人。２００２年年底，地委共有１５个工作机构。

中共平凉地委工作机构沿革表

机构名称 沿　 　革

办公室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秘书处，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１年３月设办公室，１９７４年２月改
称秘书处，２００２年６月改称办公室

组织部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复设

宣传部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复设

统一战线工作部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社会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撤销。１９５２年３月设统战部，１９６７年３月瘫
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复设

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５０年２月设，１９５５年９月改设中共平凉地方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改设
为省监察委员会驻平凉地委监察组，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设纪律检查
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４月，改称纪律检查组。１９８０年４月撤组，恢复委员会。１９８３
年６月从地委工作机构中析出。

政策研究室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设，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撤销。１９６２年１月设政策调查研究室，１９６５年２
月撤销。１９７３年 ９月复设，１９７５年 ３月撤销。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设立调查研究室，
１９８０年３月撤销。１９８８年１月恢复，１９９７年８月改称政策研究室

农村工作部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设生产合作部，１９５９年 ３月改称农村工作部，１９６７年 ３月瘫痪。
１９８０年３月恢复农村工作部，１９８８年１月撤销

财贸工作部
１９５５年１月设财经研究室，１１月改设为财政贸易工作部。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撤销，设
立财贸办公室，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８１年１０月设财贸工作部，１９８３年９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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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机构名称 沿　 　革

文化教育部 １９５６年５月设，１９５８年２月撤销

工业交通工作部 １９５６年５月设，１９６３年１月撤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复设，１９８３年８月撤销

地直机关

工作委员会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设立机关党委，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３年９月恢复时称地区机关党
委，１１月改称地区直属机关党委。１９９７年８月改称地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财贸政治部 １９６４年６月设，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

工业交通政治部 １９６５年８月设，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

档案管理局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设处，１９６７年３月瘫痪。１９７７年４月恢复，１９８３年８月改称档案
处，１９８６年２月划归行署序列。１９９７年７月划归地委序列。２００２年９月改局。

政法委员会 １９７３年５月设中共平凉地区政法委员会，１９７４年１月撤销。１９８３年８月设

老干部工作局 １９８３年８月设处，２００２年９月改称局

经济工作部 １９８５年４月，设立经济政策研究室，１２月改为经济工作部。１９８８年１月撤销

党史研究室
１９８４年５月，设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１月改称党史资料征集
办公室。１９９８年４月改称党史研究室

信访局
１９８６年４月，地区信访处改为地委行署信访处，划归地委序列。２００２年９月改称
局

保密委员会

办公室

１９８８年６月设，１９９７年８月改为地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地区保密局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

　注：地委党校、平凉日报社另见。

九、中共平凉市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８日，中共甘肃省委通知，成立中共平凉市委员会，同时撤销中共平凉
地区委员会。刘立军任市委书记，杨咏中、王应天、李保印、马学军、杨国爱任副书记。

１１月１６至１８日，召开中共平凉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３６名，候补委员７名，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２１名，１８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选举
常务委员１１名，书记１名，副书记４名。书记刘立军，副书记杨咏中、王应天、马学军
（东乡族）、杨国爱。常务委员除书记副书记外有刘汉荣、武毅、吴定军、崔新生、李志

勋、张军利。市委下设工作机构７个，议事协调机构１个，部门管理机构２个，直属事业
机构２个，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３个。

工作机构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信访局

议事协调机构

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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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机构

政策研究室、老干部工作局

直属事业机构

党史研究室、档案局 （馆），另有党校、讲师团、《平凉日报》社归口管理的事业单

位３个。

中共平凉地委书记 （第一书记）更迭表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００２年９月）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备　注

惠庆祺 男 汉 陕西清涧 初中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２１０

李维时 男 汉 山西沁源 初中 １９５２１１—１９５５６

李正林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５５６—１９５５１０

薛　程 男 汉 湖北黄陂 初中 １９５５１１—１９５８３ 第一书记

李正廷 男 汉 陕西富县 初中 １９５８３—１９６１１０ 第一书记

鲁　践 男 汉 山西忻县 初中
１９６１１１—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６３

第一书记

书　记

钟永棠 男 汉 山东荣成 大学 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７３ 主持工作

孙继力 男 汉 山东 初中 １９７１３—１９７３８ 军代表

李友九 男 汉 福建厦门 大学 １９７３８—１９７７７

张建纲 男 汉 河北唐县 初中 １９７７７—１９７９８

秦时 男 汉 甘肃正宁 大学
１９７９８—１９８０６
１９８０６—１９８１１１

代理书记

书　记

唐德寿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８１１１—１９８４３

徐尚和 男 汉 甘肃榆中 高中
１９８４３—１９８４１１
１９８４１１—１９８８１１

代理书记

书　记

马良骥 男 汉 甘肃灵台 初中 １９８８１１—１９９３４

丁泽生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９３４—１９９５５

徐拴龙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８５

丁国民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８５—２００１６

刘立军 男 汉 甘肃白银 研究生 ２００１６—２００２９

李正林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５２１１—１９５５６
１９５５１０—１９５８３
１９５８３—１９５９１１

副书记

第三书记

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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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凉地委副书记 （第二、三、四书记、书记处书记）更迭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备　注

扈宪章 男 汉 甘肃华池 初中

１９５５１０—１９５８４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４８

第二书记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谢占儒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５５１０—１９５６５ 第四书记

陈　光 男 汉 １９５５１０—１９５６６ 副书记

刘文正 男 汉 山西沁水县 初中
１９５６５—１９５８３
１９５８３—１９６１１１

副书记

书记处书记

潘焕杰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５６５—１９５８３
１９５８３—１９６１１１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４３

副书记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鲁　践 男 汉 山西忻县 初中 １９５８４—１９６１１１ 书记

卫屏藩 男 汉 山西闻喜 高中 １９５８３—１９５８６ 书记处书记

冯春和 男 汉 天津静海 初中 １９６１６—１９６１１０ 书记处书记

金少伯 男 回 四川 高中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２１２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王如珍 男 汉 山西灵石 初中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７３
１９７１３—１９７３８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肖　潮 男 汉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３年夏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遇生智 男 汉 陕西洛川 中专
１９６１１１—１９６２８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７３

书记处书记

副书记

李德仲 男 汉 辽宁 初中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５４

王菁华 男 汉 山西 初中
１９６３１２—１９６４１２
１９７９１—１９８２５

钟永棠 男 汉 山东荣成 大学 １９６５１２—１９６７３

王耀华 男 汉 陕西耀县 初中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３１０

张居庆 男 汉 山西左权县 初中 １９７２４—１９８０４

单得真 男 回 宁夏西吉 高中 １９７５３—１９７７７

张凯元 男 汉 河北易县 初中 １９７５５—１９７９８

马良骥 男 汉 甘肃灵台 初中
１９７５１０—１９８３５
１９８６７—１９８８１１

副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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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备　注

任建业 男 汉 山西 初中 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８０９

张世清 男 汉 山西临县 初中 １９７８６—１９８３５

赵崇德 男 汉 陕西延长 初中 １９７９５—１９８３５

张子萍 男 汉 陕西 初中 １９８０２—１９８３５

白宗辉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８０９—１９８４１１

丑振岳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８１５—１９８３５

丁泽生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８３５—１９９３４

朱彦邦 男 汉 甘肃崇信 大学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８１２

张炳玉 男 汉 甘肃兰州 大学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６７

丁 齐 男 汉 天津 大学 １９８４１１—１９９１５

刘生荣 男 汉 甘肃庆阳 大学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８７１０

张新民 男 汉 甘肃正宁 大专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９８５

黄植培 男 汉 重庆万州区 大学 １９８５１２—１９９０３

冯忠和 男 汉 宁夏中卫 初中 １９８９３—１９９４４

吕彭西 女 汉 江苏徐州 大学 １９９１５—１９９４１１

徐拴龙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３４—１９９５５

柳沛明 男 汉 甘肃庄浪 大学 １９９４４—２０００４

马永孝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１９９５３—２００２１

丁国民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５７—１９９８５

李世奇 男 汉 山西五寨 大学 １９９６３—２００２１

王应天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２９

李保印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９

马学军 男 东乡 甘肃临夏 大学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９

杨咏中 男 汉 四川什邡 研究生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９

杨国爱 男 汉 甘肃定西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９

副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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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凉地委顾问调研员名录

姓　名 姓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职　务 任职时间

张世清 男 汉 山西临县 初中 顾　问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９

刘　琳 男 汉 陕西佳县 初中 顾　问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９

白宗辉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顾　问 １９８４１２—１９８９２

任弟祯 男 汉 甘肃华池 初中 副地级调研员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２９

余　晨 男 汉 甘肃华池 初中 副地级调研员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４４

吴秉璋 男 汉 甘肃平凉 初中 副地级调研员 １９９４４—２００２１０

王俊文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专 副地级调研员 １９９５１０—２００２１０

中共平凉市委书记、副书记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职　务

刘立军 男 汉 甘肃白银 研究生 ２００２９ 书　记

杨咏中 男 汉 四川什邡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２９ 副书记

王应天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　专 ２００２９ 副书记

李保印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　学 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２１１ 副书记

马学军 男 东乡 甘肃临夏 大　学 ２００２９ 副书记

杨国爱 男 汉 甘肃定西 大　学 ２００２９ 副书记

十、纪律检查 （监察）委员会

１９５０年２月，设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９月，更名为中共平凉地方监察委员会，
受省监委和地委双重领导，由７人组成，设书记１人，副书记１人。１０月，庆阳地方监
委与平凉监委合并，增设副书记１人，委员２人。１９５８年７月，监委委员增至９人、常
委５人、副书记２人。１９５９年３月，平凉专员公署检察处业务并入。７月，将中共平凉地
方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地委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改为省监委平凉监察组。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监察工作瘫痪。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恢复地委纪律检查机构。１９８３年地委纪律
检查委员会改设为中共平凉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省纪委和地委双重领导，行政公署

监察局与党的纪检机构合署办公 （对外仍称行署监察局）。２００２年９月，地改市后，地区
纪委改称中共平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省纪委和平凉市委双重领导。各县 （区）委设

纪检委，地县直属单位设纪检组 （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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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凉地区纪律检查 （监察）委员会书记名录 （副厅级）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张可夫 男 汉 甘肃平凉 小学 １９５０２—１９５２１０

李正林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兼１９５２１０—１９５５９

扈宪章 男 汉 甘肃华池 初中
兼１９５５１０—１９５８７
１９６２７—１９６４８

鲁　践 男 汉 山西忻县 初中 兼１９５８７—１９５９３

任建业 汉 山西 初中 １９７９４—１９８０４

刘　林 男 汉 兼１９８０４—１９８３５地委常委

孙建璋 男 汉 陕西绥德 高中 １９８３６—１９８７３

余　晨 男 汉 甘肃华池 初中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１３

朱志雄 男 汉 甘肃崇信 初中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３１０

韩豫平 男 汉 甘肃平凉 高中 １９９３１０—１９９８１０

王应天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０２９

十一、直属党委 （党组）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中共平凉军分区警备二团委员会 （１９５２年１月该团调离平凉）。
１０月，成立中共平凉军分区委员会，中共平凉地委书记兼任第一书记，隶属甘肃军区党
委领导。

１９５０年１月，成立中共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党组，１９５５年１月撤销专署党组，
分设中共平凉地区财经、政法、文教３个党组，１２月又撤销３个党组，恢复专员公署党
组。１９５７年１月，成立专员公署政法党组 （１９６２年３月改称平凉专区政法党组）。
１９６６年５月 “文革”开始，各党组停止工作。１９７２年１月，设地区革委会商业局党

委。翌年１２月，改称地区商业局党委。１９７３年５月，成立中共平凉地区政法委员会。１０
月，成立平凉地区革委会党组、地区工交党委。１９７４年１月，成立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中共平凉地区公安局党委，撤销中共平凉地区政法委员会，１９７５年３月，成立中共平凉
地区计划委员会、中共平凉地区农林委员会、中共平凉地区财贸委员会。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撤销地区革委会党组，成立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党组、省检察院平凉分
院党组。１９７９年撤销中共计划、工交、财贸、农林等委员会，分别成立各局、处党组。
同年５月，设地区政法党组，１９８０年２月撤销。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成立武装警察部队平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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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支队党委。１９９１年６月成立甘肃省人大平凉地区工委党组，１０月，成立省政协平凉地
区工委党组。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成立平凉市政府、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人民法院、检察
院党组。至２００２年，全市共有直属市县级党政军统群机关及事企业单位党组５１个，党委
１７个。其中政权系统党组３６个，党委２个，军事系统党委２个，统战系统党组１个，群
众团体党组４个，省属驻平凉企事业单位党组１０个，党委１３个。

十二、县 （市）、区、乡 （镇）党委

１９４９年８月，各县党委相继成立。平凉、华亭、庄浪实行常委制，设书记１人，常
委３至５名。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实行委员制，设书记１人，委员５至７名。１９５０
年以后，陆续增设副书记１至２名，常委３至７名，委员增至９至１３名。１９５５年设第一
书记、第二书记各１名，副书记１至２名。１９５８年３月改设第一书记１名，书记处书记２
至４名，常委７至９名，委员１１至１９名。１９６２年８月及以后，改设书记１名，副书记２
至４名。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机构瘫痪。１９７１年经过整党，恢复各县县委，设书记、
副书记、常委、委员。县 （市）委初设工作机构３至４个，１９６６年增至１０至１２个，“文
革”中期与革委会合署办公，有 “三部一室” （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办公

室），１９７３年撤销，逐步恢复原来的工作机构。２００２年９月地改市后，县级平凉市委改
为崆峒区委。各县 （区）委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信访局、

直属机关工委７个部门；保密委员会及办公室、编制委员会及办公室２个议事协调机构，
档案局 （馆）、党校、老干部工作局、党史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直属事业机构。县

（区）委直属县级党委１个，党组５个。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７县 （市）设区党委４５个 （每县５至１０个）乡党总支 （支部）

２９１个。区委设书记１名，副书记１至２名，委员３至５名，文书１名。乡总支设书记１
名、文书１名 （与乡政府合署）。１９５８年公社化后，改公社党委，平凉、静宁、华亭设３
个镇党委，全区共１２４个社、镇党委。“文革”初期社 （镇）党委瘫痪，１９７０年经过整
党，恢复社 （镇）党委，设书记１名，副书记１至２名，委员７至１１名，文书 １名。
１９８３年撤销公社党委，成立乡 （镇）党委１３２个，街道办事处党委３个，党委设书记１
名，副书记２至３名，纪检干部１名，下设办公室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各乡 （镇，办事

处）党委下辖村 （社区）党总支 （支部）１７０５个。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党委２４２个，总支１８０个，支部４３０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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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平
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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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党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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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表

（
１９
４９
—
２０
０２
年
）

项 目
数

字

年

度

总
　
数

合
计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行
　
业
　
分
　
布

党
政
群
机
关

工
　
业

交
通
邮
电

农
林
水
牧

商
业
供
销

金
融
保
险

文
教
卫
生

其
　
他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党 委
总 支

支 部

１９
４９

２８
２

１９
５２

４８
６

９７
１

３８
８

１９
５７

４１
３３

１６
５
３７
６
３５
９２
１０
２
１４

１７
４

３
４２

２５
６３
３５
８
３１
５ ３

１２
３

２０
１
３１

２４

１９
６２

２８
９２

１６
８
２２

２７
０２

１１
４
２０
０
４

８
９８

１
２
２３
１４
９
６
２２
６９

１
１
４３

１４
１
１
４９

１
６

１９
７１

２１
０４

１２
８
４７

１９
２９

９
５
２０
４
８

４
１３
８
２
２
２８
１０
０
２８

１３
９ ３

５
８１

３
５８

９
２７

１９
７５

２８
４０

１７
１
９４

２５
７５

９
１２

２８
５
１４

１２
２２
６
２
３
４７
１１
２
４４

１６
１７

１７
１８
６

１
６
１８
９
３３

２５

１９
８０

３５
２３

１９
３
９１

３２
３９

８
１５

３４
１
１３

１３
２６
５
３
２
７１
１３
５
２０

１９
４１

３
１２
２３
７

１１
７０

４
１８
２７
５
２７

３９

１９
８５

３９
９２

１９
２
９４

３７
０６

２１
３０

８０
８
１５

１５
２２
５
４
２
７５
１３
５
１ ６

１９
０８

５
１４
２５
９

８０
７
１７
３１
０
５

４１

１９
９０

４２
１２

１９
６
１６
０
３８
５６
１４
７
９５

５７
５
１９

９
３０
０
５
２
８６

５
１４

１８
８９

７
１２
３１
２

１
９６

７
２１
４３
９
６
６
１５
９

１９
９５

４５
４９

１９
２
１７
７
４１
８０
１４
４
９７

６８
３
２２

８
３６
１
５
４
１０
１
２
２ ３

１９
３６

７
１２
３３
２

１
１１
３
５
２５
４８
２
７
７
１７
２

２０
００

４５
９４

２３
９
１７
１
４１
８４
１７
３
１１
３
８５
４
３１

１８
３５
６
５
５
１７
０
５
１３

１９
１８

６
６
２２
１
３
１
５６

１１
１１
５１
８
５
４
９１

２０
０２

４７
２９

２４
２
１８
０
４３
０７
１７
４
１１
０
８１
９
３５

１７
４３
９
６
３
１０
４
８
２５

１９
７２

９
５
２０
４
１
１
４４

９
１９
５３
８

６４

注
：１
９５
７
年
含
原
庆
阳
地
区
各
县
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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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党　员

平凉地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有崇信县保志善，静宁县李克生、王尚义。民国１３
年 （１９２４），保志善在西安西北大学读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回到崇信向同
学、亲友宣传马列主义。１４年 （１９２５），李克生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
学生运动。回静宁后宣传革命，召集数百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的罪行，

并组织沪案后援会，发动捐款、通电上海，支援工人运动。１５年 （１９２６），保、李、王分
别在西安、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０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党员吴天长、冀明信来平凉，
宣传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青年社

员。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组建中共平凉特支，先后有李克生、姜炳生等党员９人。吴、冀２
人在渭华起义中牺牲。任鼎昌等３名党员被捕后，关押兰州，任病逝狱中，其他２名党员
被保释放后脱党。李克生回到静宁与从西安回乡的党员王尚义在甘沟乡以举办平民学校

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因国民党追捕，分别去北京、兰州求学，从此脱党。保志

善在兰州工作，后被捕在洛阳牺牲。

１７年 （１９２８）后，有３０多名党员先后来平凉，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员，进行统战
工作，组织兵变，刘耀西、周志学等４名党员牺牲。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红军一军团一师在静宁发展党员３５名，打土豪和支援红军工

作。在此前后，驻平凉东北军党组织在军队和地方发展党员４０多名。
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中共陇东特委等组织先后派２０多名党员，在平凉、华亭、泾川、

崇信、灵台等地秘密发展党员２００多人。２８年 （１９３９）９月，平凉城区和白水、草峰地
下党组织被破坏，５名党员被捕、６名自首、１６０多名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或自行脱党。
２９年 （１９４０）中共平东工委派特派员，在平东各地继续秘密发展党员，至３５年 （１９４６）
９月，共发展党员４４０多人。党员廖寿录被杀害，１０月，对原有的党员进行系统地清理
审查，以贫苦农民和工人为主体，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城镇工人、学生、知识

分子和中上层人士中发现培养对象。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平东工委所辖地区共有党员
４６２１名。其中女党员２３名，回族党员１００多名。在斗争中有黄鼎、姜永嘉、闫生甲３名
党员牺牲，３５名党员先后被捕。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共平凉地委及各县党组织成立后，从工人、贫雇农和优秀干部中发

展党员７０多人，年底共有党员４８９６人。至１９５２年共有党员６７７４人。１９５６年底，全区
１７县 （市）和地直单位党员总数为５２４２２人，其中女党员３８１０人。１９５７年，除在党员
稀少的地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外，基本上停止发展。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中，突击发

展党员８０００多人。１９５９年，只在党员少、力量弱的社队和单位适当发展。至１９６０年１０
月，发展新党员４０００多人。１９６１年，有党员５９１１４人。１９６２年析出庆阳地区，全区有党
员２９６８９人，至１９６５年，共发展１９００多人。１９６６年５月以后，停止发展党员。１９７１年，
发展新党员 １８１９人，其中一些思想作风不纯的人混入党内。至 １９７６年底，共有党员
５３０５０人，其中女党员７４１９人，少数民族党员２７２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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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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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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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４９
—
２０
０２
年
）

项

目
数
字

年

度

总 　 数

性
　
别

民
　
族

文
化
程
度

年
　
龄

男
女

汉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中
专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
盲

２５
岁

以
下

２６
— ３５

３６
— ４５

４６
— ６０

６１ 岁 以 上

１９
４９

４８
９６

１９
５２

６７
７４

６６
６４

１１
０

６
１０
１

４７
０

３０
４０

３１
５７

９２
６

５０
０８

８４
０

１９
５６

５２
４２
２
４８
６１
２
３８
１０

５０
６１
９

１８
０３

４４
５２
８

２６
２５

１５
９ ９
７
３３
２２
８
１３
９５
５
３３
０１
０
５４
５７

１９
６２

２９
６８
９
２６
０９
３
３５
９６

２８
５６
７

１１
２２

８８
４１
６

２１
８０

１２
９ ４
８
１４
０５
７

４１
２１

２１
９４
４
３４
３３

１９
１

１９
６５

３０
６２
７
２７
０７
９
３５
４８

２９
３６
６

１２
６１

１０
５

４６
６

２６
２４

１２
７０
６
１４
７２
６

１４
７６

２３
９４
６
４８
６１

３４
４

１９
７１

３５
８４
０
３１
１８
５
４６
５５

３４
０７
２

１７
６８

２３
３

８６
７

４１
９７

３０
５４
３
１５
６７

１１
１１
５
２０
５８
９
２５
６９

１９
７５

４９
８０
６
４２
８７
２
６９
３４

４７
１９
４

２６
１２

５１
９７

１３
３９
６
２７
２ ３
７
３９
７６

１９
８０

５８
４８
９
５１
０６
９
７４
２０

５５
６７
３

２８
１６

８３
４

１４
９５

４１
２８

１ １
０５
４
１７
７７
２
２３
２０
６

１５
３８

１４
４２
９
１８
８３
９
１９
５３
９
４１
４４

１９
８５

６０
７３
８
５３
３３
７
７４
０１

５７
８７
５

２８
６３

１２
７７

２２
４７

５２
５７

１２
２５
４
１７
６９
８
２２
００
５

１５
０３

１３
７１
７
１５
１８
８
２５
０１
６
５３
１４

１９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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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处理了 “文革”中有严重错误和不合格党员７５９
人，发展新党员２６６１人，其中中专以上知识分子党员２１００多人。１９９０年，全区党员总
数６８７９７人，比１９８０年增加１１０５０人。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共有党员９００４６人，比１９９０
年增加２１９０９人。其中女党员１１７１９人，少数民族党员４３３１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８９４９
人，中专８５１３人，高中 １５９３８人，初中 ２４６０１人，小学 ２０３０９人。各县 （市）有党员

７９２０４人，其中平凉市１６０４９人，泾川１２３６０人，崇信４１０２人，灵台９９００人，华亭７１５２
人，庄浪１４０３６人，静宁 １５６０５人。地直单位有党员 ７７２６人。２００２年全市共有党员
９１７６７人，男７９６２９人，女１２１３８人。

第三节　代表会议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日至１３日，中共平凉分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平凉召开。出席会议代
表１２４名。地委书记惠庆祺作了工作报告，检查总结了平凉分区解放一年零两个月党的
各项工作，部署了在汉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在回族聚居区和回、汉杂居区进行民族团

结教育，在全区进行抗美援朝、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整党建党

等工作。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１日，中共平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凉召开。出席代表５８９
名，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孙继力作了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检查总结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革命

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和平凉地区的整党工作。安排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作出了 《关于

加强学习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平凉地区委员会委员３４名，候补委员８名。４月
１日，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常务委员９名。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中共平凉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凉召开。正式代表３６０
名，出席３５４名。市委书记刘立军作了 《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为建设甘肃东部经

济强市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平凉市第一届委员

会委员３６名，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２１名。１８日举行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常务
委员１１名，书记１名，副书记４名；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７名，书记１名，副书记
３名。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２年８月，各县 （市）分别召开１—３次党员代表会议。１９５４年７
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平凉 （崆峒区）、静宁、泾川共召开１—１４次党的代表大会。灵台、
庄浪、华亭３县召开１—１３次代表大会，崇信召开１—１２次代表大会。各县代表大会除听
取并审议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本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

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等常规性工作外，每次会议均有其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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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全国历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历次代表大会 时　间 姓　名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

八大 １９５６９ 马友德 男 回 中共泾源自治县委书记

八大二次会议 １９５８５ 潘焕杰 男 汉 中共平凉地委书记处书记

九大 １９６９４ 邬大伍 男 回 安口煤矿党委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

十大 １９７３８ 景庆云 男 汉 中共灵台县梁原公社景家庄大队支部书记

十一大 １９７７８ 孔祥吉 男 汉 中共庄浪县朱店公社杨湾大队支部书记

十二大 １９８２９ 王旺梅 女 汉 平凉市上寺台小学教师

十三大 １９８７１０ 邵　明 男 汉 共青团平凉地委书记

十四大 １９９２１０ 何天言 男 汉 中共平凉市柳湖乡赵堡村支部书记

十五大 １９９７９ 李志信 男 汉 华亭县华亭煤矿党委书记

十六大 ２００２１１ 卢定华 女 汉 中共崆峒区四十里铺镇吴岳村支部书记

第四节　组织工作

一、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最初是秘密的，大多实行单线联系，人称 “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党

在平凉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继续秘密发展党组织。国民党进行反共，一些公开身份

的党员被排挤出政府和群众抗日组织，逐渐离开平凉。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以后，中共平
东工委派特派员以医生、商人、农民、工人身份为掩护和党员进行单线联系，传达指示，

听取汇报，分配任务，进行党的知识和保密教育，在平凉、华亭、崇信、灵台、泾川等

交界地区建立党的支部２２个。曾先后两次派特派员去城市工作，第一次派的廖寿录，因
叛徒出卖被杀害。第二次派的特派员下落不明。３５年 （１９４６）平东工委坚持以贫、雇农
和工人为主的建党路线，要求每个党员做到身份社会化、职业化、严禁发生横的关系，

党员只知道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和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在组织上绝对保密。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５月，对党员调查摸底以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健全组织生活制度，对
长期不起作用，经过教育又无改变的党员不再承认，对个别自首、叛变和混入党内的奸

细，清除出党 （但只通知组织不通知本人），对因党组织被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的１６３
名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１０月，开始注意在工人、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
中下层公务员和妇女、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平凉地委注重在没有党员的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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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７月，建立了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定期会议
汇报和民主生活制度。从１１月开始，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在全区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工
作。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共产党员 “八项条件”教育。对原有党员进行了审查登记，

对没有组织手续或手续不全的党员，经过调查，补办了组织手续。对过去没有参加组织

生活不起作用的党员，经过教育仍无改变的２５０人劝其退党或取消了党员资格，不予登
记。对犯有贪污、渎职、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有３９４名党员受到党内纪律
处分，对自首变节和混入党内的特务、反革命和蜕化变质的２４５人开除党籍。在整党运
动后期结合土改、“三反”运动发展了９９９名党员，建立和健全了８２个基层党委 （新建２
个）、４５０个支部 （新建１２４个），建立健全了学习生活制度。
１９５４年，结合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 “积极慎重”的方

针，发展党员 １９４３６名，新建党总支 ２１８个，支部 ９００多个，所有乡和农业社都有党
组织。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在党员薄弱的文教、工商财贸战线发展 ２０００多名知识分子党员。
１９５７年５月，分期分批在全区开展整风运动。使１４５％的党员受到了批判，其中开除党
籍和取消预备资格的党员占３５％。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９６０年３月，在党内开展 “反右倾”

和结合整社开展整党工作，全区先后有６３％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受到了批判，受到党内各
种处分的党员脱产干部占３４５％，非脱产党员干部及党员占３７％，其中被开除党籍的党
员３５０名，占党员总数１１８％。１９６１年，结合整社进行了整党，对党员进行 “贯彻政

策，整顿作风”教育。批判处理了１５００多名党员干部 （１９６２年落实政策时予以纠正）。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结合城乡开展的 “四清”运动，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组

织党员学习 《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著作甲乙种本，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修

养》等书，进行党的 “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

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和 “反修防修”教育，按照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组

织党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检查批评。在党委机关开展整风和 “小整风”，批判所谓

“右倾保守”思想，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生活制度，地、县委每３个月开一次组织生活
会，机关支部每星期开一次生活会议，农村基层每月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支委会和党小

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好一次党课。对党员进行审查登记，处理了极少数犯有各种错误

的不合格党员。平凉县在 “四清”运动中，共处理党员１８５人，占党员总数３１％，泾川
县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三大处分的党员干部２０４人，占党员总数２９％。
运动后期发展新党员３２００多人。
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批判和打击，党组织瘫痪，组织生

活停止。１９６８年８月，由点到面进行整党，全区３４６３４名党员，有２９５７４名恢复组织生
活，劝退１１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４人，开除党籍２６人，发展新党员１４７１人。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给３２９名党员恢复了党籍，

为被迫害致死的党员进行了平反昭雪。１９８０年以来，地、县、社各级党委建立和健全了
党委 （常委）民主生活制度，基层党支部恢复了 “三会一课”制度。１９８３年以来，贯彻
党的十三大精神，由点到面，分期分批进行了整党。清理了 “三种人”（“造反”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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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查处了一批以权谋私和违纪违法案件，经过审

查，受到开除党籍、不予登记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有７５９人，占党员总数的１３％，发
展新党员２６６１人。１９８９年后，结合治理整顿，对党员普遍进行了冬季轮训，进行形势、
纪律和党员标准再教育。结合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党的组织整顿和建设，

组织党员 “双学”（学党章、学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展争创先进党支

部和优秀党员的活动。每年 “七一”党的生日，各级党组织都表彰一批优秀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的基层组织。１９９２年后，由点到面，每年对党员进行一次民主测评，
处理不合格党员，不断加强党的战斗力。１９９８年后，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向
优秀党员杨晓明学习，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

突出抓了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平凉地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两个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规划》。经过六年努力，基本完

成了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任务，使７０％左右的乡镇和支部基本达到了 “六个好”乡镇和

“五个好”支部的标准。２００１年７月，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进一步完善
和改进党委学习、民主生活和工作报告制度。加强了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国有企业

和社区党组织建设，制订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规划》，全面实施 “堡垒”

工程和 “先锋”工程，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 “双带”、党员联户和 “四增一创”活动。

以开展 “六好”乡镇党委、“五好”支部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为主要内容的三级联

创活动。

二、干部管理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党员干部先后由中共北方区委、中共陕甘区
委、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陇东特委、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中共陇东地委、中共甘肃工

委、平东工委管理 （参前 《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平凉地委书记、部长、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正副专员、县长、

专署科长、军分区正副司令员、正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

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派干部２１３名，和平东工委干部相配合，建立了地县区各级党委和
人民政权组织。又从地方吸收一部分新干部和留用旧职人员，共２２５０多名。１９５０年以
后，辖区县 （市）委书记、县 （市）长、地委部长、专署科长、群众团体分区级主任、

公立中学、师范学校校长以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由省委任免，地委批准任免县委委员、

常委、部长、政府科长、区委书记、区长、群众团体主任和相当这一级的干部。县委任

命区委委员、乡长、政府股长、科员干部；地、县委组织部负责考察各级干部；地方干

校负责培训新吸收和录用的干部。１９５０年５月，分区机关精简编余人员１０４人，清理了
部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不称职干部，培养选拔了一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少数民

族、妇女干部。１９５３年以来，一部分区级以上干部送西北干校学习文化，其他干部由分
区干校培训，抽调一部分干部到省城和边疆地区支援经济建设，并在 “三大改造”中培

养选拔了一批领导骨干，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１９５５年后，地县 （市）委开始建立县

（市）委书记、县长和专区部科长、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的后备名单，作为培养选拔

对象。从１９５５年７月开始，结合肃反运动，对全区９５９２名干部进行审查，做出审查结论

０１１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的８３９２名，以后又对审干工作进行了多次复查，对 ６３７名干部作了补充或重新结论。
１９５６年，培养选拔了１５００多名优秀科技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副职和业务部门的领导骨
干，选送一部分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经过考试到大专院校培养，从京、津、沪地

区接收了一批知识青年来本地参加工作。

１９５７年２月，干部实行分级管理。将专员公署由行政部门改为监督职能，撤并和精
简科室机构人员，精简干部４５５名，县市精简７６％，抽调７０１名县区级干部下放工厂、
农村任职，实行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度。１９５８年，实行地县 （市）委和

组织部分级统一管理各系统干部的制度。人民公社正副书记、正副主任 （社长）由地委

任免。强调打破常规，破格提拔年轻有为、敢想敢说敢干的干部，突击提拔干部１１００多
名。同时，下放干部１２００多名到基层劳动锻炼。以所谓严重右倾保守处理３７０多名县区
级领导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安置７０多名老、弱和文化程度过低不能胜任工作的干部。
其中１２名科级以上干部安置退休，由国家供养。其他干部以退职处理。１９６１年以来，处
理了一些干部，其中有５００多名脱产干部被 “集训”、“特训”。１９６２年，对１９５７年下半
年以后处理的４０００多名干部进行了甄别。５月，全区共精简党政干部１１７０人，占原编制
３８１３人的３１％，其中，专区级精简４１８％。分期分批培训干部３３００多名。实行党政分
工，将公社副主任、地区副科级干部分别下放县委和组织部门管理。政府部门的干部由

政府民政部门管理。１９６４年，地委收回了专署副科长、人委副局长及公社副主任的管理
权限。１９６５年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凡连选连任的干部，其候选人审查、选举结果的
批准由地委代省委办理。对县社干部在本地范围内实行交流，并在公社试办半脱产干部

制度。地区成立安置领导小组，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

２９人，安置编外休养。
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后，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机构瘫痪。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

的 “斗批改”中，不少干部又遭批判和打击，送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１９６９年以后才
陆续被 “解放”出来，走上工作岗位。组织部设老干部科，安置退休老干部１１２人，对
１９４２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县 （处）级以上老干部将退休改为离休。１９７３年成立老干部休
养所，对县级以上离退休老干部进行生活管理。１９７５年１月，地委、地区革委会所属单
位副科级以上干部，各县县委委员、常委、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及县委所属单位

正科级干部、公社党委正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由地委任免，报省委备案。其他干部分级

管理。调外省和外省调本地的干部，由各县和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地委组织部审查报

省委组织部批准。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地委、地革委各部门和地直各单位初级骨干正职以上干部职务任免，
由地委讨论决定，初级骨干副职的任免由地委组织部审查，报地委主管书记决定，县委

各部室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县革委各局室正职以上干部、公社正副书记、正副主任

职务的任免，报地委讨论决定。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贯彻干部队伍 “四化” （革命化、知识

化、年轻化、专业化）建设的方针，实行了专业职称评任制度，解决了知识分子家属户

口、子女就业、住房、生活待遇等问题。对在职青年干部进行电大、党校学历函授或培

训教育。１９８２年，按规定对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一律按离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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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全区共有离休干部４２０人，由地县委老干部处、科负责管理。１９８３年以来，先后选
拔２７９１名中青年知识分子、专业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任职。地委９名委员的平均年龄
４８４岁，比原来下降６１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４４４％。７县 （市）５９名党政领导干
部平均年龄４２岁，比原来下降４３岁，占５７６％，处、科级及乡 （镇）领导干部基本上

形成３５至４０岁的年龄格局，大部分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１９８４年，地委只管县 （市）

和地直部门的领导干部、班子成员以及地属县处级事企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１９８５
年，县 （市）政府、人大、政协正副职，地委、行署各个部门正副职，地属县处级事企

业党政正职由地委审批。１９８７年５月，开始实行各级领导干部职务考核测评制度、采取
领导述职、群众评议、个别谈话、定量测评、综合分析、信息反馈、整改措施等７个环
节，进行 “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考核。１９８８年，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确定行政职务 （分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四个层次），招收聘用乡 （镇）

合同制干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党政干部交叉兼职。对县 （市）党政主要领导、纪委

书记 、法院院长、检察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进行易地交流，注重选配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选配科技、妇女副县长，推行干部工作目标责任

制。１９９０年，制订和完善 《平凉地区后备干部管理办法》，修定后备干部管理名单，强

化了对后备干部的动态管理，建立第三梯队 （比较成熟近期可任用的后备干部）。１９９２
年以来，地县 （市）委多次选派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学习，实施千名村干部和３００
名乡 （镇）干部赴经济发达区培训工程。１９９８年后，对干部进行 “三讲” （讲学习、讲

政治、讲正气）教育，全面推行干部年终考核测评制度和表彰命名优秀干部，推行党政

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向社会公开选拔和在事业单位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工作。

２０００年，地委制定 《平凉地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推行竞争上岗实施意见》和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等文件，加大了公开选拔干部的力度，全面推行新提拔干部任前公

示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干部异地交流和轮岗交流制度。通过竞争机制推行干部试岗制、

聘任制。２００２年，对１９９２年以来任县处级干部逐个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学习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开展自查总结，进行了整改。

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共有各级干部３８９５０名，其中女８６３８名，少数民族１５８６名，在干
部总数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１５４２６名，占３９６％。
２００２年６至８月，结合机构改革，精简干部，全区党政干部由８３９０名精简为６９１３

名，占１７６％，其中地直精简 ２５％，县 （市）精简 ２２％，乡镇精简 ２２％，政法精简
１０％。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全区共安置离休干部１５７名，现有离休干部８７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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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凉
地
区
干
部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
一
）

（
１９
４９
—
１９
８５
年
）

年 　 　 度

总 　 　 数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政
治
情
况

行
业
分
布

男
女

汉

少 数 民 族

２５ 岁 以 下

２６ — ３５

３６ — ４５

４６ — ６０

６１ 岁 以 上

大 　 学

中 　 专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 　 盲

共 产 党 员

共 青 团 员

民 主 党 派

无 党 派

党 政 机 关

政 　 法

工 　 业

交 　 通

农 林 水 牧

财 　 贸

文 教 卫 生

统 　 战

群 众 团 体

其 　 他

１９
４９
２２
５０

１３
３６

１９
５５
１１
３０
４
１０
７５
７
５４
７
１０
８９
８
４０
６
５１
３０
４４
７４
１２
８３
４１
７

１０
５

９５
８
４２
７１
５６
２１
３４
９
３６
５８
２７
２８
１７
４９
０１
２５
８８
９８
０
３３
７
２３

５７
４
５５
３４

７４
２

５２
６

１９
６２
６３
３２
５８
５９
４７
３
６１
５８
１７
４

２８
７

７９
８
２７
１８
２５
２９

３１
９ ０
１１
４１
８
１９
９３
１８
０１
４７
３
５１
９
１１
２
４３
６
２０
７８

９１
３

１９
６５
７７
６４
７０
３６
７２
８
７５
３４
２３
０

１９
３７
６１
９
４５
４
１４
０
７２
６
２ ７
０７
１０
６７
２３
９１

１９
７１
１３
５９
２
１１
５８
１
２０
１１
１３
２０
５
３８
７
１０
１７

１３
２９
２
４６
６４
１３
８１
６６
１９
４６

３６
９３
４９
４６
３０
０７

４９
６４
２４
２０

６２
０８
２６
６６
３５

９４
２
３１
０
７２
２
２７
４２
５６
９２

４８
３

１９
７５
１６
２９
８
１３
７１
１
２５
８７
１５
７９
６
５０
２
１４
６８
５７
２６
６６
２８
２３
６９
１０
７

６９
１５
１８
９５

７４
８８
２４
３１
３８
７
１１
７２
５０
９
１５
０１
２６
８ ９
７１
６４

３０
７
１４
７

１９
８０
１９
０７
９
１６
３６
６
２７
１３
１８
４７
１
６０
８
１９
９１
５３
４８
６７
３９
４８
４９
１５
２
２６
１０
５６
５７
２７
１３
５７
５６
２３
４３

７９
５４
２１
１９
１７
８９
８ ９
１７
１６
１１
０４
１３
２２
２１
５
２２
２８
２７
８６
９４
０４
１２
２９
２

１９
８５
２４
５１
５
２０
７２
２
３７
９３
２３
６９
３
８２
２
３７
１６
７１
３８
６８
６５
６５
６８
２２
８
２９
３１
８８
１３
４４
８２
８２
８９

９５
８４
３７
９１
９６
１１
０４
４

２４
１７
１

３４
４

注
：１
９５
５
年
含
原
庆
阳
地
区
各
县
数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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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
９０
—
２０
０２
年
）

年 　 　 度

总 　 　 数

性
　
别

民
　
族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政
治
情
况

分
　
布

男
女

汉

少 数 民 族

２５ 岁 以 下

２６ — ３５

３６ — ４５

４６ — ５９

６１ 岁 以 上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高 中

初 中 以 下

共 产 党 员

共 青 团 员

民 主 党 派

无 党 派

行 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企 业 单 位

１９
９０

２８
５０
８
２３
９７
１
４５
３７

２７
５４
３
９６
５
４１
０６

８９
０９

７１
６７

８２
１８
１０
８

５６
９３

１１
４５
４
４５
４３
６８
１８

１１
６１
５
３５
７１

１１
２
１３
２１
０
８２
９０

１６
７８
７
３４
３１

１９
９５

３２
５５
７
２６
５１
０
６０
４７

３１
３７
７
１１
８０
４６
５５

１１
２８
９
８２
１９

８２
０１
１９
３
１９
６３
６６
９４

１４
０１
７
５０
５７
４８
２６

１２
８６
７
３５
３０

１ ２
０
１６
０４
０
８４
９０

２１
３９
３
２６
７４

２０
００

３８
１４
１
２９
９２
７
８２
１４

３６
５８
１
１５
６０

１４
８１
５
３３
６５

１４
６
１９
８１
５
９０
３１

２６
５７
０
２５
４０

２０
０２

３９
３４
４
２９
８５
６
９４
８８

３７
７４
０
１６
０４

１７
６１
７

１５
７０
７
３８
３４
２１
８６

１５
００
３
３６
３４

２９
２
２０
４１
５
７７
１１

２９
１６
６
２４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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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部培训
１９４９年８月，地委举办平凉分区干部训练班，首次培训干部３００人 （回族１０７人）。

１０月以后轮训减租、土改、税务、财会、合作化、整党、妇女等专业干部 ３０００多名。
１９５４年８月以后，对干部进行正规理论教育，除分期分批轮训科级干部外，并在干校开
设文化补习班。

１９５９年，地委党校成立，对干部进行正规理论和形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教育。至
１９６６年６月，共办培训班 ４２期，培训公社党委书记、主任以上及地直一般脱产干部
１０４７４人 （次）。各县 （市）委党校，培训一般干部１５万人 （次）。

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２年，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 “五七”干校共培训全区科级以上和地直

一般干部２２期７５８５人 （次）。

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８年，地委党校培训科级以上及地直一般干部３３期、２３６６人。县委党校
培训脱产干部及基层干部１６万人 （次）。

１９８３年以后，由短期培训逐步转向与学历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方向，对干部进行了系
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先后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课程。除了分期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外，地委党校还开设

了党政干部２年制中专班学历培训８届，共毕业学员３６８人，从第七届开设党政 干部大
专班的１２门课程。１９８９年设立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甘肃分院平凉学区，先后开办了中央党
校函授学院大专班、本科班和领导干部班，开设党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律、财会等专

业，共招收本科和大专学员８１１２人，毕业４０８２人。２００１年开办省委党校研究生班，招
收学员７４人。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学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建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现代化必

备知识。主要举办县处级干部轮训班，科级干部、乡镇领导干部班、优秀青年干部培训

班，妇女干部培训班等班次，每期６０天左右，每年培训３０００人左右，其中地委党校培训
４００人以上。１９７８至 ２００２年，地委党校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３１期，培训干部 ７８６７人
（次）。各县 （市）党校共举办各类培训班８９７期，轮训干部９１万人。

第五节　宣传教育

一、形势和理论教育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中共平凉特别支部、中共平东工委，主要根据
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开展学习教育，重点有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唯物史观》《八

一宣言》《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产党

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 “七大”《党章》等篇目。

１９４９年８月，地委对干部党员着重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组织学习 《目前形势和任务》

《论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发展简史》和中央、西北局有关当前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３
月，将全区干部分编为三组，高级组学习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干部必读》，

中级组学习 《社会发展简史》及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５本书，初级组学习 《政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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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读本》和毛泽东有关著作。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主要进行文化补习和学习时事政策等。

机关干部坚持每天早晨学习２小时，区乡干部每１０天集中区委会学习１次。７月，学习
中央整风指示和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 《反对党八股》等文章，

同时，组织学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有关政策性的文件。１９５１年７月，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进行党史教育。１９５２年，开始组织系统学习 《毛泽东选集》。

“三反”、“五反”后期，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

１９５３年以后，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学习中央关于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性文件，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学习《婚姻法》、《宪法》等，将干部学习改为每周二、四下午集中进行，晚间自愿报

名选学文化和科学知识。高级组学习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级组学习 《政治

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初级组学习 《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等，并组织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的区级干部到省和西北党校学习文化和理论。１９５５年，学习中央开展肃反斗争的指
示等有关文件，１９５６年，学习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及序言、《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 （草案）》，学习周恩来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地委成立文教工作部、讲师

团，加强地委干校教学力量，成立县 （市）干校、业余技术学校，组织干部较系统地开

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育。高、中级组同时学习 《政治经

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专区、县 （市）脱产干部组织学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防止修正主义教育。１１月以后，学习
党的 “八大”文件及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等。结合学习，开展学术讨论，自由争

论，批评了１９５６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冒进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
主义。

１９５７年５月以后，学习中央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等７个文件。从党内整风发展
到反右派斗争。１１月，学习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开展

全民整风，在各条战线开展 “大辩论”。１９５８年２月以后，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稿）、中央《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党的“八大”二次会

议文件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决议，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 “兴无灭资”、走 “又红又专”道路、“文化

革命和技术革命”、“拔白旗”等运动，助长了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学习中央两次郑州会议文件和斯大林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教育，纠正

“共产风”错误，对被 “拔白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律予以纠正。５月，地委下发 《关

于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通知》，要求理论学习要占整个学习任务的６０％，形势和政策教育
占２０％，业务学习占２０％。每周坚持８小时学习，公社干部实行 “三七制”或 “二八

制”（七八天下乡工作，二三天回公社汇报安排工作，学习理论）。主要学习 《矛盾论》

《实践论》《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 《党内通信》及有关经济政策文件。１０月，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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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关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厉行增产节约的指示》，开展 “反右倾”斗争，１５万多名
干部向党 “交心”，一些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批评 “大跃进”的干部反而受到批判，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以后，学习中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

的指示信》（简称 “十二条”）《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于彻底纠正 “五风”

问题的指示》，学习 《反对本本主义》，大力纠正三年 “大跃进”工作中的错误。１９６２年
学习中央制定的 “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以

及 “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文艺八条”、“科研十四条”等，进行了各方面的调

整，放宽了经济政策。１０月以后，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
问题的讲话，进行阶级和 “反修防修”教育。学习社会主义教育有关政策性文件。在思

想文化战线上批判 “合二而一”、 “坏书坏戏”，进行反 “和平演变”教育。１９６４年１２
月，组织地县干部学习毛泽东 《实践论》 《矛盾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修养》。先后开展了学雷

锋、学王杰、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学焦裕禄，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 “文革”开始，以揪斗 “牛鬼蛇神”和 “黑线”人物为名，使１２００多
人 （含教师）受到批判。８月，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平反被批判的 “黑线”人

物，批判揪斗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

座右铭，“斗私批修”。地区和各县办 “五七干校”，先后抽调１０２０１人参加干校和插队学
习锻炼。１９７１年３月，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学习的决定》。１９７３年７月，恢复地委党校，组
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６本书，开始正规理论教育。

声讨 “四人帮”

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粉碎 “四人

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

文元）后，学习中央揭批 “四人

帮”罪行的３４份材料，揭批 “四

人帮”，清查与 “四人帮”有牵连

的人和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学习邓小平 《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

判和纠正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学习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１９８１年，学习 《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总结建国３２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一步清

除 “左”的思想危害。１９８２年，学习十二大确定的新时期总任务和战略目标，讨论２０年
奔小康设想。１９８３年，学习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和对干部 “四化”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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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１９８６年地委恢复讲师团，在全区７县 （市）及地直７４个单位宣讲。１９８７年，学
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展生产力标准问题大讨论。１９８８年９月以来，学习中央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决定，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进行干部廉洁、

宣传邓小平南巡讲话

党员遵纪守法教育。学习人民日报

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１９９１年，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

年》，系统地进行了党史、党建教

育。１９９２年，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习邓小平南

巡讲话，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教育，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加速经济发展。１９９７年，出现了学
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地委连续举

办领导干部读书班、研讨班，学习

逐步走上制度化。理论教育上的做

法，得到省委的肯定。１９９９年，在
全体干部中进行了邓小平理论系统

化教育和正规化考试、考核工作，

参加考试的３７７９０多名干部成绩全部合格，９０分以上占９０％，２００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获得了满分。１９９９年以来，全区从上到下开展 “三讲”教育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的 “学教”活动，围绕 “西部大开发，平凉怎么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结合实际，重

点进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加快发展教

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科教兴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教育。地委讲师团制作录像辅导材

料，向干部职工宣讲２４场，听众３０００多人 （次）。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组织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演讲报告团，巡回各县 （区）、市直、省属单位演讲，辅导２０余场 （次）６０００多
人。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党校等单位，多次举办理论研讨会，在 《平凉论坛》等刊物

上发表论文千余篇，编印理论书籍２０余本，有４７件论著获得中央、省、地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奖。

二、社会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

民国时期，在平凉活动的地下共产党员除上街演讲、办工人学校外，主要通过 《新

陇民报》《三八旬刊》（参见 《新闻》）等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中
共平凉市委曾创办 “战时读物推销社”销售进步书籍，组织 “反帝大同盟”，开展抗日救

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政机构为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分别不同情况，采

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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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集中宣传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的时事政策。全区先后培养
和发展工农宣传员１０１５７名，建立业余政治夜校２３００处，读报组５３６８个。各县 （市）

先后办报纸，建立有线广播站，乡乡有广播喇叭，村村有宣传员、读报组等。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党的 “八大”以后，突出宣传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宣传 “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初步繁荣了

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宣传全民整风，对
农民、职工、民族宗教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１９５８年贯彻
党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组织宣传员、读报员、

干部、教师、中学生１０万人，每人分包两、三户群众，利用广播、戏剧、电影、报纸、
板报、音乐、美术、墙头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月活动。开展 “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出大字报１８６万多张，批判所谓思想落后或有不满言论的群众６１０４人，“拔白
旗”６５６人，插红旗２６０４人。１９５９年春天，集中宣传中央两次 “郑州会议”精神，宣传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初步纠正 “共产风”和 “一平二调”。１０月，宣传中央
“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进行整风整社，继续鼓动 “大跃进”，批判 “资本主义自发

势力”、“瞒产私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批判干部、群众１７０２３人。１９６１年，贯彻中
共中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安排生活，抢救人命，坚定信

心，战胜困难。大力纠正３年 “大跃进”的错误，为３万多名被批判处理者落实了政策。
宣传贯彻党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等条例，进行社

会主义教育。１９６３年以来，开展学雷锋、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学柳湖等２９个先
进典型，开展以争当 “五好”（个人：政治思想好、劳动工作好、遵守纪律好、团结互助

好、清洁卫生好；单位：突出政治好、完成任务好、组织纪律好、团结互助好、生活环

境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活动。同时，开展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社教运动，“忆苦思

甜”讲 “三史”（厂史、社史、家史），社队大办政治夜校、社会主义文化室，培养宣传

员、读报员和文化教员２０００多名。社教后期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各
级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表彰各条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

组织积极分子到街道、厂矿、机关、社队巡回讲用。

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宣传中央决定，大破 “四旧” （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

旧习惯），大搞 “红海洋” （将毛泽东语录和宣传标语用红色涂底、黄色书写在大街小

巷），搞 “天天读”。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商店，进行 “斗

批改”。１９７３年，开展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组织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队伍，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推动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展清查 “四人帮”的言

论、刊物及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１９７８年突出地宣传党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否定

“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

育，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进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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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１９８０年，宣传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规定》

和 《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推动全区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１
年３月，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
环境美为内容的 “五讲四美”活动。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以每年３月为 “精神文明礼貌月”，

表彰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１９８３年开展的文明礼貌月活动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
核心，继续治理脏、乱、差，广泛开展 “三优两学”（优良秩序、优美环境、优质服务和

学雷锋、学先进）的活动。全区表彰１０９个先进集体１５４名先进个人。１９８４年，地委成
立 “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表彰了１２个军民
共建先进单位，授予解放军８４８０６部队 “英雄八连”等７３个单位、５８名个人为 “五讲四

美三热爱”先进单位和个人。１９８５年，把文化教育、科技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
内容，大搞城乡文化事业建设，全区新建电视差转台１２个，乡乡建立文化中心、放映
队，村村建立文化室，３１２国道沿线１５个乡镇的文化站、室，形成了 “文化长廊”，９５％
的行政村通了广播。建设农村科技服务站、乡科普协会，培训各种科技人才３万多人。
１９８６年，地委将 “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改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坚持把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精神文明建设

以培养 “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公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文化素质为目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开展思想、法制教育和

创建活动。１９８８年，组织系统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
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１９８９年６月，一手抓治理整顿，一手抓思想政治
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

“扫黄”，打击犯罪，除 “六害” （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

吸食贩运毒品、聚众玩赌、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命）等活动。１９９０年秋冬以来，先后在
全区城乡分期分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区组织训练２９６０名干部，培训农民骨干
３４７５５人，教育覆盖面达到成人教育总数９０％以上。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行全民法制
普及教育。１９９１年，进行建党七十周年党史宣传教育。１９９２年，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传。１９９６年，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关于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地委制定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十二项工程和四项措

施，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和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地委与县 （市）委签订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年终进行考核，兑现奖罚，命名表彰一批文明单位。基

层普遍开展 “三光荣”（光荣村、光荣院、光荣户）和 “五好家庭”（好婆媳、好兄弟、

好妯娌、好夫妻、好邻居）活动，在工商、粮食、邮电、电力、卫生、政法等行业开展

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树立行业新风。全区先后开展了学习孔繁森、黄

俊生等活动。党的十五大以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为经济服务、为大局服务、为人民服务，开展群众性、多层次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

道德建设渗透到市民文明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范中，开展以解决文明言行、清除白

色污染、植树绿化、保护生态环境等为内容的 “讲文明、树新风、塑造平凉新形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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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了以扶贫济困为内容的 “送温暖、献爱心”和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开展

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全区命名崆峒山、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９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平凉二中少年军校、平凉职中、“英雄八连”连史馆等４所国防教育基
地。建成了国道３１２线平凉段全国文明样板公路。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行业、文明单位和 “十佳文明公民”、“十佳文明公仆”、“十佳科技工作者”、“十佳五

好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农户”评选命名活动，并开展军民、警民、企地、城乡共建

活动。在全区开展学习华亭煤矿创业精神、全国梯田化建设先进县庄浪精神，学习静宁

县模范党员杨晓明事迹。１９９７年以来，全区先后开展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迎接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活动。宣传了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的 “二次创业”，集

中实施改革开放，科教兴区和依法治区的三大战略目标，全区建成国家级文明乡 （镇）、

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各４个。
２００１年推出全国劳模平凉市吴岳村党支部书记卢定华、灵台蒲窝乡塔贤村等先进典

型。２００２年开展学习泾川精神，将庄浪、泾川县大造秀美山川的典型事迹推向全国，受
到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部的表彰。贯彻实施中央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２０个字的基本道德规划为目
标，制定和完善了简明易行的市民守则、岗位规范和乡规民约，以 “讲文明，树新风，

塑造平凉新形象”为目标，以国道、省道、铁路沿线乡镇为重点，建成了２１个精神文明
示范小区。以建设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服务完善、风尚良好为目标，以治理 “脏、乱、

差”为突破口，加强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美好家园建设。精心策划组织了撤地设市

的各项宣传文化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已建成国家级文明村镇先进县华亭县，文明村
镇先进镇四十里铺镇，文明乡 （村）先进乡王村乡，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华亭县国税局４
个集体。省级文明单位４０个，静宁、华亭、平凉３县 （市）为省级文明县 （市），地级

文明单位１９６个。地委行署表彰命名 “十佳文明公民”３０名， “十佳文明公仆”３０名，
“十佳科技工作者”１０名，“十佳五好文明家庭”３０户。华亭、静宁、庄浪成为全国科技
先进县，崇信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庄浪、静宁为全国文化先进县，灵台、泾川为全

国体育先进县，静宁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泾川为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县，平凉市 （崆

峒区）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第六节　纪律检查

一、党风教育和廉政建设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配合整党、“三反”等工作，针对部分党员和干部工作上的骄傲
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进行遵纪守法、执行政策等教育，

严肃查处了２３９名贪污腐化分子。１９５３年以来，对党员进行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以来，纪律检查工作也出现严重的 “左”的偏差，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

坏，反右派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１９５８年查处的４１２８起违纪案件，大部分处理错误。
１９６１年纠正 “左”的思想和 “五风”错误，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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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地委和各级党委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每季度召开一

次党内民主生活会议制度。１９６３年以来，对党员进行 “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批

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和 “三项制度” （学习、民主生活和联系群众的制

度）建设。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在全体党员中普遍进行党风党纪党规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全区培训党员４５０５３人，占党员总数的７６９％，突出解决了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以
权谋私、营私舞弊、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和派性问题。１９８２年以后，在党员中开展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腐败教育，严肃查处经济违法案件，检查纠正了以权谋私、严重官

僚主义以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不正之风。１９８５年，地区纪委成立端正党风办公室，抽调
１１８名干部，组成３２个工作组，结合整党工作，分别对七县 （市）７００多个单位党风状
况进行了大检查和 “回头看”。１９８６年，地、县 （市）先后召开端正党风经验交流会，

表彰了党风建设搞得好的１６０个先进单位和３７２名先进个人，推荐１０个单位和５名个人，
出席省上召开的两次端正党风经验交流会。１９８８年，积极协助同级党委抓了以廉政建设
为主要内容的党内监督工作，先后制定下发 《关于开好民主生活会的通知》、《关于党政

机关保持廉洁的规定》、《关于突出抓好廉政建设几件事的决定》。严肃清理党政机关经商

办企业及倒手倒卖国家规定的２２种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并从速查处一批违
纪案件。１９８９年，结合治理整顿工作，以抓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廉政制度
建设工作，先后制定 《县 （处）级干部廉政守则》和 《乡 （科）级干部廉政守则》，推

行政务公开，加强信访、电话举报工作，选择群众最关心的住房分配、招工、招干、招

生、参军、农转非户口等 “热点”问题，进行检查监督，从速处理了以受贿贪污为重点

和以权谋私、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奢侈浪费、弄权渎职等违纪案件７１起，涉及８８人，
其中县 （处）级干部５人，科级干部４２人。１９９０年，在全区２６０个单位推行 “两公开一

监督”制度，在全区２６８个部门和单位检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共揭摆出各种不正之风
１１类、３７８４条，查处各种违纪案件１６４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１６１人，挽回经济损失
７５万多元。清理出用公款供子女上学１７４人，大部分进行了退款处理，清理出超编制购
买和更换小汽车３４６辆。１９９２年以来，抓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级领导班子每年召开
两次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填报廉洁自律登记表。县 （处）级以上干部申报自

己的经济收入，对收受的礼品按规定登记上报，向组织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止用公款

吃喝玩乐变相出国旅游，每年节约经费４０多万元。对不符合规定安装的３２７部住宅电话，
转划给个人缴费，４０３部电话费按规定限额补助，不符合规定的１７部移动电话实行停机
或转划个人缴费。精简和压缩会议。地委、行署每年３月、９月为无会月，每星期前三天
为无会日，对能不开的会议不开，能合并的合并召开，共节约会费２５６万元。压缩购买
小汽车７８辆，节约经费１１２５万多元。清理领导干部住房，对１９名超面积住房进行了处
理。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房，停建缓建７项，节约４４０多万元。清理干部拖欠公款
２２２３人，２２６４万元。清理因官僚主义，失职渎职造成的经济损失２４２１万元。纪委编印
《纪检监察业务知识讲座》、《党风廉政制度建设资料选编》、《蜕变的权力》和摄制 《党

风卫士》、《卫士之歌》两部专题电视片，采取培训、知识竞赛、报告会、电化教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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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征文、考核考试等各种形式，进行教育。开展了以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继续纠正行

业不正之风为重点的纠风治乱工作。全区共召开各种减负会２６８次，发放减负资料２１万
份，培训专干４７２人，７县 （市）普遍进行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试点工作，共取消涉农

收费项目１２３项，减负３１５万元。深入开展了治理企业 “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

款），取消收费项目１３８项，减负４０９８万元。同时，对工程建设、统计、物价、安全生
产、中小学乱收费、公路 “三乱”、药品市场、公务员考核、征兵等方面的不正之风进行

检查，建立健全了有关制度，在公安、工商、电力、邮电、教育、卫生、税务等８个行
业开展了民主评议行风工作，吸收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２０００多条。
１９９９年，结合 “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突出抓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专题教育，对地级 “三讲”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５０多条意见和建议，进行及
时整改，对暂不能整改的进行了说明。培训骨干７０多名，编写 《党风廉政责任制资料选

编》，组织各单位学习。２００１年以来，结合 “三个代表”的 “学教”活动，开展了领导

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专题教育。组织全区１２１３５名党员干部参加廉洁自
律规范答卷。制定并落实县处级干部 “六个不准”，乡 （科）级干部 “五个不准”。开展

了每年一度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落实工作，层层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建

立各级干部廉政档案６５４５份。两年来，对４８名县处级科级干部执行了责任追究，４２名
给予违纪处分。２００２年，在全区普遍开展了 “权力观”教育，２９００多名党员干部参加学
习，开展百名廉洁奉公的干部评选活动。

二、案件查处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５年９月，查处各种违法违纪党员８００人，其中开除党籍２７９人，
留党察看８２人，撤销职务４３人，警告２９８人，劝告９８人。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７年７月，共受理各类案件１２５９件，其中处理结案１１３４件，处理

违纪党员６４３名。从１９５７年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到１９６１年整社和 “夺权”斗争，各级

监察机关共受理各类案件９２９９件，处理结案９０２５件，受各种处分的党员８７６９人，其中
开除党籍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４４３４人，留党察看１２３２人，撤销党内外职务６６６人，严重
警告１１９６人，警告１２４１人。给予批评教育和免予处分的１２５６人。１９６１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３
年底，对３年来受批判处理的８７６５名党员，进行甄别，或纠正或平反。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５年，
共查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挥霍浪费等各类违法违纪案件１９６１人，其中开除党籍７３７
人，留党察看３００人，撤销党内外职务９９人，严重警告３９４人，警告４３１人。１９６５年冬
至１９６６年５月，立案处理３６８４人。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３年底，全区共复查各类案件５０２４４件，其中 “文革”中的案件３８６９７

件，全部平反２５４４７件，占６５８％；部分平反７１３０件，占１８％；维持原结论不变的６１２０
件，占１５８％。其中立案审查的１５９６名党员干部全部进行了平反和纠正，受开除党籍的
３２９名党员恢复了党籍。复查历次运动中的案件１１５６９件，全部平反７７５３件，占６７％；
部分平反１３３１件，占１１３％；维持原结论不变的２４８５件，占２１５％。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对招生、招干、招工、农转非户口、转干、军转干部安置、住房中

的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和党员干部建私房、超标准住房、滥发奖金、拖欠公款、破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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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等案件，进行查处。全区共受理各种违法违纪案件１２６１件，处分违纪党员１１９３
人，其中开除党籍２３５人，留党察看１９８人，撤销党内外职务４６人，严重警告３１７人，
警告３９７人。涉及县处级５１人，科级２０８人，一般党员干部３９５人，一般党员５３９人。
挽回经济损失５６６２０５万元。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２年，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行贿受贿、贪污盗窃
等案件３８８件，查处党员３６１人，其中开除党籍３８人，留党察看１２１人，撤销党内职务
１４人，严重警告１２０人，警告６８人。涉及县处级干部１１人，科级干部８７人。１９９３至
２００２年底，共立案党政案件１２５３件，查结１０９１件、１２１８人，受党纪政纪处分９９３人，
涉及县处级干部２８人，科级干部２３５人，挽回经济损失４０９６７万元。

第七节　政法工作

１９４９年８月，地委成立社会部主管政法工作。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撤销社会部，由专属党组
负责政法工作，协调公安、司法、检察和地方军事部门，在抓剿匪反霸的同时，根据中

央和地委指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活动、取缔反动会道门和查禁烟毒、赌博、妓院、制

止卖淫嫖娼等社会治安工作。１９５３年，地、县 （市）委先后成立政法党组，协同公检法

和司法行政部门，打击处理了一批严重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破坏军婚的罪犯，进行了

内部肃反和 “镇反”案件复查，抓了各类刑事案件的审理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监督改

造和评审工作。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贯彻全国和全省政法会议精神，地、县 （市）委召开公检法党员干部会

议，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开展对敌斗争，打击刑事犯罪和对四类分子的评审。１９５８年
８月以后，组织政法部门干部先后在镇原、泾川、平凉、静宁等地开展政治斗争和改造落
后运动。１９６１年１月，地委批转政法党组 《关于认真做好复查案件的请示意见》，对

１９５８年以来在政治斗争中的案件，进行彻底复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后，贯彻中央和省委政法
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内层清理，结合社教运动，广泛开展了遵纪守法教育和职业道德教

育。１９６５年地委批转政法党组 《关于政法工作安排意见》，大抓城乡社教运动中的对敌

斗争，评审四类分子，开展 “夺权”斗争和民主革命补课，结合整顿政法机关，对有问

题的单位和干部进行了改组或调整。在斗争中，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

开展 “打尖子”、“夺权”斗争，错误处理了一部分干部群众。

１９６６年 “文革”初期，政法部门被群众组织夺权。１９６８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保
卫部抓政法工作，地、县 （市）委恢复后，先后成立保卫部党组，政法党委、党组，开

展 “清理阶级队伍”和 “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铺张浪费）斗争。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开展 “一批两打”运动 （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罪行、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刑事犯罪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撤销政法党

委成立地委政法小组，全面拨乱反正，平反 “文革”及以前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冤假错

案。１９８２年，贯彻中央、省委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关于认真
查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指示精神，开展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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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处理，并组织干部群众讨论 《宪法》修改草案，进行群众性的普法教育。

１９８３年８月，贯彻中央 《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及全国人大 《关

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精神，成立平凉地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领

导小组，开展了第一次 “严打”斗争。主要打击盗窃、强奸和流氓犯罪团伙。至１９８５
年，共查处各类刑事案件９８０起，打击各类刑犯１３８１名。１９９０年５月开展第二次 “严

打”，并结合开展 “扫黄” “打非”和 “除六害”的斗争，不到半年查处各类案件３４８
起。其中特大案件２３起，打击刑犯４９７名。查处 “六害”案件６０４起、１８５９人。１９９６
年５月，开展第三次 “严打”，先后侦破一批抢劫金银财物、洗劫车辆及流氓团伙、负案

逃犯案件。打击贩毒、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等较大的多发性盗窃案件。

全区法院共审结案件６０５起，判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２９０多名。破获吸毒案４１
起，缴获海洛因９３３９克。２００１年３月，开展为期两年的第四次严打斗争，重点为 “打

黑除恶”，“缉枪治爆”等５次行动。同时取缔 “法轮功”邪教组织，至１１月，共帮教
“法轮功”成员８６０多名，打击处理顽固分子４４名。

１９８６年１月，在全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城乡推广评选光荣村、光荣院、光
荣户的活动，实行社会治安群众自治；抓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犯罪青少年的

帮教工作，使普法教育不断深入。１９８８年，全区共建联防队 （组）１２７１个，基层治保会
２２２９个。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推行社会治安管理责任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基层。１９９５
年，开展 “治安模范”和 “五个一工程”活动。先后涌现出模范县２个、模范乡镇２９
个、模范村３８８个和模范单位４０６个。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创建安全小组６０２个、安全单位
１７８个，治安模范村４１９个、居委会８个，分别占全区村和居委会总数的３７—４７％。

２００１年初，全区共确定重点整治乡镇３３个、单位５６个、村８９个、公共复杂场所
１０２处、路段１５条，重点区域和部位１３５个。抽组６００余人，对６６４处重点区域、场所、
路段等进行集中整治。清理整顿学校２５９所，依法查处和取缔１４９处影响学校治安和学生
身心健康的违章建筑和营业场所，关闭２６家电子游戏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整顿学校
周边的音像文化市场，收缴一批盗版和不健康书刊及文化制品。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共排查
各类矛盾纠纷６１５１件，调处化解５７１７件，成功率为９２９％，防止群体性上访９件７００余
人，制止群体性械斗事件８起。建成各类安全文明小区２３１２个，其中文明村１３５４个，占
总村数的７８１％，居委会３３个，占８２５％；单位９２５个，占８５６％。其中被省上命名９
个，地区命名２５个，县 （市）命名８７３个。泾川、华亭、灵台、崇信、静宁、庄浪６县
被省上命名为 “无毒县”。

第八节　统战工作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刘伯坚、吴天长、冀明信在冯玉祥国民联军中以个人名义参加
国民党，帮助筹建国民党平凉县筹委会，此为中共在平凉统战工作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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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共陕西省委派驻平凉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先后同国民军十三师特务二团

团长刘保堂、杨虎城驻平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等建立统战关系。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０月，东北军驻平凉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中的共产党员，通过做军队
和专员公署上层人士工作，成立平凉人民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红军三十二军和二十八军驻防平凉以后，与东北军结为友军，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

２６年 （１９３７），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和陇东地委、甘肃特委先后派回族共产党员马
寅、杨静仁、吴鸿宾等来平凉，做平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回民党员，

促进回族文化教育，协办伊斯兰师范、力行中学、新民小学。

４０年代，平东工委同专员周祥初、保安副司令任谦、崇信县参议长刘毓凤、工商界
人士赵益斋等上层人士、国民党军警、学校、邮电、银行等３０多个单位的中上层人士７３
人建立统战关系。有些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有的加入了民主同盟。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各县 （市）先后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参加，有

３人被选为县 （市）政协副主席。１９５１年后，地委和各县 （市）分别召开各界人士座谈

会，地委邀请赵益斋、李翰、杨肯堂、丁宏义、吴九如等民主党派、无党派、教育、工

商、宗教界知名人士参加土改委员会和抗美援朝分会。帮助民主同盟、民革建立和健全

组织。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组织中安排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２７
人。成立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４００多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成立１个民族自治县、１６个民族自治乡。对天主、基督教实行 “三自” （自传、自治、

自养）革新；对佛、道教进行调查登记，使其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范围内正

常活动。在调整工商业和 “五反”运动中，争取团结教育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扶植其发

展生产经营，正确处理和改善了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

１９５３年之后，９０％以上的工商业者，积极接受改造，参加公私合营、合作经济。５０
多名有声望的各界人士和非党知识分子，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些担任副市长

和行政事业单位的领导。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后，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十六字方

针，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了民族统战工作。１９５７年１月上旬
至２月下旬，地、县 （市）委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多次检查，对党与民主党派、知识分

子的关系，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情况，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遗留问题，进行检查并提

出了改进措施。在文教、卫生、科技、工商等行政事业单位，选拔和安置了１００多名非
党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检查区分了工商业者和小商小贩的界限，落实了

１３６名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务权限和工资待遇。
１９５７年５月，整风运动开始后，地、县 （市）委召开各种座谈会，认真听取民主党

派、非党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但在７月以后，对一部
分人的言论无限上 “纲”，将一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定为右派分子。

除地委和平凉市、华亭县外，其他各县均撤销了统战部。

１９５８年，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被拔了 “白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少

数民族和宗教界开展反封建特权斗争，有１６０多名宗教神职人员受到批判处理。封闭了

５２１１第十五编　党派群团



清真寺和崆峒山等佛道寺庙。９月以后，分三批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对 “拔白

旗”的知识分子一律平反。１９６２年以来，对１９５７年后半年至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历次运动中
处理的人员进行了甄别平反，并恢复原来的工作和相当的职务，对７２名无劳动能力的党
外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由国家发给生活费。开放４２处清真寺，对 １９５８年 “兴无灭

资”、“交心”中被补划的 “右派分子”一律平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落实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被撤销的５县统战部，在宣传部配备
了统战专职干部。５月，地委专署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采取 “神仙会”（和风细雨、畅

所欲言、自由民主地讨论）的方式，实行 “三不”政策 （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

子），邀请各民主党派、宗教上层人士和非党知识分子４０多人，座谈讨论三年 “大跃进”

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和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工作意见。

“文革”初期，统战工作机构瘫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地委恢复统战部，逐步开展工作。
１９７５年６月，地委统战部配合地区公安处，落实党对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
做了在押犯的清查工作。地委成立了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对台宣传工作，发展爱

国统一战线。

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区７县 （市）全部恢复了统战工作机构，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

错案。至１９８２年底，共改正右派１０２７人，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的１３８５人，落实台胞台
属政策的４１人，复查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案件１２９件，给１１７１人颁发了起义投诚证
书；对区内定居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１９人，分别给予退休、退职安置和由民政部门按
月发给生活费。给１５８名宗教神职人员平反，对历次运动中下放到农村的４６１户、１８７２
名少数民族居民分批给予返城安置。先后帮助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党和

各县 （市）的工商联恢复和建立组织机构。恢复伊斯兰、天主、基督、佛、道教的团体

活动，健全宗教管理机构，开放３７８处宗教活动场所。１９８３年成立地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和平凉地区行署台湾事务办公室。

１９８９年以来，建立和完善地、县 （市）党委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协

商会、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定期不定期地向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 人士通报、征求意

见，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建立民主党派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口联系制度、特约人员

制度。地县 （市）审计、监察、教育、检查等部门先后聘请６０多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监察员、教育督导员、检查员。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帮助各民主党派
地方组织制定和完善 《议事规则》、《参政议政卡》和实施办法。在各民主党派中开展提

一条重要议案、搞一项专题调查、办一件实事的 “三个一”活动，共提各种议案和重要

建议１５０多条，完成专项调查３６项，措办实事３０多件。
１９８３年以来，安排党外人士担任县级领导职务的２９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４２３％；

担任科级干部４３５人，占同级干部６９７％。担任县 （市）人大常委的２８人、政协委员
４１４人，被选为省人大代表７人，推荐安排省政协委员６人。先后有２６００多名党外知识
分子受到县以上单位的表彰奖励。地县 （市）召开知识分子献策献计会３０多场次，征求
意见和建议７００多条。
１９９７年以来，对７０多名民族乡和少数民族较多的乡镇街道领导干部在地委党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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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和有关法纪法规培训，然后以各县 （市）乡镇为单位进行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

宣传教育。行署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扶持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意见》，对

民族乡村制定２２条优惠政策。各县 （市）制定优惠政策８０多条，各级坚持 “四到村三

到户”（领导联系、对口帮扶、计划分解、资金安排到村，扶贫措施、扶贫项目覆盖、扶

贫资金到户）工作机制，筹集２１３０万元，为民族乡村架设农电线路８９０杆公里，兴建水
利工程２３８处，扩大水浇地２８万亩，建集雨窖１８７０眼，治理小流域１１０平方公里，修
建和整修道路６８７公里。１９９９年全区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１５６９元，１１０个回民村有８６个
村实现了整村解决温饱，１２个村达到小康水平。全区共建成民族中小学１６１所、幼儿园３
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９７２％，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１３０２名。帮助１１个民族乡和７６
个民族村建立了文化站 （室）、１１所卫生所、１０２个卫生站。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１４９５人，县、处级以上干部３１人，科级干部１９６人。合理安排开放宗教活动场所３６５
个，建立爱国宗教团体１３个，表彰了７０多名爱国教职人员。

１９８３年以来，配合旅游部门接待５０多个台胞旅游团体、２７００多人 （次），协助１４
名台属赴台探亲交流。发表对台宣传文章、图片３００余篇 （帧），在台展出纸织画２０００
余幅。引进台资项目３个、资金２６５１４万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１６２０万元。
旅台人员和台胞为家乡文化、教育事业捐赠资金１０６０余万元。引进资金７万多元，兴办
合资企业１个。

改革开放后，开展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全区已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２７００多人，其中担任县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以上人士３５０多
人，地区统战部直接联系的统战对象 ８０多人。兴办光彩事业项目 １４５个，投入资金
３２１９１９万元，安排贫困地区劳力和下岗职工１４６５３人，培训各类实用技术人才７３２９人，
捐资助学及其他公益事业捐款４６２１１万元。２００１年，围绕西部大开发，制定 《平凉地区

光彩事业》“十五”规划，在崆峒山下营造 “光彩世纪林”平凉基地。

第九节　党史研究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征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平凉地方党史、革命史资料２０４２份４５３９
万字，编写出 《党在平凉的早期活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平凉地下党》、《人民军队

在平凉》、《中共平凉组织史资料》等４本书，《平凉党史资料》８辑。１９８９年后，全面
转入综合研究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料征集工作，编写了 《庆祝建国４０周年平凉资料专
辑》、《中共平凉地区党史大事记》、《中共平凉地方史讲话》等书，举办党史讲座会、报

告会８０多场 （次），宣传平凉地方党史和革命烈士事迹。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２年，先后完成了党
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的平凉党史资料丛书及 《中共平凉地区党史大事记 （第二辑）》３
本１００多万字的编写工作。广播电视处和电视台联合制作 《中国共产党在平凉》等专题

片，编辑出版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专辑。完成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著名烈士名录》征集

任务，上报稿２２篇。全区共征集党史、组织史、军史、建设史等各种资料３３９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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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９万字，图片资料５５６幅。访问录音５５盘，录像２盘，题词１２幅，编印地县 （市）

党史大事记和各个时期的党史和组织史资料丛书４０本、１０５８万多字，其中正式出版３２
本、９７６１万字。编印 《平凉党史资料》刊物３１辑、２８３万字。撰写完成党史资料专题
２０７篇、１８９７万字，人物传记和简介９８篇、１１万多字，在省、地 （市）报刊发表论文、

专题资料和纪念文章、烈士传等３１８篇。参加和召开学术讨论会１２次，发表论文１４９篇、
７０多万字。举办党史报告会３８场 （次），广播讲座会１２０场 （次），专栏展览３２次，党
史知识竞赛１８次。

第十节　政治运动纪略

一、剿匪反霸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平凉地委发出 《关于清匪肃特反恶霸的指示》，１２月１４
日，发出 《对剿匪反霸斗争的补充指示》，将 “清匪”改为 “剿匪”。当时一些土匪恶霸

地主相互勾结，组织反革命组织，造谣惑众，抢劫杀人，扰乱社会秩序，进行破坏活动。

剿　匪

关山一带及各县毗邻地区，土匪活动嚣

张。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特务、土匪、

宗教上层反动分子利用民族和教派之间

的矛盾以及干部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进

行挑拨离间，发动和组织武装叛乱。分

区和各县分别成立剿匪肃特反霸委员

会，分区还成立军事清剿委员会，各县

成立武工队。发动党政军民联合作战，

确定打击重点对象为土匪匪首、惯匪、

特务和恶霸。以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地区

和平凉、华亭沿关山一带为重点地区。

至１９５３年，全区先后剿灭大小土匪７８
股 （其中军事剿灭６０股，政治争取瓦
解１８股）１９７４人；打死打伤 ４６７人，

俘虏８５６人，政治争取瓦解６５１人。破获匪特阴谋叛乱案件６起，捕获首要分子４７人，
捕押一贯道首５８人，争取退道群众７７５６２人，斗争和惩办恶霸８８人。破获较大的反革命
特务组织有 “西北救国军”、“光复军”、“西北仁义救国军”、“中国国民党兴华社第八

社”等。１９５０年５至７月平息的最大一起反革命叛乱组织是 “忠义军前进指挥所直属一

支队”，共击毙叛匪１７４人、俘虏６１８人，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３０３人。
二、社会镇反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地委和各县成立镇反领导小组，以公法检机关为主，抽调党政干部，
进行调查摸底、案件清理、侦破和进行内部清查、登记。至年底，清理登记国民党、三

青团骨干和特务分子１０４９人，其中管训首要分子１１０人，集训特务分子３２０人。至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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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共捕押５４９人，打击处理１７７人。此后，地委先后发出 《关于加强镇反工作的指

示》和 《大张旗鼓、全民动员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全民动员，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

动。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区共捕押各类刑事犯罪和反革命分子１６６５人，宣判处理了１４０２
人。清理一贯道徒３１９万人。在运动形成高潮以后，地委、专署根据全国三、四次公安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毛泽东 “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可捕可不捕者坚决不捕”及 “稳、

准、狠”的指示精神，着重打击罪大恶极、人民十分痛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

首恶分子，教育受蒙骗的群众，劳动改造一般罪犯。至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对已捕押的２４９７
名人犯，送回原籍 （外省市地）处理２２４人，判处死刑、死缓、其他徒刑共１２２６人，交
群众管制７６３人。对镇反不彻底的地区和不彻底的方面进行清查，搜捕和打击处理反革
命、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首和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２８５人。１９５３年３月，镇反结
束，全区共打击处理各类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１６０１人，不予打击 （包括极少数外逃下

落不明）的１９５３人。
三、抗美援朝运动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分区和各县抗美援朝分会及办事机构，各部门和区乡成立领
导小组。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１日，全区开展抗美援朝宣传周活动。通过召开各种会
议、广播、报刊、板报、漫画、文艺演唱、专题演讲、示威游行、和平签名等各种形式，

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以订立爱国公约、报名参军、捐献物资现金、拥军优属

等活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５月１日，地县分别召开３０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国际劳动
节示威游行大会，举行拥护和平签名运动，有６０多万人 （占全区总人数５０％，含固原、
隆德、泾源）参加和平签名。５月２日地委发出 《关于扩大地方武装向社会征兵的决

定》，掀起争先恐后报名参军的热潮。全区原计划征兵４０２０名，有１２万多人报名要求
参军参战，选送入伍６８６３人。６月１日开始，响应 “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半年内共

捐献现金８８８８亿多元 （旧币），折合飞机５６架 （地区计划捐献８０亿元５架战斗机）。
１９５１年７月至１９５３年７月，全区先后组织三批赴朝代表参加全省赴朝慰问团，进行赴朝
慰问和归国宣传。接待志愿军英雄报告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全区组织巡回报告

和展览活动。地区及各县 （市）、区、乡成立优抚委员会，对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烈军属

普遍进行慰问救济，代耕包耕，开展 “拥军优属月”活动。全区８５％以上的群众，以村、
社、街、院、户为单位普遍订立爱国公约，以搞好生产、搞好工作、拥护政府法令、缴

爱国粮、纳爱国税等具体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在全区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捕鼠、灭

蝇、清除污垢，以改造城乡卫生面貌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粉碎美国细菌战。抗

美援朝期间，全区１３２位烈士的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各级人民政府为烈士召开追悼
会，为烈士家属颁发了烈士证和抚恤金。

四、“三反”运动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平凉地委在分区机关、平凉市县和其他１１个县级机关干部中全
面开展 “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简称 “三反”）。２４日，
召开专、市及平凉县级机关干部动员大会，进行具体安排。各县 （市）成立节约检查委

员会及办公室，开展 “三反”斗争。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５日，分区机关及平凉市联合召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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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界群众１２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开展揭发、检举、坦白交待活动，当场逮捕４名贪
污分子和行贿的商人。２月４日，地委发出 《关于捉 “大老虎”的紧急指示》，在分区和

市县机关开展 “打虎”斗争。至１２日，全区查出１０００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以

上的 “老虎”５５只，共贪污金额９１５亿元。一些地方出现了逼、供、讯等过火斗争，地
委及时予以纠正。３月，二期土改和春耕生产开始，各县 “三反”运动暂停，分区及平

凉市机关 “三反”进入核实、退赔阶段。５月２日，地委作出 《平凉分区各县 （市）区、

乡 “三反”斗争指示》，不提 “打老虎”口号，不搞群众运动，采取 “和风细雨”的办

法。动员有经济问题的干部坦白交待，查证落实。对不脱产的农村干部，除贪污数额较

大者外，一般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促其认识和改正错误，处理干部的批准权限一律由

县上控制。至６月底全区 “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参加 “三反”运动的干部４１４６人，查
出有贪污问题的干部２７４０人，占参加运动干部总数的６６０８％。其中分区机关４９５人，
占分区机关干部总数４２％；县 （市）区乡２２４５人，占三级干部总数７４５％。贪污金额
（包括实物折价）总值４４９亿元。其中百万元以下２０９０人，百万元至千万元以下５０３
人，千万元至千万元以上１４７人。涉嫌共产党员８３２人，共青团员３６９人。贪污人员中留
用旧职人员占５２７％，新干部占４０８４％，老干部占６４６％。贪污数额较大的集中在以
下人员：财经干部主要是勾结私商套用公款、受贿、营私舞弊等；公安干部主要是没收

不缴公、敲诈勒索、缉毒、克扣犯人伙食等；工商交通干部主要是勾结私商做生意、偷

税漏税、贩卖黄金、白银、毒品、搭乘私客、盗卖交通器材及油料等；粮食干部主要是

涂改单据、账目，盗卖公粮、票证，多报损失等；机关后勤干部主要是涂改单据、接受

回扣、挪用公款、克扣伙食、虚报冒领等；区乡干部主要是贪污没收财物、接受贿赂、

敲诈勒索，贪污伙食、办公费等。全区 “三反”中共清出浪费款物１１７亿元，领导干部
的官僚主义作风等１００多件。运动后期受到刑事追究的７７人，给予政纪处分的４１２人，
其中警告１０８人，记过１９３人，降职１１人，降级４人，撤职６０人，开除公职３６人，免
予处分１３５５人，不予追究的８５９人。追回赃款４２７亿元。“三反”结束后，在干部中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检查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单纯

业务观点、雇庸思想等问题。

五、“五反”运动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日，地委部署在平凉市、华亭、静宁、固原、泾川等３００户以上的城
镇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

窃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地委以平凉市为重点，其他各县大部分工商户属于小摊贩

和手工业者，主要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和违法经营，运动搞搞停停，侧重于批评教育和退

补税款处理。平凉市在纱布、皮毛、行栈运输、机器修理、纺织等５个重点行业，进行
试点。地市工作组组织发动各行业职工进行揭发、检举、帮助教育，并号召坦白交待和

互相检举，由节约检查委员会，进行查证落实和帮助。５个行业６６１户工商业占全市工商
业总数２０５％，暴露出有 “五毒”行为的５９３户，占９０％。内有５７４户偷税漏税１７３亿
元，１０３户偷工减料１５亿元，１８６户行贿８７４０万元，１８户盗骗国家资财２０００万元，共
计人民币１９９亿元。其中皮毛业占４５３％，纱布业占３９７％，行栈运输业占９４％，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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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业占３８％，机器修理业占１７％。另外查出有走私行为的２５０户，主要是贩卖料面、
大烟、黄金、白银等，获利达３０亿元。按照中央定案处理原则，对违法所得在２００万元
以下 （包括超过２００万元但情节轻微）并能彻底坦白的５３９户，定为基本守法户，占违
法总户数的８１４％；对违法所得２００万元以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直接损失，情节严重
但能彻底坦白，主动赎罪的５７户，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８６％。开始定的严重违法
户，后来按北京市定案处理标准衡量，改定为半违法户。在处理上本着退补要照顾生产，

用生产收益保退补的原则，采取 “退现”、“分期”、“记账”以及淡季少退，旺季多退的

方法，基本守法户只退违法所得的一部分，半违法户只退违法所得而不罚款。有４１８户
免于补退，占７０２％；１７１户退一部分，占２８９％；４户全退，占０７％。行贿罚金２５
户。退补和罚金共计９３亿元。对兼有走私的违法户根据情节轻重，分别采取免予处分、
批评教育、警告、没收所得一部或全部或加处罚金。运动结束后，针对公私关系、劳资

关系一度紧张，市场经济一度萧条的情况，市委又参照北京市的定案处理标准，进行复

议，对违法所得２０万元以上的不法商户，以减去６０％计算补税和退违法所得，实际退补
１９６亿元。其他各县按此精神，比较缓和地进行了 “五反”，合理处理了一部分违法户

的违法所得。最后各县 （市）在工商界中普遍进行了爱国守法教育，调整改善公私关系

和劳资关系，组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活跃城乡经济。

六、“新三反”运动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７日，地委发出 《关于开展 “新三反”斗争的意见》，要求从６月下
旬，在全区县级以上单位开展 “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运动。

不提 “新三反”口号，可结合三级干部会议检查、批评纠正存在的问题。地委成立办公

室，总结检查全区生产救灾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处理人民来信中所暴露的重要案件，并

动员干部群众揭发批评地委、专署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违纪问题。

主要揭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五多”现象 （开会多、公文多、表册多、任务多、积

极分子兼职多），如平凉市生产办公室４０天发表册１９种，造成下级难于应付，只好虚
报。二是领导机关在指导生产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如泾川县在春耕生产中盲

目打井１３００多口，大部分不能使用，造林、推广新式农具中只图数量不求质量，在发放
农贷中掌握不准、不严，专款不能专用等。三是公安司法机关执法不严，发生错捕错判

案件１２起，涉及６２人，并有逼供讯行为。四是对人民来信来访处理不及时，个别人打击
报复检举揭发者。五是极少数干部违法乱纪，非法吊打群众，贩卖鸦片、吸毒、奸污妇

女等。对极少数违法乱纪严重的干部，按情节轻重给予组织纪律处分和刑事处分。对犯

有一般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干部进行正面教育，促其检查纠正，提高觉悟。对地、县

（市）委、专署、政府及各部门的 “五多”现象进行检查纠正，建立和修订了文件处理、

人民来信来访、会议议事等各项制度。

七、私营工商业改造

１９５３年，７县 （市）共有私营工商业 （包括摊贩、小手工业者）１０４０６户、１６５５０
人，其中私营工业和手工业３７５１户、７９９７人，商业服务业６６５５户、８５５３人。

从１９５３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５年上半年，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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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公私合营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４年，全区成立公私合营企业４个，手工业合作社７０个，手工业供销社２个，合作小
组１７个。到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共建起公私合营企业８个、手工业合作社１５９个、从业２４８８
人，占总户数２３６％。

对私营商业职工通过考核教育，吸收一批参加国营和供销合作组织，其他的动员从

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生产。１９５４年全区有１０个国营专业公司、７１个供销社、３３个分
销店，职工２５４１人。因严禁私商经营统购物资和皮毛等紧俏商品，部分商人得不到货源
而无生意可做，因国营、合作商业不断扩大网点和收购经营范围，零售商贩受到排挤，

部分被迫停业，有的转向农业和从事其他劳动，全区停业的私商小贩１２８０多户。地委、
专署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下旬召开供产销会议，决定对私营商业改造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除重点的组织公私合营外，小商小贩也可组织合作经济，让其联营、合作，由国营合作

社向私营商业让网点、让品种，调整批零差价，照顾经营。无业可转者，为国营合作社

经销和代购代销。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上旬，专区和各县 （市）分别成立私营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及办公室，

采取先搭架子后清产核资再并店布网的做法，一哄而起，工作粗糙，只要写申请、报名

就算参加公私合营 、合作。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２日，平凉市５０００多人集会，宣布进入社会主
义，庆祝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 、合作。到２月中旬，其他各县也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社会
主义改造。３月底，全区宣布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其中私营工业改造占８７１％，
商业改造占８４８％，手工业改造占８４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进行了整顿和完善工作。

１对资方人员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按政策进行区分。全区７县 （市）实有私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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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者８５５０户，其中原定资方人员２６０６户，区分出１２１４户为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
确定资方１３９２户，小商小贩４０８３户，手工业者３０７０户。参加公私合营、合作的７５０１
户，占工商业总户数８７６％。未参加改造的个体经济１０４７户，占总户数１２４％，其中参
加公私合营的资方人员 （工商业者）１３８４户，占 ９１２％，保留私营经济的 ８户，占
８８％；参加供销社和合作商店、代购代销的小商小贩３４６１户，占小商小贩总数８４７％，
保留个体商贩６２２户，占１５３％，参加手工业合作的２６５６户，占手工业者总数８６５％，
保留个体手工业者４１７户，占１３５％。
２经过自报、评估、核定资产后，确定对资方人员按赎买政策，实行定息，年息５

厘。老合营企业，从１９５６年元月起改为定息，新企业自合营之日起计算定息。对合营后
职工工资，按国营企业职工一样对待。对已参加合营的小商和手工业者，按本人情况对

其原有财产逐步退还或按银行利率付给利息。对合作商店、小组，采取入股方式折价入

股，或借用租赁，稍高于银行利息。盈余部分除交纳所得税，提留适当公积金、奖金、

福利金后进行分配，工资采用 “按劳分配，死分活值”的办法。

３对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原经理、厂长、董事会主任等与公方人员一样对待，予以安排。
４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继承原有企业中好的经营方法，保护民族传统和民族

遗产。

１９５８年９月开始，对未参加改造的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商贩、手工业者全部进行了改
造。把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组一律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对不愿意参加改

造的个体户下放农村参加劳动。

１９６１年以后，恢复了合作商店、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并允许个体商贩
和手工业者的独立经营。对错误处理的１８１０人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对拿定息的１１１１户
安排工作，恢复职务，补发定息。

１９８０年以来，按政策规定，对全区原定１３９２户工商业者进行复查，实际应定工商业
者只有１５５户，占原定资本家１０１％，其他的１２３７户区分为小商和手工业者，进行经济
退赔和恢复劳动者成分。对政治运动中受处理的５３０人，经复查５０５人为错误处理，进行
平反、纠正和经济退赔。

八、肃反运动

１９５６年７月５日，地委成立肃反工作五人小组办公室，决定分四批进行肃反运动。
第一批开展的单位为专区及平凉市级机关，西峰镇和１６个中等学校教师，平凉市

高、初小教师共５８６３人。从８月１６日开始组织干部揭发、检举、坦白、交待本地区的所
谓 “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受蒙蔽的人员。个别知识分子干部被怀疑，经过查证，本

地区没有真正的 “胡风分子”，只在干部中进行了肃清影响的教育。９月６日，专市召开
干部大会，号召广大干部投入运动，掀起揭发、检举、坦白、交待高潮，采取大小会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揭发、批判、检举，组织有反革命嫌疑的干部自动坦白、交待。从１０
月开始，集中组织部分干部进行内查外调，将被审查的重点对象集中起来，动员交待问

题。共清查出有反革命嫌疑的干部８９人，其中共产党员１２人，共青团员２人，民主党派
３人，一般干部７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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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开始，在全区１６个县区乡干部和安口矿区干部中开展 “肃

反”，共１６５８９人。调查摸底与审查相结合，对政治历史清楚的县科部长、区长以上干部
及时作出政治结论，对有反革命嫌疑的干部，列入肃反对象，进行专案审查。召开干部

会议，进行动员，开展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对个别思想顽固不作交待的进行批判斗争。

到１９５７年６月，共清查出有反革命嫌疑的干部１５８人，坏分子７人，刑事犯罪分子１人。
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６６名干部，由审干办公室做出结论。

第三批从１９５７年６月开始，集中１６个县的高、初小学教师及没有参加肃反的少数中
学教师，共４２７７人。利用暑假进行动员、学习和揭发、检举、坦白、交待。只用了一月
多时间就结束运动。共清查出有反革命嫌疑者１３７人，其中属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和
三青团区队长以上骨干１１２人，特务１３人，一贯道点传师４人，国民党军政要员８人。

第四批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中旬开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５８年２月
１０日，在没有参加前三批的教师及县、区、乡干部、剧团、运输公司、建筑工程队等系
统５０００多名干部中进行；第二期，１９５８年４月中旬至１０月底，在厂矿商店 （组）、电影

队、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１５００多名干部职工中开展；第三期，１９５９年１月中旬至９
月底，在全区新办厂矿企业５５４３１名职工中开展。
１９５９年肃反运动结束，参加运动的干部职工共计８８６６０人。抽调配备专职肃反干部

２０５４人，经过查证落实、甄别定案，共定性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２３１０人，其中属于普通
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１３４０人。混入共产党内的２４１名，混入共青团内１０５名。县级领导
干部１５名，初级骨干１８９名。运动后期扩大化，涉及三青团合并为国民党后分队长改为
区分部书记以上骨干的２３９０名，其中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中有１６１２名。肃反结束
后，按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清查出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２３１０名，分别情节轻重进行了处理，其中依法捕办２２７名，依法管制３５０名，劳动教养
１４５名，开除公职７６７名，退职９８名，安置下放劳动４０６名，留用２０６名，押送原籍改
造７７名，逃匿和自杀３４名。运动中结合审干，查清了１５７４０名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做
了组织结论。１９６２年后进行复查，后因 “文革”暂停，１９８０年以后对党团合并及新定的
反革命分子予以平反。

九、整风与反右派斗争

１９５７年５月上旬，地委制定全区整风计划。５月中旬，在专区和平凉市机关、群众
团体、事业单位开展第一批整风运动，均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地委先后召开各

种会议，学习动员，征求意见，特别是对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勤俭建国”２０字方针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重点检
查和批评，提出整改方案，实行边整边改。选拔任命了一批有资历、有技术的干部和学

术权威、党外人士到行政事企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安排一部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落实对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务权限。

抽调一部分干部下放基层任职和分期分批到农村、厂矿，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和群众

实行 “三同”。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制，精简机构，克服 “五多”。运动初期本着 “团结

—批评—团结”的方针，发扬民主，畅所欲言。６月 １０日，开展 “大鸣、大放、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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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内容多是对本单位本部门和地委专署部分领导工作作风、方法提了一些意见和建

议，个别的对当时党中央方针政策提出不同看法。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被视为右派言论，

成为右派定性的主要 “罪证”。

７月１０日，地委向地、市两级干部作了准备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号召开展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简称 “四大”），揪斗右派分子１６１人，其中有１８名
作为重点，将其言论归纳梳成辫子，集中进行批判。

８月２０日，各县区乡开始整风反右派斗争，在县区乡脱产干部中初步揪斗右派分子
２４６人，中小学教师中揪斗右派分子３０１人。同时，地委安排在全区农村由点到面分三期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常委李正廷来平凉县洪岳、下甲两个高级社

蹲点调查，明确提出农民中不搞反右派斗争。以 “刘介梅忘本回头”为典型，对贫农、

下中农进行翻身不忘本和勤俭办社、勤俭持家教育，并在农村调查摸底，划分新上中农

成分 （即土改时的部分贫农、下中农经过发家致富上升到富裕中农成分），对其中所谓资

本主义 “冒尖人”和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进行了批判，结合整风整社进行整党。据第一期

社会主义教育 “大辩论”结果统计，经过划分成分，中农成分已由土改时占总农户的

４０％，上升到７４％，其中新老上中农 （即富裕中农）占３５％。对９５％的富裕中农，进
行了重点批判教育。四类分子受批判斗争的占２１％。经过整党，清除和取消预备资格的
党员占７７１％，受撤职处分社干部占８８１％，刑事处分占１３％，自杀６４人。９月１２
日，先后在工商、工交、邮电、手工业合作社等系统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明确提

出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分子。

９月下旬开始，逐步转入整改阶段，集中整顿 “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

主义）。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５日，地委全委扩大会议认为，１９５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６年８月前
的工作是跃进的，从１９５６年后季以来有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和右倾保守思想，忽视阶级
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全区尚有４０２２户单干农民 （１７县市统计） “靠天吃饭”思想严
重，水利水保没有完成计划。１１月上旬，地委、专署又召开９００多人参加的专、县、区、
乡、社五级干部会议，继续批判各级干部中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下旬，省委派检查工作组来平凉指导工作，批评平凉地委领导工作

右倾，有 “三不彻底”（即土改、镇反、反右派斗争不彻底）。专市机关搞二次 “鸣放”，

提出各种整改意见３２４３条，其中对 ２５３６条进行了落实处理，各县区乡提出整改意见
８７２０多条，处理落实７７％。专市精简干部５８８名 （占专市机关总人数２６２％），有３９５
名干部自动报名，申请上山下乡当农民。全区共精简下放干部３３００多人，其中专区级
４８６人。扩大了清查对象，打击反革命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１１４４名。

民主党派机关的整风，先在平凉、华亭等县市政协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开展。揪斗右

派分子４７人，在少数民族中开展社教工作，批判宗教界人士９５人，捕办１４人。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９日至３月１４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县分别召开三干会议，开展

“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继续进行整风反右。批判各级干部中存在的右倾保守

思想和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以推动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因认为整

风还很不彻底，继续揭发批判所谓 “十类分子”（即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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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投敌叛变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严重右倾分子、

极端个人主义分子）２７５９人。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１日，地委发出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 〈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指示〉的通

知》，转入思想检查和总结阶段，发动干部进一步总结平凉地区出现的 “马鞍形”教训

（即１９５６年是跃进，１９５７年是倒退，１９５８年是大跃进），继续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进

行思想检查和开展向党 “交心”活动。地委组织检查团进行检查验收，８月２３日至９月
１０日，省委派检查团，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强自修带领，对平凉地区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进
行了检查验收。全区共出大字报１０１万多张，揭发和提出批评意见１５１万条，查处右派分
子１４６６人，其中党群单位３８人，政法１８３人，农林７５人，统战１０人，文教５７３人，工
交８８人，财贸１８８人，其他３１１人。内有共产党员１５９人，共青团员１３６人，民主党派
７９人。在运动中，批判和处理其他干部群众３５３０多人，其中党员１５５５人。捕办 “四类

分子”及刑事犯罪分子２７５９人。查出各种浪费现象折合资金４７７万元，因各种原因造成
积压物资１２４９万元，分别进行了处理。在所定的右派分子中，属于地直和７县 （市）

１０５６人，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４年，分三批摘掉３４８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十、“大跃进”运动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下旬，地委召开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制定十年规划，提出６０％ 以上
农户３年达到富裕中农水平，５年实现梯田化，１０年亩产上 “纲要”（秦岭至黄河以北地

区亩产４００斤）等 “跃进”计划和 “大跃进”口号。动员７０万人大搞水利工程，引水上
山上塬。

１９５８年２月，地委以２５天时间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地委第一书记因 “严重右

倾保守”被批判，一名常委、副专员被定为严重个人主义分子。批判县级干部３２人，占
同级干部１４５％；县委委员５３人；区级干部４０５人，占同级干部１６８％；并搞出一批所
谓集团案件。

４月，贯彻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和省委庄浪扩大会议精神，地委先后在宁县、静宁召开
检查评比会，提出 “学武山、比静宁、比宁县、赶庄浪”的口号，推广庄浪县委提出的

“四百斤指标，六百斤措施，一千斤干劲”的 “跃进计划和措施”。各县 （市）修订 “大

跃进”计划，一些县 （市）提出 “大干苦干加巧干，一年亩产上 《纲要》，一年普及教

育，一年脱盲，一年除 “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实现 “七无”（无鼠、无

蚊、无蝇、无麻雀、无跳蚤、无臭虫、无虱子）的盲目跃进计划。６月２日，地委召开地
县 （市）委委员以上干部及专市两级全体干部大会，随后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检

查 “马鞍形”经验教训，继续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以及 “条件论”、“落后论”、“习

惯论”、“秋后算账派”、“观潮派”、“中间派”等，提出了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兴无

灭资，大破大立，插红旗寸土不让，拔白旗一个不留”的口号，掀起技术革命和文化革

命、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出现了 “万厂 （场）县”、“千厂 （场）乡”，出现了 “亩产

千斤小麦、万斤洋芋”、“深翻地一丈”的虚报浮夸和弄虚作假现象。大办各类大学、红

专学校，突击 “除四害 ”、扫文盲，出现了所谓 “七无”县市和无盲乡。

９月，地委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后，全区组织４０００多名脱产干部、１２万人的冶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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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集中在安口、华亭、土谷堆、新窑、太统山等地，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地市机关、

学校在城区和市郊建小土炉、小高炉并利用城门洞炼铁。在农村组织大搞深翻地运动和

收集废钢铁进行 “炼钢”活动。大战一个秋冬，炼出的１３万吨铁、２８００吨钢，大部分
为 “烧结铁”和废旧钢铁，有不少吃饭锅、农用家具等被回炉后顶了炼钢任务。９月８
日，地委连夜传达省委紧急指示，大办人民公社，仅１３天时间，全区建立１２６个人民公
社。大办公共食堂，最多时达到 ２６７０８个，参加食堂农户 ３６万多户，占农村总户数
９３％。在田间地头、食堂、工地、炉边出大字报 １８６万多张，批判干部群众 ６１０４人，
“拔白旗”６５６人，捕办４６４人，管制１０６人，劳动教养２７人。
８月至１９５９年９月，以民主革命、镇反运动不彻底为由，组织地委工作团，先后在

镇原、泾川、平凉县改造落后，开展 “政治大革命，组织大改组”运动。批判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人，层层下达捕人 “指标”，打击 “反革命分子”。制造了镇原县 “许张反

革命集团”（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冤案，三县共捕办３５０６人，泾川县批判生产
队长以上干部８００多人。
１９５９年１月至７月，开始纠正 “共产风”，进行大算账和退赔兑现，共算出平调钱物

折合现金２２００多万元，粮食７０３０万斤，揭发批评有各种问题的干部２７０５９人，其中有
４０００多名干部向群众 “下楼”作了自我检讨。

１９５９年９月，地委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反右倾、鼓干劲”。一月多，揭发
批判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以及严重 “右倾思想”的干部１５２９
人，并揭发出 ４０个 “反党集团”，涉及 ２５６人。开展向党 “交心”活动，参加干部

１５５４４人，占党员干部总数７４％。重点批判１０６１人，占党员干部５％。最后定性 “两类

分子”８４９人，其中戴 “两类分子”帽子的１３２人。给党内各种处分的干部，占党员脱
产干部３４５％。１９６１年全部予以平反。
１９５９年冬至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全区又开展 “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 （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运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 “整

风整社”，批判 “包产到户”、“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反瞒产私分，挖陈粮，搞假现

场安排生活，批斗干部群众１７０２３名。１９６０年１月，全区召开技术革命、技术革新 （简

称 “双革”）竞赛评比大会，开展大搞水利、大搞工具改革、大搞 “百洋千土”（１００个
“小洋群”的县办工业，１０００个 “小土群”的社队企业）、进行 “四化”（机械化、半机

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建设。虚报浮夸、高指标、大计划风盛行。

１２月以后贯彻 “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开始全面纠正 “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

安排生活，抢救人命。但在 “三类”社队开展 “夺权”斗争，“集训”干部６５０人，“特
训”５６８人，受党纪和行政处分的干部１５００多人。三年 “大跃进”共平调折款８３２０万
元，农民收入的７０％被平均分配；割私有制尾巴，收自留畜１万多头，羊１４２万只，猪５
万头；大搞弃山就川，强迫农民搬家迁村并舍３４１２处１２１５２户，弃耕地３００多万亩。粮
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反而虚报大幅度增产，购过头粮，造成严重缺粮，人口外流、浮肿、

干瘦非正常死亡达９６万多人。处理各级干部群众５０２４４人。三年破获案件１９２起，有
１５起是假案，错定１１９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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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 “社教”）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开始，全区抽调１９５１名干部，分两批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讲
阶级斗争和国际国内形势，大讲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开展忆苦思甜，批判所

谓 “单干风”、“包产到户”、“工分挂帅”、“利润挂帅”、“黑包工”、“物质刺激”等

“资本主义”倾向，揭摆矛盾，暴露问题，进行整改。１９６３年３月共揭发、交待出犯有各
种经济问题的干部、职工１０３１５人，进行组织处理的９４０人，受到刑事处分的２４人。破
获 “大白朝”等反革命案件３起，涉及干部职工１６４人，其中有党员２４人，团员２２人。
收回抢种多种集体耕地５万多亩，羊１６００多只，牲畜９０多头，处罚砍伐集体树木赔款３
万多元。取缔和打击利用迷信骗钱害人、赌博、贩毒吸毒、买卖人口、卖淫嫖娼等各种

社会丑恶行为。评审地富反坏分子９３０７人 （次），其中批判斗争４０７人，依法捕办１６人。
从４月开始，在党政机关和城镇职工中开展新的 “五反”运动。专区机关从４月下

旬开始，各县党政机关和地县企事业单位从５月下旬开始。先后开展运动的单位４２０多
个。领导干部 “下楼”检查，群众批评帮助，共提出整改意见１８５万条，已改的１２１
万多条。在专县工商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开展企业整顿，进行阶级和社

会主义、勤俭办企业教育，忆苦思甜讲厂史、家史，启发自觉革命，“洗手洗澡”（自愿

交待问题），“公物还家”，表彰鼓励先进，“评功摆好”，开展学雷锋，学大庆活动。９月
开始，开展清仓查库，内查外调，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全区立案审查的案件６２３
起，涉及案犯６８７人，总金额２９７万元，粮食１６８万斤。从１９６１年算起，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金额在５００元以上的，由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１９６３年６月，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安排社教。８月，３４１名干部由地委两名副书

记带领，在泾川玉都公社进行社教试点。９月，省委工作组９８名干部，由一名副书记带
领，在灵台中台公社进行试点。试点工作历时３个月，召开会议，学习文件，揭 “阶级

斗争盖子”。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灵台称串联发动），忆苦思甜，讲 “三史” （社

史、村史、家史），进行阶级教育和 “反修防修”教育，组织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进

行 “四清”（清工、清账、清粮库、清物资），开展内查外调，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玉都

公社有３１３名干部 （占公社三级干部３３５％）交待有各种经济问题，其中现金７１１万
元，粮食２２８万斤。中台公社犯经济问题干部占干部总数８８％，现金１８万元，粮食
１８２万斤。按错误程度、情节和交待态度给予处理，严重的１２名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３名经济犯罪和道德败坏的干部追究了刑事责任。开展对敌斗争，评审四类分子，对
地富子女进行再教育。

１２月，地委再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强调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除依靠群众
还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并要正确对待地富子女，让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社

教运动。抽调１８８０名地县社干部，深入农村各大队，进行为期１月的面上社教和经济小
“四清”（即当年经济清理和收益分配工作）。地委抽调５０名干部，由地委书记带领，在
平凉县赵堡公社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社教试点，较缓和地解决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 “四不

清”问题。春节后，各县按照赵堡经验，又分别在９个公社进行了社教试点。
１９６４年８月，地委抽调１４００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训练，由地、县委书记带领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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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地区参加系统社教运动。１１月，省委派工作组，在地委领导班子中开展 “反右倾”，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并重点批判一名副书记的所谓严重右倾保守思想。１２月，开展 “打

尖子”和 “夺权”斗争。泾川县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２５日，抽调２４７名干部，在１６个
公社开展 “夺权”和 “打尖子”运动，重点批斗基层干部１０９人，其中１２人被定为新生
资产阶级分子，３１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５９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
或撤销职务，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

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的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简称 《二十三条》）指出：今后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简称 “四清” （清思想、清政治、清

经济、清组织）。１９６５年２月至４月，各县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传达学习，组织干部自我
革命，“洗手洗澡”、“放包袱”，交待经济等问题。全区有１１０６０名各级干部，主动交待
了经济及其他问题，占干部总数７５％。地直单位开展 “小整风”，５８个单位、１５７２名干
部参加整风，有５３６人放了 “包袱”。８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地委培训３８９７名各级干部和
积极分子，在平凉、泾川两县分两期进行城乡 “四清”运动和民主革命补课。注重团结

９５％以上的干部群众，做到群众和干部、工作队 “三结合”。在全面 “四清”和整党工作

中，重点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查补所谓漏划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

富农分子，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平凉县参加 “四清”运动的１３万名各级
干部，有６８％被揭发交待有各种经济问题，搞出贪污、多占、投机倒把等金额达７５万多
元，粮食４６１万多斤，其中数量在５００元以上定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的３２人，清
出党内 “走资派”２０８人。泾川县 （含平凉县白水、索罗２公社）批斗 “走资派”４８０
人。“四清”中，“查演变、查危害，挖根源”，批判和纠正副业单干、“利润挂帅”、“黑

包工”等所谓资本主义倾向。运动后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由于宁 “左”勿右思想作

怪，把一些土改时的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经营者或富裕中农补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并

没收了多余的房屋。平凉县补划地主、富农５９３户，补定地主、富农分子６３１人，其中
５１０人被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实行监督劳动。泾川补划地主、富农８６７户，补划地主、
富农分子８０２名。各县也补划了一部分地主、富农成分。全区共补划地主、富农成分
１３５０户，地主、富农分子１９４４名。在 “四清”运动过后，平凉县即开始复查错划成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暂停。

十二、“文化大革命”（简称 “文革”）运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知和省委指示，安排在全区开展 “文化大革命”，

批判 “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著的 《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

官》），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派工作组到各中等学校指导开展 “文革”，批揭 “黑帮”

“黑线”和 “牛鬼蛇神”。到７月底，揭批 “黑线”人物１７３人，占干部总数３％。各县
集中中、小学教师整训，一批教师被打成 “黑帮”。８月９日，平凉中学学生贴出了第一
张大字报 《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平凉地委》。地委决定撤离工作组，主动检查存在的 “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提出向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 “走资派”）作斗

争，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破 “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

惯）。８月下旬，外地一些大专院校学生来平凉进行 “串联”，各中等学校 “红卫兵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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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纷纷成立，并杀向社会，大破 “四旧”，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揪斗 “黑五类”（地、

富、反、坏、右），一些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遭到揪斗、批判，有的被抄家，有的被遣送

农村劳动。许多文物、古迹、寺庙被破坏。１０月下旬，中等学校 “红卫兵”分三批去北

京参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到全国各地 “大串联”。１２月，部分 “红卫兵”

进驻专县机关，揪斗主要领导干部，要求给被打成 “黑帮”的教师、干部彻底平反，当

众销毁被斗群众的材料。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地委常委会检讨 “文革”所犯 “方向路线错误”，彻底给被整的

干部群众平反，引导群众向 “党内走资派”作斗争。２月下旬，在上海 “一月风暴”影

响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采取 “挂黑牌”、“游行示众”等作法，揪斗领导干部。庄

浪县一派群众组织举行全县 “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夺取县委、人委党政财权。

３月２０日，宣布成立 “庄浪县革命委员会”，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却遭到另一派组织的

反对，形成了武斗。４月上旬，平凉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奉命进行 “三支两军” （支工、

支农、支左、军训、军管），对各中等学校学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并与专、县、社领导

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 “三结合”，成立专、县、社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或领导小

组，负责抓生产和日常工作。下旬，专县群众组织不断分裂，逐渐形成两大派甚至三派。

“文革”中平凉印发的小报

５月下旬，平凉的一派搞静坐绝食，冲击公检法机
关。两派就 “革”与 “保”的问题在广场进行辩

论，互相攻击、谩骂以至发生武斗，将专县领导干

部分别集中看管起来，进行长时间的批斗。出现打

死打伤干部群众，烧毁档案、房子事件。１０月上
旬，平凉军分区被兰州军区指责犯了 “方向路线”

错误，放弃原来支持的一派，与驻军某部站到一起

支持另一派组织，导致１０月７日发生大规模的武
斗，烧毁省建筑公司驻平凉第五工区的楼房，损失

达３９万余元。１１月２１日，决定实现两派群众组织
“大联合”未果。后出现群众组织抢枪事件，到军

分区、崇信县武装部抢枪 ４次，共抢去轻重机枪
１６４挺、步枪 ６２６支、手枪 １８４支、迫击炮弹 ２００
发、手榴弹３６７枚、各种子弹７６０多发。
１９６８年２月中旬，两派组织经过 “斗私批修”，

交回了所抢枪支弹药，表面上实现了 “大联合”，

但派性仍很严重。２月 ２６日，成立平凉专区革委
会，由５３人组成，军分区司令员向汉生任主任，专

署副专员孙润华等４人任副主任。至４月底，全区各县、社革委会先后成立，各机关单位
和农村生产大队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专区革委会成立后，首先作出 《关于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开展 “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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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

限信仰毛主席）的活动。到处是 “忠”字、 “语录牌”，向毛泽东画像 “早请示、晚汇

报”，人人佩带毛泽东像章，许多地方绘塑毛泽东巨像。全区共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１３０９万次，参加学习的２９７万人 （次），发行毛泽东著作２３０多万册。

平凉专区革委会公告

５月，贯彻中央 “斗、批、改”指示，开

展 “革命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

教育革命等工作。２日，专区革委会发出 《关

于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放手发动群众，

向一切阶级敌人发动最强大最猛烈地进攻的通

知》，各级革委会开始深挖 “叛徒”、 “特务”、

“走资派”和 “牛鬼蛇神”，一些已被宣布 “解

放”的干部，又被当作 “叛徒、特务和死不悔

改的走资派”、 “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代理人”

以及 “小爬虫”、 “变色龙”，重新揪了出来进

行批斗。至７月底，深挖和批斗所谓的各类阶
级敌人 １２２４４人，召开各种批判会 ５２４万场
（次），参加批判的群众 ８６９万多人 （次）。专

县社和各单位成立 “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

２８５个，抽调专案人员１２１７人，在区内外开展
内查外调。全区共立案审查的所谓有问题的干

部群众５３２８人，其中实行群众专政的２６０９人，
经过查证落实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１１３３人。全区高、中、初三级领导干部１４３３人，
“区分”、“解放”、结合１３４８人。
７月，贯彻毛泽东 “五七”指示，地县开始大办 “五七”干校，学校以学为主，兼

办小工厂、小农场、学农、学工、学军事、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以工以

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１０月，专区革委会学习河南灵宝县实行精兵简政的经验，对专区原有３９个行政事企
业单位撤并、下放，保留１０个单位，只留一半干部在单位工作，另一半下放农村或组织
“五七”干校、到农场农村劳动锻炼。专、县、社革委会分别成立整党领导小组，由点到

面，分期分批进行整党。批判 “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

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及 “党内和平论”），党员自我检查，党内外群众

评论。全区参加整党的 ３３０７６名党员，经过审查，恢复组织生活的 ３０９７１名，暂挂的
２０１１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党籍的９４人，发展新党员１５９９名。（１９７０年８月整党
结束）。全区第一批抽调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５５７人，组成３１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分别进驻２０所中学、两所小学以及没有搞好 “斗、批、改”的９个文化、医疗单位。此
后各县社、大队都派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各中小学校，领导学校搞教育革命，实行 “开

门办学”。到１９７１年９月，废除大中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由各级领导把关选送工农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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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上大学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 “修正主义”在教

育上的 “回潮”。卫生战线组织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培养 “赤脚医生”，文艺界搞革命样

板戏等。

１９６９年１月，专区革委会决定动员６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
当年安置１２９０９人，其中知识青年３１８２人，以后每年都有数百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农村劳
动锻炼。

２月，天水 “７０３”反革命集团案，涉及平凉专区７县３５个公社１２８个大队、１１个
机关事企业单位４８５人。经查证，涉嫌２２９人，以 “反革命分子”定性的６５人，分别被
判处徒刑、管制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１９７０年２月，全区开展 “一打三反”运动。至８月底，共揭发有政治问题的６１７６
人，定为敌我矛盾的２９５４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千元以上的７１５人，查证落实４９４人。
揭发落实大要案８３件，依法拘捕８８７人，其中判处死刑３７人、有期徒刑５４２人，运动中
有２２６人自杀。
１９７１年５月，开展清查 “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区共清出大小事件７６起，列

出重点审查对象１６５人，以 “反革命集团”成员定性２３人。后经多次复查，均属无政府
主义行为表现，不属于清查对象，全部甄别平反。

１９７１年３月，开展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运动，

进行 “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在工业上搞盲目上马，大办

钢铁、氮肥等，出现了新的 “冒进”之风。 “农业学大寨”，推行大寨 “标兵工分”制

度，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继续割私有制尾巴，限制自由市场。“以战备为纲”，大搞人民

防空工程。

１９７３年８月，恢复 “文革”前的党政职能部门、人民团体和事业机构。全区开展

“农业学大寨”和 “普及大寨县”运动。虽然还在 “批林批孔”，但主要精力已转至整顿

工业、发展社队企业，抓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从１９７６年２月以来，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些人到地委闹事，说工业整顿是 “管、卡、压”。有的学校在开展

“教育革命大辩论”中进行所谓 “反潮流”活动。１０月， “四人帮”被粉碎。１０月２２
日，地区及各县召开庆祝大会，“文革”结束。

第十一节　落实政策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０日，地委抽调２５０多名干部，成立反右整风案件复查委员会和办公
室，开始对１９５７年以来历次运动中处理的案件进行复查。全区需要复查甄别的案件共
５０２４４件，除庆阳地区外为３７２３９件。至１９６３年底共复查结案３７０６１人，其中脱产干部
４４５０人，不脱产基层干部１２１６０人，工人１３２３人，农民１７７１５人，居民１９６人，学生
７３０人，其他４８７人。经过复查甄别，处理错了的共１７９６７人，分别进行了平反或基本平
反；部分处理错了的１１６０１人，进行了部分纠正或减轻处分；处理正确的７４７７人，基本
维持原案；还有１６人，错误性质严重予以加重处理。运动中死亡２３８人，对其家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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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恤，其中有１８８人，补发了工资或经济补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破案１９２起，批捕
２３９７人。复查后有１５起是假案，错定案犯１１９４人，进行了平反。反封建特权斗争关闭
清真寺１７２处，经过落实政策开放１８处，批判宗教神职人员１４０人，平反和纠正９３人，
维持原案３８人，９人未定。对１９５６年工商业改造和１９５８年做了错误处理的１８１０人落实
政策，补发了工资，恢复了政治待遇。对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９年肃反、审干案件进行了复查，其
中对４８０２名干部重新做了结论。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案复查工作因 “文革”开始而

停止。

１９７３年１月，地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对 “文革”初期进行的 “清队”、“一打三

反”运动案进行了复查，部分进行纠正。对 “四清”运动中民主革命补课时补划的地主

富农成分，地主富农分子进行复查，认定需要纠正，但未作最后结论。对１９５０年 “五

八”叛乱、１９６０年 “屯子叛乱”、“保白朝”反革命案件进行复查，共涉及４２５１人，其
中戴反革命分子帽子１３９２人，１１６１人维持原定性不变，８０３人纠错，平反３９４人，否定
嫌疑的１３５人，摘掉坏分子帽子３９人，转外地处理的５人，待查４人。对三青团、国民
党合并案进行复查，凡三青团合并案应予否定，所定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区分部、区党部

书记、副书记应予以全部否定和平反。对国民军起义、投诚人员和在押犯的清查处理工

作，进行落实政策。１９７５年１２月，落实政策工作全部停止。
１９７８年１月，地委及各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 “文革”案件进行

彻底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对历次运动中的案件也进行复查清理，重点对 “四清”运动

及 “大跃进”中处理的案件和肃反审干中的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案进行复查。至１９８３年，
全区共复查案件５０２４４件，其中 “文革”中的案件３８６７０件，全部复查结案。冤假错案
２５４４７件，全部予以平反，予以部分纠正的７１３０件，维持原案的６１２０件，其中有１９５６
名干部、３２９名党员经过甄别平反，重新作了结论，恢复党籍、公职。对１５６８５名干部的
档案进行清理，处理了含有诬蔑不实之词的材料。给８４名因冤假错案致死者进行平反昭
雪。复查 “文革”前历次运动中的案件１１５６９件，属于全部错案进行平反的７７５３件，部
分错了部分纠正的１３３１件，维持原结论不变的 ２４８５件。其中 “四清”案件 ３５３１人，
“集训”、“特训”案６８０人，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案２０８０人，肃反审干案４０２人。民主革
命补课时补划的１３５０户地主富农成分，错定的１９４４名地主、富农分子全部改变为原有成
分和平反错戴的帽子。对原定的１０９８名右派分子全部改正，没有工作的重新安排工作或
按离退休处理，死亡的２１７人予以抚恤，原定７５４名中右全部作了纠正。全区参加公私合
营的原工商业者１３９２人，经过复查应定工商业者１５５人，区别为小商小贩者１２３８人，需
要复查落实政策的５３０人，分别作了落实处理。重新安排工作的９人，按退休对待１４１
人，退职１６０人，死亡的１８５人予以抚恤，２人按月发给生活费，退还查抄财物 （折价）

２８人，补发定息、工资８４９人，退还房屋４户，报城镇户口５０户１９４人。平反宗教神职
人员错案１５８人，开放宗教活动场所３７８处。另外，对土改时定的地主、富农成分１７０７８
户，地主、富农分子８６９３人，全部宣布改变为农民成分，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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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党校教育

一、机构与基础建设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平凉分区干部学校。１９５４年８月，改称中共平凉区干部学校。１９５５
年１０月，庆阳专区并入平凉专区，更名为中共平凉地委干部学校，校部一度设在西峰
镇，分两地三处进行干部培训。１９５９年５月，撤销中共平凉地委干校，成立中共平凉地
委党校。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恢复庆阳专区，党校分设。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开始，党校停
办。“文革”期间，先后设平凉专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七”干校。１９７３年９
月，中共平凉地委党校恢复。１９７４年３月，与平凉地区 “五七”干校合并，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１９７８年，撤销 “五七”干校。２０００年９月，加挂平凉地区行政学院牌子，承
担公务员培训工作。２００２年９月，地改市更名为中共平凉市委党校。

解放初建于城内 （今平凉宾馆），陆续修建校舍２００余间，有大礼堂、图书阅览室、
学员职工宿舍、办公设施、职工学员食堂，可容纳学员４００人。“文革”期间，地委党校
被迫停办，校址迁到地区招待所 （今柳湖体育场西）。党校恢复后，迁至安国公社下颉

河。８０年代初，有房舍１７９间，包括部分窑洞，其中学员宿舍５１间，仅能容纳１５３人。
１９８６年８月，迁至西郊，有教学楼２５０６平方米，学员宿舍楼１６７８平方米，食堂兼礼堂
８８０平方米。２００２年，校舍建筑面积１１４８６平方米，教学用建筑面积８３４１平方米，可同
时容纳７５０名学员上课，可安排３００人住宿、就餐。学校藏书３万余册，报刊１００多种。

二、干部培训与学历教育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６年，平凉地委干校共举办干部政治、文化训练班３２期，累计培
训１４２２９人。１９６２年，举办初级干部轮训班５期，轮训党员科级干部７６３人，专区机关
党员一般干部８６人，轮训８４９人。“文革”期间，“五七”干校成为干部进行农业生产劳
动和思想改造的地方。１９７３年，举办干部读书班等２０余期３０００多人次。主要学习马列
著作和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１９７８年，举办县处班、中青班、科
干班、妇干班、县 （区）直科干班各类主体班２３６期，培训干部１２２１６人次。
１９８３年，地委党校开始招收两年制党政干部中专班，开展学历教育，先后招生８届９

个班次，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律等１２门课程，毕业学员３６８人。
１９８９年，设立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甘肃分院平凉学区，先后开办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大专班、
本科班和领导干部班，开设党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律等专业。同时，在全区６县开设
函授辅导站，招收大专班学员。首届招收大专班学员２３６名，本科班学员４９名。至２００２
年，平凉学区累计招生１３届４５６９名。已毕业１２届８１８４名，其中本科生２７６１名、大专
生１６６７名。

三、教师队伍与理论科研

建校初期，无专职教员，有工作人员１０余人。１９５４年６月，有教职工２７人。１９５５
年１０月，教职工增至７９人。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干部工作人员１２７名。１９５６年始设教研室，
开展理论教学工作。１９７９年，有专职教员６名，８０年代末教员增至２７名，占职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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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９８９年设理论研究室。１９９２年为３名教员评聘了副教授职称。２００２年，全校有职
工５８名，其中教员２２名，副教授６名，讲师９名，助教７名。
１９９４年创办校刊 《平凉学刊》，１９９９年更名为 《平凉论坛》，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内部

资料型出版物，至２００２年出版２５期，所刊发的论文先后有数十篇在中央或省部级报刊发
表或收编。编写出版 《平凉经济概论》 《平凉农业产业化问题》等地方教材。组织编写

“平凉市干部培训系列教材”８部；编著 《中共平凉市委党校校史》和 “改革开放三十年

优秀论文集”各１部；完成省党校系统课题４项，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５项，
“五个一工程”奖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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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党派平凉地方组织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平凉市委员会

一、组织建设

１９５４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 “民革”）甘肃省支部在平凉成立小组，李

翰任召集人，有成员５人。１９５６年成立民革平凉市支部，李翰任主任委员，有成员１９
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５９年１月，先后召开第二、三次成员大会。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

后组织瘫痪，１９８０年恢复。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成立民革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李宪任主委。下
辖平凉市３个支部和泾川、灵台小组，有成员３５人。１９８７年８月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
会，李宪任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泾川、灵台分别成立支部，受民革省委员会领导。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先后召开第三、四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三、四届委员会，
仇非任主任委员。２００２年４月召开第五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委员会，刘亚明任
主任委员。下辖４个支部，现有成员５９人。

二、主要活动

１９５４年民革小组成立后，定期组织成员学习中共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投身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定期召开生活会，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李

翰被选为平凉市政协委员、副主席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在１９５７年整风
和反右派斗争中，由于受 “左”的思想指导，一些民革成员受到冲击，有３人被定为右
派分子。１９５８年向党 “交心”及 “拔白旗”中，又有一些成员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的待

遇。１９６２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统战工作中 “左”的错误，民革成员参加地市委民主人士

座谈会，和风细雨地进行思想交流，直率地向共产党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意见。民革主

委李翰继续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副主席和人民代表。 “文革”中，多数成员受到冲击。

１９８０年恢复组织后，围绕新时期民主党派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总目标，按照民革

中央制定的 “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

积极参与平凉市和所在县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协助共产党组织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

对错划的３名右派分子全部改正，对被打成反革命的２名成员和其他受到批判的成员进行
了平反。落实了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去台人员家属的政策。发挥优势，开展对

台、港、澳及国外的国民党爱国人士的联系，宣传对台政策，为促进 “一国两制”、和平

统一祖国做贡献。１９８４年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创办了高平联合学校，招收高考未录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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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１０６名，开设文、理两科，为社会培育实用人才。积极开展 “智力支边”和科

技、医疗、文化下乡活动，为边远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贡献力量。实行参政议政卡制度和

工作实绩统计卡制度，组织动员广大成员为两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１９９５年以来，民革
成员为平凉市及所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共提出合理化建议３５２条，提
议案１２件，受到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好评。成员中先后有３１人 （次）担任人大、政协代

表和委员。１名任政协副主席。成员汪若南、曹恭先后被聘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

第二节　中国民主同盟平凉市委员会

一、组织建设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１月，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 “民盟”）西北总支部在平凉境内开

始发展民盟盟员。民盟西北总负责人杜斌丞在平凉发展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任谦入盟。３４
年 （１９４５）春，将 “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在平凉、镇原、固原等地的１０多名会员集体
介绍加入民盟。３７年 （１９４８）民盟甘肃省成员杨子恒、贺凤悟等先后在平凉、镇原等地
发展平凉、崇信、镇原、固原、泾川等籍的２０多人入盟，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已有盟员
１００多人。

１９５０年春，民盟甘肃省支部进行登记，平凉分区共有盟员１１１人，其中知识分子６２
人，旧职员２９人，旧军人１８人，工商业者２人；男９８人，女１３人；平凉市县５２人，
固原、泾川、崇信、华亭、安口、镇原等地５９人。４月２５日，民盟甘肃省支部平凉分部
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梁德庵、赵益斋任正、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成立民盟甘肃
省支部平凉分部，张峻江任主任委员、赵益斋任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召开民盟平凉
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民盟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陈更生当选为主任委员，时有

盟员１２７人，基层组织１５个，分布在平凉专区所辖９个县 （市）。１９５６年召开民盟平凉
市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清理整顿内部，积极发展组织，至１９５７年６月先后发展新盟员
９６人，盟员总数达到１９８人，分布在平凉专区所辖的１７个县 （市）。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７
月，分别召开民盟平凉市第三、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盟第三、四届委员会，赵益

斋被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６２年１月，民盟平凉市委成员分布在平凉市、泾川、灵台、崇信、
华亭、庄浪、静宁７个县 （市）。１９６３年改称民盟平凉县委员会。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共有盟
员７９人，支部９个、小组３个。“文革”期间，组织瘫痪。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平凉县委提出恢复民盟平凉组织的意见，由陈更生、武志贤、陈

德庸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１０月正式恢复民盟平凉县委员会的组织活动。１９８０年９
月、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８７年８月，先后召开民盟平凉市第五、六、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第五、六、七届市委员会，杨雨辰被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先后
召开民盟平凉市第八、九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八、九届市委员会，段全福被选为主

任委员。２００２年８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委员会，朱建国被选为主
任委员。有基层支部１７个，盟员２７８人，分布在全市７个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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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活动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民盟的前身 “西北民主政团”和 “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平凉

籍成员，以 “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为主要内容，与国民党 “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３５年 （１９４６）以后，平凉民盟成员与中共平
东工委紧密配合，采取单线联系，秘密活动，支持和保护中共党组织和工作人员，为解

放区输送物资，动员群众进行支前，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动员和组织盟员参加政权建设和各项中心工作。民盟副主委赵

益斋任平凉地区土改委员会、抗美援朝平凉分会委员。１９５３年以后，按照民盟中央确定
的 “以积极参加文教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组织盟员集中力量搞好教学工作。１２个
盟员被选为各县 （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赵益斋当选为平凉市市长、主委陈更生当

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一些民盟盟员成为文教界的领导骨干，有５名盟员被选为优秀
模范工作者。

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共整风运动开始后，民盟成员积极参加 “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组织

和领导人提了不少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也有一些过激言论。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

大化，有６４名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分别给予开除盟籍、撤销职务、留盟察看、劳动教
养和下放劳动的处分。１９５８年有些民盟成员继续受到批判。１９６２年有些被平反。１９６５年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民盟主要负责人受到严重打击被错误

处理。“文革”开始后，有一些成员受到冲击和批判。

１９７８年以后，平反盟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１２９人，恢复盟籍７９人。
民盟组织盟员中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先后举办各种高、初中文化补习班、职业培训班

１３期，２１个班次，培训学生９４１人。积极参与科技、医疗、文化下乡活动，１９９１年以
来，民盟成员为平凉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３２４条，
被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立案实施 １４６条。盟员中先后有 ８８人 （次）担任历届省、县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１７１人先后受到省、地、（市）县及国家部委表彰奖励。

第三节　中国民主建国会平凉市委员会

一、组织建设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国民主建国会 （简称 “民建”）平凉市支部委员会成立，时有会员

２９人，主任郝瀛山。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第二届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善元。“文革”开
始后组织瘫痪，１９７９年７月恢复，与市工商联合署办公。１９８１年７月分设，召开第三届
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魏斌卿。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５月，召开第四、五届支部委员会，
主任委员魏斌卿。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成立民建平凉市筹委会筹备小组，刘瑞恒任组长。１９８７
年８月成立民建平凉市筹备委员会，刘瑞恒任主任委员。１９９１年９月，民建平凉市召开
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建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平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２００１年８月先后召开第二、三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民建平凉市第二、三届委员会，
李平安任主任委员。现有基层支部６个，总支１个，会员７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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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活动

１９５６年民建平凉市支部成立后，协助政府安排工商界人士清产核资，协调公私关系，
改善经营管理，使其发挥技术才能。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１２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开除会籍。１９６２年民建协助共产党组织落实政策，为１９５７年后季以来受批判处理的部分
会员落实了政策，组织工商业者参加了平凉市的 “五反”和社教运动。１９６６年 “文革”

开始后，有些会员受到冲击和迫害。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建协助中共组织，进一步落实私营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的政策，区分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与工商业者的政策界限，对历次政治运动及

“文革”中受批判和处理的２６０多人 （次）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纠正。组织会员中的经济

管理专家先后举办工商专业培训班１４期，结业５６９人 （次）。参与科技、卫生、文化下

乡活动，兴办 “光彩事业”。参与对平凉市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等重大问题的

协商讨论。１９９１年以来，民建会员为平凉市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４６条，被
政府立案实施２６条，完成调研课题９个。会员中先后有１２人 （次）担任省、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第四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平凉市委员会

一、组织建设

１９８２年６月，中国民主促进会 （简称 “民进”）开始在平凉发展会员。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成立民进平凉市支部委员会，尹普祚任支部主委，时有会员７人。１９８９年９月，成立民
进平凉市筹备委员会，周守群任筹委会主任委员。１９９１年１１月成立民进平凉市第一届委
员会，周守群任主任委员。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组建民进平凉市委机关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６月先后召开第二、三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平凉市第二、
三届委员会，周守群任主任委员。有基层支部３个，成员４４人。

二、主要活动

民进平凉市委员会成立以来，团结和组织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开展办学讲学、

义务书画、文艺编导、图书捐赠及文化下乡等活动。教育和支持会员在搞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为平凉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提出议案、调研报告２０多篇 （件）。组

织会员为社会公益事业及扶贫救灾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８５００多元。会员中先后有１０人
（次）担任平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２０多人 （次）受到国家、地、市表彰。主任

委员周守群当选平凉市第十三届、十四届政府副市长、崆峒区副区长。

第五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平凉市委员会

一、组织建设

１９８９年４月，中国农工民主党 （简称 “农工党”）开始在平凉市发展成员。１９９２年
２月成立农工党平凉市小组。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成立农工党平凉市支部委员会，主委李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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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农工党平凉市总支委员会，芦哲忠任总支主任委
员。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成立农工民主党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芦哲忠
任主任委员。有支部４个，党员３５人。

二、主要活动

平凉市农工党积极参与科技、医疗、文化下乡活动，为城乡群众免费义诊１１２０多人
（次），印发科普宣传材料６５６０多份，编撰畜牧兽医方面的农村实用技术资料。充分发挥
参政党作用，提出在平凉市农村开发利用太阳能资源、推广应用沼气节约能源、严厉打

击贩卖、吸食毒品等议案，受到中共平凉市委、政府的重视。组织党员为社会公益事业、

希望工程和扶贫救灾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４０００余元。先后有１０人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
表学术论文１１０多篇，有５人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有６人担任平凉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有５人被平凉市政府授予 “文明奉献市民”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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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众团体

第一节　工人组织

一、工　会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１１月，中共党员冀明信在平凉手工业工人中发起成立行业工会

２３个，有会员１２００多人。召开平凉县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平凉县总工会，会址平凉
县府街张公祠 （今红旗一校），工会委员会由７人组成，刘生贵任常务委员。翌年４月，
泾川县工会成立，７月，平凉、泾川工会宣布解散。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２月 “西安事变”后，在驻平凉东北军６７军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发动

下，平凉３２个行业、２１００多名工人，成立了平凉工人救国会，地址设在西大街万寿宫
（平凉工人文化宫），由中共党员冯启贤委托报社工人、中共党员张耀宗 （张可夫）任救

国会主席。翌年３月，东北军调离平凉后解散工会。
２６年 （１９３７），各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下设工人分会，领导工人开展抗敌后援工

作。２８年 （１９３９）后各县相继成立工会理事会。平凉县曾设立县工会和县总工会，下属
若干行业工会。静宁县先后成立商业、饮食、旅店业职业工会和工业、手工业产业工会，

２８年 （１９３９）统一成立县总工会。华亭县安口、砚峡有煤矿、陶瓷３个产业工会，发展
会员３８８人。３１年 （１９４２）泾川县成立手工业联合会，后改称泾川县各业工人联合会，
３７年 （１９４８）各行业工会推举代表１４０人召开全县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泾川县总
工会。

平凉地区工会属甘肃省总工会派出机构，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始称甘肃省总工会平
凉分区办事处。设主任１人，秘书１人，干事若干人。

泾川、平凉、静宁、灵台、华亭等县 （市）先后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２年分别
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县 （市）总工会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平凉、

华亭、安口等地成立产业、教育、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工会和基层工会，平凉市有１８个
行业工会，２个基层工会、５３个工会小组。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甘肃省总工会平凉分区办事处改称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平凉区办事处。
各县 （市）总工会改称县 （市）工会联合会并先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厂矿企

业逐步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组织。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５７年１月，庄浪、崇信县先后成立县工
会联合会，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工会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１９５８年华
亭、崇信、灵台、庄浪工会联合会分别并入平凉、泾川、静宁县工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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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３月，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平凉区办事处改称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平凉专区办事
处。１９５９年，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平凉专区办事处又改称甘肃省总工会平凉专区办事处。

平凉市工会联合会改称市总工会并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泾川、静宁工会联合会同

时撤销。１９６３年，平凉市总工会改称县总工会。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４年恢复华亭、泾川县总工
会，并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

１９６６年５月 “文革”开始后，专区工会办事处及各县总工会组织瘫痪。地县革委会

成立后，职代会代替工会工作。

１９７３年７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平凉地区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凉召开，出席大会
代表３０５名，选举产生平凉地区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３５名、常委９名、主任１名、
副主任３名。平凉、泾川、静宁、灵台、庄浪、华亭、崇信县分别召开第二次或第七次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县总工会委员会。

１９７９年６月，平凉地区总工会改称甘肃省总工会平凉地区办事处，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改称
甘肃省总工会平凉地区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改称平凉市总工会。

各县 （市）总工会自成立以来，召开代表大会情况为：平凉市１６次，华亭１１次，
泾川、静宁１０次，灵台８次，崇信７次，庄浪６次。全区共有基层工会１６１４个，其中地
直单位工会１２０个，县以下基层工会１４９４个。企业工会７００个，乡 （镇）工会１３２个，
街道社区工会１８个，共有工会会员１０８４２０人。

二、主要活动

１工人运动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在中共平凉特支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声讨蒋介石 “四一

二”屠杀共产党员的罪行、追悼李大钊烈士等活动。６月，平凉县各行业７００多工人，向
县政府请愿，提出三条要求：一、政府要承认总工会是合法组织，以后派差派工须经总

工会同意；二、无论哪个行业给任何人做工都要付工钱；三、商会不得任意给各手工业

行业派款。工人的示威游行被陇东镇守使陈毓耀派兵镇压，当场逮捕了工会常务委员刘

生贵、委员何建章，后经交涉当晚释放。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２月，工人救国会组织工人进行
游行示威，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救国会主席张耀宗在市民大会

上发表演说，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在平凉 《人民日报》发表抗日救国

宣言书，组织工人代表去平凉市郊马家庄慰问红军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卢沟桥事变”

后，平凉工人抗敌后援分会组织工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游行示威，声讨和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轰炸平凉的罪行。进行防空、慰劳伤兵、追悼死难烈士和支援难民等活动。３４年
（１９４５）３月，安口三合陶瓷厂产业工会组织，为反对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毒打工人，
发动全厂工人罢工３天，迫使资方释放了被押的两名工人，为全厂工人增发了工资。３７
年 （１９４８）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八五旅派共产党员李存轩、常玉平、姜永嘉３人在安
口搞工运活动，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工人积极分子１２人，宣传 “反内战、反饥饿、反

迫害”斗争，被国民党安口镇公所捕押，不久，１２名工人被释放，李存轩等３人经残酷
审讯后解往兰州，姜永嘉因伤势过重，途中牺牲。

１９４９年７月，平凉解放后，各级工会发动组织工人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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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工商业界开展反封建把头和 “五反”斗争。

２职工教育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平凉县总工会在张公祠办职工子弟学校，并组织工人学习文化，

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压迫剥削的阶级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工会围绕党在各个时

期的中心任务，采取办工人业余学校、夜校、黑板报，组织读报组、学习会等各种方式，

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进行扫除文盲教育，使大部分职

工及时脱盲。学习 《工会法》，贯彻 “劳资两利”政策。抓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教育。

１９５３年以后，组织工人积极参加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主要进行技术教育，组织各种培训活动，提高专业技术能力，走 “又红又专”道路。

１９６３年以后，开展向雷锋学习活动，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大庆、学铁人王进喜，开
展比学赶帮活动。结合 “五反”、社会主义教育，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 “反修防修”教

育。“文革”期间，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 “斗批改”没有搞好的单

位，即谓 “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进行 “批林批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工

会以 “四化”建设为中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通过职工读书活动，成立自学小组，开

展以提高职工岗位技能和道德素质为中心的培训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选派骨干外出

学习，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问答和劳动保护知识竞赛，对广大职工进行了形势教

育和业务培训。２０００年以后，开展以 “共创美好新世纪”为主导的职工系列文化活动，

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和各种文化体育活动。评选推荐甘肃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双十

佳”标兵８名。针对职工文化程度，办好职工学校，开展自学、进修，提高文化水平和
各类专业知识。全区有５０００多名职工经过电大、党校、函授、在职进修，分别达到了大
中专文化程度，获得了有关专业技术职称。

３生产劳动竞赛
１９５６年以来，开展争当红旗手、先进生产者运动。在１９６０年１月召开的全区技术革

新技术革命表彰大会上，受到地委、专署表彰的先进个人１２７人、先进集体３７个，推广
新技术、新产品３５种。１９６３至１９７６年先后开展学大庆、学铁人，开展比学赶帮、增产
节约、增收节支等活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地区召开 “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有４８个
先进集体、６７名劳动模范受到地委的表彰奖励。８０年代后开展当改革主力，做 “四有”

（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 ）职工，创先进水平、为 “四化”立功活动。９０年
代开展了 “岗位创一流，班组创先进、企业创效益”活动。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技术创新

活动，以班组为单位，开展 “精一门、会两门、学三门”的岗位练功活动，围绕安全生

产、经营管理、开展我为企业改革发展献计的合理化建议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提合

理化建议３５１２条，其中被采纳实施的１７０１条，创造和节约经济价值１６６７３万元。推广
４７项 （次）新技术，创造节约价值８２５５８万元，全区各条战线基层企事业单位，评选奖
励先进模范人物达１０万多人 （次）；有２９７人被评选为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 （工作）

者，７人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２个单位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１２人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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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企业民主管理和帮扶 “送温暖”

１９５７年，在工业企业中开始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简称职代会）。

扩大企业民主，吸收广大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监督行政和生产经营管理。１９６２年，恢复
和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文革”期间，这些制度遭到破坏。１９８３年，在企业管理中，
推行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１９８６年，进一步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１９９０
年起，开展民主管理达标活动。全区建立职代会制度的企事业单位 ５０５个，提出提案
２７４５件，其中２０７３件得到落实。坚持业务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的单位有３９４个，４６０个
单位开展职代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工作。三年 “达标”活动共评议各级领导干部

１２５４名，其中受到表彰、奖励和晋职的领导干部４９５名，被调整、免职、降职的７５９名。
１９９９年以来，推行厂务公开，进一步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工会领导干部联系
困难职工和企业的责任制，开展了帮扶解困 “送温暖”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共筹集 “送温

暖”资金５８１２９万元，慰问困难职工、劳模和复转军人２７９４９户。

第二节　农民组织

一、农会　农民协会　农民自救会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７月，崇信县成立县农会，设会长、副会长、评议员，调查调解农

民纠纷。９年 （１９２０）静宁县始设农会。１６年 （１９２７）泾川筹建农民协会，不久停止。
２２年 （１９３３），各县政府陆续成立农会组织，设会长或干事长、指导员等职。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静宁界石铺等地组织农会，发动农民打土
豪、分财产、支援红军，１０月下旬红军东去，农会解散。２６年 （１９３７）平凉等县农会改
称抗敌后援会农民分会，下设区、乡 （镇）、保农会，组织农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２８
年 （１９３９）以后，各县召开会员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农会理事、监事和常务理事，
向农民宣传推行 “新县制”，进行 “防共” “反共”教育，办理地方自治和推行合作事

业，推行试种棉花等。３５年 （１９４６），农会参加乡镇人民代表和参议会竞选，配合乡保进
行反共活动。

３７年 （１９４８），中共平东工委在崇信、华亭、平凉交界地区组织农民自救会、红村
子，开展 “三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支援解放。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各县先后成立县农会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７月，各县农会改称农民协
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第一届县农民协会。９月，中共平凉地委决定成立甘肃
省农民协会平凉分区办事处，设主任１人、工作人员若干。各区乡成立农民协会。１９５１
年冬至１９５３年春，各县 （市）对农会进行整顿，以乡为单位成立农民协会，以行政村为

单位成立会员小组。全区农会会员最多时达到３０万人，由会员大会采取投豆子或举手等
方式，选举产生村农会小组长，乡农会委员会委员、主任、副主任。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二、三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三

届县 （市）农民协会委员、主席、副主席。

１９５３年２月至１９５５年３月，静宁、庄浪、平凉、灵台、泾川、崇信、华亭等县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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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农民协会。１９５５年４月，撤销甘肃省农民协会平凉分区办事处。
新中国成立初，在减租和土地改革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学习，

进行阶级教育，组织贫雇农进行诉苦，揭发批判斗争不法地主、恶霸，划分阶级成分，

清理财产、丈量土地以及土改复查、查田定产等。还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发展

农业生产，开办冬学识字班进行扫盲等学文化活动。１９５３年，组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此后，逐步被合作社代替。

二、贫农、下中农协会

１９６３年，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生产队成立贫下中农小组，在大队和公社
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参加者约占农村总人口的７０％。

协会成立后，主要组织农民开展所谓 “阶级斗争”和 “两条道路斗争”，监督改造

地、富、反、坏分子，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及勤俭持家教育。

１９６４年后，各县先后召开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吸收中农、知识青年、可以教育好
的地富子女代表列席会议。协会设委员、常委、主席、副主席。会议选举出席甘肃省贫

下中农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６６年９月，成立甘肃省贫下中农协会平凉专区工作委员会。
１９６７年３月，各级协会组织瘫痪。１９６８年各县革委会成立后，平凉等县以农代会代

替协会工作。各县社先后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供销社，参加管

理工作，并负责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１９７３年，各县恢复贫下中农协会。９
月，各县召开第二次 （泾川县第三次）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邀请下乡知识青年和中农、

工人代表列席会议，选举产生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并选举出席平凉地区和甘肃省贫下

中农代表大会代表。１２月３日至８日，召开平凉地区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
表５２４名，大会交流了贫协工作经验，讨论了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

导贫协工作、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选举产生平凉地区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选出委

员４７名、常务委员１１名，主任１名，副主任５名。１９７８年３至９月，灵台、崇信、华
亭、庄浪等县先后召开第三次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１９８０年３月，灵台县贫农下中农协
会改称灵台县农民协会，并于同年４月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农民
协会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３至１１月，地区及各县 （市）贫下中农协会先后撤销。

第三节　青少年组织

一、共产主义青年团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区委员会决定，在平凉成立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平凉特别支部 （简称共青团平凉特支），由中共党员冀明信任支部书记，

与中共平凉特支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在平凉中学发展团员韩庄。在中学、师范发展进步

青年组织青年社 （又叫中共青年社）为党团外围组织，有社员５０多名，中共特支书记吴
天长兼任社长，冀明信兼任总干事，下设组织、宣传、文艺等干事，分别由韩庄、周凤

岐 （周仁山）、马良弼、刘毓凤等担任。同年７月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社停止活动，团员
韩庄与党支部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翌年４月韩庄被捕，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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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年 （１９４９）５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成立后，中共平东工委开始在崇
信县铜城小学发展团员１６名，成立团支部。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共平凉地委决定成立平凉分区青年委员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平凉地方工作委员会 （简称团地工委）。设书记、秘书、组织、宣传、学生部和地区机

关总支。各县 （市）分别成立团县 （市）工作委员会，各区乡、中等学校、机关分别成

立团区工委、总支、支部。１９５３年４至１１月分别召开各县 （市）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

选举成立青年团县 （市）委员会，设书记、副书记。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６年先后召开青年团各县
（市）第二、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三届团县 （市）委员会。

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平凉地工委改称共青团平凉地方委员会。设书记１人、副书记２人，下设秘书室和组织、
宣传部、机关团委、少先队总辅导站。各县 （市）区、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分别改为

共青团各县 （市）、区、乡委员会、总支、支部。同时召开各县 （市）共青团第四、五次

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共青团第四、五届县 （市）委员会。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平凉、泾川、
静宁分别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６年崇信、华亭、庄浪、灵台召开第五、六次
代表大会，平凉、泾川、静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文革”初期，团的工作瘫痪，１９６８
年后陆续恢复。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召开共青团平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学习 “批林整风”

指示，请老工人、贫下中农、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４０
人、常务委员９人、书记１人、副书记２人和出席共青团甘肃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平凉、泾川、静宁分别召开第八次，崇信、华亭、庄浪、灵台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６年后，团地委由选举制改为任命制，设办公室、机关团委两个工作机构，先后附设
平凉地区少年工作委员会，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８３至２００２年４月，平凉、泾川、静宁召开十三次代表大
会，崇信、华亭、庄浪、灵台分别召开十至十二次代表大会。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全市共有县
（区）团委７个，市直团委３２个，县 （区）直团委８４个，乡 （镇）、街道团委１３２个，
团总支２０１个，支部３８７４个，共青团员１１１９７５名。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共青团、青年社在平凉中等学校发动成立学生联合会，宣
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开展纪念 “五四”运动、悼念李大钊、声讨蒋介

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的罪行，组织演讲、唱革命歌曲，排演现代戏等，平凉的革命

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２月西安事变前后，平凉青年积极参加援绥
抗日后援会，宣传募捐，支援绥远抗日将士。成立学生联合会，向北平、西安等地通电，

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在平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向平

凉 《人民日报》投稿，发表宣言，组织慰问红军和红军联欢等，平凉的青年运动出现了

第二次高潮。２６年 （１９３７）７月，“卢沟桥事变”后，平凉青年成立青年救国会、学生联
合会，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敌后援会青年分会。平凉中学、平凉师范、女子师范，伊

斯兰师范 （后称陇东师范）４校学生组成１７个宣传队，分赴陇东１７县进行为期１月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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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救亡宣传活动。２８年 （１９３９），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派共产党员马寅 （回）、徐强夫妇

来平凉，分别担任平凉市委宣传部长和学联副主席，领导青年运动，组织伊斯兰师范学

生宣传队到回民地区宣传抗日。３５年 （１９４６）以后，在中共平东工委地下党员的策动下，
平凉、灵台、华亭、庄浪、泾川、安口等地中小学生和青年工人组织罢课、罢教、罢工８
次，并与破坏青年运动、摧残教育、迫害进步师生、克扣工资、在学校抓丁等行为作

斗争。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团地、县 （市）委在平凉组织青年、学生先后成立学生联合会、民

主青年联合会，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学联、青联先后召

开学生和青年代表大会，组织学生、青年分赴城乡开展宣传演出活动。平凉地区青年联

合会，先后召开四次代表大会。１９５６年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大会同时召开，４１５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及青年社长、组长、团支部书记在会
上交流了经验。表彰奖励了１９５３年以来各界青年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
５０年代，组织青年开展 “除四害”、讲卫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兴修农田水利、

技术改革，发挥了突击手作用。６０年代，农村青年开展种 “三田” （丰产田、试验田、

种子田）活动，投入 “农业学大寨”活动。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技术改造，投入

“工业学大庆”活动。学校青年搞校办农场、工厂，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进入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以后，开展争当 “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平

凉代表郭继红 （女、回族）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９年９月，段维先、赵瑞麟、杨芳春、
吕进怀、成双锁荣获全国 “新长征突击手”，泾川县饮食业服务公司支部获 “新长征突击

队”称号。全区先后有２４３万人 （次）的青少年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植树造林活动，营造

了百亩以上 “青年林”３７处，千亩以上 “青年林”６处。１９９１年，团地委获得了 “全国

优秀青年绿化工程建设奖”。共青团十三大以后，组织实施 “共青团服务万村脱贫致富奔

小康活动”和 “农业产业化青年工程”，广泛开展培养青年 “星火”带头人和实用技术

培训活动，共培养县级以上青年 “星火”带头人４７００多名，建立县级以上青年培训基地
９个，乡镇青年科技培训站１１６个，培训青年２１万多人。１９９４年５月，团地委荣获 “全

国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组织奖”。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连续三年荣获全省青年 “星火带

头人组织奖”。在企业中开展了争当 “青年岗位能手”和争创 “青年文明号”活动。共

培养县以上 “青年岗位能手”２５３名，树立县以上 “青年文明号”７０６个。１９９２年以来，
团地委先后在崇信、泾川、华亭、灵台４县组织实施 “共青团基层整体化建设示范县”

和 “青年团基层建设达标县”活动，经过团省委组织验收后，均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其

中泾川县总结出的 “科技—实体—团建”的大团建思路，被团中央作为农村团建的九种

模式之一，在全国予以推广。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团地委在青少年中开展了以争

创 “三十佳”、“讲文明树新风”、青少年集体环保行动、希望工程等为内容的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全区１３００多个村开展了青年志愿者 “一助一”结对服务，有６个县成立了青年
志愿者服务中心，９０％的乡镇和５０％的村成立了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和服务队，建立青年
志愿者服务基地２４８个。组建各种 “三下乡”社会实践小分队２６５０支，组织近６万多人
（次），为基层群众举办各类培训、讲座８１０多期，培训群众达２７万人 （次），发各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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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资料８万多份，向基层捐款捐物价值达７４７万元。团地委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荣获全国
“９７年度暑期高等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０年以后，重点实施保护母亲
河—退耕还林青年绿化工程，新开辟千亩以上 “团青”品牌造林基地９处，百亩以上造
林基地１１３处。全面实施 “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争取专项资金４０万元，培训青
年农民４５００名，创建青年科技项目示范基地４０个，帮助下岗青年举办培训班８３期，培
训下岗青年１５２０名。在城镇开展青年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创建青年文明社区１１个，平凉
南苑、静宁阿阳路、华亭东华社区先后受团省委和团中央表彰。

以团地委为主体的平凉地区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负责筹措救助建校资金

６９３４５万元，救助失学儿童６５６０名，在６县 （市）布点建设了１７所希望小学，配发价
值３６万元的 “希望书库”３套，建成 “希望书屋”３１个，地区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于１９９６年４月荣获 “全国希望工程建设奖”。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 “五四”青年节，全区先

后有２８０个 “三十佳”青少年集体和个人受到了地委和行署的表彰奖励。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
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和青少年道德教育，举办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等８０
多场 （次），参加团干部２万多人次。开展 “五四”红旗团委创建活动，建成地级红旗团

委 （总支部）７８个，“六好”乡镇团委４８个，村红旗团支部３８３个。
二、三民主义青年团 （简称三青团）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８月，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支团平凉直属区队在平凉县成立。
２８年 （１９３９）后，各县先后成立区队。３４年 （１９４５），三青团省支团部派员在各县指导
成立三青团分团部筹备委员会，在各机关、学校发展三青团员，建立分队组织。３５年
（１９４６）各县普遍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各县分团干事会，选出干事５至７人，
候补干事１至３人，监事１至３人，干事会又选出干事长、书记、常务监事等，下设组
织、宣传、总务等股。在各小学和中等学校发动学生集体填表加入三青团组织，在各中

等学校成立区队，班级成立分队，在乡 （镇）公所成立区队，小学成立分队。是年秋至

翌年春，各县分团奉命办理三青团总甄核登记，将临时团证换发正式团证。经过甄核又

发展一批新团员。三青团通过组织学生自治会、童子军等活动，进行防共、反共教育。

在国民党进行乡 （镇）民代表和国大代表选举期间，三青团与国民党开展竞选活动。有

的县团组织为了凑数，将小学五年级不够团龄的小学生也集体发展为团员。至 ３６年
（１９４７）年底，据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７县三青团分部统计，共
建立三青团区队１２９个，分队４１４个，发展团员１０９４０名。

是年１２月至翌年春，各县分团先后办理党团合并手续，三青团员一律进行合并登
记，转为国民党员。各县三青团分部在办理过程中，只向县党部办理移交手续，而对团

员的登记工作并未认真执行。３７年 （１９４８）春夏，平凉时局紧张，团员登记工作遂停。
三、少年儿童组织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各县、乡 （镇）、村成立少年团，由学校和政府共同组织少年儿

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现代戏、慰问伤兵、开展妇女放足、禁烟等宣传活动。是年

１２月，江苏新安儿童旅行团一行３０多人来到平凉，在中共平凉地下组织和广大青少年支
持下，先后在平凉城区和四十里铺、白水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５０多天。放映无声

８５１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电影 《一、二八淞沪战斗》纪录片和 《民族痛史》动画片，演出 《放下你的鞭子》等现

代剧。中共陇东特委派一名党员和一名少年团员来平凉，帮助建党和排演新节目，帮助

学校建少年团，发行书籍报刊、教唱抗日救亡歌曲。２７年 （１９３８）春节后，新安旅行团
离开平凉去兰州，４月又经平凉继续宣传。３１年 （１９４２）以后，各小学、初级中学组织
童子军，代替少年儿童团，进行编队训练，开展救护、防空演习、露营等活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平凉城区部分小学开始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１９５０年春，全区普遍建
立少年儿童队组织。１９５３年６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以学校为单
位，成立大队、中队、小队，团地、县 （市）委和各学校相继建立辅导组织和辅导员队

平凉一中第一批少先队队员

伍，举办少先队辅导员训练班。“文革”时期，少先队组

织瘫痪。１９７８年秋季，各学校开始恢复少先队组织。
１９９２年，团地委设少先队总辅导员。１９９４年，地县
（市）团组织设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建立县、乡、校三级

辅导员网络，开展培训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少先
队组织 ９６４５个，少先队员 ２３１万名，少先队辅导员
１００８５名，少先队建队率为 １００％，少年儿童入队率为
９８％。

新中国成立初，少先队员围绕课程开展互助学习、配合运动组织歌咏、小演唱活动。

捐献钱物，写慰问信，慰问帮助烈军属等，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 “五爱” （爱祖

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教育。１９５３年以后，举行演唱比赛，祭
扫烈士墓和夏令营活动，慰问解放军。１９６０年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
１９６３年以后，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 “文革”期间 “红小兵”开展破 “四旧”活动。

１９７８年以后，广泛开展学雷锋、创 “三好”和争当雷锋式的好少年活动。开始建立各种

实验园地，丰富学生课堂知识。１９８０年以来，参加 “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 “我爱科

学”“五星队员”达标活动。１９８１年，开展以少先队 “创造杯”和 “勤巧小队”等活动。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开展 “学赖宁、学十佳”活动。１９９５年全区少先队启动了 “跨世纪中国

少年雏鹰行动”，开展 “手拉手”互助、“启明星”科技、“百花园”艺术和 “雏鹰假日

小队”等主导性活动。全区共 有７０２７５名少先队员、６０５所小学和２２００多名辅导员，先
后与北京、上海、浙江等１８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１６所学校结起 “手拉手”对子，互通

信件１０余万封，互捐款物累计７２万元，在区内帮建手拉手书屋３１９个。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平凉地区少工委被全国少工委授予 “跨世纪中国少年行动达标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２００２年全区城镇小学建起标准队室占８０％，农村占３０％，表彰优秀少先队员２８名，优
秀辅导员１６名。

第四节　妇女组织

一、妇女会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平凉女师学生成立学生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捐献活动。“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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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桥事变”后，以平凉女师学生为骨干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妇女分会，进行抗日救亡工

作。２８年 （１９３９），各县相继成立妇女会，设会长、副会长。３３年 （１９４４），实行理事
制，推选理事、监事和常务理事。妇女会的主要活动，动员妇女参加文化学习，倡导妇

女参加社会活动，反对虐待妇女的行为。３５年 （１９４６）之后，妇女会逐渐流于形式，除
每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县城开一次例会外，平时很少活动。

二、妇女联合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共平凉地委决定成立平凉分区妇女委员会，设工作人员５人。
１９５０年７月，成立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平凉分区办事处，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主任，
设副主任１人，干事３人。各县 （市）成立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妇

女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各县 （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各区乡结合民主建政、减租土改、

城市民主改革，成立区乡妇女组织。１９５３年全区４８５个乡中４４９个成立了妇联组织。是
年７月，分区妇联办事处改称甘肃省妇联平凉专区分会，各县 （市）先后召开第二次妇

女代表大会。１９５６年，召开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本届妇女联合会。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甘肃省妇联平凉专区分会改称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平凉专区办事处，设主任、副主任、秘

书各１人，干事数人。各县 （市）民主妇联改称县 （市）妇女联合会。区乡全部成立妇

联组织。１９５８年后，各县 （市）召开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全区１３７个公社成立妇女工
作委员会，设委员７至９人，配备脱产妇联主任。各生产大队成立妇代小组。１９６２年，
各县 （市）召开第五次 （庄浪、灵台、崇信、华亭召开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大队成

立妇代会。全区共成立２２６９个妇代会和妇代小组。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开始后，妇联
组织瘫痪。１９６８年革委会成立后，由政治部抓妇女工作。１９７３年，恢复地县公社妇联组
织。５月１０日至１４日，召开了平凉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５７７名，选举产
生平凉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选出委员４５名、常委１３名、主任１名、副主任３
名。各县分别召开第六次 （崇信、灵台、华亭、庄浪县为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

县妇女联合会。全区１０１个公社、２２６９个大队普遍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或妇女大会，选举
成立了公社妇联和大队妇代会。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地区妇联改称甘肃省妇联平凉地区办事
处，下设办公室、业务科、妇女儿童工作办公室，编制 １２人。１９７８至 ２００２年，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六至第十次 （崇信、灵台、华亭、庄浪为五至九次）妇女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本届妇女联合会委员会。全区１３２个乡 （镇）４个街道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举成
立乡 （镇、街道）妇联，１７１１个行政村设妇代会，９３５２个合作社、居民小组成立妇代小
组。全区行政、企事业单位设妇女委员会３２０个，女职工委员会１８８个，乡 （镇）企业

及其他新经济领域成立妇代会５８个。１９８４年１月，成立平凉地区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
（办公室设在妇联），１９９０年改称妇女儿童协调委员会，１９９３年改称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妇女组织１１９６４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支援解放军、志愿军，组织妇女赶做军鞋３３４万多双，做 “针

线包”、袜底等不计其数。在土改中，有１６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会组织，开办冬学１９９３
处，有１０２万名妇女摘掉了文盲帽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２７万多名妇女走向生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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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１９５２年平凉县崆峒乡南坡和养子寨两村妇女，向全省妇女发出造林挑战书，省妇
联向全省印发后，掀起营造 “三八”妇女林的高潮。１９５４年，有５１９名妇女当选为乡以
上人民代表，１４名妇女当选为副乡长，７８１名妇女担任了合作社领导。在农业学大寨期
间，各县妇联培训基层妇女骨干和积极分子９万多名，涌现出了一批县、社、队的妇女
“三八”营、“铁姑娘队”、“铁梅班”。１９７９年以来，以妇女为主体的 “两户一体”（专

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发展到２０８４０户，占全区 “两户一体”总户数１２８８％，投
入妇女劳动力３６１０２人，占 “两户一体”总劳力的４４６％。１９９３年妇女的社会就业率为
３６％，１９９７年达５３％，５年上升１７个百分点。１９９７年有２７６名妇女被选为县 （市）人

民代表，占县 （市）人民代表总数２１８％，１００名妇女担任了县 （市）政协委员，７名
妇女进县 （市）政府、人大领导班子。地区连续８年举办两期县级两直妇女培训班，并
输送女干部到省党校学习。连续８年组织近３００名妇女干部到全国妇联培训和出国考察。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党政部门中，县处级女干部４６人，科级女干部４９０人，分别占同级干部
总数５７６％和７７９％，聘用非统配 “五大”毕业生中女性占同类录用人数的４５３％。
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区先后涌现出 “三八”红旗手２５７０名，“三八”红旗单位１１５个，

其中受全国妇联表彰的 “三八”红旗手２９名， “三八”红旗集体４个。全区受表彰的
“五好文明家庭”２６５９３户，优秀家庭成员４２０７名，其中地委、行署树立十佳 “五好文

明家庭”３０户。
１９８９年５８万名妇女参加由地区妇联牵头开展的全区 “双学双比” （学文化、学技

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其中１５万多名妇女脱盲，４６万多名妇女掌握了１至２
门实用技术。有１９７９名农村女青年、妇代会主任参加农函大、农业广播技术学校的学
习，１７５０名妇女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６３９２名妇女成为种植、养殖、加工业能手，全
区涌现出以妇女为主的高新科技示范户９５４２户。涌现出全国 “三八”绿色奖章获得者魏

玲娃、“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女能手卢定华等一批先进妇女典型。省妇联平凉地区办事

处，庄浪、崇信县妇联也获得全国 “双学双比”活动先进协调单位荣誉称号。１９９１年３
万多名女职工参加，“巾帼建功”竞赛活动，有３０９５人被评为技术能手。１９９７年，在女
职工集中的３０４个窗口行业开展 “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涌现出９１２名 “巾帼建

功”标兵，其中１３人获得省级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泾川温泉宾馆、平凉公交公司

４１５车组获全国 “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至２０００年全区挂牌命名３０４个 “巾帼文明示

范岗”，涌现出巾帼建功标兵９１２名。组织妇女营造 “三八”工程基地１２９处，建立妇女
科技示范基地１０４处，示范村４１个。

地、县、乡妇联建立扶贫联系点７２４个，共结扶贫帮困对子６７３３对，帮助４６００名妇
女脱贫。争取扶贫项目４４个、资金３３２万元，其中争取联合国人口基金、加拿大、澳大利亚
使馆等外援项目１１个、资金６９５万元，争取省地配套资金９３万元，实施“母亲水窖”工程
１４８０眼，１８６６户５３２０口人受益，４万名妇女实现了稳定脱贫。

１９５４年以来，全区建立托儿园所等、抱娃组８４３个，入托儿童７３０８人，解放妇女劳
力４５００多人。１９８１年，地区妇联和少年协调工委连续４年举办８期教养员、营养员、农
村学前班教师培训班，培训３４７人，对２３８所托幼组织进行了整顿、调整，建立健全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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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所２０８个。１９９２年，地区妇联建立家长学校和广播家长学校２６４所，培训家长１７３
万多人。１９９４年７月，地区妇联办起 “蓓蕾保育院”。同时，地区妇联还与香港扶轮社九

龙西北区分社、台湾新园道德教育促进会、香港海外联谊会、全国妇联培训基地联系，

争取资金１０万多元，组建女童班５个，女童点１０个，救助失、辍学女童５２５名。各县
（市）也积极组织捐款，共救助失、辍学女童１０００多名。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建幼儿园、
所１１１个，学前班１４１０个，女童入学率达到９８２％。

１９５１至１９６３年，以分区和县 （市）妇联为主体成立贯彻 《婚姻法》委员会，在全

区广泛开展 《婚姻法》宣传教育，使买卖婚姻、娃娃亲、破坏军婚等现象有所收敛。

１９８４年，地县 （市）妇联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制宣传月活动。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２年，
地县 （市）乡妇联逐级建立健全了法律顾问小组、信访网、法律咨询网和 “维权”工作

点，举办妇女法律培训班，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政法部门配合开展 《妇女法》执

法大检查，积极参与诉讼、调解工作。１９９７年３月，地区成立了女法律工作者联谊会。
１９９８年，地区妇联同政法部门在全区开展了 “法律知识进万家”活动，确立了２１个示范
村和２９００个示范户，下发 《法律知识进万家知识问答》２９８万册。１９９９年组织法律知
识竞赛，地区妇联获得全省优胜组织奖。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各级妇联信访接待１６３８０件
（次），结案率９２８％，被全国妇联授予信访先进集体。

第五节　工商组织

一、商　会
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各县成立商务分会。民国初年改称商会，设主席 （会长或

理事长）、常务委员 （常务理事）和执行委员 （理事），并在较大集镇设商务分会。民国

１０年 （１９２１）以后，静宁等县设立商务联合会，按工商业者经营的不同行业，设立各行
业同业公会和集镇商务分会。抗日战争时期，各县商会及所属同业公会进行了改组。在

各县成立商会，下设百货、皮毛、布匹、药材、粮食、旅店、烟酒、运输、纺织、铁木

业等同业公会，各县及同业公会改行理事制，设理事、理事长、监事等。

民国时，各县商会主要进行市场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商会动员工商业者进行募捐

等活动。县商会负责保护商民利益，调解工商行业和商民之间的商业纠纷。

二、工商业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各县 （市）先后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简称工商联），下设各行业同业

公会。１９５２年后改称行业分会，各集镇设工商联合分会。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各县 （市）先

后召开第一次工商业者代表会议，选举成立第一届工商业联合会，选出委员、常务委员

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５至１９６３年，分别召开二至五次代表大会，分别选举成立
第二届至五届委员会。“文革”期间，工商联组织瘫痪。１９７９年７月，平凉市工商联恢复
工作，与民主建国会合署办公，１９８１年分设。１９８５年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３
年，华亭、泾川、崇信、灵台、庄浪、静宁各县工商联先后恢复，并召开第三至五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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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选举产生工商联合会委员、常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１９９７年４月，成立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平凉地区办事处，２００２年６月更名为平凉地
区工商业联合会。为县级事业单位，由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主任。负责督导各县 （市）

工商联合会的工作。全区共有 ６７个乡 （镇）工商联分会，２２个行业分会，会员 ３１００
多人。

工商联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协助政府管理市场、稳定物价、办理和审查工商户的开

业、歇业、转业申报，揭露打击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不法行为，协助开展对私营工商

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使９０％的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经济。
主动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开展联购联销、资金拆借、融资互助、组织商品展销、

办理项目论证、法律文书等工作。１９９７年，地县 （市）相继建起了光彩事业促进会，区

内外民营企业家投入资金１亿多元，先后兴建泾川光彩幼儿园，庄浪县办起通化福利有
限公司，静宁县建起八里项目群小区和平凉元亨宾馆等一批重点项目。省、地统战部、

工商联先后在庄浪、泾川、静宁县召开了光彩事业现场经验交流会。全区已兴办光彩事

业、企业１４５个，投资３２１９１９万元，安排贫困地区劳动力和下岗职工１４６５３人，培训各
类实用技术人员７３２９人，捐资助学及其他公益事业４６２３１万元。有３２０多名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受到了县以上各级政府和统战部、工商局、工商联的表扬奖励。全区工商联会

员中担任县 （市）人大代表的３５人、政协委员２３人。提出建议１１０多条。

第六节　老年组织

１９８６年３月，平凉地区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１名副专员兼主任，民政处、地委老
干部处、人事处等部门负责人兼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由人事劳动处处长兼主任。委

员会委员由地区计划、财政、组织、文化、科技、卫生、商业、体育、粮食、教育、工

会、妇联、共青团委等部门１名负责人组成。１９８７年４月，老龄委主任由地委副书记兼
任，办公室设在地委老干部处，由老干部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３名。１９８８年９
月，更名为平凉地区老龄委员会。１９９０年８月，建为正处级机构，编制７人，归属党群
口序列。地委副书记兼主任，行署副专员兼任副主任，并设专职副主任２名。

老龄委积极开展贫困老人家庭救助工作，为特困老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全区有７００
多名农村 “五保”老人进入当地敬老院集中供养，有３０００多名 “五保”老人由村社补

助、亲邻扶助分散供养。为６０００多名农村老干部办理养老保险。地县 （市）医院增设老

年门诊、老年病床，为老年人看病就医提供优惠服务。

１９８８年，甘肃省人大决定，每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为甘肃省老人节。１９９０年，联
大决定每年１０月１日为国际老人节。地县老龄工作机构，在老人节和元旦、春节期间把
慰问离退休干部、职工和高龄特困老人作为一项制度坚持，先后共慰问、看望各类老人５
万多人 （次）。发动和组织青少年、部队、妇女组织和志愿者，积极为老年人办实事，送

温暖。先后有４万人 （次）为老年人拆洗被褥、送米、送面、送炭、担水、打扫卫生。

发动社会各阶层为贫困老人捐款资助。１９９８年以来，为老年人实行优待服务，发放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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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证》４０００多本。在城镇组织创办老年福利企业６８户，从业人员３７０多人，其中有老年
人７０多人，安置下岗职工及其他人员３００余人。
１９８６年以来，全区共投资３５０多万元，修建老年活动中心８个。单位、厂矿、农村

老年协会建立综合老年活动室２３００多个，建筑面积３万多平方米。共订阅各类报刊杂志
近万份，举办各种训练班３６０多期，参加老年人８０００多人 （次）。地区举办老年运动会，

有１５０多名老年人参加象棋、田径、武术、射击等４项比赛。１９８８年，地区举办老年人
摄影书画作品展，参展作品１１０多幅。１９９７年举办老年书画作品展，有１１０余人２００多
幅作品参加展出。１９９８年后，有５０多名离退休干部、职工，组成老年歌舞队，每星期
三、五进行活动，先后在老人节和其他节日进行宣传慰问演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代表全区参
加全省老年文艺调演获３等奖，地区老龄委同时获组织奖。
１９９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地区老龄委与司法部门配

合，每年组织检查组到基层、厂矿开展执法检查，查处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

事件，对赡养老人有问题的家庭和子女进行教育，全区共签订赡养协议书８０００余份，配
合司法机关处理虐待老人案件６０多起。

开展各种评选表彰活动１０余次、７０００多人 （次）。１９８９年有张之俊、何志明与刘俊
花、秦李福分别荣获全国 “老有所为精英奖”、 “敬老好儿女金榜奖”。１９９２年何立仁、
杨保文与张之俊分别荣获全国 “重视老龄工作功勋奖”和 “老有所为奉献奖”。１９９８年
魏玉英、贾喜祥、陈凡俊和张之俊、史荣科及姚晓峰，分别获 “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老有所为奉献奖”和 “重视老龄工作功勋奖”。

１９９８年，开展创建敬老模范县、乡、村活动。２００１年，泾川县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
敬老模范县。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共有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２０４４万人，占总人口９０４％，其中８０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１０２００余人，百岁以上老人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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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人民代表

一、各界人民代表

１９４９年８月下旬，由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平凉县人民政府从平凉党政军机关、学
校、工商、文艺、医药、民主同盟、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无党

派人士、自由职业者及其他民主人士中产生１００多名代表，于９月１日召开平凉 （分区

及平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９月２４日，地委要求各县人民政府立即筹备召开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７县推选和邀请各界人民代表９３５名，代表的界别为１６至２０个，农
民占绝大多数。地县 （市）委、军管会、专署、人民政府的代表由书记、专员、主任、

县长、副县长充任；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地县属各机关、军队、事企业的代表各自选派；

区乡代表由区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或推荐；其他方面的代表，包括民主同盟、

工商业者、宗教职业者、无党派人士、自由职业者、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由县人民政府

协商邀请。第二届 （次），全区８县 （市）共产生各界代表９８０名，以后各届次代表人数
不断增加，范围有所扩大。１９５３年８县 （市），产生代表１１７３名。
１９５０年９月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各县 （市）分别选举产生出席甘肃省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４７名。
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开始，全区开展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普选工作。凡年满１８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身份、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

除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依法剥夺政治

权利者、不能参加选举的精神病患者外，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过选民登记，９县
（市）共有选民６００９６３名，占县 （市）总人口的５３３％，实际参加选举的人数４９３９８０
名，占选民总人数的８２５％，全区共设选区１５００多个，经过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出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０５２名。
１９５４年５月，各乡 （镇）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各县 （市）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１０９２名。其中农民占５１％、工人占２％、妇女占１５％、知识分子占６％、党
政机关干部占１３％、少数民族占３％、民主党派占３％、无党派人士占２％、宗教界人士
占２％、军队占２％。各县 （市）界别比例有所不同。平凉市少数民族占２６％、宗教界人
士占５％、机关团体干部占３１％。于１９５６、１９５８、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举行二至六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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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乡 （镇、自治乡）或人民公社人民代表 （或社员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和第一

届换届选举工作基本相同。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 “文革”期间，停止人民代表选举活动。

１９７９年恢复普选，分别为第七、八届换届选举。将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变等额选
举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代表１／５。对选民资格进行了修改，将１９５８年规定
的 “尚未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和精神

病患者无选举权”，改为 “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批准，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无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反革命案或其他严重刑事案被羁押，正在受侦察起诉、审判的人

停止选举权，精神病、痴呆病患者不列入选民名单”。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小组１０人以
上选民提出和选举委员会社会各界协商提出，并经选民讨论，张榜公布，采取设投票站

和流动票箱，无记名投票选举。县 （市）社 （镇）代表每届任期３年。全区共登记选民
８６１０３８名，参加选举人数７８０２２３名，占选民总数９０６％，直接选举出公社 （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８７２１名，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２３９名。
１９８３年分别为九、十届换届选举，仍实行县 （市）乡 （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全区基层普选共登记选民９２８４４０名，参加选举人数８９４９５９名，占
选民总数９０３％，直接选举产生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８７６８名，县 （市）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１１９０名。
１９８６年１０至１２月，分别举行第十、十一届换届选举，全区共登记选民１０４６６１９名，

占全区总人口的５１７５％。参加投票人数１０２０８４８名，占选民人数９７％。选出乡 （镇）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７６６４名，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３７４名，其中女２９６名、回族
１０９名、党员８４３名、团员４２名、民主党派１１名、无党派人士２名、工人５２名、农民
６９３名、干部４１５名、军人１１名、知识分子１７２名。

１９８９年１０至１２月，第十一、十二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全区共
登记选民 １１６３６６０名，占总人口的 ５０６％，参加选举人数 １０８０８４９名，占选民总数
９４３３％。选出乡 （镇）人民代表５６９１名，县 （市）人民代表１３０９名，其中女２２８名、
占２２％，少数民族 １０１名、占 ７６％，党员 ７７５名、占 ５９２％，民主党派 ８名、占
０６％，工人４０名、占３５％，农民６６１名、占５０５％，干部５５８名、占４２６％。

１９９２年９至１２月，第十二、十三届县 （市）乡 （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

选举 （崇信县推迟至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共选出乡 （镇）人民代表５３６６名，县 （市）人民

代表１２１１名。从本届起，乡 （镇）人民代表任期仍为３年，县 （市）人民代表任期改为

５年。
１９９５年１０至１２月，分别举行乡 （镇）第十三、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

全区共选出乡 （镇）人民代表 ６００１名，其中女 １２６３名、占 ２１％，党员 ３１０４名、占
５２％，非党２８９７名、占４８％，少数民族９６名、占６％，农民４２２１名、占７０３％，工人
１０６名、占１７７％。

１９９７年９至１１月，第十三、十四届县 （市）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全区共登记选民

１３１３万多名，其中参加选举的人数１２２８万多名，占选民总数的９２％。经过差额选举，
七县 （市）应选代表１２６５名，实选１２６４名，落选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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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９年１月，各县 （市）分别举行第十四、十五届乡 （镇）人大代

表换届选举。共登记选民 １２１８万多名，参加选举人数 １１５１万多名，占选民总数
９４５％。共选出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４５５名，其中农民占７２％、妇女占２２５％、
少数民族占６６％。
２００１年１０至１２月，分别举行第十五届、十六届乡 （镇）人民代表换届选举，选民

参选率占９２６％。共选出乡 （镇）人民代表６４５２名，其中女１４２５名、占２２０８％，党员
３４９３名、占５４１３％，非党２９５５名、占４５８％，少数民族４７６名、占７３８％。

２００２年９至１０月，各县 （区）分别举行第十四、十五届县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共登记选民１３３９３万名，占总人口的５１９％，参选人数１２９７５万名，占选民总数
９０７％。经过差额选举，选出县 （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２６５名，其中女３２０名、占
２５３％，少数民族８８名、占６９％，民主党派８名、占０４３％。１１月上旬，各县 （区）

分别召开第十四、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３１６名，驻平解放军选出代表１０名，共３２６名。其中女性７５名、占２３０１％，少
数民族３７名、占１１３５％，共产党员２２２名、占６８１％，民主党派１２名、占３６８％，非
党９２名、占２８２２％。

从１９５４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先后选举出甘肃省一至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７９名。其
中第一届３８名，第二届６０名，第三届３８名，第四届因 “文革”未选举，第五届５２名，
第六届３９名，第七届３８名，第八届４３名，第九届３５名，第十届３６名。
１９５４至１９９７年，平凉地区选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９名。

平凉地区出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届　次 姓　名 籍　贯 时任职务 出席年月

第一届 杨子恒 甘肃灵台 甘肃省交通厅厅长 １９５４８

第二届 高健君 甘肃榆中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１９５８１２

第三届 潘自力 陕西华县 １９６４９

第四届 郭天顺 甘肃平凉 平凉县柳湖大队党支部书记 １９７４１２

第五届 尚宝堂 甘肃泾川
泾川县梁河公社茜家沟

大队党支部书记
１９７７１２

第六届 王秀雨 （女） 甘肃平凉 平凉地区印刷机械厂工人 １９８３５

第七届 徐尚和 甘肃榆中 中共平凉地委书记 １９８８１

第八届 丁泽生 甘肃平凉 中共平凉地委书记 １９９３１

第九届 徐拴龙 甘肃平凉 中共平凉地委书记 １９９８１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至３日，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平凉县人民政府在柳湖平凉师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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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召开平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１００多人，由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作解
放一月来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了支前、建政、剿匪肃特、生产、教育、保护工商业及

民族宗教等工作，听取了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平凉、泾川、静宁、灵台、崇信、华亭６县分别召开一届一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庄浪县为第一次），７县共出席代表９３５名，听取审议了各县人民
政府两月多来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当前及今后的工作任务，学习讨论了中央和省委有关

政策及剿匪肃特、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及金融、贸易等工作，收到代表提案２１０
多件。

１９５０年１至３月，平凉、崇信、泾川、灵台分别召开一届二次，静宁、华亭召开二
届一次，庄浪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各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平凉、静宁、

灵台、华亭４县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１至１９名、正副主席各１名。以生产救灾为中心，
讨论剿匪反霸、改造乡村政权以及工商业、民族宗教等工作，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收到

代表提案１５９件。４至８月，灵台召开一届三次，泾川召开一届三次、四次，平凉、崇信
召开二届一次，华亭召开二届二次、三次，静宁召开三届一次，庄浪召开第三次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１０至１２月，平凉市召开一届一次，平凉县召开三届一次，崇信、泾川召开
二届二次，华亭召开二届四次，静宁召开四届一次，庄浪召开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５１年３至７月，平凉市、灵台县召开二届一次，泾川召开二届三次，华亭召开二
届五次，崇信召开三届一次，平凉县召开四届一次，静宁召开五届一次，庄浪召开第五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心讨论抗美援朝、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等

工作，通过成立抗美援朝分会等组织。８至１０月，平凉市召开三届一次，平凉县、泾川、
崇信分别召开三届二、三次，华亭召开二届五次、静宁召开六届一次，庄浪召开第六、

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心讨论土地改革和冬季农业生产，通过了充分发动农民和各

族各界人民，积极参加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 “三大革命”运动中来的决定，通过了组织

土地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法庭的决议。

１９５２年３至１２月，平凉市召开四届一、二次、五届一次，泾川、崇信、平凉县召开
四届一、二次，灵台、华亭召开三届一、二次，静宁召开七届一、二次，庄浪召开第八

至十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县 （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 “三反”，总结土改

工作及土改复查工作，工商、教育、民族宗教及城市改革等，作出相应的决议。

１９５３年３至１２月，平凉市召开五届二次六届一、二次，平凉、泾川召开五届一、二
次，崇信召开四届三、四次，华亭召开四届一、二次，灵台召开三届二次，静宁召开七

届三、四次，庄浪召开十一至十三次各界代表会议。会议分别听取并审议了县 （市）人

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心讨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新三反”、普选试点和第一个五年国

民经济计划。学习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１９５４年２至３月，崇信、华亭两县分别召开四届四次和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
取县人民政府关于普选工作及农业互助合作等工作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

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收到代表提案５５８件。
各区乡从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４年春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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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一、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６日，平凉撤地设市动员大会后，成立平凉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筹备召开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１１月上旬选举产生平凉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２６名，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１日，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在平凉人民会堂召开，平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委员列席大会。杨咏中代表行署作工

作报告，行署发展计划处负责人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及平凉市２００３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报告，财政处负责人作平凉地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３年
全市及市级财政预算 （草案）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作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

察院负责人作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就以上报告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把平凉建设成为甘

肃东部经济强市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审议通过上述工作报告及本次大会的选举办法和相

关决议。１２月１日，大会选举李保印为常务委员会主任，朱生福、张秉科、马森骏、任
桂霞为副主任，常务委员会委员２３名 （女３名，回族３名），选举杨咏中为平凉市人民
政府市长，武毅、赵景山、邓晓龙、苏君 （女）、阎奋民、赵成城为副市长，曹兴荣为平

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世英为平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甘肃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６名。
二、县、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５４年７月至１９５５年３、４月召开县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学习

讨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通过了拥护 《宪法草案》的决定，审议代表提

案２００多件。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８名。第二次会议在听取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的同时，依法将县 （市）、乡 （自治区）人民政府改为县 （市）、乡 （镇、自

治乡）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县 （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正副县 （市）长、法院院

长、检察院检察长。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５８年１月，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县 （市）农业发展纲要或规划 （草案）及相关决议。

１９５８年６月，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中

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听取

代表的各项提案，选出出席第二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０名。
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９６２年８月，平凉市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次会议，１９６２

年９月，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分别召开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会议
学习讨论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决定等有关文件，作出了大会决议。

１９６３年５至９月、１９６４年１０至１２月，各县 （市）分别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二次会议。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通过

了有关学大寨、学大庆、开展比学赶帮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展工农业生产等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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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８名。
１９６５年９至１０月，各县分别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提案处理情

况，审议代表提案８００多条。选举出第六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文革”时期成立县革委会，泾川、平凉县将此列为第七届代表大会，其他各县未列

入届次。１９７８年１１至１２月，平凉、泾川召开第八届、其他各县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确定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的工作

任务，作出有关落实政策、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相应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７月，华亭召开第八届第一次会议，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９８３年３
月，其他各县、市分别召开第八或第九届第一、二、三次会议。政协委员列席各次大会

开幕式。第一次会议，学习了１９７９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并通过的 《选举法》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依法撤销各县革委会恢复县人民

政府，设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及县人民政府正、副县 （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以下各届同）。第三次

会议选举出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９名。讨论了改革开放、推行农业生产责任
制、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工作，并作出有关决议。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平凉市、泾川县召开第十届，其他县召开第九届第一、
二、三次会议。各县 （市）政协委员列席大会。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计划

委员会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年计划的报告，讨论了五年计划和精神文明建设

等各项工作，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１月，平凉市、泾川县分别召开第十一届，其他县分别召开第
十届第一、二、三次会议。各县 （市）政协委员列席大会。会议讨论了深化改革、加快

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七五计划等主要工作，并作出相应的决议。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各县
（市）分别召开代表临时会议，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８名。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９１年１月，平凉市、泾川县召开第十二届，其他县

分别召开第十一届第一、二、三次会议。政协委员列席各次会议开幕式。会议讨论了

《关于县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作出了相关的决议。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１月，平凉市、泾川召开第十三届、其他县分别召开第十二届第一、
二、三、四、五次会议。县 （市）政协委员列席大会开幕式。会议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推动全区经济工作上新台阶的问题，讨论了发展支柱产业、强农兴工、加快脱

贫致富的经济发展工作和主要项目建设，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八五”计划和十

年规划，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关于依法治县等工作。选举出席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４３名。
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１年１月，平凉市、泾川县召开第十四届，其他县分别召开第十三届第

一、二、三、四、五次会议。县 （市）政协委员列席开幕式。会议就进一步稳定和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减

轻企业负担和制止乱收费、依法治县、依法行政、治理和改善经济环境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并作出相关决议。选举出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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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４日，崆峒区、泾川县召开第十五届、其他县召开第十四届第
一次会议。各县 （区）政协委员列席大会开幕式。会议围绕西部大开发、大力实施工业

强市、建设甘肃东部经济强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相关决议。选举出席地级平凉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２６名。
三、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５４至２００１年，各乡 （镇）召开一至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乡 （镇）

人民委员会及乡长、副乡长之外，内容有所不同。１９５４年春，平凉市召开第一届区、乡
（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各县召开乡 （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５年各县
（市）分自治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 （市）人民代表和乡 （自治区民族乡）

人民委员会委员、正副乡长，民族乡正副主席。１９５８年公社化后，召开人民公社社员代
表大会。１９８３年恢复乡 （镇、民族乡）后，召开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

（镇）人大主席、乡 （镇）长、副乡 （镇）长。２００１年，全区１３１个乡 （镇）共选出乡

（镇）长１３１名、副乡 （镇）长１５１名。

第四节　人大工作机构

一、省人大常委会平凉地区联络处

１９８５年５月６日，设立平凉地区人大联络处，为正县级编制，属省人大常委会派出
机构，负责办理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平凉地区的业务；负责在平凉地区的全国和全省人大

代表的联络和服务工作，组织开展视察和调查研究，监督指导县 （市）、乡 （镇）人大工

作及代表的换届选举，代表的视察和调查研究工作。人大联络处设主任１人，由地委主
管人大工作的副书记兼任，专职县级副主任１人，工作人员４名 （含副主任）。

二、省人大常委会平凉地区工作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１日，设立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平凉地区工作委员会，为地级建制。设
主任１名，副主任２至３名。主任、副主任由地委推荐、省委审查、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人大工委工作机构设综合办公室１个，县级，编制７名，设主任１名。１９９７年机构改革
中，办公室下设人秘、执法监察、信访代表３个科，编制仍为７名。人大工委工作的主要
职责是：一、听取行署及行署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听取地区中级法院、检察分院的工作

汇报，开展评议活动，并将评议情况向省人大和地委汇报；二、承办地委和省人大常委

会交办的事项，检查指导县 （市）乡 （镇）人大的换届选举工作；三、组织人民代表开

展调查视察和执法检查，了解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常委会的决议、意见的办理和研究

来信来访工作。

三、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平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设主任１名，副主任４名 （１女１回），秘书长１名，委员２３名 （２女，
３回）。１２月１日，市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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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构的决定》。常委会下设办公室及法制工作委员会、人事与代表工作委员会、农业与

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财经与城建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与民侨工作委员会，编制４０名。

平凉地区人大联络处、人大工委主任、副主任表 （副地级以上）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联络处主任 朱彦邦 男 汉 甘肃崇信 大学 １９８５５—１９８８１１

工委主任 张新民 男 汉 甘肃正宁 大专 １９９３５—１９９９５

工委主任 柳沛明 男 汉 甘肃庄浪 大专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２１１

工委副主任 闫　革 男 汉 甘肃静宁 初中 １９９１５—１９９５９

工委副主任 宋拴民 男 汉 甘肃泾川 高小 １９９１５—１９９５９

工委副主任 郭溪若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专 １９９１５—１９９７１１

工委副主任 史　中 男 汉 甘肃泾川 高中 １９９５９—１９９９１２

工委副主任 李尧华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学 １９９５９—１９９９１２

工委副主任 朱建堂 男 汉 甘肃灵台 中专 １９９８４—２０００３

工委副主任 孟沛然 男 汉 甘肃泾川 大学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１８

工委副主任 陈锦秀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专 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１８

工委副主任 景　泰 男 汉 甘肃泾川 高中 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１８

工委副主任 张秉科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２００１８—２００２１１

平凉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表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主　任 李保印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

副主任 朱生福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

副主任 张秉科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２００２１２

副主任 马森骏 男 回 甘肃华亭 大专 ２００２１２

副主任 任桂霞 女 汉 甘肃嘉峪关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

四、县、市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５０年２月至１９５４年２月，县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由各县 （市）

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或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作为常设

机构，委员会设主席１名，副主席２至３名，委员１１至１９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
职权。１９５５年３月，各县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至１９６５年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各县 （市）一至六届人民委员会，既是人民代表大会的

常设机构，又是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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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７月，华亭县召开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人大常委会。１９８１年１月，各
县分别召开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各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１
名，副主任２至３名，委员９至１３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在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由
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从此，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换届选举本届人大常委

会及主任１名，副主任３至４名，常务委员９至１３名。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代行人民
代表大会部分职权，对人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常委会随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

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１年每届任期３年，１９９２年以后每届任期５年。常委会每两月举行一次。
１９８１年各县人大常委会设综合性办公室１个，编制４至７名。１９８５年设办公室、政

法组、财经组、科技文卫组、民族宗教组，１９８６年改组为科。１９９０年改设为四个工作委
员会，工作人员１０至１８名。１９９７年仍设办公室、法律工作、代表工作、科教文卫工作、
财经工作委员会，平凉市增设民族宗教工作委员会。平凉市有工作人员３４名，泾川、静
宁为２１名，崇信１９名，庄浪、灵台为１７名，华亭１２名。２００２年８月，平凉市人大常委
会改名崆峒区人大常委会。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设联络员，１９８９年设乡 （镇）人大主席团，

由５至７人组成，乡 （镇）党委书记兼任主席，设专职常务副主席１名，主持人大闭会
期间的日常工作。１９９５年改常务主席为主席，由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１９９９
年１２月撤销人大主席团，由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主持工作。

第五节　主要工作

一、依法行使权力，决定重大事项

各县 （市）人大常委会，除对每届各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法

院、检察院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与财政预决算报告等６项决
议进行具体办理和督促实施外，定期召开例会，对事关全局的地方经济建设、文化教育、

科技、卫生、体育、法制等各项工作进行依法审议并作出决定、决议。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０年各
县 （市）人大常委会共召开例会２４８次，审议各项重大事项３１项、３８６件，作出决定和
决议１７５件。任免干部１０５５人 （次）。１９８４年，庄浪县人大常委会针对早婚、私婚问题，
制定出 《关于坚决贯彻婚姻法，严禁早婚、私婚的若干规定》，由 “一府两院”具体实

施，共查处早婚、私婚和婚姻登记中的违法人员２６４８名。１９８７年，华亭县第十届人大常
委第四次会议，针对本县贯彻 《矿产资源法》存在的问题，作出了 《关于贯彻矿产资源

法的决议》。县人民政府认真抓了煤矿和瓷厂砖瓦厂的治理整顿，先后关停了不合法规的

８个煤矿、１３个陶土坩泥采矿点和６４户砂、石、砖、瓦企业，有效地制止了乱采矿产资
源的问题。１９８８年，灵台县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针对林木管理混乱及毁林现象，
作出 《关于加强林木管护工作的决议》，县人民政府及时发布 《关于加强林木管理的布

告》。县林业局对林场、苗圃进行了整顿，充实了护林人员，健全了林木管理制度，查处

毁林案件３８起、２７１人，罚款１４万多元，使毁林歪风得到纠正。在１９８７年的乡 （镇）

换届选举中，静宁县人大常委会，对个别乡违反 《组织法》和 《选举法》擅自选举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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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导班子，宣布无效。庄浪人大常委会针对１名副乡长得票不过半数而当选的情况，
作出选举无效的决定，令其进行重选。华亭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撤销

七次会议任命不适当的２名副县长的决定。
二、开展普法教育和执法检查

地区人大工委和各县 （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就开展三个五年普法教育作出决议，

并主动带头开展依法治区、依法治县的宣传教育活动。１９８７年，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带头
举办４期法制教育学习班，组织３２７名县、科级干部重点学习 《宪法》及有关法规。各

县 （市）结合每次换届选举工作，组织干部学习 《宪法》、《组织法》、《选举法》和 《代

表法》，举办骨干培训班，进行普法教育。１９９８年，开展依法治区宣传教育，全区组织
２４万人参加７７２个普法培训班，１７万人参加法律知识考试，合格率为１００％，其中８０
分以上占８７％。１９９９年，地区人大工委、县 （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广

泛开展了以 《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以地方性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普法宣传教

育。全区共设依法治区、依法治县宣传活动场站２４８个，出动宣传车辆９４９辆 （次），制

作标语 （横幅）２８５３１条，散发宣传单４９９６万多张。利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辟宣
传栏、讲座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向省地县报刊发表宣传稿件５６９件。
１９８８年６至１２月，全区成立执法检查领导小组３８５个、２３７７人，查处违法问题和案

件１１６６７件，受到处理罚没的案件１０６２４件，占９１％。检查２３５个单位法律法规执行情
况，好的占３５％，一般的占４８％，差的占１７％。１９８９年，地区人大工委组织地直有关部
门和县 （市）人大，全面检查各类违法问题和案件５６１４件，涉及８５４７人；查处４４１６
件、６５５５人，占案件总数７８％，收缴罚没款１４８９６７万元。并征询了对４个法律 （草

案）的修改意见。１９９１年５月，地区人大工委配合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刘冰，
委员、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先后在静宁、庄浪两县对贯彻 《义务教育法》进行了检查，

发现部分农村学生入学率不够巩固，学生流失严重、女生入学率低、教育经费紧缺、农

村师资力量弱等问题，向行署和县政府作了建议。１９９４年５月，地区工委配合省人大副
主任柯茂盛等，对平凉、泾川、华亭３县贯彻 《农业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 《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规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出

存在的问题和违法行为，向各县人民政府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１９９６年８至１０月，地区
人大工委和县 （市）人大常委会，抽组法制、环保、卫生等部门的人员，对１７个执法部
门、１８个厂矿、９个乡 （镇）、６８所医疗单位、一个生态农业保护区、一个森林保护区
进行检查，边查边纠，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１９９７年重点检查 《减轻农民负担条例》和

《行政处罚法》的执法情况，取消不合理负担项目，清退不合理收费，有效地制止了农民

负担的反弹现象。对行政不合理的乱罚问题也予以纠正。１９９８年，地区人大工委根据地
委作出 《依法治区的决定》，组织检查 《农业技术推广法》、《水土保持法》、《体育法》、

《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的执法情况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

情况。１９９９年，地县 （市）成立执法检查组，集中时间和人力，分项检查 《税收征管

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生活保障法》、《母婴保健法》、《水土保持法》、《环境保

护法》的执法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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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代表活动与视察

地区人大工委和县 （市）人大常委会，定期开会学习交流，汇集研究代表提出的意

见和要求，为群众办实事好事。１９９９年组织代表活动小组１２７１个，民主选举小组长２３０８
名。订阅报刊 ２１３０份，发放学习资料 １８万多件。举办学习培训班 ２３７个，培训代表
１１２９２人 （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１８０多件。２００１年办实事好事２８３４件。常委会坚
持每年走访联系人民代表占９０％以上。邀请省人大代表和地县 （市）代表小组长列席旁

听常委会有关例会，为代表履行职责排忧解难。２００１年为代表排忧解难２８３４件。１９９２年
以来，开展多种形式的争先创优活动。１９９７年，全区评选先进代表小组１０５个，优秀代
表２６８名，受到地区工委和县人大常委会的表彰奖励。１９９９年评选优秀代表４７２名，受
到地县表彰奖励。２００１年有６名代表受到省部级表彰奖励。

在各届次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查。紧紧围绕地县年度工作

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采取专访、听、看、议的办法，对群众关心的生产生活、劳动

就业、收费服务、市场管理、学校教育、卫生设施、交通秩序等问题，进行调查、批评

和提出改进意见。１９９３年，组织省、县、乡三级人民代表５４６名，视察１６６个厂矿、５５
个乡、３０个行政村，专访职工、农民４７８３人。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落实企业条例、打击
假冒伪劣商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重点工程建设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１７７条。属
于本区转有关部门办理的１５５条，属省以上的２２条，上报省人大审议。１９９７年，组织三
级代表１３５８人 （次），开展视查活动９２次，提出合理化建议４３５条。组织省人大代表向
省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提出议案７件，意见和建议５４条，被省人大列入议案３条。２００１
年，组织三级代表１１２８名，参加１５３次视察调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６４１条，向代表
大会提交审议或向有关方面建议处理。

四、督办代表议案、意见、建议和人民来信来访

１９５４年以来，各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提案经审理归并分类，
分别提交各代表小组讨论，对重要提案作出决议。一般提案不在大会讨论，交由人民政

府 （人民委员会）转有关部门办理，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结果。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改为议
案、建议和意见。据一至七届大会不完全统计，共收到代表各种提案３５７０件。其中庄浪
县接办提案６７２件。八至十一届接收意见和建议１２５０条，接办提案和议案４６６件，督办
落实３７３件，上报９３件。１９９１年，各县 （市）人大共审议议案５９件，办结４３件，占
７２％；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５４３条，办结４８９条，占９０％。１９９９年审议议案２９件，办结
１８件；提出意见和建议１３７７条，办结１２８４条。２００１年审议议案５９件，办结４２件，占
７２％；意见和建议５４３条，办结４８９条，占９０％。１９８７年省在平代表向省人大提交议案
１５件，意见和建议７４条。有关修建火电厂、教育改革、禁止痴呆傻婚姻及政治体制改革
中加强人大组织建设等５条议案被列入省人大议题讨论。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５月，地县两级共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２６９０件 （次）。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１年，

受理来信来访６０３７件 （次），其中人民来访３８７２人 （次），结办率９０％以上。２０００年８
月，静宁县李店乡店子村村民，联名向省人大常委会反映，提出改选村委会领导班子、

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有关政策、清查村委会财务等要求。静宁县人大常委会接到省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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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后，立即召开主任会，并和政府领导一起研究，由信访室、民政局、农牧局组成联

合调查组，经调查属实。按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政策公开选举村委会

领导班子，公开财务，并由县审计事务所进行公开审计，全面落实了二轮土地承包中遗

留的问题。

五、监督 “一府两院”

人大常委会通过对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重要工作的审议和组织视察、调查、

干部任免和述职评议、考核等方式实行监督检查。常委会每年安排一次例会，听取 “一

府两院”办理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的情况汇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与政府的联席会

议，听取政府对常委会各项决议、决定和调查视察报告的贯彻落实情况。１９８７年３月，
静宁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恢复五台山景观的决定》，县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和群众的意

见，认为在自愿集资过程中有变相摊派和乱收费现象，向政府提出建议，政府立即撤销

了该项决定。同年１０月，崇信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３年建成２万亩果园的规划 （草案），

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提交十届二次会议讨论。代表们提出６０多条意见，突出强
调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正确处理粮果关系。主席团归纳为１０条修改意见，提交
会议再行讨论，根据实际情况，将２万亩果园调整为１５万亩，户均１亩。１９８８年４月，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再次听取县人民政府 《关于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果树发展规划 （修正草案）》

的报告，才作出了原则批准这个规划的决议。

从１９９２年起，县 （市）人大常委会对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常委会任命的政府、法

院、检察院及所属部门的主要干部，事前进行谈话和法律知识考核，不合格的暂缓任命

或不予任命；犯有错误或不称职的在职干部，依其错误程度，建议处分或进行免职、停

职。１９９７年以来，在政法队伍中开展 “查、揭、整”三个环节的整治工作。通过自查、

互查，人大和政法委召开群众座谈会、发放 “征求意见卡”、电话举报、领导接待日等各

种形式，全区共评查案件６０００多件，其中有问题的案件和干警违法违记案４００多件、２３４
名，进行了处理和纠正。１９９９年以来，在两院全面推行了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
做到了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责任、执法程序四清楚，促进了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依法办事和公正司法。

附：

议会、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县议会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２月，甘肃省临时议会在兰州成立后，平凉籍的郑? （郑哲侯）、

华亭籍的尚政和、庄浪籍的石林炎等先后参加议会为议员。２年 （１９１３）３月，省议会正
式成立，郑?任议会秘书长兼 《大河日报》总编。平凉、华亭两县议会相继成立，国民

党籍议员占绝对多数。平凉县议长郑?、副议长刘耀堂 （刘升安）、马恒福。郑?、李

翰、孟善继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幸邦隆为华亭县议长和省议会议员。平凉县议会宣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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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提出废止肉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取缔地方陋规，弹劾了平凉县知事彭笃年，

推举徐菱舟代理县知事。１１月，议会停止活动。３年 （１９１４）２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
及各省、县议会，平凉、华亭县议会随之解散。

１２年 （１９２３）８月，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复会，平凉籍甘肃参议员郑?、灵台籍甘肃
众议员张映兰在北京出席会议，参加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活动。２０年 （１９３１）５月，甘肃
省选派泾川籍田昆山 （省党部整理委员）、平凉师范教员杨肯堂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

表会议。

二、县临时参议会

１９４３年泾川县临时参议会与会代表合影

民国 ３２年 （１９４３）８月至
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２月，各县临时
参议会相继成立。平凉县产生议

员２３人，泾川县１４人，崇信县
１０人，华亭县 ９人，庄浪县 １１
人，静宁县 ２８人。临时参议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议长、副议长

各１人。临时参议会设秘书室或
事务室，配备秘书１人，事务员
１至２人，书记员１至２人，公
役员１至２人。

临时参议会每半年召开一次

会议，听取审议县政府施政报

告，讨论议员提案，驻会委员会由议长、副议长和从议员中选出３名议员组成，负责对
县政府的报告及临时参议会决议的实施，进行咨询、建议和督办。平凉县临时参议会审

议议员提案包括推行地方自治、救济难民、严禁重利盘剥和制止所谓 “非法组织”及国

民请愿等议案计７８件。
三、县参议会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９月，各县参议会先后成立。各县成立选举事务所，先在各乡
（镇）召开选民大会，选举成立各乡 （镇）民代表会，然后由各乡 （镇）民代表会各选

出参议员１人，县农会、总工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中西医药公会、宗教团体分
别选出议员１人，经县党部审查同意后定为各县第一届参议会议员。其中平凉２３人，静
宁１７人，崇信１０人，华亭９人，泾川２６人，庄浪１７人。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举本届参
议会议长、副议长各１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各县成立第二届县参议会。参议会每季度或半
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审议县政府施政报告和参议员提出的各种议案。参议会秘书室设

秘书、事务员、书记、勤务等多人。

参议会议员针对平抑物价、制止苛捐杂税、抓兵拉差、国民代表选举中的行赌、官

员贪赃枉法以及政府提出所谓 “严禁罢工罢课”、取缔 “非法组织”、查禁 “非法书报”

以及摊派 “自卫特捐”等违反民意的议案等提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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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１１月，甘肃省选派１９名国民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
会 （称制宪国大），其中泾川籍田昆山 （国民党中央委员）、平凉师范教员杨肯堂出席会

议。３６年 （１９４７）全国开展国大代表大选活动。平凉各县各选出代表１名，并在平凉专
区选出农会、妇女、回民代表各１名，立法委员２名，经省选举委员会上报国民党中央批
准，于３７年 （１９４８）年３月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平凉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简表

（甘肃省选举事务所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公布）

县名界别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职　　业

平凉县 刘锦堂 男 汉 甘肃平凉 平凉县参议长

泾川县 田昆山 男 汉 甘肃泾川 国民党中央常委

灵台县 贾从城 男 汉 甘肃灵台 平凉师范教员

崇信县 李重威 男 汉 甘肃崇信

华亭县 强镇英 男 汉 甘肃华亭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

庄浪县 刘直哉 男 汉 甘肃庄浪 国防部保密局兰州站组长

静宁县 李克生 男 汉 甘肃静宁 兰州市参议员

妇女会 马素贞 女 汉 甘肃泾川 平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农　会 口成章 男 汉 甘肃泾川 泾川县农会会长

商　会 吴九如 男 回 甘肃平凉 平凉县商会会长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员 简 表

（甘肃省第三选区选举产生）

职　别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职　　业

立法委员 朱贯三 男 汉 甘肃泾川 国会参议员

立法委员 李世军 男 汉 甘肃静宁 国民党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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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政府

第一节　郡 州 路 道 军 府

秦统一中国后，设郡县两级。

西汉为州、郡、县三级，又有封国，分王侯二级。

东汉仍沿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制。

夏主赫连定于平凉即皇帝位，设平原郡。郡设郡守及属国都尉、郡监御史、中正、

主簿等官职。

西魏初以宇文泰为丞相，封安定公在泾州置总府。当时仍为州、郡、县三级。

隋初仍为州、郡、县三级。开皇三年 （５８３），废郡置州。大业三年 （６０７），改州为
郡，泾州改为安定郡。改原州为平凉郡 （至唐大历年间，郡州几易 （参 《建置》）。

唐实行道、州、县三级制。泾州属关内道采访使节制。贞元四年 （７８８），以刘昌为
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镇泾、原二州。元和四年 （８０９），置行渭州于平凉城。五代
为州县两级。

北魏至隋唐时，州设总管或刺史、都督，郡设太守。唐初以行军总管或都督镇泾州，

大历后，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或兼泾州刺史，下设别驾、长史、司马、司马参军录事。

置功曹、仓曹、户曹、法曹、兵曹、士曹、参曹、市曹。

宋代实行路、州、县三级制。宋初，以彰化军节度使驻泾州。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设
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渭州，并以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等常驻泾、渭二州。

宋代州虽有刺史之名，实同虚设，实际任事的是知州，或以都总管、钤辖兼知渭州、

泾州。中下州设知州、通判 （亦称监州），属官有录事、户曹、司法、司理等参事，巡

检、儒学教授、医学博士等。德顺军同下州，置知军事、判官、指挥、巡检、监押等。

金沿用路、郡、县三级制。后改渭州为平凉府 （散中）属陕西凤翔路。海陵王天德

二年 （１１５０），置陕西西路转运使于平凉。兴定三年 （１２１９），置陕西西路行省于平凉。
平凉府设府尹或知府、府判、推官、知法各１人，钤辖４人，通事、抄事各１人，公使多
人。德顺州设刺史。

元代平凉府及泾州、德顺州同属巩昌路都总帅府节制，后改属陕西行中书省。平凉

府设达鲁花赤１人，知府或府尹、同知各１人，判官、推官、知事、提空崇牍、教授、脱
脱禾孔 （监察驿政）各１人。各州设达鲁花赤、州尹 （后改为知州）、同知各１人及判
官、吏目、知法、司法等官职。后改德顺州为静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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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后，平凉府及泾州、德顺州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平凉府设知
府 （正四品）、同知 （正五品）各１人、通判 （正六品）２人、监牧通判２人，推官 （正

七品）１人，经历司经历 （正八品）１人、知事 （正九品）１人，照磨所照磨 （从九品）

１人、吏１人，司狱司司狱 （从九品）１人、吏３４人、库子１０人、雄赡仓大使 （从九

品）１人、副使１人，税课司大使 （从九品）１人、吏１人，府学教授 （从九品）１人、
训导４人 （未入流），医学训科、阴阳术训各１人。知府内设马夫４人、门子１０人、直
堂皂隶６０人。泾州设知州 （从五品）、判官 （从七品）各１人、吏目 （从九品）１人、
吏１４人、禁子７人、皂隶２４人，儒学学正１人 （未入流），医学训科、阴阳术训各１人。
静宁州设知州、判官，吏目各１人、吏１４人，儒学学正、医学训科、阴阳术训各１人。
仓吏１人，马夫、门子、皂隶同泾州。

清初，置整饬平庆兵备道于平凉，分守平凉、庆阳两府及各州县。后移驻固原。乾

隆初裁。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置平庆泾固化盐法兵备道于平凉，分巡平凉、庆阳二府及泾
州、固原州、化平通判厅。平凉府设知府、同知 （后裁）、通判、推官各１人，经历司经
历、照磨所照磨、司狱、检校、教授 （正七品）、训导 （正八品）各１人，吏１０多人，
医学训科、阴阳术训各１人，马夫、门子、皂隶等７０多人。泾州直隶州设知州、同知
（从六品）、州判 （正七品）、吏目、巡检各１人，设房吏、典吏、马快、民壮、皂隶、门
子等共８０多人。静宁州设知州、判官、吏目等均低于泾州一品，设六房房吏、仓吏门
子、皂隶、马快等６０多人。

安定郡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汉

金　参 太守 昭帝时 任　胜 太守 宣帝元康

孙会宗 西河 太守 宣帝元康 王　尊 涿州高阳 太守 元帝初元

谷　永 长安 太守 成帝永始元年 冯　参 杜陵 太守 成帝永始

刘　歆 属国都尉 哀帝时 萧　由 杜陵 太守 哀帝时

王　向 大尹 新莽时 冯　异 颖州 太守 光武帝建武

王　顺 陈留 太守 明帝永平 李　鸿 太守 明帝永平

杜　恢 太守 安帝元初二年 郭　璜 太守 顺帝永和

张　奂 敦煌洒泉 属国都尉 桓帝永寿元年 李　翕 阿阳 太守 桓帝延熹四年

孙　隽 太守 桓帝延熹四年 傅　爽 北地灵州 属国都尉 灵帝中平三年

霍　隽 太守 灵帝时 毋立兴 河东闻喜 太守 献帝建安十九年

范　陵 太守 献帝建安 苏　则 扶风武功 太守 献帝建安

孟　达 扶风 太守 献帝建安 许　德 太守 献帝建安

邹　岐 太守 献帝时 孙　询 太守

盖思齐 属国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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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三　　国

张　既 高陵 太守 魏明帝太和 胡　威 太守 魏元帝咸熙

董　经 太守 魏元帝咸熙

晋

程　卫 广平曲周 太守 武帝泰始 衙　博 太守 惠帝太安元年

贾　疋 河西武威 太守 怀帝永嘉五年 赵　班 太守 愍帝建兴三年

焦　高曰 安定 太守 愍帝建兴四年 周　庸 太守 元帝建武

十六国

周　庸 太守 前赵 吕　超 太守 前秦

符　双
北雍州刺史

（治安定）
前秦 姚　弼

北雍州刺史

（治安定）
后秦

李文度 太守 后秦 张奕于 鲜卑族 安定都尉 后秦

北　魏

陆 俟 代郡 安定郡大将 太武延和 高　真 太守 献文天安

费　穆 代郡 太守 宣武时 于　仁 孝明神龟

唐

余　彀 赵州赞皇 太守 天宝十五年

平凉郡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金　熙 太守 前秦 姚广都 太守 后秦

姚军都 太守 后秦 姚周都 太守 后秦

赫连定
大夏王

（治平凉）
夏胜光 赫连昌

雍州刺史

（治平凉）
后秦

林　胜 太守 北魏孝明 王　德 武川 太守 北魏孝武

韩　砡 太守 北周

泾州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北　魏

狄子玉 刺史 太武延和二年 娄　宝 代郡 行泾州事 太武时

尉长寿 代郡 刺史 文成时 高　绰 渤海郡 刺史 献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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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北　魏

抱　嶷 安定石唐 刺史 献文时 卢道裕 涿郡 刺史 孝文时

陆希道 代郡 刺史 孝文时 皇甫集 安定朝那 刺史 宣武时

元　 刺史 宣武时 奚康生 洛阳 刺史 宣武时

卢希道 涿郡 刺史 孝明神龟二年 吕伯度 刺史 孝明孝昌元年

杨　显 华阴 刺史 孝明孝昌 李世哲 顿丘 刺史 孝明孝昌

俟　几 刺史 孝庄永安 金　祚 安定 刺史 孝庄永安

贺拔岳 神武 刺史 节闵普泰 张?武 北平 刺史 孝武太昌

源　彪 西平 刺史 孝武永兴 寇　洛 昌平 刺史 孝武永熙

西　魏

寇　洛 昌平 刺史 文帝大统元年 史　宁 建康 刺史 大统三年

王　德 代武州 刺史 大统初 俟莫陈崇 代郡 刺史 大统中

冯　景 河间武垣 刺史 大统中 王　罴 京兆霸城 刺史 大统中

窦　炽 扶风平陵 刺史 大统十三年 宇文盛 武川 刺史 大统十七年

元　矩 洛阳 刺史 恭帝末

北　周

王　雄 太原 泾州总管 明帝武成 尉迟纲 代郡 泾州总管 明帝武成

王　杰 金城 泾州总管 武帝天和六年 陆 腾 代郡 泾州总管 武帝建德二年

长孙览 代郡 泾州总管 静帝大象

隋

薛　回 河东汾阴 刺史 文帝开皇 梁　刚 安定乌氏 刺史 开皇初

长孙览 代郡 刺史 开皇初 周罗
&

浔阳 刺史 开皇六年

叱列长义 代郡 刺史 开皇中 梁　越 安定乌氏 刺史 炀帝大业

唐

刘　感 岐山凤泉 刺史 高祖武德初 尉迟恭 朔州善阳 泾州总管 武德九年

杨　岌 泾州都统 太宗贞观元年 杨弘礼 刺史 高宗永徽

王　面力 刺史 中宗嗣圣年 杨　峤 泾州都督 睿宗时

韦　绳 京兆万年 刺史 玄宗开元 高　晖 刺史 代宗广德元年

马　瞞 扶风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历三年 段秀实 陇州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历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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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唐

舒王谟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历十四年 李怀光 渤海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德宗建中元年

朱　? 凿州昌平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建中元年 孟　?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建中二年

姚令言 河中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建中四年 冯河清 京兆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建中四年

田希鉴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兴元元年 李　晟 洮州临泽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贞元元年

李　观 洛阳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贞元二年 刘　昌 汴州开封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贞元四年

段　佑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贞元十九年 姚　况 领泾州事

宪宗元

和元年

朱忠亮 汴州浚义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元和三年 李　汇 柳城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元和十年

王　潜 安阳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元和十五年 苏光荣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元和时

田　布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穆宗长庆元年 杨元卿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长庆元年

李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长庆二年 张惟清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文宗大和三年

康志睦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和七年 朱敬明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和八年

刘　沔 徐州彭城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和九年 王茂元 濮阳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和九年

牛叔夜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开成时 史宪忠 建康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武宗会昌

周　宝 卢龙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会昌时 康季荣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宣宗大中三年

卢简求 河中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中五年 裴　识 闻喜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中六年

周　宝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大中时 陈宗楚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僖宗中

和元年

张　钧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中和三年 张　

泾原节度

使兼刺史
光启

张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昭宗乾

宁二年
张　琏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乾宁四年

张　球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光化时 李　方 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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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唐

源修业 刺史 陆 耽 刺史

李茂贞 深州博野
彰义军节

度使
昭宗天

五　代

杜建徽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梁贞

明二年
李从 博野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唐同

光二年

李继昶 博野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唐同

光四年
李承约 蓟州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唐天

成元年

李金全 突谷浑人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唐天成四年 王　周 魏州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唐清泰末

李德糵 金城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吏
后晋天福元年 王　周 魏州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晋天福四年

张彦泽 突谷浑人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晋天福末 卢顺密 汶阳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晋开运元年

史匡威 代州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晋开

运三年

史懿

（匡威）
代州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汉乾

史懿

（匡威）
代州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周广顺 杨延璋 真定

泾州节度

使兼刺史
后周广顺

白重赞 宪州
彰义军节度

使兼刺史
后周显德

宋

白重赞 宪州
彰义军节度

使兼知州

太祖建

隆二年
王文宝 开封 知州

太宗雍

熙二年

符惟忠 知州 雍熙四年 谭延美 朝城 知州 端拱二年

刘文质 保州保寨 知州 端拱时 赵昌言 汾州 知州 淳化五年

孙继业 金陵 知州 至道 柴禹锡 大名 知州 真宗咸平

魏廷式 宗城 知州 咸平 李若拙 京兆万年 知州 咸平

王承衍 洛阳 知州 咸平 闫日新 宿州 知州
景德初

（咸平之后）

李继昌 上党 知州 天禧 夏　竦 江州德安
泾原路安抚

使兼知州
仁宗宝元

滕宗谅 河南 知州 庆历元年 葛怀敏 真定
泾原路

副都总管兼知州
庆历

杜惟序 定州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庆历二年 安　俊 太原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庆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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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宋

蒋　偕 华州 知州 庆历 杨文广 太原 知州 庆历

尹　洙 河南 知州 皇 李及之 幽州 知州 嘉

李复圭 徐州 知州 嘉 段少连 开封 知州 仁宗

陈　贯 相州河阳 知州 仁宗 刘　几 洛阳 知州 仁宗

周永清 灵州 知州 英宗治平 种　谔 知州 神宗元丰五年

谢　麟 建川 知州 元丰八年 刘航安 魏元城 知州 哲宗元 

张守约 濮州 知州 绍圣 郭　浩 陇干 知州 高宗建炎三年

曲　汲 知州 绍兴十年 刘永年 并州 知州

金

把胡鲁
泾州管内

观察使

宣宗贞

二年
张行信

泾州管

内观察使
兴定二年

田　济 泾州节度使 哀宗正大元年

元

张　荣 知泾州 惠宗至正末

明

李　昭 直隶元城 知州 成祖永乐初年 卫　信 四川剑州 知州 永乐间

李　宏 河南磁州 知州 永乐间 刘　侃 浙江嘉禾 知州 永乐间

曹　光 山西安邑 知州 宪宗成化十三年 陈　智 山西阳曲 知州 孝宗弘治间

刘　芳 湖广道州 知州 弘治间 岳思中 河南仪封 知州 弘治间

洪　恩 四川成都 知州 弘治末 万士奇 山西岢岚 知州 武宗正德初

官　伦 北直隶 知州 正德五年 杨　钦 浙江建德 知州 正德九年

宋　灏 山西太原 知州 正德十四年 宋　鉴 北直隶 知州 世宗嘉靖三年

江中才 四川巴县 知州 嘉靖七年 何　镐 湖广郴州 知州 嘉靖十三年

王永吉 山西石楼 知州 嘉靖十五年 李必敷 四川 知州 嘉靖十八年

岳　麒 直隶临晋 知州 嘉靖二十年 张髦士 山东沾化 知州 嘉靖二十四年

沈文玉 河南光州 知州 嘉靖三十年 李鸿渐 山西浦州 知州 嘉靖三十二年

张　岚 直隶高阳 知州 嘉靖三十八年 田一井 山东东平 知州 嘉靖三十八年

范　冈 知州 穆宗隆庆二年 赵行可 知州 神宗万历三年

娄　锈 湖广湘阴 知州 思宗崇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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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清

宋法祖 知州 世祖顺治 郭景昌 知州 顺治

刘光耀 知州 顺治 魏　循 知州 顺治

闫闾淳 知州 顺治 赵鼎臣 知州 顺治

傅登瀛 正红旗 知州
圣祖康熙

二十二年
赵继普

正蓝旗辽东

广宁
知州 康熙三十年

施有光 江南淮安 知州 康熙三十六年 杨天机 正红旗 知州 康熙四十二年

冯　震 顺天大兴 知州 康熙四十八年 杨文灿 汉军正红旗 知州 世宗雍正元年

卢愈奇 河南扶沟 知州 雍正四年 张　儒 山东 知州 雍正八年

陈元燠 福建晋江 雍正八年 许宗崃 江南 知州 高宗乾隆三年

任兆鲲 山东 知州 乾隆九年 靳梦麟 直隶天津 知州 乾隆十三年

何多学 山西 知州 乾隆十四年 张延福 河南项城 知州 乾隆十七年

王廷赞 知州 乾隆三十六年 陈　常 知州 乾隆三十九年前

张何衢 知州 仁宗嘉庆二十年 曹汝南 知州 嘉庆二十二年

陈佳瑛 知州 宣宗道光初年 谢述孔 陕西朝邑 知州 道光二年

孔昭佶 山东曲阜 知州 道光初年 陈　麟 知州 道光初年

金石文 浙江仁和 知州 道光初年 李登瀛 知州 道光二十年

周兆锦 山东金乡 知州 道光二十年 章桂文 知州 文宗咸丰元年

常　有 正黄旗 知州 咸丰三年 恒　龄 汉军镶黄旗 知州 咸丰七年

崔国锦 安徽太平 知州 咸丰七年 俞进麟 直隶大兴 知州 咸丰十年

林发源 四川乐至 穆宗同治元年 邵　杜 江西德兴 知州 同治八年

彭光藻 湖南武陵 知州 同治十三年 陈　台 浙江会稽 知州 德宗光绪三年

程履丰 安徽婺源 知州 光绪五年 胡韵兰 湖北武昌 知州 光绪七年

叶克信 江苏 知州 光绪十三年 李　瀛 湖南巴陵 知州 光绪十四年

贾　勋 江苏上海 知州 光绪十六年 章鹤年 湖南湘乡 知州 光绪二十一年

曾麟绶 湖南长沙 知州 光绪二十六年 张彦笃 河南光山 知州 光绪二十七年

文　杰 镶白旗 知州 光绪二十九年 邓乔荣 广东兴会 知州 光绪三十年

张元
'

陕西泾阳 知州 光绪三十年 赵长 贵州贵筑 知州 光绪三十二年

杨丙荣 湖南湘阴 知州 光绪三十四年 韩　墀 河南 知州 宣统元年

金承荫 安徽 知州 宣统三年 王世钰 知州 宣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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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州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北　魏

于栗翼 代郡 刺史 长孙俭 代郡 刺史

豆卢 昌黎徒合 刺史

唐·五代

郝　笿
泾原节度副

使兼刺史

宪宗元和四

年至十五年
王　警 刺史 昭宗

郭敬之 刺史 昭宗 刘行谦 刺史 后汉

宋

孙继邺 金陵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太宗至道 张　元 河南

泾原路钤辖

兼知州
至道

曹　玮 真定灵寿 知州 真宗咸平 张齐贤 曹州 知州 咸平五年

李继和 上党
泾原路巡检

使兼知州
景德 郝　荣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大中祥符

曹　玮 真定灵寿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大中祥符 闫日新 宿州 知州 大中祥符

雷孝先 同州阳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天禧 陈尧咨 阆中

泾原路安抚

使兼知州
天禧

高继勋 燕州
泾原路副都

总管兼知州
天禧 高继宣 燕州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乾兴元年

张　纶 颖州汝阴 知州 仁宗天圣 刘　平 开封祥符
泾原路钤

辖兼知州
天圣

王　沿 大名馆陶
泾原路经略

安抚使兼知州
天圣五年 狄　青 汾州西河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宝元二年

郭志高 开封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川
康定元年 刘　谦 开封祥符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康定元年

程　戡 许州阳翟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川
宝元元年 王尧臣

泾原路安

抚使兼知州
庆历二年

文彦博 汾州介休
泾原路经略

安抚使兼知州
庆历二年 张　亢 临濮

泾原路安

抚使兼知州
庆历二年

刘兼济 开封祥符 知州 庆历三年 尹　洙 河南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三年

孙　沔 会稽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四年 王　素 大名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四年六月

程　戡 许州阳翟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五年四月 田　况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七年

夏安期 江州德安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庆历八年 段少连 开封 知州 庆历

吕公儒 莱州 知州 庆历 王　素 大名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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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宋

任　颛 青州寿光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至和二年 吕公弼 寿川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嘉二年

周　沆 青州益都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嘉四年 钱明逸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嘉五年

王　素 大名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英宗治平元年 蔡　挺 宋城

泾原路都总

管兼知州
治平四年

郭　逵 华亭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神宗熙宁

五年
王广渊 大名成安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熙宁七年

冯　京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熙宁八年 蔡延庆 洛阳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熙宁九年

卢　秉 湖州德清 知州 元丰二年 徐　禧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元丰二年

刘　庠 彭城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元丰八年 刘昌祚 真定

雄州团

练使

兼知州

哲宗元

谢　麟 建州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元二年 刘舜卿 开封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元四年

蒋子齐 河南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元八年 孙　览 高邮 知州 元九年

吕大忠 京兆蓝田 知州 绍圣二年 姚　麟 五原

泾原路副

都总管

兼知州

绍圣三年

章　螶 建州蒲城 知州 绍圣四年 毛　渐 衢州江山 知州 元符三年

王　恩 开封 知州
徽宗建中

靖国元年
苗　履 潞州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建中靖

国元年

胡宗回 常川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崇宁元年 刑　恕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崇宁二年

钟　傅 饶州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崇宁三年 折可适 云中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大观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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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宋

薛嗣昌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大观四年 吴择仁 兴国永兴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政和二年

何　述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政和三年 刘仲武 成纪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政和四年

种师道 洛阳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政和六年 张　庄 应天府 知州 宣和三年

任　谅 眉山 知州 宣和四年 钱　盖 临安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宣和五年

席　贡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宣和六年 张　朴 饶州德兴 知州 宣和七年

范　讷
平凉军节

度使

钦宗靖康

元年
曲　端 镇戎军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高宗建炎

二年

刘
(

德顺军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建炎四年 张中孚 镇戎军

泾原路经

略安抚使

兼知州

绍兴二年

张中彦 镇戎军
泾原路总

制兼知州
绍兴八年

德顺军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杨文广 太原 知军事 哲宗元 王文郁 麟州新秦 知军事 元

游师雄 陕西武功 判官 绍圣 刘　竖 保州保寨 知军事 元

苗　授 潞州上党 知军事 哲宗 周永清 灵州 知军事 哲宗

景思立 普州安岳 知军事 哲宗 刘兼济 开封祥符 知军事 哲宗

和　斌 濮州鄄城 指挥使 哲宗 盖　傅 知军事 哲宗

王　硕 知军使 徽宗崇宁四年 张中彦 镇戎 知军事 绍兴元年

吴　 德顺军 知军使 高宗建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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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府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金

郑建元 州 府尹 熙宗天眷中
乌延蒲

姿　黑
达 路 府尹 天眷未

张中彦 镇戎 府尹 皇统二年 徒单合喜 上京 府尹 皇统二年

夹谷谢奴 隆州 府尹 皇统中 完颜思敬 府尹 正隆二年

完颜阿琐 知府 世宗大定中 夹谷守中 知府 大定末

陀满钭烈 知府 章宗承安中 蒲察郑留 知府 至宁元年

移拉搭不也 东北路 知府 宣宗贞三年 完颜狗儿 知府 贞三年

女系列古里 行元帅府事 贞三年 庆山奴 行元帅府事 贞三年

纳哈蒲

刺都
知府 贞四年 完颜阁山 盖州 知府 兴定元年

完颜

承裔

行陕西省

事于平凉
兴定三年

石盏女

鲁欢

行元帅

府事
兴定三年 完颜合达

行陕西省

事于平凉
哀宗正大二年

元

郭忽都 知府 惠宗至正三年

明

李　钧 湖广江夏 知府 太祖洪武中 何士英 浙江东阳 知府 成祖永乐中

陈　奎 江西 知府 宪宗成化间 田　 直隶保定 知府 成化间

刘　玺 直隶高阳 知府 孝宗弘治初 吴　逊 四川夹江 知府 弘治初

孙　 山东商河 知府 弘治初 车　霆 山西石州 知府 弘治间

安惟学 山西临汾 知府 弘治间 高　谦 直隶永平 知府 武宗正德间

刘　清 直隶河间 知府 正德七年 郑　遐 河南固始 知府 正德十一年

郑　珩 河南任丘 知府 正德十三年 王　番 直隶滦州 知府 世宗嘉靖元年

孙　聪 直隶开州 知府 嘉靖二年 冯　裕 山东临淄 知府 嘉靖四年

任守德 山西灵石 知府 嘉靖五年 吴世良 山东 知府 嘉靖七年

王　松 直隶固安 知府 嘉靖十年 陈　贵 锦衣卫 知府 嘉靖十一年

钱　澜 直隶阜城 知府 嘉靖十八年 尹　宇 直隶南宫 知府 嘉靖二十年

边　沆 直隶任丘 知府 嘉靖二十三年 高尚志 山东冠县 知府 嘉靖二十六

王　绂 北京 知府 嘉靖二十七年 杨　谟 山西 知府 嘉靖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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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明

王　俨 山西汾州 知府 嘉靖三十年 甘　澧 湖广 知府 嘉靖三十一年

姚汝耔 河南襄城 知府 嘉靖三十二年 黄　栋 河南汤阴 知府 嘉靖三十五年

张佳第 顺天固安 知府 嘉靖三十七年 邵大爵 湖广荆州 知府 嘉靖三十八年

祁天叙 山西蒲州 知府 嘉靖四十二年 钱进学 莱州 知府 穆宗隆庆二年

卢嘉庆 祥符 知府 神宗万历 鲍文缙 临清 知府 万历

张宗谦 蒲州 知府 万历 李应春 山西 知府 万历

罗　潮 三河 知府 万历十三年 姚继先 成都 知府 万历

殷三礼 东阿 知府 万历 徐　濂 开封 知府 万历

裴述祖 泽州 知府 万历 喻三玄 江西丰城 知府 万历二十二年

金　铨 北直完县 知府 万历二十三年 王登才 开州 知府 万历

王忠显 泽州 知府 万历 邢有忭 昌邑 知府 万历

张联奎 富顺 知府 万历 王之都 新城 知府 万历

曹一兰 获嘉 知府 万历 吴士瑞 黄冈 知府 万历

赵弘道 蒲州 知府 万历 刘衣锦 观城 知府 熹宗天启

范立朝 临川 知府 天启 隋不矜 寿光 知府 天启

王有翼 内江 知府 崇祯 华　兖 湖广 知府 崇祯

郝弘猷 茂山卫 知府 崇祯 管嗣章 河苑 知府 崇祯

巨道凝 临汾 知府 崇祯 蒋　茂 余姚 知府 崇祯

鲁国俊 全椒 知府 崇祯 简仁瑞 荣县 知府 崇祯十六年

清

王耀时 山东黄县 知府 世祖顺治二年 宋　灏 江西江都 知府 顺治四年

赵承亨 四川巴县 知府 顺治六年 李遇昌 顺天大兴 知府 顺治九年

陈赓泰 江南天长 知府 顺治十七年 杨呈彩 河南林县 知府 顺治十七年

程宪章 正红旗 知府 圣祖康熙二年 龚荣迂 湖广监利 知府 康熙十年

杨凤起 奉天辽阳 知府 康熙十五年 郎熙化 镶红旗 知府 康熙十九年

赵济美 山东蒲台 知府 康熙二十年 魏裔懿 直隶柏乡 知府 康熙二十五年

许延邵 浙江武康 知府 康熙三十年 田惟兖 直隶永平 知府 康熙三十年

管竭忠 镶黄旗汉军 知府 康熙三十六年 杨茂英 正白旗 知府 康熙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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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清

石日琮 山东长山 知府 康熙四十三年 金德蔚 镶黄旗汉军 知府 康熙四十四年

何锡爵 正黄旗 知府 康熙四十八年 杨守知 浙江海宁 知府 康熙五十年

戴天佑 顺天大兴 知府 康熙五十二年 王全臣 湖广钟祥 知府 康熙五十五年

蒋兆龙 浙江鄞县 知府 康熙五十七年 张自毅 山西 知府 康熙六十年

李　桐 山东登州 知府 世宗雍正六年 包　涛 浙江钱塘 知府 雍正七年

李　桐 山东登州 知府 雍正八年 顾光旭 江苏无锡 知府 高宗乾隆三十四

汪皋鹤 河南夏县 知府 乾隆四十四年 秦震钧 江苏无锡 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

彭永安 知府 乾隆四十六年 郭兆藜 山西 知府 嘉庆十六年

胡纪谟 山西潞州 知府 乾隆五十五年 杨芳灿 江苏无锡 知府 宣宗道光初

闫曾履 河南孟津 知府 仁宗嘉庆二年 吴　镇 甘肃狄道 知府 道光间

张伯魁 浙江海盐 知府 嘉庆二十二年 喻光容 知府 同治八年

田寿增 河南 知府 穆宗同治二年 李守遇 山西介休 知府 同治十二年

庆　福 镶黄旗 知府 同治十二年 廖溥明 四川富顺 知府 光绪五年

李国贤 知府 德宗光绪二年 徐韦佩 陕西泾阳 知府 光绪九年

王　翔 湖南湘乡 知府 光绪十年 锡　晋 正白旗 知府 光绪十一年

安　福 镶红旗 知府 光绪十四年 袁春江 四川南充 知府 光绪十九年

胡孚骏 江西 知府 光绪十六年 瑞　焘 正蓝旗 知府 光绪二十四年

庞　玺 山西代州 知府 光绪二十年 瑞　焘 正蓝旗 知府 光绪二十八年

贾　勋 江苏上海 知府 光绪二十二年 觉罗善昌 正蓝旗 知府 光绪三十三年

罗镇嵩 湖南湘乡 知府 光绪二十七年 同镇繰 陕西朝邑 知府 宣统二年

张炳华 四川泸州 知府 光绪三十四年 凤　来 旗人 知府 宣统三年

庆　隆 旗人 知府 宣统二年

平庆泾固化道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清

吴一元 山东范县 分巡平庆道 世祖顺治三年 孙思周 满洲 分巡平庆道 顺治六年

张懋勋 直隶雄县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一年 朱　徽 江南武进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三年

苏　铣 直隶交河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五年 陈上年 直隶清苑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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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清

武全文 山西盂县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七年 刘　 顺天霸州 分巡平庆道 顺治十八年

孔兴扶 山东曲阜 分巡平庆道
圣祖康熙

十五年
龚荣迂 湖广 分巡平庆道 康熙十六年

郎廷枢 分巡平庆道 康熙十九年 王业兴 镶蓝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二十年

朱麟兆 镶白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二十三年 常名扬 镶白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二十五年

江　皋 安徽安庆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二十八年 黄　明 福建泉州 分巡平庆道 康熙三十三年

李经政 正蓝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康熙三十八年 李　窻 河南汲县 分巡平庆道 康熙四十三年

常学易 山西介休 分巡平庆道 康熙四十九年 袁景芳 山东长山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五十二年

庐兆鲲 镶白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康熙五十五年 李元英 正蓝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世宗雍正三年

董新策 四川合江 分巡平庆道 雍正三年 李居临 云南 分巡平庆道 雍正六年

赵泉楠 镶黄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雍正六年 佟
)

正蓝旗汉军 分巡平庆道 雍正八年

郭朝祚 山西汾川 分巡平庆道 高宗乾隆初 魏光焘 湖南邵阳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穆宗同治八年

周崇傅 湖南零陵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德宗光绪五年 郑锡敞 直隶丰润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七年

向邦倬 云南昆明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八年 方鼎录 江苏仪徵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八年

程鼎芬 江西新建
分守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十一年 陈嘉续 湖南衡山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十五年

程鼎芬 江西新建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十六年 何维楷 安徽定远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十八年

祝维城 江西铅山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年 徐锡祺 四川邛州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二年

王会英 山东利津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四年 张廷楫 浙江余姚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六年

常　祥 镶红旗蒙古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七年 瑞　焘 正蓝旗蒙古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九年

江联葑 安徽旌德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二十九年 王澍木丹 直隶新城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三十年

胡宗桂 安徽桐城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三十一年 熙　麟 正白旗汉军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光绪三十三年

王学伊 山西文水
分巡平庆

泾固化道
宣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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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顺州、静宁州职官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金

蒲察胡盏 德顺州刺史 太宗天会十三年 完颜思忠 德顺州刺史 章宗泰和七年

完颜阿

领日

陇安军节

度兼刺史
宣宗兴定二年 爱　申 德顺州刺史 兴定四年

元

王丑汉 州达鲁花赤 惠宗至正末

明

欧阳信 河北定远 知州 太祖洪武初 陈士信 直隶睿县 知州 洪武十三年

严　正 山西襄陵 知州 成祖永乐初 史　信 山东高唐 知州 永乐十四年

高　节 山东泰安 知州 宣宗宣德元年 钱　昌 直隶霸州 知州 宣德九年

李　华 知州 代宗景泰元年 盖　 山西绛州 知州 景泰五年

郭　增 直隶定州 知州 英宗天顺三年 靳　善 山东巨野 知州 宪宗成化初

祝　祥 江西浮梁 知州 成化十一年 韩　檠 直隶沧州 知州 成化二十二年

李　谅 山西沁水 知州 孝宗弘治元年 侯　明 河南洛阳 知州 弘治三年

熊应周 四川荣昌 知州 弘治五年 陈　介 四川中江 知州 弘治七年

闫　重 山西绛州 知州 弘治十二年 刘　滋 河南滑县 知州 弘治十八年

郭　钺 直隶魏县 知州 武宗正德五年 张　志 直隶固安 知州 正德八年

林　昌 山东登州 知州 世宗嘉靖二年 朱　绅 山东费县 知州 嘉靖三年

王　锋 直隶涿鹿 知州 嘉靖八年 刘　糵 四川嘉定 知州 嘉靖十二年

李必敷 四川南充 知州 嘉靖十五年 李时中 山西平定 知州 嘉靖十九年

张邦柱 山西安邑 知州 嘉靖二十三年 于　笿 山东东阿 知州 嘉靖二十六年

何楚钟 湖广咸宁 知州 嘉靖三十一年 刘德芳 辽东广宁 知州 嘉靖三十四年

焦绍恩 河南灵宝 知州 嘉靖三十七年 刘自修 河南扶沟 知州 嘉靖三十九年

张宏光 云南剑川 知州 嘉靖四十一年 杨　誉 山西屯留 知州 嘉靖四十三年

朱　文 直隶清苑 知州 嘉靖四十四年 杨　澡 直隶涿州 知州 穆宗隆庆元年

张世威 山西榆次 知州 隆庆二年 边　拱 河南叶县 知州 神宗万历二年

王　冠 山西榆次 知州 万历三年 葛承嗣 山西平定 知州 万历四年

尚　魁 金吾左卫 知州 万历六年 牟衍祉 四川巴县 知州 万历七年

贾汝轩 直隶成安 知州 万历九年 刑汝龙 四川铜梁 知州 万历十三年

刘泽演 河南洛阳 知州 万历十四年 赵东鲁 山西垣曲 知州 万历十六年

６９１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明

李乔枝 河南彰德 知州 万历十七年 王三让 四川云阳 知州 万历十九年

潘汝愈 山西岢岚 知州 万历二十一年 刘　默 直隶大名 知州 万历二十五年

赵永志 山西忻州 知州 万历三十一年 苗永春 直隶霸州 知州 万历三十四年

裴廷绅 知州 万历四十五年 程赓起 直隶通州 知州 万历

裴文炳 河南宛州 知州 万历 徐应麟 山西威远 知州 万历

汪　鲸 湖广常德 知州 万历 阮良选 四川富顺 知州 万历

王肇生 山东掖县 知州 熹宗天启元年 夏日祚 江西德化 知州 天启

贺来献 陕西翼城 知州 天启 颜日愉 浙江上虞 知州 崇祯间

王景和 直隶鸡泽 知州 崇祯间 彭应选 湖广麻城 知州 崇祯间

徐　谏 云南弥勒 知州 崇祯间 陈　景 江南宣城 知州 崇祯十六年

清

张　玮 顺天大兴 知州 世祖顺治初 任　标 山西太原 知州 顺治四年

张国祥 盛京 知州 顺治初 刘　瑞 辽东广宁 知州 顺治间

李民圣 辽阳 知州 顺治十六年 宋大才 浙江 知州 圣祖康熙十四年

刘　琦 知州 康熙十四年 栾祖周 旗人 知州 康熙十五年

田惟兖 扬州 知州 康熙二十四年 董守义 镶白旗 知州 康熙三十年

丁克成 奉天广宁 知州 康熙四十三年 黄廷钰 奉天 知州 康熙四十四年

陈从易 浙江嘉兴 知州 康熙五十九年 李正发 浙江长兴 知州 世宗雍正元年

杜国昌 顺天大兴 知州 雍正三年 龙　霈 直隶枣强 知州 雍正五年

金　琦 汉军镶红旗 知州 雍正八年 汪元 扬州江都 知州 雍正九年

王　奎 直隶清苑 知州 雍正十年 张昌裕 扬州江都 知州 高宗乾隆二年

杨国瓒 山西绛州 知州 乾隆三年 王　? 湖州归安 知州 乾隆

许登弟 陇州 知州 乾隆 朱　縂 山东 知州 乾隆

王再任 知州 乾隆 黎建三 知州 乾隆

李□□ 知州 乾隆 明　福 知州 乾隆二十四年

伍葆光 广东 知州 乾隆 涂跃龙 知州 乾隆四十九年

王赐均 陕西神木 知州 乾隆六十年 张若龄 知州

赵桂芳 陕西凤翔 知州 文宗咸丰 容　恬 知州 穆宗同治

恩　禄 正黄旗满人 知州 同治二年 李光兴 浙江山阴 知州 同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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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姓　名 籍　贯 官　职 任职时间

清

郭□□ 知州 余泽春 浙江遂安 知州 同治十一年

程履丰 安徽婺源 知州 德宗光绪元年 胡韵南 湖北江夏 知州 光绪七年

惟　曾 镶黄旗 知州 光绪八年 陈松龄 直隶献县 知州 光绪十年

朱　铣 江苏金匮 知州 光绪十四年 衷效洙 福建索安 知州 光绪十六年

米协龄 山东济宁 知州 光绪十七年 潘力谋 湖南宁乡 知州 光绪二十年

洪　翼 湖南宁乡 知州 光绪二十一年 李笃庆 浙江山阴 知州 光绪二十二年

王　长 陕西三原 知州 光绪二十五年 程德音 四川江津 知州 光绪三十年

张心镜 江苏青浦 知州 光绪三十一年 傅博儒 湖北孝感 知州 光绪三十三年

李联庆 湖北黄安 知州 光绪三十四年 李支芳 知州 宣统二年

冯景吾 陕西富平 知州 宣统二年 蒋廷奎 陕西肤施 知州 宣统三年

第二节　道尹公署　行政长公署　专员公署

一、陇东 （泾原）道尹公署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３月，平凉纳入共和政体，原平庆泾固化道暂存，沿清制。２年
（１９１３）２月，改平庆泾固化道为陇东道，原道台改为观察使，改道台衙门为观察使署，
为省派出机构，负责巡视、检察、督导各县行政事务。下设视察等官职。裁平凉、庆阳

府，改各厅、州、分州、分县为县。陇东道辖１７县。３年 （１９１４）５月，改陇东道观察
使为泾原道尹，下设总务、财政两科，配备庶务、会计、技士、视察人员。总务科分管

民政、司法、教育。财政科分管财政、税课、实业。

陇东道观察使、泾原道尹名录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学 位 官职 任职时间

王学伊 男 汉 山西文水 进士
平庆泾固化道

陇东道观察使
民国元年至２年

周务学 男 汉 甘肃天水 举人 泾原道尹 ４年

王宗佑 男 汉 江苏 进士 泾原道尹 ６年

欧阳溥存 男 汉 江西 泾原道尹 ８年１月

马振滨 男 汉 河南 泾原道尹 ８年３月

蒋　蕖 男 汉 泾原道尹 １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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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学 位 官　职 任职时间

闫士瞞 男 汉 甘肃 翰林 泾原道尹 １１年４月

廉　兴 男 满 直隶 泾原道尹 １１年９月

贾缵绪 男 汉 甘肃 副榜 泾原道尹 １１年１１月

孙福田 男 汉 山东 泾原道尹 １３年

邓长耀 男 汉 直隶 泾原道尹 １５年１０月

二、泾原 （陇东）区行政长公署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７月，裁泾原道，设泾原区行政长公署，驻原道尹公署 （今平凉

广场崆峒区区政府所在地）。下设秘书、视察、一科、二科，科设科长１人，科员多人，
一科主管民政、教育、户籍，二科主管财政、税务、地方建设等，仍为省政府派出机构。

１９年 （１９３０）６月，将泾源区行政长改称陇东行政长，督导陇东各县行政事务。２１年
（１９３２）２月，废陇东行政长，由陇东绥靖司令杨渠统统管陇东１７县政务。

泾原 （陇东）区行政长名录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职　务 任职时间

王　祯 男 汉 河北 泾原行政长 民国１６年７月

赵露珍 男 汉 河北 泾原行政长 １８年

邓德堂 男 汉 河北 泾原行政长 １９年

杨承基 男 汉 山东 泾原行政长 １９年４月

汪飞西 男 汉 甘肃临洮 陇东行政长 １９年７月

　三、专员公署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３月，设平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辖平凉、泾川、灵台、崇信、

华亭、化平、庄浪、静宁、隆德、固原、海原１１县。２５年 （１９３６）７月，改为第二区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平凉县长 （２７年３月后不再兼任）。泾川、灵台县划
归第三行政区。３１年 （１９４２）增设西吉县，共辖１０县。

专员公署与保安司令部合署办公。下设秘书１人 （３６年后增设汇报秘书１人）、视察
２人、会计主任１人、户籍指导员１人、技士１人、书记３至４人；设两科，一科主管民
政、文教、卫生、司法、社会治安等；二科主管财政、税务、粮食、生产建设、交通等。

各科设科长１人、科员２人、办事员２至３人，收发、传达、勤务员、门卫、饲养员、伙
夫等勤杂人员多人，编制３１人。保安司令部设副司令１人、参谋４人、副官２至３人，
主管甘肃省保安三团及下属３个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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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 （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官职 任职时间

范朴斋 男 汉 四川 专员 民国２４年４月

刘兴沛 男 汉 辽宁开原 大学 专员 ２５年９月

胡公冕 男 汉 浙江永嘉 大学 专员 ２６年５月

张振武 男 汉 湖南 大学 专员 ２７年４月

倪子明 男 汉 山东 大学 专员 ２８年春

马继周 男 回 甘肃徽县 大学 专员 ３０年１２月

郭沛师 男 汉 江苏阜宁 大学 专员 ３１年５月

傅子赉 男 汉 宁夏海原 中央军校 专员 ３５年９月

周祥初 男 汉 甘肃渭源 保定军校 专员 ３６年６月

康冠儒 男 汉 甘肃临洮 大学 专员 ３７年１２月

第三节　专员公署　革命委员会
行政公署　市人民政府

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甘肃省人民政府平凉区
专员公署、专员公署、革命委员会、行政公署，均属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一、平凉专员公署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６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在华池县悦乐镇组建平凉分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王治邦任专员，王子厚任副专员。８月３日，专署迁驻平凉①。１９５１年４月，
更名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平凉区专员公署。１９５５年 ３月，更名为甘肃省平凉专员公署，
１９６６年５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专署领导机构遭受严重冲击，相继瘫痪。１９６７年４
月由平凉军分区负责，军队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 “三结合”，组成平凉专区

“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平凉专员公署专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　职　时　间 备注

王治邦 男 汉 陕西靖边 初中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５１年１２月

郭兆瑛 男 汉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９５２年１０月

张可夫 男 汉 甘肃平凉 初中
代理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３月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９５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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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凉专员公署：民国时为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设在道尹和行政长公署所在地 （今广场北

面）。１９３７年３月，迁到今红旗街 （原县府街）今平凉市委所在地，直至平凉解放，改为平凉分区专员公署。后称平凉

区专员公署。１９６８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仍在此地，专署撤销。



　续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　职　时　间 备注

崔世俊 男 汉 陕西绥德 中专
代理 １９５５年４月—７月
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９５８年６月

刘文正 男 汉 山西沁水县 初中
代理 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月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１年１０月

金少伯 男 回 四川 高中
代理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９６２年３月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９６４年３月

钟永棠 男 汉 山东荣成 大学
代理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月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平凉专员公署副专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　职　时　间 备注

王子厚 男 汉 甘肃镇原 初中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５３年４月

田秉刚 男 汉 初中
代理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４月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９５３年１２月

贺玉卿 男 汉 甘肃庆阳 初中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４月

金少伯 男 回 四川 高中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６１年１１月

崔世俊 男 汉 陕西绥德 中专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 第一副专员

胡礼新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强振东 男 汉 陕西米脂县 初中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鱼莲波 男 汉 陕西韩城 初中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孙润华 男 汉 山东平原 初中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郝国柱 男 汉 陕西延川 初中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专署工作机构１９４９年８月为１４个，１９５８年以后增至４５个，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调整
为３０个。

办公室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秘书室，１９５５年９月改为办公室。
民政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一科，１９５２年８月改民政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政法组，１９５７年

５月改民政组，１９５８年９月改民政科，１９５９年４月改称劳动福利科，同年１２月改民政局。
财政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二科，１９５２年８月改财政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财粮组，１９５７

年５月改财政组，１９５８年９月改财政局。
文教局　１９４９年９月设三科，１９５２年８月改文教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文教卫生组，

１９５８年９月改文教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改文教卫生局，１９６３年８月改文教局。
农牧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四科，１９５２年８月改建设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农林水利组，

１９５８年５月改农林局，９月改农业基本建设局，１９６０年２月改农林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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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局合并设农建局，１９６４年７月改农牧局。
卫生局　１９４９年９月设卫生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并入文教卫生组，１９５８年９月恢复卫

生科，１９６０年７月改卫生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并入文教卫生局，１９６３年８月恢复。
粮食局　１９５０年７月设，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改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并入财粮组，１９５６年１０

月恢复粮食局。

人民法院　１９４９年９月设省人民法院平凉分庭，１９５１年１月改甘肃省人民法院平凉分
院，１９５４年９月从政府序列中析出，独立行使审判职权。

检察分院　１９５０年９月成立省人民检察署平凉专区分署，１９５４年９月改为省人民检
察院平凉分院，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公安处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公安分处，９月，更名为平凉分区公安分处，１９５１年４月改
公安处。

监察处　１９５２年８月设，１９５９年３月并入地委监察委员会。
税务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并入财政组，１９６２年１月恢复。
经济计划委员会　１９５３年１月设计划统计科，１９５５年３月改专区计划委员会，１９５８

年８月与经济委员会 （７月设）合并为经济计划委员会，１９５９年４月经济与计划委员会
分设，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基本建设委员会 （１９５９年１月设）并入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２年７月经
委与计委合并为经济计划委员会。

工业局　１９５０年１月设工商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工商劳动组，１９５７年１月改工业交
通组，１９５８年５月改工业局，１９５９年１月改工业生产委员会，４月撤销。１２月设重工业
局、轻工业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合并为工业局，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工业局、交通局、手工业管理
局、公社工业局合并设工业交通局，１９６３月８月分设工业局。

交通局　１９５４年９月设交通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撤销。１９５８年５月设交通运输管理局，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改交通局，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并入工业交通局。工业交通办公室１９６２年９月设，
１２月撤销），１９６３年８月恢复交通局。

农业机械管理局　１９５９年２月设工具改革管理局，１２月改农业机械管理局，１９６１年
１１月撤销。１９６４年７月恢复，１９６５年３月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恢复。

劳动局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设劳动科，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撤销，１９５４年９月恢复，１９５５年１１
月并入工商劳动组。１９５９年９月设劳动工资局，１９６４年４月改劳动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９５０年１月设工商科，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撤销，１９６０年７月设局 （与

物价委员会合署办公）。

商业局　１９５６年１月设省国营商业企业驻平凉专区督导处，１９５７年２月改商业局。
水土保持局　１９６０年２月设泾河流域水土保持局，１１月并入水利局，１９６４年１月恢复。
统计局　１９６３年４月设。
邮电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一等邮局、电信局，１９５２年６月合并为专署邮电局，１９５４年

１０月改中心支局，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下放平凉市管理。１９５７年６月设省邮电管理局平凉专区
督察员办事处，１９５９年３月改邮电管理局。１９６１年１１月，与市局合并成立专区邮电局。

外贸局　１９６５年９月设 （与省外贸局平凉购销站政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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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局　１９５８年８月设，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撤销。
物资管理局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设，１９６０年７月并入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３年１月恢复。
机要通讯局　１９５３年２月设机要交通支局，１９５６年１月改机要交通局，１９５７年４月

改机要通讯局，１９５８年８月并入省邮电管理局平凉专区督察员办事处。
财贸办公室　１９６３年８月设。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９５８年７月设，１９６３年４月撤销。
物价委员会　１９５８年７月设物价组，９月改专署物价委员会，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改称专

区物价委员会。

体育运动委员会　１９５８年７月设，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并入文教卫生局，１９６３年７月恢复。
民族事务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９月设。１９６２年由专署民委改称专区民委。
省盐务管理局陇东分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陕甘宁边区盐务总局甘肃盐务局平凉分局。

１９５０年５月改称甘肃盐务管理局陇东分局。１９５７年２月撤销。
农产品采购局　１９５６年４月设，１９５７年４月撤销。
服务局　１９５７年７月设，１９５８年６月并入商业局。
畜牧局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设，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撤销。
农垦局　１９５９年９月设，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撤销。
省气象局平凉气象台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气象测量所，１９５１年１月改气象站，１９５９年３

月改专署气象局，１９６２年改气象台。
宗教事务局　１９５８年５月设，７月撤销。
人民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　１９４９年８月设办事处，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改中心支行，１９５３

年４月改督导处，１９５７年４月撤销，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恢复中心支行。
交通银行平凉专区支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设，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撤销。
建设银行平凉支行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设，１９６１年６月撤销，１９６６年５月恢复。
农业银行平凉专区中心支行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设，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并入人民银行平凉专区

中心支行。

林业局 　１９５３年５月设，１９５８年５月并入农林局。
水利局　１９５６年１月设，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农建局，１９６０年２月恢复，１９６１年１１月

并入农建局。

公社工业管理局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设，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并入农业机械管理局，１９６１年１０
月恢复，与手工业管理局同月设合署办公。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均并入工业交通局。

保险公司平凉中心支公司　１９５１年４月设，１９５４年３月改营业厅，１９５６年４月恢
复，１９５８年４月下放平凉市。

省供销合作社平凉专区办事处　１９５０年９月设专区合作办事处，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改省供
销合作社平凉专区办事处，１９５８年６月并入专署商业局，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恢复。

省手工业联社平凉专区办事处　１９６４年７月设。
二、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６日，成立平凉专区革命委员会，地址西大街原地委旧址。１９６９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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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更名为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 （以下简称革委会）①。革委会设常务委员１８名，主任１
名，副主任３名。委员中有军队代表８名、领导干部１７名、群众代表２８名。１９７８年１０
月革委会撤销。

平凉地区革委会主任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备注

向汉生 男 汉 湖南慈利 初中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９年２月 军队代表

孙继力 男 汉 山东 初中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军队代表

李友九 男 汉 福建厦门 大学 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张建纲 男 汉 河北唐县 初中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平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备注

孙润华 男 汉 山东平原 初中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７０年１０月

焦聚丰 男 汉 江苏沛县 初中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９年春 军队代表

胡玉锦 男 汉 河北定县 初中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９年春 军队代表

王如珍 男 汉 山西灵石 初中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邬大伍 男 回 甘肃平凉 小学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９７３年７月 工人代表

王志海 男 汉 甘肃平凉 初中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农民代表

杨凤安 男 汉 甘肃平凉 高中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９７８年８月 学生代表

王耀华 男 汉 陕西耀县 初中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７３年１０月

单得真 男 回 宁夏西吉 高中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苏　民 男 汉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９７５年１０月 军队代表

李友九 男 汉 福建厦门 大学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张居庆 男 汉 山西左权县 初中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张凯元 男 汉 河北易县 初中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马良骥 男 汉 甘肃灵台 初中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丁泽生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任建业 男 汉 山西 初中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郝国柱 男 汉 陕西延川 初中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赵崇德 男 汉 陕西延长 初中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鱼莲波 男 汉 陕西韩城 初中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４０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中）

① 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１年中共平凉地委恢复后，与革命委员会合署，将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迁至原中共平
凉地委院内 （今平凉市政府）。



　地区革委会工作机构初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７月改为办事、政
工、保卫、生产４个组，翌年６月恢复。１９７３年１至１０月撤销３个部。１９７０年８月以后
逐步恢复各局、委、办 （时称革命领导小组，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撤销）。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革
委会共有工作机构３８个。

办公室　１９６８年２月设。
卫生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财政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粮食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教育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文化教育局，１９７２年２月改教育局。
农业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农业机械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水利电力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工业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交通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交通邮政局，１９７３年３月分设交通局。
商业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物资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
电信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１９７３年９月并入邮电局。
气象局　１９７０年８月设气象台，１９７２年４月改气象局。１９７８年７月归省气象局垂直

管理。

物价管理小组　１９７１年８月设，１９７３年１月撤销。
体育运动委员会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设。
建行地区中心支行　１９７２年９月设，１９７８年从政府序列中析出。
计划委员会　１９７３年１月设。
财贸办公室　１９７３年１月设财贸组，１９７５年１月改办公室。
农林办公室　１９７３年１月设农林组，１９７５年１月改办公室。
工交办公室　１９７３年１月设工业交通组，１９７５年１月改办公室。
人行地区中心支行　１９７３年１月设，１９７８年从政府序列中析出。
公安局　１９７３年３月设公安处，９月改局。
邮电局　１９７３年３月由交通邮政局分设邮政局，９月与电信局合并为邮电局 （１９７９

年６月归省邮电局，１９９８年分设为邮政局、电信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　１９７３年９月设。
民政局　１９７３年９月设。
劳动局　１９７３年９月设。
文化局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设。
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９７４年１月设。
科　委　１９７４年２月设学技术管理局，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改科学技术委员会。
林业水保局　１９７４年２月设水土保持局。１９７５年２月改林业水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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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办公室　１９７５年２月设。
轻手工业局　１９７５年３月设。
广播事业管理局　１９７５年３月设。
对外贸易局　１９７５年８月设。
平凉地区供销合作社　１９７６年２月设。
社队企业管理局　１９７６年９月设。
基本建设委员会　１９７６年９月设，与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
农垦局　１９７８年２月设。
三、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撤销甘肃省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甘肃省平凉地区行政公署①，
行政公署设专员１名、副专员初设２名，１９８０年增至６名。１９８３年５月，按新老干部合
作交替和 “四化”方针进行改革，设副专员４名。

平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赵崇德 男 汉 陕西延长 初中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３年５月

白宗辉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丁 齐 男 汉 天津 大学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９１年４月

丁泽生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徐拴龙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８月

丁国民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５月

马永孝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６月

杨咏中 男 汉 四川什邡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郝国柱 男 汉 陕西延川 初中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５月

鱼莲波 男 汉 陕西韩城 初中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８月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３年５月

杨克明 男 汉 陕西乾县 初中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３年５月

王扶邦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８４年８月

马宗瀛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５月

６０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中）

① 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设在西大街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所在地 （今市政府）。地改市后，市人民政府仍驻此地。



　续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白宗辉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９月

王志科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２年６月

朱彦邦 男 汉 甘肃崇信 大学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９８３年５月

丁 齐 男 汉 天津 大学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吕彭西 女 汉 江苏徐州 大学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９９１年４月

张子萍 男 汉 陕西 初中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９８４年８月

郭继芳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学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８９年７月

陈邦杰 男 汉 甘肃民勤 中专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７月

徐拴龙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丁泽生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１年４月

黄植培 男 汉 重庆万州区 大学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９２年４月

丁国民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９９５年８月

金福存 男 汉 甘肃榆中 大学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００１年７月

李文业 男 汉 辽宁抚顺 大学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８月

马永孝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３月

苏国庆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学 挂职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９月

李保印 男 汉 甘肃宁县 大学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张力学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学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丁保南 男 汉 甘肃秦安 大学 挂职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武　毅 男 汉 江苏盱眙 大学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黄选平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学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００年３月

赵景山 男 汉 甘肃庄浪 大学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胡一丁 男 汉 河北任县 硕士研究生 挂职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邓晓龙 男 汉 甘肃环县 研究生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阎奋民 男 汉
内蒙古乌

拉特前旗
大学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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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行政公署顾问调研员名录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文化程度 职务 任职时间

强振东 男 汉 陕西米脂 初中 顾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王生第 男 汉 甘肃环县 初中 顾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谢道顺 男 汉 安徽六安 初中 顾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王海清 男 汉 陕西 初中 顾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史俊英 男 汉 陕西延安 初中 顾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３

吕锁昌 男 汉 河北井陉 初中 顾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３

王虎法 男 汉 山西长子 初中 顾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３

鱼莲波 男 汉 陕西韩城 初中 顾问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５５

马宗瀛 男 汉 甘肃合水 初中 顾问 １９８３６—１９８４１２

李正德 男 汉 甘肃秦安 高中 调研员 １９９０４—１９９８２

魏礼芝 男 汉 甘肃静宁 初中 调研员 １９９４１１—１９９６６

张守谦 男 汉 宁夏西吉 高中 调研员 １９９６５—１９９８

王清郁 男 汉 河南长垣 大学 调研员 １９９７４—１９９９４

郑显璋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学 调研员 １９９７４—１９９９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行政公署共有２６个工作机构，１９８３年将局改称处。１９８７年以来，将
省属行政事业单位析出，共４８个工作机构，２００２年６至９月进行机构调整，共设３１个
工作机构，１个部门管理机构，７个直属事业单位。

办公室　归口管理行署研究室、地区外事侨务办公室２个县级事业单位和地方志办
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政务大厅管委会办公室、接待处４个副县级事业单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并入民政局，对外挂知青办牌子。１９８１年
１１月从民政局析出，并入劳动局，对内一套机构，对外挂知青办牌子，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撤销。

知识青年集体经济办公室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设，与劳动局合署办公，１９８３年８月撤销。
民政处　１９８３年８月改局为处，２００２年６月内设民间组织管理局、边界行政区划地

名管理局两个副县级单位。

财政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设财政税务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由财税局分设财政局，１９８３年９
月财税合并改财税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分设为财政处。１９９７年内设国有资产管理局 （副县

级单位）。

税务局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从财政税务局分设，１９８３年与财政局合并设财政税务处，１９８５
年１１月分设，１９８６年１月划归省税务局管理。

发展计划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计划委员会与基本建设委员会合并设经济计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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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分设计划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与统计局合并为计划统计处，１９８４年６月分
设计划处，２００２年６月改发展计划处。

经济贸易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工业局、轻手工业局、交通局合并设工业交通局，１９８１
年１０月改设经济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８月改工业交通处，１９８４年６月恢复经济委员会，１９９７
年改经济贸易处，下设非公有制经济管理办公室、煤炭工业管理局、矿产资源局、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２年６月，设煤炭管理局（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县级）。
计划生育处　１９７２年６月分设，改称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并入卫

生局。１９７９年７月分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改称计划生育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９月与卫生局合并
为卫生计划生育处，１９８４年６月分设计划生育处。

教育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教育局、文化局合并为文化教育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分设教育
局，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改处。

科学技术处　１９８３年９月由科技委改处。
民族宗教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设民族事务委员会，１９８１年１月改宗教事务局，与民委合

署办公，１９８３年９月撤销民委，改民族宗教处。
公安处　１９８１年５月由局改处。
司法处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设处。
人事处　１９８０年７月设处，１９８３年８月与劳动局合并设劳动人事处，２００２年３月分

设人事处。

劳动和社会保障处　１９８７年７月将城镇集体经济办公室 （１９８３年８月设，与劳动人
事处合署办公，１９８５年６月独立）和地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公司改设社会劳动保险局。
２００２年３月改处。

对外贸易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改为外贸公司，１９８１年３月恢复，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撤销，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设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财贸办公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撤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恢复称行署财贸办公室，１９８３年９月
撤销。

农林办公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撤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恢复，称行署农林办公室，１９８３年８
月撤销。

工交办公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撤销。
档案处　１９８６年２月，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分设，从地委编制序列中分出，

列入行政公署编制序列，与地区档案馆合署办公。１９９７年７月划归地委编制序列。
国土资源处　１９８７年４月设土地管理处，２００２年６月改国土资源处。
建设处　１９９０年６月设处，１９９７年５月改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２００２年６月分设建

设处。

环境保护处　２００２年６月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析出。
交通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交通局工业局合并为工业交通局，１９８３年９月改处，１９８５年７

月分设交通处。

农牧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农业局、林业局合并为农林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分设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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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８月，农牧局、农机局、多种经营办公室 （１９８１年８月设）、社队企业管理局合
并设农牧处。

林业处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由农林局分设林业局，１９８３年８月改处。
文化出版处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由文化教育局析出设文化局，１９８３年９月与体委合并为文

化处，１９９７年８月改文化出版处。
体育运动处　１９８３年９月体委与文化局合并，１９８５年４月分设，１９９７年由体育运动

委员会改处，并挂体育运动委员会牌子。

卫生处　１９８３年９月卫生局与计生委合并，设卫生计划生育处。１９８４年６月分设卫
生处。

审计处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设处。
统计处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设局，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并入计划统计处。１９８４年６月析出改处。
物价管理处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设物价管理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并入计划统计处，１９８４

年６月析出设物价管理处。
粮食处　１９８３年９月由局改处。
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由人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改称，１９８２年４月撤销。
农垦局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改称省农垦局陇东分局。１９８０年６月改设地区农垦局。１９８３

年１１月改设为平凉农垦公司。
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９８１年５月撤销商业局工商科，设工商行政管理局，１９８３年９月

改处，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划归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处　１９９４年２月设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改称甘肃省平凉质量技术监督局，

归省垂直管理。

商业处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由局改处，１９９７年８月更名为商务管理中心，后改商务局。
乡镇企业处　１９８３年８月撤销社队企业管理局。１９８４年８月设处。
水利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林业水土保持局并入水利电力局。１９８０年７月由水利电力局

分设。１９８３年８月由局改处。
电力工业局　１９８０年７月从水利电力局分设，归省电力局垂直管理。
地区农业办公室　１９８３年３月设两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８４年６月改农业建设

办公室，１９９２年４月改农业办公室，与扶贫开发办公室合署办公。
监察局　１９８８年３月设局，１９９３年与纪检委合署办公。
经济协作办公室　１９８４年６月设，２００２年６月撤销。
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１９８６年６月设。
平凉地区法制局　１９９０年８月设法制处，２００２年９月改局。
直属事业机构

贸易经济合作局　２００２年６月，地区商务管理中心与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合并，设局。
广播电视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广播事业局并入文化教育局，１９８１年恢复。１９８３年９月

改称广播电视处。１９９７年８月改为行署直属事业单位。２００２年６月改称广播电影电视处。
供销合作社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并入商业局，１９８１年３月恢复。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改称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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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平凉地区办事处。１９９６年１月改称平凉地区供销合作社。２００２年６月
改为行署直属事业单位。

地震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地震办公室并入地区科委，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恢复。１９９０年２月
改设地震局，２００２年６月改直属事业单位。

旅游局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设，２００２年９月改为直属事业单位。
招商局　２００２年６月设 （与建设项目办公室合署办公），为直属事业单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１９９３年设，隶属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２００２年６月为直属事
业单位。

以上行政事业机构３９个，行政编制５８３名，事业编制７８６名。
１９８７至２００２年９月，将以下单位交由中央、省主管部门管理，受地区行署监督。
电力工业局、邮政局、电信局、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

技术监督局、国家安全局、气象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烟酒专营局、陇东盐务局、人民

银行平凉分行、建设银行平凉分行、工商银行平凉分行、农业银行平凉分行、中国银行

平凉分行、保险公司平凉分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凉分行

　四、平凉市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２００２年６月２日批复及省人民政府的通知，２００２年９月５日，成立平凉

市人民政府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筹建平凉市人民政府。１１月３０日，平凉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平凉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选举市长１名，副市长６名。
１２月２日，举行市人民政府成立揭牌仪式。同日，市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撤销平凉地区

行政公署所属机构设立平凉市人民政府所属机构的通知》，设立市政府组成部门３１个、
部门管理机构１个、直属事业机构７个，与原行署所属机构相同。将发展计划处更名为发
展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处更名为经济贸易委员会、计划生育处更名为计划生育委员会、

水利处更名为水务局，其他各处更名为局，法制局更名为平凉市法制办公室。

原省属行政、事业单位受市人民政府监督。

平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名录

职　务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市　长 杨咏中 男 汉 四川什邡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武　毅 男 汉 江苏盱眙 大学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赵景山 男 汉 甘肃庄浪 大学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邓晓龙 男 汉 甘肃环县 研究生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苏　君 女 汉 江苏邳州 研究生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阎奋民 男 汉
内蒙古乌

拉特前旗
大学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副市长 赵成城 男 汉 甘肃泾川 大学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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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基层政权

一、县

战国时期，秦国 “集小乡邑聚为县”。

秦汉魏晋时，大县设县令，小县为长，属官有丞、尉、功曹掾、狱掾、令史、仓史

等。晋代县令属官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游徼、议生、循行、功曹

史、小史、廷掾等２０多人，北魏设县令 （或县长）、县丞、县尉，功曹列曹 （分户、仓、

金、贼、法、兵、吏、狱等八曹）。县令 （长）属吏有主簿、主记室、录事史、门下史、

书佑、循引、门下游徼、门亭长等。

隋唐时县设县令、丞、尉，属官有主簿、录事、户曹、司户、法曹、司法、仓督、

典狱、问事、白直、市令、儒学助教、医学博士等。

宋代县设县令或知县、丞、主簿、尉、巡检等官职，功曹分六曹八曹不等，设儒学、

医学博士、助教等。

金设县尹、丞、尉、司吏、公使等。

元设达鲁花赤 （蒙古人）、县尹、丞各１人、主簿、县尉、典史、巡检司、巡检各
１人。

明代，县置知县 （正七品）、县丞 （正八品）、主簿 （正九品），典史 （未入流）各

１人，设吏、礼、兵、户、工、刑六房司典吏共１８人，承发吏、铺长吏，儒学教谕各１
人，训导２人。医学训科、阴阳训术各１人。

清代县设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各１人，巡检１至３人，驿丞１至３人。办事机构
仍设六房。学校教谕１人、训导１至２人、教官１人。医学训科、阴阳训术各１人。另设
承发房 （收发文书）、门子、马快、民壮、禁卒、轿扇伞夫、库子、斗级、钟鼓夫、驿站

夫等。光绪末年，县设初级审判厅，分别设推事、检察官 （均正七品）、录事、看守所所

官等。设巡警局巡长１人，局员、巡丁多人。
二、县　署
民国初沿清制。２年 （１９１３），改县署为县行政公署，知县称知事。下属县丞、主

簿、教谕、典史、把总等，后分别改称奉祀官、管狱员、警佐，并设劝学所。３年
（１９１４）设警备队。４年 （１９１５）设百货局、烟酒局、土药膳后局。６年 （１９１７）改警备
队为警察所。１４年 （１９２５）改劝学所为教育局。

三、县行政公署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７月，改县知事为县长。县公署设秘书、会计、庶务等；各科局初设
一、二科、教育局、司法公署 （或处）、警察局。各科、局设科、局长各 １人，科员
多人。

四、县政府

１８年 （１９２９）改各县公署为县政府，设县长１人，秘书１人；会计室会计、出纳各
１人；庶务室设庶务１至２人，另有管狱员、电话员及收发、传达、马夫等人员；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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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教育局 （科）、公安局。一科主管民政，二科主管财政建设。各科设科长１人，科
员多人。教育局 （科）设局 （科）长１人，督学１人，科员多人。公安局设局长１人，
巡官１至２人，书记２人，警长１人，警士多人。

民国时期的灵台县政府

２９年 （１９４０），推行新县制，改一二科为民政、
财政、建设等科；改教育局为教育科；增设军事

科、社会科、合作指导室、统计室、田赋粮管理处

（县长兼处长）、司法处 （设审判官１人，检察官１
人县长兼）。另还设收容处、盐务局、农场兼苗圃、

民众教育馆等。

３６年 （１９４７），各县政府及下属机构编制３０至
５２人不等，设秘书室，有秘书１人，汇报秘书１人
（由省长官公署二处派军统特务 １人），文书、印
信、事务员、勤杂等多人。

一科 （民政、卫生），设科长１人，科员２人，
办事员多人。

二科 （财粮、赋税），设科长１人，科员２人，
办事员多人。

三科 （农林水牧、工交），设科长１人，技士１人，科员多人。
四科 （教育、文化），设科长１人，督学１至３人，科员多人。
五科 （保安、军事），设科长１人，科员多人。
会计室，主任１人，出纳、雇员等多人。
合作指导室，指导员１人，办事员１至２人。
警察局，局长１人，巡官２人，警长１人，警士多人。
军法室，军法承审员１人。
税捐征稽处，处长或指导员１人，稽查员２人。
田粮管理处，处长１人，雇员多人。
邮政、电报、银行、盐务等机构隶属上级业务部门管理，受地方行政监督。

五、苏维埃政府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特别
支队，在静宁、隆德西北的界石铺、平峰镇、公易镇、兴隆镇、单家集驻防４２天，阻击
国民军，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行动。在这里开辟了３０００平方里的游击区，成立了静宁县苏维埃政府，政府驻地单家集
（今属西吉），马云清 （回族）任政府主席。下辖静宁县的单家集、界石铺、高家堡、平

峰镇、四堡、麦弋区和隆德县的兴隆镇、公易镇等１０个区、３０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界石
铺高家堡等汉民地区打土豪，分财产，成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部分财产，分给贫苦

农民。红军离开静宁后，国民政府进行清乡，将分配给农民的财物返还给地主。对苏维

埃政府人员进行捕押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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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政府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２２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六纵队教导一团一、三营
和团部直属队，在陇东战役中解放灵台县城和部分乡 （镇），在灵台县城召开军民大会，

庆祝灵台解放，宣布成立灵台县人民政府，乎思恭为县长。出布告安定群众情绪，开仓

放粮，赈济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数十名群众。２４日，部队离开灵台，县长
及下属工作人员留下来继续做群众工作，２５日撤离灵台县城。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５至８月６日，平凉地区各县陆续解放，成立各县人民政府。
县 （市）人民政府先后设秘书室、一科 （民政）、二科 （财政）、三科 （文教）、四

科 （建设）和粮食局、工商科、公安局、税务局、武装科 （１９５１年改武装部，属军分
区）、供销合作社联社、邮政局、监察委员会、卫生科、统计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１４个工作机构。
１９５５年３月，各县 （市）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设办公室、民政、财政、粮食、

文教 （或文化、教育、卫生）、农业、水利、工业、交通、工商管理、商业、公安、税

务、邮电、手工业管理、农机管理等局和计划、经济、科学技术、体育运动、物价等委

员会、气象局 （站）（平凉未设）、供销社、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县支行、财贸办公室等

２０多个工作部门。
１９６８年２至５月，各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革委会有委员、常务委员多人 （军干

群 “三结合”组成），主任１名、副主任３至４名，由军方代表主持工作。１９７２年１０月
以后，逐步由地方行政领导人主持工作。

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 （１１月改为４组，１９７９年恢复）。
１９７３年撤销３部，设各局革命领导小组，１９７４年县革委与县委分设，撤销各局领导小组，
至１９７８年，县革委有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工业交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办公室、安置办公室、地震办公室、民政、财税、公安、商业、粮食、农业、农

机、林业水保、水利电力、文教、卫生、工交、劳动、城建 （平凉县设）、手工业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广播事业管理局和计划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物价委员会、体育运

动委员会、供销合作社、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各县支行等３０多个机构。
１９８０年６月，撤销县革委会，设立县人民政府，选举县长１名、副县长３至４名。

１９８３年７月，平凉县人民政府改称市人民政府，设市长１名、副市长５名。２００２年８月
地改市后，撤销原县级平凉市人民政府，成立崆峒区人民政府，设区长 １名、副区长
５名。

县 （市、区）人民政府工作机构，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变化，从１９７８年３０多
个增至４０多个。２００２年６至９月实行机构改革，县 （区）政府共设３０至３１个工作部
门，７个直属事业机构。

七、基层组织

１乡　里　保　甲
秦初县下设乡、里、什、伍，以十里为乡，百户为里，十户为什，五户为伍，乡设

乡官、里设里正。推行郡县制后，乡设三老、游徼。千户以上的大乡设秩，千户以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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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设啬夫。汉沿秦制。

唐代在农村推行乡、里、保、邻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设耆老 （亦称父老）、

里设里正，五邻为保，保设保长，四户为邻，邻设邻长。州县城郭内设坊，郊外设村，

分别设坊正、村正。

宋初沿唐制，后改乡为管，管置户长，主纳赋，并置耆老、弓箭手、壮士等。神宗

熙宁时实行保甲法，以１０户为保，５０户为大保，５００户为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
都保长。３０户为甲，统称保民甲户。

金在县以下设猛安，首领为千夫长；下设克谋为百夫长。３０００户为克谋，１０克谋为
猛安。

元代实行里甲和村社两制。百家设里，２０户设甲，里设里长，甲设甲主。以居住村
落为村，以５０户为社，由村民推选社长１人。

明代城内设坊，近城郊称厢，乡村实行里、甲制，民间设社。

清初县下为乡，分为若干团，分设乡董、团董。乡团之下实行甲牌制，凡１０户为
牌，１０牌为甲，１０甲为保，分别设牌长 （牌头）、甲长、保长 （保正）。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实行保甲法，１０户为甲，１０甲为保，保设保正。道光后，又改行里 （堡）村制，

１０村为里 （堡）。宣统初，５户为邻，５邻为闾，１００户以上市街为镇，农村为堡或村。
因辛亥革命爆发未完全实行，大部州县仍实行里 （堡）、村制。

２区　乡　镇　保　甲
民国初沿清制。后实行区乡 （镇）村闾邻制，以５户为邻，设邻长，５邻为闾，设闾

长，闾以上农村为乡，市街为镇为区。区、乡 （镇）分别设公所，乡 （堡或村），由区

长、乡 （镇）长、闾、邻长负责。

２３年 （１９３４），推行保甲制度，１０户为甲，设甲长，１０甲为保，设保长，保以上为
乡 （镇）。乡 （镇）公所设乡 （镇）长１人，干事多人。
２４年 （１９３５），裁乡 （镇）设区公署，实行联保制度。甲等区编制９人，乙等区７

人，区公署设区长１人，指导员２人，事务员２人 （乙等１人）、雇员１人、区丁３人
（乙等２人）。区下设联保、保、甲。实行保甲户连坐法，由县长或区长指定１保长为联
保主任，下设保书记１至２人。
２９至３２年 （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裁区公署、联保，恢复乡 （镇）公所，以地命名，每

乡 （镇）以１０保为原则，分甲、乙、丙三等。乡 （镇）公所设乡 （镇）长１人，副乡
（镇）长１人，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等股，各股设主任、干事、公役各１人；保
设保长、副保长、干事、保丁、文书各１人。
３３年 （１９４４），辖区７县共设８２个乡 （镇）、６３７保、７０５８甲。甲等乡编制１１人，

乙等９人、丙等８人。裁副乡 （镇）长，改设主任干事１人，干事多人，事务员１人，
乡丁３至４人。保设保长１人，干事１人、保丁１人。
３区　乡 （镇）　公社　乡 （镇）人民政府

１９４９年７、８月各县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派干部接管民国时期的乡 （镇）公所，成立

区人民政府，１９４９年底，全区共建立８３个区公署、５２８个乡人民政府。乡以下建立１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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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区公署设区长、副区长各１名，文书、民政、财粮、文教、生产建设、治安、
武装等助理员或干事８至１０名。乡人民政府设乡长、文书 （会计）、行政村设主任或

村长。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改区公署为区公所。１９５３年，结合基层普选，平凉市区改区公所为区
人民政府，适当缩小区扩大乡行政范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１９５５年改乡人民政府为乡人民委员会，在平凉市区撤销区人民政府，直辖７个街道办事
处，办事处下设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区改称自治乡人民委员会。

１９５６年，开始逐步实行合区并乡或撤区并乡。１９５８年３月，除边远地区仍保留４个
区公所外，共设６６６个乡 （镇）人民委员会 （含庆阳地区各县）。乡 （镇）人民委员会

设乡 （镇）长１名，副乡 （镇）长１至３名，下设文教卫生、民政调解、治安武装、生
产建设、财政粮贸、科学技术等６个委员会，乡 （镇）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各委员会主任

委员，设文书、会计、出纳等数名，每乡 （镇）编制７至１０名。除边远山区以外，各乡
撤销行政村、自然村建制，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代理村政事务。

１９５８年９月，全区共建立１２６个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全
区７县 （市）共有１４７个人民公社、２１４４个生产大队、８２３７个生产队。公社设管理委员
会，主任１名，副主任２至３名，配文书、会计、民政、生产、财粮、治保、武装等干
事。大队设大队长、副队长、文书、监察主任、调解委员。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会

计、出纳、保管、监察组长。１９６５年１月，平凉县将市区人民公社改建为城关镇人民委
员会。

“文革”期间，各公社和城关镇成立革委会，设委员、常委 （小社未设），主任１名、
副主任２至３名，下设文书、会计和生产、民政、武装保卫等干事和技术员编制９至１５
名。生产大队 （街道）成立革命领导小组。１９８０年撤销革委会建制，恢复公社管理委员
会、城关镇人民政府。

１９８１年１月，开始进行农村体制改革试点。１９８３年全区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恢复乡
（镇）人民政府。１９８４年５月，恢复民族乡人民政府，各乡 （镇）设经济委员会。下设

秘书和民政、计划统计、财政、粮食、农林、农机、乡镇企业、文教卫生、计划生育、

劳动人事、科学技术、监察、武装等干事及会计、出纳等专职人员，每乡 （镇）编制１５
至２０名。平凉市城关设３个街道办事处 （相当于乡镇一级政权组织），设主任、副主任

和干事等，编制１０多名。乡 （镇）和街道以下设村民委员会 （行政村）、居民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改为社区委员会），村 （居）委以下设村 （居）民小组 （生产合作社），村设村

长、文书、调解监察员；居民或社区委员会设主任、文书、监察员，组设组长 （农业社

主任），由村、居民 （社区）大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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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民政协

新中国成立初，通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各界人民代表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邀请民主党派、工商业者、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民族宗教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党和政府的工作，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用，

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各界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各县 （市）成立各界人民代表协商

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１９５６年以来，先后成立各县 （市）人民政协委员会。协助党和政

府开展各项政治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界人士实行自

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根据党在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和进一步坚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制度的要求，开展政协各项工作。１９８６年地委统战部设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
组，负责指导各县 （市）政协组织的工作。

第一节　工作机构

一、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组 （处）

１９８６年３月，在地委统战部内设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组，由统战部部长
兼组长，有工作人员２名。１９８７年６月，将政协联络组从统战部析出，成立政协甘肃省
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处，县级编制，由地委副书记兼任主任、设副主任２名，有工作人
员４名。

二、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工作委员会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撤销地区联络处，成立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政协地区工委），设主任１名 （由地委１名副书记兼任，后设专职主任１名）
副主任２名，为地级编制，下设办公室为县级编制，定编７名。

三、政协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６日，成立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筹备政协平凉市
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是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召开政协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工、农、商、科、教、文、卫、体、军队、民族、宗教、

归国华侨、港澳台眷、无党派民主人士等２０个界别、３０２名委员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政协筹备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情况报告和 《政协

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政治决议》。选举政协主席１名，副主席５名，秘书长１名。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３９名。１１月３０日，召开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本届政协委员会设办公室和提案与法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环境资源委员会、科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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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卫体育委员会、民族宗教与三胞联络委员会。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平凉地区联络处工委主任、副主任名录 （副厅级以上）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任职时间

丁泽生 主任 （兼） 男 回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５７

李文业 主　任 男 汉 辽宁抚顺 大学 １９９８９—２００１９

李世奇 主　任 男 汉 山西五寨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１１

王怀琨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专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３９

张荣臣 副主任 男 汉 宁夏固原 初中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４４

雷彦治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泾川 高小 １９９３９—１９９６５

史　中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泾川 初中 １９９３９—１９９５６

高勋位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崇信 大专 １９９３９—１９９７５

马步锐 副主任 男 汉 陕西长武 初中 １９９９７—２０００６

王建华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灵台 大学 １９９５６—２０００９

张明世 副主任 男 回 河南孟县 大专 １９９６５—２００１９

陈全福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１９９７５—２００２１１

陈绍祖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２１１

樊瑛明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镇原 大学 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２１１

何兴荣 副主任 男 汉 甘肃泾川 大专 ２００１９—２００２１１

政协平凉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录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李世奇 主　席 男 汉 山西五寨 大学

陈全福 副主席 男 汉 甘肃静宁 大专

陈绍祖 副主席 男 汉 甘肃平凉 大学

何兴荣 副主席 男 汉 甘肃泾川 大专

马鸿俊 副主席 男 汉 甘肃华亭 大学

张乔英 副主席 女 汉 甘肃庄浪 大学

四、县 （市、区）政协组织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１月、１２月，成立政协平凉市、平凉县、华亭县第一届委员会。设主
席１名、副主席３至５名，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２至１５名，工作机构设办公室和学习、文
史、宗教、工商等组。１９５８年撤销华亭、平凉县政协并入平凉市政协。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２年召
开市政协第二届１至３次委员会。１９６４年改市政协为平凉县政协，召开第三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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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停止活动。１９８１年召开第四届委员会，选举主席１名，副主席４名，常务委
员１７名。１９８３年召开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同时恢复华亭县政协组织，召开第三届委员
会。泾川、灵台、崇信、庄浪、静宁县成立政协委员会，召开一届一次会议。１９８７至
１９９７年，政协平凉市召开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华亭县召开第四、五、六、七届
委员会，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 ５县分别召开第二至第五届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政协平凉市崆峒区召开第十届委员会，华亭召开第八届委员会，其他各县分别
召开第六届委员会。分别选出主席１名，副主席３至５名，常务委员１３至２４名，下设办
公室和法制、经济建设、科教文卫、民族宗教、学习文史等委员会。

县 （市）各届委员会，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１年每届任期３年，１９９２年以后每届任期５年。
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并列席同时召开的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政府、法

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议并通过上届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报告，改选本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政协常务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依据会议内容，邀请县 （市）委、政府领导人参

加，听取情况通报和意见、建议；组织政协委员学习、视察、调查咨询；向上级政协机

关和县 （市）委报告政协工作；完成上级政协和党委交办的工作任务。

第二节　主要活动

一、协商监督

各政协组织，就国家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群众生活、

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向地、县 （市）委、政府提出建议和意

见，帮助改进工作。全体委员列席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人民代表共商

国是，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协商监督活动。政协常务委员会除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地方

重大工作事项外，经常列席县 （市）委和人大常委、政府的有关会议，以及党委、政府

召开的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民主人士座谈会。同时召开政协领导人与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协商讨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政治上安定团结等重大

决策的部署。地区政协联络处和政协工委成立后，通过 《平凉地区政协工作简报》，互通

情况，反馈信息，指导县 （市）政协工作。庄浪县政协作出的 《完善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的试行规定》，被地委秘书处批转各县 （市）进行了推广。１９９５年，全区１３名省政协
委员、６４５名县政协委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内部联系，全面落实了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有
关文件精神。地委召开全区政协工作会议，就 “如何加强新时期政协工作，开创政协工

作新局面”进行讨论。１９９６年，地区政协推广平凉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 ７条经验。
２０００年，政协工作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在
参政议政中，正确处理 “超脱性”和 “参与性”的关系，把握两者之间的 “度”，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地履行职能，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二、视察调查

地、县 （市）政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委员开展专题、专项调查、视察，

９１２１第十六编　政权政协



帮助党政部门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４年，平凉市政协组织委员和民主人
士，开展社会调查访问７３次，写出调查报告３５篇，１０余万字。１９８２年，在全市８个公
社、１４个大队、１６所小学进行调查，就农村土地承包、小学校舍等问题，写了调查报
告，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和建议。１９８９年调查了农村经济合同及农民负担问题后，提出把
贯彻 《经济合同法》与签订程序、奖罚有据、实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还同人大联合视

察了看守所、收审所、管理所后提出了改进意见，得到市委和政府的重视。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
年华亭县政协组织视察２４次，专题调查６次，写出专题报告６份。灵台县政协与县教育
局联合调查了西屯乡中、小学面临的困难，并就此提出改进意见后，县委、政府立即拨

出１９万元解决学校危房。１９９１年省政协在平凉地区的７名委员到平凉地、县 （市）视

察了 “扫黄”、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工作，得到地委和县 （市）委的高度重视，解决了一

些突出问题。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７年，地区政协工委组织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对灵台县发展养
牛业，静宁、庄浪县发展养猪业，崇信县发展小尾寒羊等情况，进行了系列调查，有针

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地委、行署指导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华亭县政协牵头，参与

华煤、华陇建材、建筑产业、粮贸４个集团公司的组建工作，使企业机制进一步完善，
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庄浪县政协从县情出发，５年间进行专题调查、视察活动４０多项，
提供调查报告３８份，向县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建议７０条。１９８９年，庄浪县政协视察
了１９８８年竣工的阳川、万泉万亩灌区，帮助解决了水利系统和乡政府之间的矛盾，落实
了管理制度，协商确定了报酬。２０００年，地区工委结合区情，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和
“九五”计划及 “二次创业”目标，组织省政协在平凉的委员进行视察活动，向省政协上

报了专题调研报告。２００１年，地区政协工委通过组织政协委员和有关部门进行调研视察
活动，积极配合省政协完成了 “完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思路”的调研和散杂居民族乡、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调查工作。２００２年根据地委提出的工作重点。先后组织
部分委员到一些县 （市）进行了专题调查，写出了 《对我区实施 “工业强区”战略的几

点建议》的报告。还配合省政协完成了就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提出的一些有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部分成果被省政协二次、三次常委会建议案采纳。是年，地区政协还就 “工

业强省”战略，组织委员视察了平凉城市建设工程、小城镇建设和华亭县重点工业建设

项目；参观学习东南沿海经济工作经验，并进行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 “三个环境”建

设专题调研；先后召开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座谈会和文史资料工作交流会。

三、提案工作

１９５６至１９８５年，政协平凉市一至六届委员会共接纳委员各种提案１１５３件，帮助政
府和有关部门改进工作。１９８４年１月至１９９０年上半年，政协华亭县审查１８９件提案和９７
条意见、建议，大部分有处理结果。１９９８年，全区立案１９３件提案，至１１月底已办复
１８８件，办复率为９７４％。２０００年，在平凉的省政协委员提议案１４件。

四、组织学习

地、县 （市）政协组织，经常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学习理论以及

党在各个时期方针政策，推动各界人士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１９５７年，平凉市政协组织
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３４５人，建立１４个学习小组、５个政治报告站、一个文化组，按照

０２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各界人士的文化程度，分别学习理论政策和文化科学知识。１９５９年组织各界人士学习时
事政治报告会２５次，举办学习讲座会３１次，讲习班１３次，参加学习的各界人士和民族、
宗教人士７８０多人。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４年，组织各界人士学习小组１７个，参加学习人数３５６
人，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开展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学焦裕录等活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地委统战部和政协组织民主人士，参加真理标准讨论。各县政协和地区

工作机构成立后，组织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宗教界代表，较系统地学习新时期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组织社会青年、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学习。１９８４年，平凉市政协协同民革、
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联合举办待业青年文化补习班、英语补习班、会计辅导班；成

立高平联合中学，招收高考落榜生１０６名，进行辅导补习，有２４名被大专以上学校录取，
１０名被中专录取。崇信县政协筹办职业技术学校，填补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空白。

五、文史资料征集

１９５９年，平凉市政协开始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向省政协提供文史资料２０篇２
万多字。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４年向省政协提供文史资料３５篇１０万多字。至２００２年已经出版
《平凉文史》６辑，载文２００多篇。泾川县政协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
已编辑油印 《泾川文史资料》１１０期、２３５篇、２４万多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４辑，１７
万余字。庄浪县政协编印 《庄浪文史资料》３２期，出版 《庄浪文史》４辑，专辑一本，
共约１０２万多字。崇信编印文史资料３０辑，专辑１本，２１万余字。华亭编印文史资料选
辑２辑，２３万余字。静宁编印文史资料选辑４辑，共约５９万字。灵台县编印 《文史资料

选辑》２辑，２４万余字。地区工委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编辑出版 《平凉地区政协简报》，共计

８９期，１０万多字。
六、联谊活动

平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宗教活动场所３７１处。１９９２年，地区工委、平凉市、华亭
县政协先后妥善处理了宁夏教民进驻南台拱北，以及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之间引发的事端

等问题，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１９９３年，青海西宁４００余名穆斯林群众集体赴京
上访到达平凉，地、市政协紧密配合，耐心劝阻，使其在平凉滞留３日后返回青海。同
时，配合有关部门在宗教界深入开展 “四个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国

家统一）教育，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平凉被树立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

地区，受到国务院表彰。多年来，地、县 （市）政协采取协商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形

式，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联系。１９９８年地区工委接待本省和外省、市
（区）调查、视察、学习考察团组２６批、５７７人次。是年１０月上旬，地区工委和东５县
（市）政协负责人在正宁县参加了泾河流域２８县 （市、区）联谊会，交流了政协工作的

经验。中旬，地区工委又组织机关干部前往陕西延安地区考察学习。香港、澳门回归期

间，地、县 （市）政协都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 “迎回归”座谈会、联欢会。以书画展

等活动，积极宣传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同港澳、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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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审　判

第一节　机　构

明、清平凉府狱讼，由知府审理，都指挥使司、卫、所的刑狱由军事长官审断，一

般案件由署衙各房分别受理。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２月，甘肃高等审判庭在泾原道设立高等审判第一分庭，设庭长兼
推事１人，推事３人，另有书记、录事、庭丁、杂役若干人。分庭管辖泾原道各县的一、
二审刑事、民事案件。６年 （１９１７），内设刑事、民事两庭，刘肇福任第一分庭庭长。１６
年 （１９２７）９月，第一分庭改名为甘肃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驻平凉县城内箭道巷，有监
督审判官、监督检察官、推事、书记官长、书记官、法警共２７人。３３年 （１９４４），第一
分院共２１人，院长１人、首席检察官１人、推事２人、检察官３人、书记官长２人、书
记官８人、主任、会计、统计、法医各１人，另有法警、杂役３至５人，院长龚乾元。３７
年 （１９４８）１月７日，第一分院改称甘肃高等法院平凉分院，管辖１０个县地方法院及甘
肃省第三监狱。

各县由县知事兼行审判权，静宁、泾川县曾一度由司法公署兼理。民国 ２２年
（１９３３），静宁地方法院成立，２６年 （１９３７），平凉地方法院成立。２７（１９３８）至３４年
（１９４５），静宁、庄浪合设静庄地方法院 （驻静宁），庄浪设静庄地方法院分院，后又分

设。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月，泾川、灵台县地方法院成立。是年，平凉县地方法院３９人，静
宁、庄浪２４人，崇信、华亭县司法处各１４人。县地方法院设院长、首席检察官、推事、
书记官、录事、法警等职。管辖公证处、看守所２个单位。
１９４９年８月３日，甘肃省人民法院平凉分庭成立，辖平凉、泾川、崇信、华亭、灵

台、庄浪、隆德、固原、化平县司法科。平凉分庭编制１０人，庭长由分区专员王治邦兼
任。１９５１年１月，改为甘肃省人民法院平凉分院，编制１８人，内设刑事、民事审判组和
秘书组，辖前９县及平凉市、西吉、海源、静宁县人民法院。１９５４年９月，改为平凉专
区中级人民法院，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从政府序列中析出，包括县 （市）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权，院长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内设刑事、民事审判庭、办公室、行政科。１９５６年辖１７个县 （市）人民法院。１９５８
年１２月、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行政区划变更，至１９６６年，编制减为１５人。 “文革”开始后，
专、县人民法院相继遭到严重冲击，工作瘫痪。１９６７年４月，实行军事管制。１９６８年１１
月撤销中级法院，在专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内设审判组，对外称甘肃省平凉专区革命委

２２２１




员会人民法庭。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２日，恢复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配备干部１３人。１９９８年底，
地区中级法院核定编制８０人，实有８２人，内设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判庭、执行
庭、法警支队、法医技术室、政治处、监察室等１５个部门。２００２年，中院干警８３人，
其中助理审判员以上法官５８人，法警１１人。

从１９８６年起，中级法院院长升为副厅级干部。

中级法院院长名录 （副厅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时间 任职时间

高勋位 男 １９３６８ 甘肃崇信 大专 １９５２９ １９８７３９

陈锦秀 男 １９４４７ 甘肃平凉 大专 １９６４３ １９９３５

曹兴荣 男 １９４８９ 甘肃灵台 大专 １９７０５ ２０００５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２日，分区所辖各县 （市）人民法院先后成立。１９５１年
后，区划多有变更，内设机构、人员时有变化。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７县 （市）人民法院

有法庭５７个，干警４２１人。２００２年，县 （市）人民法庭２６个，法院干警４８５人 （法官

３２０人）。中级人民法院有８３人，其中：法官５４人、书记员１５人、法警１０人、工人４
人。设立案庭、刑庭、行政庭、赔偿办、执行庭、审监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

政治部、研究室、监察室、办公室、法警队、法医技术室。

第二节　刑事审判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静宁州 “绞候”① １人。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华亭县 “绞候”１
人。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灵台县 “绞候”１人。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平凉县 “绞候”１人。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初审刑事案件有：庄浪县贪污２件，杀伤３件，诈欺取财１件；
泾川县赌博１件，杀伤３件，窃盗及强盗３件；静宁县渎职１件，杀伤３件，窃盗及强盗
１件，诈欺取财１件，其他１１件。２６（１９３７）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第一分院共审理刑事案
件１８１０件，其中匪特嫌疑犯５人，危害民国４人，劫匪８３人，杀人４１人，纵火３人，
伤害１５６人，拐骗２２人，强奸 （污辱）５９人，诈财２４９人，渎职４７人，贪污贿赂１７
人，盗窃２９３人，烟毒３２人，侵占２１５人，销赃１５人，妨害公务１６人，妨害公共秩序
３０人，妨害兵役５１人，妨害货币４人，违反税制６３人，贩运私盐１２人，伪造文书６０
人，伪证诬告６９人，脱逃９６人，减刑１１人，私自采矿１人，其他１５６人。３７年１月，
甘肃省第一审刑事案件统计中，受理平凉地方法院３０件，终结２５件；受理静宁地方法院
３８件，终结３６件；受理庄浪地方法院５８件，终结５０件；受理华亭县司法处１件，终结
１件；受理崇信县司法处８件，终结３件；受理泾川县司法处６件，终结３件。５月至３８
年 （１９４９）２月，平凉地方法院共判处贩卖、运输、吸食毒品案件２７起、３４人，其中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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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无期徒刑的７人，有期徒刑的１８人，判处一年以内徒刑改交罚款抵刑期的９人。
３７年８月２４日，平凉警察局警士薛得福利用３个大烟棒诬陷他人 “贩毒”，借机诈

去法币１６００万元，判处薛有期徒刑１３年。３８年１月２０日，耿介、柴马氏吸毒案，法院
判刑６个月，两人以金圆券两元抵刑期１日的标准，交金圆券１４６０元，获得释放。周学
康因贩毒，于是年２月１９日经最高法院重庆厅复核被判无期徒刑，６月２１日，周交保证
金白洋１２０元保释出狱。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９年，平凉地区初审刑事案件１７８５２件。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８年，灵台县一审普通刑事案件３３５７件，华亭县２２７０件，静宁

县４４０３件，泾川县２０２７件，崇信县１３０９件，庄浪县２８９３件。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０年底，全区各级法院围绕剿匪、平叛、土改等中心工作，审结刑

事案件２１０９起。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３年，地县法院全力投入 “镇压反革命”运动。共审结反革命案件１６９

起。

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７年，审理贪污、资本家抽逃资金、囤积居奇、偷逃税款、粗制滥造产
品、破坏市场秩序等刑事案件４８９０起。
１９５８年，“加快”办案速度，导致办案质量下降，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发生捕人过多、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全区审结刑事案件４８７４件，是１９５７年结案数１４２１
起的３４倍。１９５９年，全区审结刑事案件１８８８起。
１９６５年，对大多数罪行较轻的罪犯都判处缓刑或管制，交群众监督改造。全区审结

刑事案件４８５起。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审结２９１起。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 “文革”期间，造成很多错捕、错判的冤假错案件。全区共审理一审

刑事案件２５０７件，其中不少是以 “恶毒攻击”、“炮打”的罪名定案处理的。静宁县农技

站女技术员毛应星，１９６８年因对 “文革”的做法不满，写了３０多万字的笔记、申诉、书
信，被强加上 “恶毒攻击”、“矛头直指党中央”的罪名。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４日被杀害 （参

《人物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７年，全区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８７１件。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９年，全区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３８９０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刑事审判一方面坚持从严打击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刑事犯罪和情节严重的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坚持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１年，全区共审结一审
刑事案件６１２０件、９０５５人。其中：杀人１８１件、２１３人，强奸１３６件、１７８人，重大伤
害２５４件、３２１人，抢劫３４１件、７３３人，重大盗窃２０３件、３９８人，拐卖人口２８件、６０
人，其他４９７７件、７１５２人。通过审理宣告无罪的６１人，免予刑事处罚的７２人，判处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管制的４０７３人，５至２０年有期徒刑的１７８９人，无期以上刑罚
的３０３人。
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１年，地区中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９５５５件，审结二审刑事案件１１６８

件。经审理，维持一审法院原判决的８７３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６３件，改判１８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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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２２件，调解８件，作其他处理的２０件。审结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４３８件，审结二审刑
事附带民事案件２２６件。１９９６年起，贯彻新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推行控辩式

庭审方式。２００２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２９件、５７人，审结二审刑事案件９１件，经审理，
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６８件，改判２２件，撤诉１件。审结一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１４件，
二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１４０件。

附：

典 型 案 例

１周自兴、董得安伤害致死及渎职案
周自兴，年３６岁，平凉市人。董德安，年３０岁，湖南省湘阴县人。
充任泾川县政府催款委员的周自兴，于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３月２６日去荔堡镇向南李

村村长李全孝催款，李向周自兴说情，送洋三元。后于４月１０日再去催款，勒限１４日交
清。至期仍无款交，即行拷打，后被保出回家筹款，是夜身亡。县长派科长董德安诣验，

疑有服毒情形，欲用银针试探，尸妻李侯氏不愿，互相争执，董及围丁向天空开枪，李

侯氏向前撕扯，致伤左肘。１０月３０日甘肃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附设地方刑庭以伤害致死罪
判处周自兴有期徒刑７年，剥夺公民权８年，以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合并执行有期
徒刑７年又２月，剥夺公民权８年。对董德安以轻微伤害罪处罚金３００元。周自兴不服，
提起上诉。甘肃高等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 “为个人计、为催款成绩计，以致拷打李全

孝，偶罹刑章，其情不无可怜之处”，原判未顾及此，处刑７年似嫌稍重。故对周自兴以
伤害致死罪处有期徒刑３年６月，剥夺公权３年，合以原判渎职罪应执行徒刑３年７月，
剥夺公权３年。董德安以渎职罪处罚金３００元。
２付小川故意杀人、强奸、抢劫案
无业人员付小川，２６岁。１９９５年４月２日晚，在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尾随小学四年级

女学生高某某，将其挟至公路北侧渠边，用红领巾勒昏进行奸污后抛入渠中溺死。７日晚
８时许，用事先准备的绳套勒住去苗圃住宿的女职工朱某某的脖颈，在其颈部连刺两刀后
强奸、凌辱，并抢去现金２元５角、银耳环一副、钥匙一串。１４日下午２时许，付又携
带尼龙绳乘行路妇女张某某不备，将其推下路边地埂，用绳套将其勒死，拖入一窑洞内

奸尸后搜去现金８元５角，手表１只。２２日晚，又采用同样手段，将从歌舞厅外出解手
的女青年马某某勒死后奸尸，搜去现金２３元，摘取铝耳环一副，铜戒指一枚。在２０天
内，作案４次，致３人死亡，１人轻伤。平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强奸、抢劫
罪判处付小川死刑，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１９９５年９月８日将付小川执行枪决。

第三节　民事审判

民事诉讼需先递诉状立案。清代写一张普通诉状需钱１００至２００文，抄主语批词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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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状准后，传案费需４０至５０文。民国初年，缮状费每百字５角，以后屡经改定，诉费
相继增加。３６年 （１９４７）４月，平凉地方法院规定：缮状费每百字征收３００元，撰状费
每百字征收６００元。同年１１月，缮撰各费提高４倍征收。
５０年代初，民事诉讼立案不拘形式，当事人的口诉亦可立案，诉状由法院人员代写。

１９５５年４月起，一般需要诉状，亦可口头起诉。１９７３年，由法院调查审理和执行的婚姻、
房屋、继承、债务等财产权益纠纷均可立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视案情立案，情节简单的一
般不予立案采取调解处理。

５０至８０年代，民事诉讼实行免费制度。１９８９年８月，离婚案件静宁、庄浪等县农村
每件收费２０元，城镇３０元，其他地区每件收费４０元；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的案件，每件收费８０元；其他非财产案件，农村每件收费３０元，城镇
４０元；侵害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的案件，每件收费１００元；治安行政案件，农村每
件收费５元，城镇２０元；其他行政案件每件收费６０元，劳动争议案件每件收费４０元。

民国２５（１９３６）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地方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３２５７件，其中土地纠
纷９５８件，房产纠纷２７１件，价格纠纷６０件，债务１７２件，契约纠纷４０２件，土地典当
４１０件，财产纠纷７０件，借贷１３８件，道路纠纷２４件，继承３６件，收养１８件，遗弃８
件，离婚１７５件，赔偿１６０件，抗租４１件，给付２４件，伪造文书１０件，其他２８０件。
３７年１月，甘肃省第一审民事案件统计中，共受理平凉地方法院４４件，终结３３件；

静宁９３件，终结８４件；庄浪６１件，终结４７件；华亭县司法处２０件，终结１７件；崇信
１９件，终结１３件；泾川６５件，终结３６件。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６年，财产、债务、婚姻、土地、水利灌溉、劳资纠纷较多。
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５年，因财产权益纠纷诉讼的案件减少，为划清政治界限而提出离婚的案

件上升。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５年，全区法院在审理的４４４９件民事案件中，大部分属于离婚案件。
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７年，全区受理民事案件４３１５件，年均３９２件。其中一些属错案。
１９７６年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９年，全区旧存一审婚姻家庭案件３９１

件，新收７４８７件，结案７５０９件。
９０年代初，全区法院开展了以 “一个坚持” （坚持公开审判）、“三个强化” （强化

当事人举证、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和独任审判职责）为主要内容的民事审判

方式改革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强，审判质量和效率进一步

提高。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受理一审民事案件２８９３９件，年均受理案件３２１５４件，结案
２８９３９件。其中离婚案１５７２２件，占５４３２％；赔偿４３７８件，占１５１２％；债务４３２７件，
占１４９５％；财物纠纷１６６５件，占５７５％；房屋纠纷４５７件，占１５８％；继承１８５件，
占０６４％；其他２２０５件，占７６２％。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中级法院受理民事一审案件１４１件。
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１年，中级法院审结二审民事案件１２９件，年均２５８件。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９

年，中级法院审结二审民事案件４６３件，年均５７９件。其中维持原判３０１件，改判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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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回重审３９件，撤诉２３件，调解９件，其他３２件。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审结二审民事
案件１４０４件，年均１５６件。其中维持原判６４９件，改判２６６件，发回重审９８件，调解
２４２件，撤诉１３８件，其他１１件。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审结二审民事案件２０２１件，其中维
持原判９２８件，改判４１９件，发回重审１５５件，调解３３１件，撤诉１６８件，其他处理２０
件。２００２年，中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５３件，审结二审民事案件２４３件。经审理，维
持一审判决的８６件，改判７１件，发回重审２３件，撤诉２７件，调解３４件，作其他处理
的２件。

第四节　经济审判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９年，全区一审经济犯罪案件１８１３件，华亭县３３５件，庄浪县７７
件，静宁县７９件，崇信县３７件，泾川县２９５件，灵台县１１８件。
１９８１年全区受理一审经济案件１０件。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８年增至６９７件，年均９９５件。

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３年增至１１６５件，年均２３３件，比１９８８年前年均增长２３倍。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
年，达到７８１９件，年均１５６３８件，比１９９３年前年均增长６７倍。１９９５年，中院和７个
县 （市）法院全部成立了经济调解中心，使许多经济案件即收、即调、即执行，提高了

办案效率。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中级法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案件２０４件。８０年代，经济案件中
以各种合同纠纷居多 （工程、农村、企业承包合同，购销、联营、借贷合同）。９０年代
借贷合同纠纷案件居首位，次为购销合同纠纷。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受理的经济案件中，
借贷合同纠纷２７０３件，占３４５７％ （８０年代只占收案总数的９６％）；购销合同纠纷１８９９
件，占２４２９％；其他经济合同纠纷 ２５７６件，占 ３２９４％；企业破产案件 ２１件，占
０２７％；其余为农村、企业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加工承揽合同纠纷等。

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８年，中级法院审结二审经济案件３８７件，其中维持原审判决１１２件，改
判１０３件，发还重审４１件，调解４７件，撤诉５２件，作其他处理３３件。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
审结二审经济案件１６８件，其中维持原判５０件，改判６６件，发回重审２５件，撤诉１６
件，调解６件，其他处理５件。
２００２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民事审判格局的要求，全区法院撤销经济审判

庭，成立了民事审判第二庭，专门审理商事纠纷。中级法院审结的２４３件民商事案件中，
属于经济合同纠纷的１０４件，属于权属、侵权及其他经济纠纷的８６件，两类案件占民商
事案件总数的７８１％。审理结果，维持一审判决的７５件，改判４８件，发回重审２０件，
撤诉２０件，调解２５件，其他处理２件。是年，中级法院对县 （市）法院２０００年以来审
结的外商、外省投资民商案专门作了复查，共清理出一方当事人是外省的民商案件６５件
（一审４４件，二审２１件）。经过复查。全区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地当事人的纠纷案件中，
坚持 “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较好地体现公平、公正、高效的司法原则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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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行政审判

１９８７年，静宁县法院一审行政案件１１件。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地区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１９件，静宁县３３件，崇信、泾川县各１件。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３６４件，审结３６２件；中级法院
受理二审行政诉讼案件６６件，全部审结。同时，全区共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３４３件，
审结２６２件，标的总额１７８３７万元，受理国家赔偿案２起，审结并决定赔偿的１件。１９９９
至２００１年，受理一审行政案件１５２件，审结１４７件，审结二审行政案件３６件。
１９９６年，中级法院受理的４５件行政诉讼案件中，被告为公安机关的１６件，被告为

税务、交管部门的各４件，被告为工商管理部门的３件，其他部门１８件。审结４４件，其
中维持行政机关决定的占１５９％，撤销或判决履行法定职责的占４０９％，驳回起诉或移
送有关单位处理的占１８２％，撤诉的占３６３％。
２００２年，全区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３８件，审结３３件；中级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

件１３件 （一审８件，二审５件），全部审结。
１９９５年全区受理国家赔偿案件１２件。２００２年，中级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３件，审结

１件。

第六节　案件执行

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１６５１８件，执结１３９３９件。地区中
级法院执行庭１９９７年受理执行案件３３５件，执结２６８件。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共受理执行
案件６８６４件，申请执行标的７８６５１６万元，执结６４７１件，执行标的总额９１３７１９万元。
其中中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１９０件，执结１３７件，执行率７２％，标的总额３７６７８５万元。
２００２年，地区和各县 （市）法院分别成立执行工作局，普遍推行执行案件合议制、

执行举证、试行债权凭证制度，开展集中执行，依法、文明执行。全年共受理执行案件

２１３２件，执结１９８１件，标的５０２３９７万元，执行率为９３％，比上年上升５个百分点，其
中当事双方自动履行的９８１件，法院强制执行的６０８件。

第七节　审判监督

一、复查错捕、错押、错判案件

１９５３年，全区法院会同公安、检察等机关，对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３年间群众有反映，当事
人有申诉和办案人员怀疑可能有问题的案件进行复查。查出错捕、错押５１件、５１人，其
中 “反革命”案２７件，普通刑事案２２件，民事案２件；错判１６件、３１人，其中 “反革

命”案６件、１９人，普通刑事案６件、８人，民事４件、４人。错判案件中，全部错判者
１０件、２５人，部分错判者６件、６人。法院对复查出的５１名错捕错押者予以释放，对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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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部分错判者作了改判；对全部错判的１０件、２５人公开平反；对一些人给予必要的冤狱
补偿。

二、平反冤、假、错案

１９６６年前判处的刑事申诉案１７４８件，复查１６０９件。“反革命”案维持原判１８８件，
改判 ３５件，无罪平反 １８０件；普通刑事案维持原判 ８３３件，改判 ５５件，无罪平反
３１８件。

“文革”期间，全区法院共判处政治、刑事案件２５２７件。其中反革命案５８５件，复
查后维持原判１５４件，改判１２３件，无罪平反３０８件；普通刑事案件１９４２件，复查后维
持原判１６７１件，改判１２８件，无罪平反１４３件。
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９７６年全区以反革命罪和其他政治问题论罪判刑的共５８２件、６２２人，

经全部复查，宣告无罪 ２３６件、２３９人，部分改判 １２２件、１２５人，维持原判 ２２４件、
２５８人。

对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判处的刑事申诉案４３３件，复查４２１件。反革命案维持原判８件，
改判７件，无罪平反２１件；普通刑事案维持原判３０２件，改判７２件，无罪平反１１件。

对 “文革”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８０件，复
查７８件。全部平反３２件，部分改判２３件，维持原判２３件。判处 “恶毒攻击”案１８４
件，复查１６１件。全部 平反３３件，部分改判３０件，维持原判９８件。
１９８０年，复查了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被判刑的７８件、８４人，经复查，无罪平反５０

件、５２人，改判１１件、１１人。
复查了原以右派问题判刑的１２２件、１２２人，经复查，因有其他罪行维持原判１０件，

改判８件，无罪平反１０４件。
全区对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判刑的１７１人，复查了１６８人。其中宣告无罪１３４人，

部分改判１３人，维持原判２１人。
在１９５８年反宗教特权运动中，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以各种罪名判刑的１２９件，复

查后无罪平反８２件，改判４件，维持原判４３件。
对１９５０年判处的 “五八”叛乱案１２８件、１４１人，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５９人，

免予刑事处分４人，维持原判７８人 （参 《政务》）。

三、告诉申诉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全区法院共收到人民来信１３０３件。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３年，群众来信剧增
至３９１１件，来访８５７人次。１９７６年，全区通过信访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申诉５８１件、５８８
人，加上未申诉的１０件，法院共复查案件６８２件、６９２人，宣告无罪的４６件、４６人，部
分改判的６３件、６５人，维持原判的５７３件、６０１人。
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法院每年收到群众来信千余件，接待来访数百人次。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全区法院共审结审判监督案件１２０件，其中维持原判３４件，改判

３５件，发回重审１１件，撤诉和解１件，作其他处理３９件。中级法院办理犯罪减刑、假
释案件４０９９件。２００２年，全区法院审结审判监督案件７件，审结减刑、假释案件８８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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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全区法院一审案件表

单位：件

年　份 刑　事 民　事 经济案件 行政诉讼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２１０９

１９５１ １６９

１９５５ ５０４

１９５８ ４８７４

１９６６ ２９１ ８３０

１９７６ ２３９ ３８０

１９７８ ２２２ ５１４

１９８１ ３１１ １０７２ １０

１９９０ ４６１ ２２０８ ２１３ ３６

１９９８ ４５２ ４５０３ １２５０ ２０

２００１ ４４５ ３１４９ ５４５ ５７

２００２ ５６５ ４１９２ ３３

部分年份地区中级法院二审案件统计表

单位：件

年　度 刑　事 民　事 经济案件 行政诉讼

１９５９ ３４

１９６５ １７

１９７６ ４ ２１

１９７８ １０ １６

１９８１ ６０ ４５

１９９０ ５８ １４０ ２０ ６

１９９８ ６１ １８１ ５１ ７

２００１ ７４ １７７ ５６ １４

２００２ ９１ ２４３ ５

注：２００２年无单独的经济案件统计，经济案件包括在民事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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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检　察

第一节　机　构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５月，甘肃高等检察厅在泾原道设立检察分厅，管辖平凉、静宁等
１７县。８年 （１９１９），泾原道检察分厅改称甘肃高等检察厅第一分厅。１４年 （１９２５），第
一分厅移址平凉县三府街 （现红旗街）。１７年 （１９２８）３月，第一分厅撤销，在甘肃高等
法院第一分院 （驻平凉）内设检察处，监督检察官改为首席检察官。检察处设首席检察

官１人、检察官２人、书记官长１人、书记官１人、录事４人、司法警长１人、检验吏１
人。历任监督检察官、首席检察官的有刘鸿枢 （１９１７年８月１日任职）、穆纯仁 （１９３２
年９月任职）、杜阴溥 （１９３９年４月任职）、何风翮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任职）、刘春溥 （１９４３
年２月任职至１９４９年）。

各县检察机构均设在县地方法院。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９月，平凉地方法院检察处成
立，２２年 （１９３３），静宁地方法院检察处成立 （３５年改称静庄地方法院检察处）。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月，泾川、灵台县地方法院检察处成立。
１９５０年９月，平凉分区人民检察署成立，检察长由公安处长陶继尧兼任。１９５１年３

月，改为甘肃省人民检察署平凉分署，同时，各县 （市）检察署相继成立。至年底，区

及县 （市）检察署共有７９人，其中副检察长７人，秘书５人，检察员１１人，书记员１２
人，其他干部４４人。１９５２年，平凉区及各县 （市）检察署与公安、法院合署办公，调出

干部１３人。１９５４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省人民检察署平凉专区分署及各

县 （市）检察署改为人民检察院，从政府序列中析出，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检察长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至年底，检察分院及平凉、泾川、

灵台、崇信、华亭、静宁等１６个县 （市）检察院，有检察长１３人，副检察长９人，检
察员２０人，助理检察员５人，一般干部２０人。１９５６年，全区检察干部１５１人。１９６５年
底，全区检察干部有５０人。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开始后，检察机关受冲击，工作瘫痪，
１９６７年４月专区和各县 （市）人民检察院实行军事管制，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撤销检察机关，
职能由保卫部取代。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甘肃省检察院平凉分院及各县人民检察院相继恢复。全区调入检察干
部９８人，占当年省列编制１６４人的５９６％。１９８０年增至１４０人。１９９０年全区检察院干警
职工２６１人。
２００２年，全区检察院干警职工３４９人。检察分院干警职工６４人，其中检察长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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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检察长３人，检察员２６人，助理检察员１８人、书记员４人，法警５人，无法律职务４
人，职工３人。设政治部、反贪污贿赂局、侦察监督处、公诉处、渎职侵权检察处、监
所检察处、控告申诉检察处、民事行政检察处、职务犯罪预防处、检察技术处、法律政

策研究室、监察处、办公室、法警支队。

１９８６年起，检察分院检察长为副厅级干部。

检察分院检察长名录 （副厅级）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贾云玉 男 １９３０年８月 甘肃庄浪 初中 １９８３５

王　旭 男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 甘肃泾川 初中 １９９１３

靳来舜 男 １９５４年８月 甘肃华亭 大学 ２００１３

徐世英 男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浙江宁波 研究生 ２００１９

第二节　刑事检察

一、审查批捕、起诉

民国时期，平凉分院及各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不承担批准逮捕的职责，只负责对刑事

案件的起诉。法院受理的普通刑事案件一般均由同级检察官起诉；特种刑事案件的审理

不在此限。普通刑事案件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不予起诉的，做出 “不起诉处分书”。

对罪犯的加刑、减刑，由检察官做出 “申请书”，由同级法院裁决。平凉地方法院检察处

２１年 （１９３２）至３２年 （１９４３）共受理刑事诉讼案件２８８８件，经侦查终结，正式向法院
起诉４９７件，不予起诉的 ２３９１件。同期，检察处还办理执行案件 ３２３件，其他案件
２６８件。

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４年底，检察机关不承担审查批捕、起诉的职责，主要配合公
安、法院开展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运动。

１９５５年，平凉检察分院及各县 （市）检察院全面担负起审查批捕、起诉的任务。全

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罪犯２５９３案、２６１５人 （反革命１５７３人，刑事犯１０４２人），
经审查批捕２０６０案２０８３人，批捕率分别占７９４％和７９６％。受理起诉案件４０５案、４６２
人 （反革命３３５人，刑事犯１２７人），经审查起诉２４８案、２８６人。审查自侦案件２８９案、
３２２人，经审查起诉２５１案、２７９人，不予起诉３８案、４２人。

１９５６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罪犯 １２６５人，审查批准逮捕 １０１１人，批捕率
７９９３％。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１３８２件，审查起诉法院１００１件，起诉自侦案件
１６１件。

１９５７年，审查批捕反革命、地富破坏、刑事犯罪等案件１８４２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
起诉１３５５人，决定起诉１０６８人，占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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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始，削弱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起诉的监督职能，造成捕人过多，
错案多，办案质量下降的后果。１９５８年，全区审查批捕５０６８人，起诉４３３６人；起诉检
察院自侦案件８９５人。同年，崇信县破获的第三次 “黑军” “预谋暴乱案”错捕８５人，
其中无辜群众７０人，错杀１人，因冤致死１５人。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全区共捕判各
类罪犯１４３３４人，错捕、错判４６５人，可捕可不捕、可判可不判的３８１人。
１９６０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３１０６人，批捕１７２９人，比１９５８年下降３８７％；受

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１６２１人，经审查起诉１６１７人，不予起诉３人，免予起诉１人。１９６２
至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批捕分别为２０３人、２８０人、１８５人、１００人、１０９人。

“文革”中，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被迫中断。

１９７８年，检察机关恢复。１９７９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１１７人，审查批捕７２人。
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７６件８１人，免予起诉、不起诉１２件１２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以整顿城市社会治安为中心，共审查批捕７５２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５０９件７３５人。
１９８３年８月至１９８６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期间，共批捕罪犯２２１６人，

其中属于中央确定的打击重点８３９人，占批捕人数的３７８％；不批捕的２０３人，依法提
起公诉的案件１２９２件２４２５人。
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１８４８人，批准逮捕１４３３人，不批准逮捕

１３７人，作其他处理２７８人。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５２２４人，决定逮捕５０５３人，占９６７％。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１１４１件、１８０５人，批捕１１６７

件、１７８８人，受理移送起诉１３４１件，１９６４人；审查起诉１２８４件，１９３２人。
二、侦查监督

１９５６年，检察分院查出公安机关错捕９７人，占当年捕人总数的９７２％，捕了 “可

捕可不捕”的２５３人，占１１５％。
１９５８年，侦查监督实际处于停顿状态。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

出纠正违法的建议１５５件 （次），其中书面建议３１件 （次），口头建议１２４件 （次）。

２００２年，全区开展刑事诉讼监督，全年办理立案监督案件１４件，督促公安机关立案
７件，改变案件定性２９件、３７人，追加漏罪１人；对不构成犯罪的２９人依法作不起诉
处理。

三、审判监督

１９５２年，检查纠正了灵台县在侦破杨镇藩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因刑讯逼供导致１３人错
判的案件，改判８人，释放５人。１９５３年，重点检查了２８案、２８人，发现判决不当的
１５人，均作了重新改判。１９５５年，平凉检察分院对镇原、庄浪县法院的刑事判决进行检
查，发现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和判决不当的案件１５件、１７人。经法院再审已改判的１１
件、１１人 （反革命４件、４人，刑事案件７件、７人），无罪释放３件、３人。１９５６年，
检察机关共审查法院的判决、裁定９８４件，发现错判５７件，犯罪事实不清、草率判决的
５７件，轻罪重判的６６件，量刑畸轻的４件，适用法律不当的３件。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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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１６件，法院均全部改判。１９５７年，审查法院判决书２４件、２５人，发现判决有错误
的１０件、１１人。
１９７８年，恢复审判监督工作，对法院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发出建议，予以纠

正。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诉８４件，法院维持原判３６件，改判４４件，
重审４件。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诉案件１９件。１９９９年，向法院提出抗
诉案件７件、１３人，法院改判６件、１２人，维持原判１件、１人。２００２年，检察院在刑
事诉讼监督中对法院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的５件、８人依法提出抗诉，经法院重新审理
改判３件。

四、出庭公诉

１９５４年，分院选择２１个经济、职务犯罪案件，试办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
１９５５年，试办出庭公诉，到１９６２年，共出席法院预备庭５０５次，公判庭３１８次。至１９８０
年，全区检察院一审出庭２６２８次、４１５７人 （次），发表公诉词２４７６篇；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８年，
出庭２２４５次、３５２１人 （次），发表公诉词２０７２篇，抗诉１９人。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检察机关出庭１１２次、１８６人，发表公诉词１１２篇。

第三节　经济检察

一、经济案件的管辖和办理

１９５０年，检察机关把损害公共财产、破坏经济建设的案件列为重点。１９５４年４月，
受理犯罪案件的范围是：破坏合作化、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投机倒把、破坏统购统销、

破坏生产、危害公共利益及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１９５６年，主要受理破坏
工农业生产、贪污盗窃国家和公共财产的案件。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６年，缩小到主要办理贪污渎
职案件。

１９７９年，经济检察被列为检察工作重点之一。１９８０年将贪污、行贿受贿、偷税、抗
税，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假冒商标，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

等经济犯罪案件的受理、侦查、起诉划为经济检察工作的管辖范围。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经济
检察立案标准为：贪污金额县以上城镇５００元以上，农村３００元以上，贪污粮食１０００市
斤以上，粮票３００市斤以上，布票１０００市尺以上；行贿受贿３００元以上；单位偷税抗税
１万元以上，个人偷税抗税１０００元以上；假冒商标获利１万元以上；盗伐林木价值超过
２００元，滥伐价值超过 ５００元；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数额 １万元
以上。

１９８５年，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
１９８９年，检察分院受理查办个人贪污、贿赂数额在１万元以上及县、处级干部的贪

污、贿赂案件；县 （市）检察院受理查办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案件，但在办理过程中，

也受理万元以上的案件。是年，地区检察分院接到群众举报电话、信件５１５件，有８名犯
罪分子投案自首。

１９９８年，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为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单位受贿、行贿、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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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

罚没财物罪；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征、

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或者违法提供出口退税罪，违法

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共１６种。
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检察

１９５１年，检察分署抽调９５％的力量，投入 “三反”、“五反”运动，侦查起诉贪污犯

４３人。平凉运输站贪污分子高顾义在证据面前拒不认罪，经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将其逮
捕，对犯罪分子震动很大，会后该站６名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并主
动检举揭发了５名贪污分子。
１９５２年，检察署查办贪污盗窃案件９５件、２２６人。
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７年，检察署派出人员到供销系统查办案件，发现各类经济犯罪问题９３

人。在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中，查办各类经济案件２６６件、２７１人。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查办国家机关和集体经济组织中经济犯罪案件２１件、４５人。１９６１

年，平凉市检察院查清原安国粮库主任许廷为弄虚作假，采取假造粮食收支凭证、多报

损耗、销毁凭证、收入不进账等手段，贪污粮票３１８８４斤，饲料票１００５斤及国家财政拨
付安国公社的购粮款、粮库基建款、售粮款１２０７２元的贪污案。侦查终结后，向法院提
起公诉。１９６２年１２月许被判死刑。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全区检察机关共查办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破坏集体经济的犯罪案

件１１６件、１１６人。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犯罪案件６２４件，立案２８８件４０７人，审结２６４

件、２３４人 （起诉法院１０８件、１６３人），免诉４３件７２人，作其他处理１６６件，挽回经济
损失２２４万元。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底，共受理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 （线索）４８０件 （群众举报３４１

件，自首３９件），立案侦查２６９件。案犯中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４５人，国营企事业单位
职工１６０人，基层群众组织工作人员７人，集体经济组织人员５９人，个体劳动者１５人，
其他职业３０人，其中县处级干部５人，司法干部１人。结案２８４件、３５３人，其中起诉
１３３件、１６７人，免予起诉的１０７件、１３３人。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９７４２５万元，挽回经
济损失５６４５２万元。１９９７年９月，检察分院会同纪检部门查处了灵台县城建局原副局长
贪污、行贿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全案涉及１３人，其中县级干部５人，科级干部８人。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检察机关立经济犯罪案件５７件，结案４５件、５１人，提起公

诉的２５件、３１人。２００２年，受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线索）４１件，立案侦查２２
件、２９人，其中贪污１０件、１７人，受贿３件、３人，行贿２件、２人，挪用公款７件、７
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４６６万元。

５３２１第十六编　政权政协



部分年份全区自侦经济犯罪案件表

项
目

年
份

受　理 立　案 结　案 起　诉 其他处理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１９７９ １０ ６ １７ ６ １７

１９８５ ４１ ２２ ３１ ２２ ３１ ２０ ２６ ２ ５

１９９８ ４７ １９ １９ ６ １３

２００１ ２４ ２２ ２２ １６ ６

２００２ ４１ ５６ ２２ ２９ ２１ ２９ １９ ２６ ２ ２

第四节　法纪检察

一、案件的管辖和办理

分区检察署建立初，重点查处干部打击报复、乱捕乱押、刑讯逼供、残害群众等侵

犯人权和包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案件，以及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的案件。

１９５３年，重点查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１９５５年，重点是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
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其对象是国

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不包括一般公民。１９５６年９月，法纪检察的犯罪案件主
要受理：以暴力剥夺他人自由，非法搜查他人住宅，妨害公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及重大渎职案件、重大责任事故。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７８年，该项工作即行停止。
１９８０年，法纪检察主管两大类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自

由权利的犯罪和渎职犯罪。１９９７年３月，主要办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利用职
权非法拘禁、搜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虐待被监管人员、报复陷害、破坏选举等

案件。

二、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１９５０年１０至１２月，分区检察署重点查处干部违法乱纪、贪污渎职案件１４起。华亭
县公安局局长 （兼检察长）利用职权打骂犯人、刑讯逼供、盗卖大烟，查清事实后被依

法处理。

１９５２年，查处了静宁、灵台 “土改”、“三反”运动中因干部违法乱纪、刑讯逼供，

导致６人自杀、２２起案件主要犯罪情节失实的问题，处理群众控告信１６２件。１９５３年，
泾川、灵台、华亭、静宁、隆德县检察署共受理重大案件７１件，一般案件８件，群众控
告５８件，查处干部重大违法乱纪案件１８起。１９５４年，查处人民信访２９２件 （次），受理

各种违纪案件３４２件，其中干部玩忽职守７件，违法乱纪８３件。１９５５年，受理群众信访
７１６件 （次），其中反革命线索１２９件，破坏农业合作化的１３件，贪污盗窃２３件，干部
违法乱纪的１８３件，其他方面３６４件，结案６７３件。１９５６年，全区１７个县 （市）共查处

各类违法案件２３７件，其中农业社干部贪污案２５件，违反社章、破坏集体财产及各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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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件９５件，国营企业商品霉烂积压１２件，国家工作人员贪污２２件，违法乱纪案件２４
件，责任事故７件，其他５２件。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查处各种违法案件１８３起。
１９７９年，地区和各县 （市）检察院相继成立法纪检察科 （股），重点开展了对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案件的查处。

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泾川县城关派出所所长刘俊敏，对犯罪嫌疑人晁存牛使用肉刑，
致其左臂肱骨骨折。次年１月１５日，刘俊敏又对吴佑民不加讯问即持橡胶警棒朝其头部
连续击打，致其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脱逃罪，数罪并罚，法院判处刘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检察机关受理违反法纪案件２９件，立案７件，其中滥用职权３
件５人，玩忽职守１件１人，徇私舞弊１件１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２件３人。侦查终结
后起诉４件，撤案３件。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８月间，平凉市公安局局长将涉案毒品海
洛因３２０１克的６案１１名犯罪嫌疑人未移送有管辖权的当地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在收取
“保证金”、罚款２１７５万元后予以释放，致其长期脱逃。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０年４月，地
区公安处处长和分管副处长将涉案毒品海洛因１１６７５克的３案６名毒品犯罪嫌疑人未移
送有管辖权的当地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决定在收取 “保证金”５９３万元后将其全部释
放，致主要罪犯长期脱逃。经检察分院侦查，上述两案的３名被告已构成滥用职权罪，
向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部分年份查办违反法纪案件表

项目

年份

受　理 立　案 起　诉 免予起诉 其他处理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１９７９ １０ ２１ ６ １７ ２ ４ ３ ９ ４ ８

１９８５ ２４ ３８ ８ １７ ６ １２ ２ ５ １６ ２１

１９９８ １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００１ ９ ９ １ １ １ １

２００２ １０ １４ ２ ３ ２ ２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立案侦查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渎职案件表

项目

年份

案件 涉案人员 （人） 结案 （件） 损失 涉案

受
理

︵
件
︶

立
案

︵
件
︶

合

计

机
关
干
部

国
营
职
工

基
层
干
部

集
体
职
工

个
体
户

其

他

结
案
数

处　理

起
诉

免
诉

其
他

致
死
亡

重
　
伤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元）

共
产
党
员

司
法
人
员

合计 ２４３ ６５ ８３ １３ ２５ ２ １０ ３ ３０ ６４ ３０ ２６ ８ ３６ ５ １２７５２ １４ ８

１９９０ ２１ １２ １２ １ ２ ２ ３ １１ ６ ４ １ ２ ３６４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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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年份

案件 涉案人员 （人） 结案 （件） 损失 涉案

受
理

︵
件
︶

立
案

︵
件
︶

合

计

机
关
干
部

国
营
职
工

基
层
干
部

集
体
职
工

个
体
户

其
　
他

结
案
数

处　理

起
诉

免
诉

其
他

致
死
亡

重
　
伤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元）

共
产
党
员

司
法
人
员

１９９１ ３１ １０ １２ ４ ２ １ ５ ８ ４ ３ １ ２ ２ １８ ２ ２

１９９２ ２２ ７ １２ １ ６ １ ４ ８ ５ １ ２ １ １６１５ １

１９９３ ２３ １ ２ １ １ ２ ２ １５

１９９４ ２９ １０ １２ １ ３ ３ １ ４ ９ ６ ３ １ １ ３ １

１９９５ ３５ ８ １１ ３ ５ ２ １ ８ ３ ５ ２ １ ５９１３ ２

１９９６ ４２ １１ １４ ２ ５ ２ ５ １０ １ ６ ３ ２ ３ ２

１９９７ ２５ ６ ７ １ １ １ ４ ７ ５ ２ ５ １ １

１９９８ １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７ １４

第五节　监所检察

民国时期，第一分院检察处承担对省第三监狱监管工作的监督与检察，县地方法院

检察官承担对本县看守所看守工作的监督与检察。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０月，甘肃第三监
狱典狱长徐醒忱批准该监押犯赵生贵监外作工致其脱逃，徐决定将赵的保人于润川扣押

１０多天。次年４月１９日，平凉地方法院检察官以 “贪污脱逃及妨害自由罪案”对徐醒忱

起诉，５月１３日判决，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
新中国成立初，监所检察工作由地区公安处和各县 （市）公安局分别承担。

１９５１年８月，检察分署纠正错押事件２件、２人，检查发现监管干部贪污罪犯财物１
件，管理不严致罪犯脱逃１５人。
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３年，检察分署对平凉县劳改队９个月中逃跑罪犯７人，静宁县看守所因

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致关押的反革命犯马万立上吊自杀等问题进行查处。

１９５５年，会同军分区、公安、法院等单位，检查县市看守所５０余次，发现各类问题
４０２件，纠正罪犯久押不决、人犯逃跑等问题７０多条。

１９５６年，建议无罪释放２２５人，教育释放３１５人，减刑６５２人，管制２２人，将２９６
名老弱病残在押犯保外就医或假释，清理未决犯７１人。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８年，全区检察机关受理犯人重新犯罪案件１０９９件，经过审查起诉法院

２１７件 （法院审理加刑的１９５人），改作其他处理的４１件。受理犯人申诉５１８件。
１９５８至１９５９年，地县检察院组织力量，对监所进行了３０９次检查，对体罚、虐待人

犯造成严重后果的７名管教人员，逮捕、劳教各１人，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５人。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检察机关会同狱政、劳改部门对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１７０５名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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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检察机关派干部进驻监狱、看守所、劳改队，协助监管部门工作，
纠正超期羁押 ３２件、７７人，追究犯人重新犯罪 ８０件、１０７人，受理犯人家属申诉
１３９件。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立案查办罪犯犯罪案件３７件３７人。发现监所超期拘留２４人，不
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６人，违反减刑、假释规定的４３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１１件。均以
书面通知的形式，督促有关方面纠正。立案侦查监管人员犯罪案件７件、７人。１９９８年９
月２７日晚，庄浪县看守所看守员苏某以谈话为名将一女犯强奸，被依法公诉，法院判处
苏有期徒刑３年。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对５个监狱、劳改单位执法进行检查监督，查出在押犯重新犯罪的

２２人，查办监管人员违法案件２件、４人，查出超期羁押５３人，不符合条件保外就医的
３人，措施不落实致罪犯脱逃的４人，事故死亡２人。以口头纠正的４１次，书面建议纠
正的１２次。２００２年，认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纠正１２件、２３人，对２２８名监外执行的
罪犯进行考察、督促狱政部门收监６名，查处监管干警违法犯罪案件１件、２人。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

１９５０年，受理群众控告６０件 （次）。１９５１年，在重点城镇和企事业单位设置 “控告

箱”。１９５２年，聘任检察通讯员４２人，１９５６年聘任７９４人 （分院聘任１３人）。１９５７年检
察通讯员达到８８７人 （分院聘任２８人），检察通讯员向检察机关反映有关线索３４２条。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停止聘任。同年，地、县检察院受理公民控告申诉５８９０件，检察机关直
接查处２４３３件，转有关部门处理的３１２７件，批驳６４件，存查２１５件。
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６年，受理群众来信２９７５件，检院自行查处１４９１件，转有关单位查处

１１７３件。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受理群众信访８２８３件 （次），其中检院直接查处２４６２件。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９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６１４件 （次），检院审查立案的１０５件。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１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７１８件 （次），立案４９２件，其中检举干部贪污贿赂线索２０９
件，渎职线索５９件，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民产权利的１７２件，其他５２件。２００２年，
推行 “首办责任制”，切实解决群众 “告状难”的问题。全年受理群众控告举报１４４件，
申诉４２件，均办理终结。
１９９９年，检察分院控告申诉科受到省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表彰奖励。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平凉市检察院控告申诉科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检察机关 “文明接

待室”、“文明接待室示范窗口单位”称号。

第七节　民事行政检察

１９９１年７月，检察分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成立。随后，平凉、华亭、泾川、灵台、庄
浪５县 （市）相继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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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受理民事 （经济）申诉案件１２４件。经审理，提请上级检察院
抗诉１８件，检察院直接抗诉２件，发检察建议８件，终止审查３８件，息诉５８件。
１９９８年，地区检察分院受理平凉公路段不服甘检终 〔１９９６〕第２３２号民事判决的申

诉，及时立案审查，发现该案原判确有错误，最后建议省检察院就此案向省高院提出抗

诉。检察分院还审理了静宁县烟草公司不服省检终 〔１９９９〕第５１号民事判决的申诉，经
分院审理，建议省检察院提出抗诉。受省检察院指派地区检察分院办理了平凉市外贸实

业公司劳资纠纷案的出庭抗诉。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检察机关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１３０件，经审理，提出抗诉
２０件，发出检察建议６件，终止审查３７件，息诉６７件。

０４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中）



《政务）
ZHENGWU 





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　机　构

一、巡警局 （署）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甘肃将省城旧有保甲总局改为巡警总局后，于次年八月，通
令各府、州、县 “一律举办巡警”。此后，平凉府所属州、县相继设立巡警机构。“平凉

县总局局员四，分局十，绅士二十四，巡兵三十”。“庄浪县丞总局、总会办各一，分局

四，绅士长各一，巡兵十二”。“华亭县总局局员五，巡兵十。静宁州总局局员五，巡兵

三十。泾州总局局员三，巡兵十二。崇信县总局局员三，分局七，绅士各二，巡兵十

八。”“灵台县总局局员三，分局八，巡兵二十三”。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县设总局１
处，分局１处，巡丁４６人，巡长４人；静宁州总局１处，巡丁３０人，巡长４人；华亭县
总局１处，分局７处，巡丁２６人，巡长１６人；庄浪县丞总局１处，分局４处，巡丁３８
人，巡长１６人；泾州总局１处，分局４处，巡丁２２人，巡长１人；崇信县总局１处，分
局５处 （另建１所），巡丁１６人，巡长１４人；灵台县总局１处，分局８处，巡丁２２人，
巡长１４人。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各州县巡警总局改名为巡警署。

巡警开办时间及人员配置表

州县别
警区地址

开办数
开办年月

巡警人员配置

合计 警务长 区长 区官 巡长 巡士

静宁州 城隍庙一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３６ １ １ ３ １ ３０

泾　州 南关 光绪三十年闰四月 １４ １ １ １２

平凉县
关帝庙一

北极宫一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５４ １ １ ２ ４ ４６

崇信县 一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９ ５ ４

华亭县 二 光绪三十三年 ６３ １１ １１ １１ ３０

庄浪分县
隍庙一

四乡四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３８ １ ５ １０ ２２

灵台县
财神庙一

四乡分区八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 ３０ １ １ ２ １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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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警察所　公安局　警察局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各县巡警署改为警备队。６年 （１９１７）７月，警备队改称警察所，

县知事兼任所长，另设警佐１人。平凉县警察所设警佐１人，巡官５人，教练１人，巡
长、马巡长、马步警１００人，另设东关、安国镇、土谷堆、四十里铺、白水５个分驻所。
华亭县有步警４０人，设安口窑、刘家店２个分驻所。静宁县有警佐１人，巡官４人，教
练警员６７人，设通边镇、水洛城、界石铺、单家集４个分驻所。灵台县有警佐１人，警
士６０人。其他各县情况未详。１６年 （１９２７）改为行政警察队，不久恢复。１７年
（１９２８），灵台县有警佐１人，稽查１人，巡官１人，巡长６人，步警２４人，马警１７人。
崇信县有警佐１人，巡官２人，步警２０人。泾川县有警佐１人，巡官１人，巡长７人，
步警５４人，马警９人。庄浪县有警佐１人，巡官２人，步警３０人，马警１人。其他仍
旧。是年５月，警察所改为公安局。２１年 （１９３２）７月，甘肃省将各县公安局划为三等，
平凉、静宁、泾川、灵台县为二等局，每局设局长１人，局员１人，巡官１至２人，书记
１人，警长４至６人，警士４０至６０人；庄浪、华亭、崇信县为三等局，每局设局长、局
员、巡官、书记各１人，警长２至４人，警士２０至４０人。２２年 （１９３３）１１月，庄浪县
公安局撤销，在县政府设行政警察队，设警佐１人，辅助县长佐理全县警务。１２月，各
县行政警察一律改为政务警察。２５年 （１９３６）７月，一等县政警２２人，二等县１９人，
三等县１７人。除保留平凉县公安局外，其余各县公安局均改为科，每县仅设政务警长１

静宁县政府 “拘票”（１９３８年）

人，警目２人。３０年 （１９４１）５月，各县
政务警察与公安警察一律合编为警察队。

３１年７县有警察４８３人。３４年 （１９４５），
平凉县设消防警察队。７县警察增至 ５０６
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平凉、泾川、庄浪 ３
县改为警察局；静宁、华亭、崇信、灵台

４县设警佐室 （１９４９年改为警察局）。各
县警员人数分别为：平凉１５３人，静宁５５
人，华亭３６人，庄浪５０人，崇信２８人，
泾川５１人，灵台４６人，合计４１９人。
１９４９年８月，各县先后成立公安局，

设派出所４个，检查站、警卫队各 １个，
有干部６０人，战士２０７人。１９５０年５月，

公安处下辖１２县 （市）公安局。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增至１７个。１９５８年，各县 （市）公安、

检察、法院合并，成立政法公安部，次年９月恢复公安局。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专区公安处辖
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７县 （市）局。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工

作机构一度瘫痪。１９７３年，恢复县 （市）公安局正常工作。２００２年，公安局有干警１００１
人，内部设政保、治保、经文保、内保、预审股、政工室、纪检委、刑警、缉毒、治安、

交警队、看守所。平凉、静宁、泾川、华亭县 （市）成立巡警队。全区共有公安派出所

１０１个，民警４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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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安处 （局）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平凉军管会公安处成立 （址在旧平凉监狱）。９月，更名为平凉分
区公安分处，有干部２１人，战士１０６人，设３股、１室、２队、１站。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改
称平凉专员公署公安处。１９５４年夏，迁址原晓星女校 （今博爱商场），后改公安处，此

后，机构名称多易 （参 《政权政协》）。内设政保、经保、治安、预审、秘书、劳改６科
及政治处，直属单位有民警、劳改大队和监狱，另设专家保卫组。１９５７年１月，撤销预
审科、专家保卫组。１９６７年４月，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次年２月２６日，成立平凉专
区革委会保卫部，内设侦破、治安、审判３组。１９７３年４月，恢复地区公安处，９月７
日，改为地区革委会公安局，内设１处、５科，迁址地委院内。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４日，接管
平凉县消防队，增设消防科。１９７５年，迁址红旗街。１９７６年增设武装民警科。１９８１年５
月，复为公安处。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撤销民警科，成立武装警察支队 （团级）。１９８７年６
月，增设交通管理科，对外称交通警察支队。２００２年，公安处内设２７个科、室 （队），

实有１１２人 （不含交通警察）。

第二节　政治保卫

一、国民党军政官员的登记与管训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２日，公安处发布 《申请登记工作布告》。９月２３日开始，各县公安局
成立管训队，负责军政人员的登记与管训。至年底，申请登记的１０９９人中，国民党区分
部委员以上人员５３７人，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人员１４２人，军统特务７２人，中统特务１０３
人，其他特务６４人，旧行政官员１８１人。平凉、泾川、固原、灵台、隆德５县集训问题
较大的党、特人员２１７人。１９５１年２月，对剥夺公民权的特务及国民党、三青团主要负
责人、有反动活动的国民党军政官吏和反动地主恶霸、会道门首领等进行集中管制。至

１９５２年８月，全区累计管制７４６人，内有特务１６０人，军政官吏３５人，恶霸地主２２５人，
反动会道门头子６３人，党团骨干８５人，反革命分子１７８人。

二、镇压反革命 （参 《政治运动纪略》）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年底，全区发生土匪抢劫案７７起，侦破２０起，捕获土匪５７人。１９５０至
１９５１年，全区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１４起，捕获首犯１９人。侦破反革命阴谋暴乱案１８
起，打击处理罪犯１０９６人。
１９５０年，潜伏下来的原国民党８２军旅长马云山，在平凉、固原、华亭等地网罗土

匪、帮会头子、地痞流氓等，组成 “忠义军前进指挥所直属第一支队”，下设２个旅、１９
个团，马任 “司令”，诱骗裹胁群众４４５７人，图谋在５月８日攻打平凉县城。公安机关
获悉混入平凉县政府的电话员朱子和通匪，５月８日下午２时将其逮捕，经突击审讯，朱
供出主要犯罪情节。公安机关与部队当晚紧急行动，逮捕了隐藏在城内的叛匪头目王凤

亭、王瑞生等２４人。９日晨，２０多名叛匪袭击平凉县安国区政府，杀害民警１人，砍伤
干部２人。当晚，马云山率３００余人攻打平凉县城，被驻军击溃，匪众四散。１０日，叛
匪企图攻打泾原县城，遭驻军阻击后流窜于固原、海原一带，继续作恶。２２日，平凉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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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在西吉县偏城将叛匪一部包围，击毙１２９人，伤８３人，投诚１３４人，缴获各类枪支３９
支 （挺）。为策应 “五八叛乱”，６月５日下午４时，平凉监狱惯匪马五儿、董明君等５
人乘隙窜上岗楼，抢夺哨兵枪支，进行暴乱。平凉驻军和监狱公安部队四面围击，晚１１
时暴乱平息。６月１３日，叛匪发生内讧，“副司令”李福林等在平凉北塬甜水沟将马云山
枪杀，向政府投降。７月，叛乱全部平息。此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１００余人，伤２３７人，
毁坏汽车５辆，抢去枪支３３支 （挺），手榴弹３９５枚，子弹２３３７发，大牲畜３３４头，羊
１７５只，人民币１８１１３３万元 （旧币），银元３３６９块，白银１６００两，布１８９７匹，粮食
９７７石，面粉１３５０公斤。平叛中击毙叛匪１７４人，俘虏６１８人，投诚４０９人，缴获枪支
３３２支 （挺），子弹３３８１发，骡马９７头。平叛后，对首恶分子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２３３
人，对受骗裹胁的基本群众既往不咎。平凉市于１９８３年对“五八”叛乱案处理扩大化的错
误进行了检查纠正。原定 “既往不咎”的７０６名参与叛乱的一般成员中，有３１０人在以
后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捕、错管、错戴帽子，经过复查，给２２０人平反昭雪。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３年３月，全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经过三个战役，对土匪、特

务、恶霸、国民党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３７５６人。
三、侦破政治案件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９年底，全区共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２０２起，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各种名目的
反革命集团，如“西北仁义军”、“陇东游击支队”、“西北独立师”、“西北人民救民军”、“大汉

天朝”、“大汉救国军”、“创新道”、“人民政务军”等。另一类案件是派遣潜伏特务和间谍。

１９５６年９月，平凉市公安局破获一起潜伏特务案。军统特务张秉华在台湾经过特工
训练后，１９５０年被派到平凉，以皮毛加工为掩护，联络１０多人建立地下特务据点。
１９５３年７月，地区公安分处侦破一起帝国主义间谍案。西班牙人高金 、桑成祯、

祁孔有于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侨居中国，不久窜入平凉，混入天主教平凉主教区，高担任
主教。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架设电台，密藏武器，搜集情报，仅查获拍摄平凉机场、桥

梁及重要军事设施的照片就有２３８０张。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先后１３次给日军提供平凉气
象情报，窃取平凉文物１３件。全国解放后，又在教会组织 “圣母军”散发反动书刊，破

坏宗教改革。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９日，根据省政府的命令，将高、桑、祁３人驱逐出境。
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全区查清平凉解放前有特务组织９６个，特务分子１１２１人。

新挖出军统特务１１２人，中统特务１０９人，处理潜伏特务１４人。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孙和中 （自任师长）带领２００余名匪徒，打着 “救国起义为民

五极军一师”的旗号，包围泾川县荔堡公社，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４支，自行车７
辆及电话机等，闯入邮电所，砸坏总机、割断电线、散发反动传单，后窜至镇原县上肖

公社，打伤干部、抢枪３支以及粮食、布匹、现金等物。２３日，解放军、公安干警、民
兵联合战斗，两小时平息叛乱，捕匪１５人。
１９６２年８月，庄浪、华亭、静宁、平凉、崇信等县公安局破获以赵宝、朱自治为首

的 “保白朝”反革命阴谋暴乱案，活动地区波及陕、甘、宁三省 （区）的 １４个县
（市），查获案犯１１７１人，其中区内５县 （市）６１７人中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劳改
释放犯５５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管制１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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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３月，省公安厅工作组对全区１９６０年破获的１０起反革命预谋暴乱案进行复
查，认为大多数案件定性准确，证据充分，但在案犯的认定上有扩大化的问题，有６９人
因逼供致死。

１９７７年７月，全区６县发现台湾空飘大陆的传单，波及１３３９个生产队和２０个机关
单位。公安机关收缴反动传单、图片１２种、１５２７９张，糖果、食品等物６１包。１９７８至
１９９０年，两次收缴此类传单２９０多种、２２９９０张。侦破向国外敌特机关投递挂钩信案件
２３起。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地、县公安机关开展查禁取缔 “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专项斗争，取

缔设在区内的两个辅导站、２５个活动点，收缴宣传品８６１７张，查封非法印刷窝点１处。
对１３２名痴迷者举办法制学习班，通过集中学习教育，有１１６人与 “法轮功”彻底决裂，

转化率为７８８％。全区破获 “法轮功”案件７起，抓获作案成员１４人，对参与 “法轮

功”非法聚集滋事活动的人，分别给予拘留、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等处理。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

清光绪年间，传入区内的 “瑶池道”组织有 “普度堂”、“西华大道”、“归根门”、

“大道门”“归根道”、“灯花门”、“西华门”、“西华堂”、“龙花会”、“双鱼门”、“清静

门”、“双真门”等１１种。民国时期，全区有帮会、封建会道门４０余种，“一贯道”传入
时间长、波及地区广。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华亭县 “一贯道”道首王炳生、张得敏二人窜入崇信县铜城乡，

设坛布点，发展道徒，任命道首。２９年 （１９４０）开始，“一贯道”绥远派、河北派、山
西派、河南派、甘肃派、陕西派纷纷派道首来平凉、泾川、华亭、静宁、庄浪等县 “开

荒”办道，发展道徒，设立活动据点。至１９５０年，“一贯道”以平凉为中心，遍及全区
７县一半以上的乡村，有３大派、２０个小派 （支）、４个股系。受骗入道的群众平凉市有
１０４４７人，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１％，灵台、静宁、庄浪３县４８６００余人。反动道首利用部分
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制造 “变天”舆论，蛊惑人心，煽动道徒与人民政府对抗；利用

扶乩、开班、立愿、超度亡灵等手段，奸污妇女，骗钱害人，有的道首成为敛财害人的

“吸血鬼”。山西、绥远两派的道首在平凉活动期间索取黄金 ２６４两，白银 １００多两；
１９４９年 “前人”郎秉金一次从平凉带走黄金１００多两。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３年，全面取缔 “一贯道”。登记退道的道徒７７５６２人，查出道首２１７２
人，其中：前人３６人、经理３２人、点传师６７５人、公共坛主１４２９人。打击处理道首
１３２３人，占道首总数的６６８％。

１９５６年，取缔 “一字门”、“清静普渡会”、“高等会”、“龙花会”、“皇坛”、“仙

坛”、“慈善道”、“劝民斋”、“清佛坛”、“斋坛”、“皇坛会”、“天寿皇坛”、“紫霞圣

教”等１３种反动会道门，共登记道徒１４７４人。
１９５８年６至８月，取缔“中华理教会”、“瑶池道”、“皇坛”、“四正香”、“一心天道龙花

理圣教会”、“大乘门”、“三教会”、“保平坛”、“先天道”、“清静庵”、“观音童子会”、“明化

坛”、“反先坛”、“双重门”“速报门”、“报德门”等２２种反动会道门，共登记道徒８７６９人，道
首８５８人。捕办道首、依法管制、交群众监督劳动１２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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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１２月１５日，县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取缔“青、红”两帮（又名哥老会）。
１９６１年，取缔“黄贯道”。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破获 “普度堂”复辟活动案，涉及平凉、镇原等县，成员 １４９人。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９２年９月，静宁县两次查处 “大乘门”复道活动案。１９８４年破获 “大道

门”复道活动案。

１９９５年，破获 “门徒会”复辟活动案。１９９４年，被政府明令取缔的 “门徒会”骨干

孔小荣等４人从陕西窜入庄浪、灵台、泾川、崇信、华亭等县，以传播基督教为名，发
展成员１５７２人，建立活动据点１８９处，任命骨干１９６人。他们大肆散布 “世界末日来

临”的邪说，致使部分群众思想恐慌，不事生产，有病不治致死。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４日，灵
台一中一名高一学生，因患感冒回西屯乡郭杨村家中养病，其父母 （均为 “门徒会”成

员）纠集１０余名 “门徒会”成员到家驱鬼避邪。２７日下午，又以火烧 “撒旦死鬼神”

为由，将该学生抬至村外，身体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此案逮捕８名首要、骨干分子，收
审１２人，取保候审４人，治安处罚２９１人，具结悔过７４人。共取缔非法设立的 “门徒

会”分会４处、教会９５处、活动据点９０处。１９９８年，破获一起涉及４县、１１乡１２０多
人参加的 “门徒会”复辟活动案，取缔非法设立的大教会１处，活动点５个。２００１年，
庄浪、静宁、灵台县破获 “门徒会”非法活动案３起，对涉案的１３７人分别给予治安处
罚、劳动教养及其他处理，取缔非法活动点５个。

五、监督改造 “五类分子”

１９５６年，全区１７县 （市）将２６４１６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交农业生产合作社管
制。１９６０年，全区有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２０２５６人。对这些人采取 “十个

好人夹一个坏人”、“三包一保证” （包教育改造、包监督劳动、包防止破坏、“四类分

子”自己保证限期改造好）、“月评、季考、年升降”的方法改造。全区共建立群众 “包

夹”改造 “五类分子”小组８２２个、３１９１人。１９７７年，全区有 “五类分子”９７６２人，
其中地主分子３２６２人，富农分子２０３６人，反革命分子３１１１人，坏分子１１２９人，右派分
子２２４人。经评审，守法的３３３３人，占３４１％；基本守法的４４９７人，占４６％；表现不
好的１６７９人，占１７３％；有破坏活动的２５３人，占２６％。捕办有破坏活动的 “五类分

子”１６人，管制７人；对表现好的３８人摘掉帽子。１９７９年１月，有 “四类分子”８７９３
人，除外流下落不明的１５３人和继续复查的５５人外，批准摘帽的６３０４人，占７１７％；
纠正错戴错划的１９９３人，占２２７％。１９８３年６月，贯彻公安部的通知精神，给现有 “四

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

六、处置突发事件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４日，宁夏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教民近百人乘车抵平凉，强行占领拱
北，成立组织，派人戒守，拆毁拱北楼房１８间，扬言要联合各地哲派教民在农历五月二
十七日第二代教主穆宪章１８２周年 “忌日”活动期间聚众起事，引起各界群众强烈不满。

为保持平凉民族团结和城区社会安定，地、市公安机关经过３５个日夜艰苦工作，来自省
内外近万人参加的 “忌日”活动未生事端。

１９９３年９月３０日，青海西宁市４４５名穆斯林群众分乘９辆汽车，集体赴京上访，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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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时到平凉。在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四处串联，扩大影响。地市公安机关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终将其劝阻于平凉。１０月４日，这批群众离平凉返回西宁。

七、出入境管理

民国时期，外国人侨居平凉办教会者日渐增多。２４年 （１９３５）有２１人 （女８）侨居
平凉、静宁、泾川、华亭、灵台５县。３２年 （１９４３）８月统计，有外侨２４人 （美国７
人、西班牙１６人、瑞典１人）。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外

侨进行登记，定期查验证件。１９７８年，
开始办理出入境管理手续。至１９９８年
底，全区出境、出国人员２７４人 （次）；

来本区探亲、访友、旅游、洽谈贸易或

过境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 ３３１８
人 （次）。２００１年，来平凉旅游观光或
探亲访友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共

３９８人 （次），分别来自２１个国家和地
区；受理公民因私出国申请８４人，审
批８１人 （去港、澳、台１４人）。

第三节　经济文化保卫

一、要害部位保卫

从１９８０年起，全区对３５４个要害部位全面进行审定，健全档案２８０份，对要害部位
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组织１０３个护厂巡逻队、４１２人参加。１９８５年，全区４３３
个内部单位建立１７６个治保会、４１２个治保小组。１９８７年，推广应用防护新技术，有８０
个单位安装使用报警设施１８３台，３３个单位值班守库使用先进的防卫器具。１９８８年，有
１４５个要害部位配备使用报警器，拥有自卫器等先进设施４９１件 （台）。

二、专项保卫

９０年代以来，地市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圆满完成了２４次重要的节庆、旅游、体育
活动的保卫任务。主要的有１９９４年６月第三届崆峒旅游节、宝中铁路建成典礼、１０月泾
川县西王母庙会庆典、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两次国家特运车队经平凉、静宁等３县 （市）及９
月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等。

三、查处经济犯罪案件

１９９７年，地区内保部门开始内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年侦破走私及使用假
人民币案４起，假币总额１３９６万元，侦破贷款诈骗案一起，诈骗金额１１６２万元，利息
２５８万元。１９９８年，查处经济案件１４起，涉案金额１８６万元，破案追回３２万元。１９９９
年，内部保卫工作重点调整为对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受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１８起，涉案
总金额４２９５６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２２人，挽回经济损失６０７２万元。２０００年，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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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１９５起，查结１５７起，其中立案６４起，破获６１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
人员１８６人。２００１年，受理经济犯罪案件１００起，立案７５起，破获６６起。２００２年，公
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参与查获食品、烟草、汽油、

农资等假冒伪劣商品１６６３吨，捣毁违法窝点１５处。全区共受理经济犯罪案件７０起，涉
案值６７１２３万元，立案５４起，破案４９起，挽回经济损失２４０７６万元。

第四节　刑事侦查

一、刑侦破案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０年，全区发生刑事案件１０００起，其中抢劫案件６００起，盗窃案
件２００起。１９５１至１９６０年，全区发生各类刑事案件５３８３起，破获４２０９起。刑事案件中
凶杀、抢劫、纵火、投毒、强奸、重大盗窃、贩毒等恶性犯罪突出。１９５２年杀人案同上
年比较上升５倍多，贩毒案上升近４倍。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９年发生各类刑事案件６５７６起，破
获４０４６起。这一时期盗窃案件上升较快，仅１９６１年发生１４７６起。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６年，集中
打击流窜犯罪活动，发生各类案件２５７１起，破获１７５７起。重大案件凶杀占５０％。１９８２
年开展打击流窜犯罪专项斗争。１９８５年在平凉市、华亭县重点组织破案战役。１９８７年开
展禁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反扒窃、打击盗伐林木等专项斗争。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０年，开展
扫除 “六害”（私种吸食贩运毒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

民警在平凉城区巡逻

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

人）的专项斗争。１９９３年开展
“反三窃” （盗窃、扒窃、绺窃）、

反内盗、打击犯罪团伙和车匪路

霸的专项斗争。共查获犯罪团伙

１１０个，成员４５５人；侦破车匪路
霸案件５１起 （大案８起），摧毁
犯罪团伙４个，抓获犯罪成员５６
人。１９９６年，全区打了一场破案、
禁毒、反盗窃、挖团伙、追逃犯

攻坚战，突破一批在省内挂号的

重特大案件。共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８３０起，其中重特大案件２３９起，摧毁犯罪团伙３３个，追逃犯１０５人；缴获枪支３０６
支，凶器６００余件；整顿４８２个重点地区的治安秩序。

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１９８３年８月，全区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简称 “严打”）。共查破

刑事案件１２４３起，其中隐案１１０５起，重大积案４起，特大案件６起。摧毁犯罪团伙７０
个，涉及成员４２７人，收捕各类罪犯１１８８人，缴获各种枪支１５支、子弹１３６万发，匕
首等凶器８６件，赃款赃物折款６５万元。１９８４年共破获现行案、积案、隐案４３７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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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流窜犯２６４人，逃犯３０人。１９８５年８月，公安处组织１８名干警赴平凉市、华亭县，
共破获刑事案件１１３起，其中重大案件１８起。１９８６年３月后，以 “反盗窃、打流窜”为

重点，全区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３４９人，摧毁犯罪团伙３４个。１９８７年，开展了禁赌、打
击流窜犯、查禁淫秽物品和非法出版物、挖团伙、端窝子、破大案、反扒窃、打击盗伐

林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专项斗争。全区共召开捕判大会５３场，
逮捕罪犯３６０人，判刑１３２人，宣布劳教１９人，少管６人。１９９６年４月，全区开展 “百

日严打”斗争，破获一批重特大案件，刑事案件和重大案件的侦破率均创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高水平。

１９９９年，全区开展了４次 “严打”专项行动，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７９０起，其中大案
２６１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０１８人，追回逃犯１４４人，整顿３０００多个场所、５００多个
路段的治安秩序。２０００年，开展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斗争，抓获人贩子３０人，解
救被拐卖妇女３６人，儿童７人，打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３个。２００１年，深入开展
“打黑除恶”和网上追逃专项斗争，打掉了２７个黑恶势力团伙，抓获案犯１９３人，抓获
网上在逃人员６０人。２００２年，开展了以打击 “两抢” （抢劫、抢夺）、“两盗” （盗窃、

绺窃）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斗争，共破获新旧刑事案件 ５５２起 （现案 １９８起、积案 ３５４
起），占全区全年破案总数的６８１％，破获 “两盗”案件３５４起， “两抢”案件５６起，
打掉犯罪集团４０个、１７２人，追捕回逃犯５３人。

三、侦破技术

５０年代中期，少数县局配备一些简单的现场勘察包，个别县有警犬、法医，但许多
鉴定、化验仍依赖于省厅。７０年代后期，刑侦技术建设被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
１９７９年５至９月，公安处举办刑侦技术训练班。１９８１年５月，公安处设立刑侦技术科。
１９８３年，各县 （市）公安局配备照相、文检、痕迹检验、法医等专业技术人员，陆续建

成三级刑事技术点，增加法医病理检验项目，成立警犬大队，微量物证的发现和检验水

平有所提高。９０年代，“一般鉴定不出县 （市），疑难鉴定不出地区”。

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表
单位：件

年 份
全部案件

发生 破获 ％

其中重大案件

发生 破获 ％
年 份

全部案件

发生 破获 ％

其中重大案件

发生 破获 ％

１９５０ ３３０ １９４ ５８７

１９５１ ３３０ ２８６ ８６７

１９５２ １２４０ ７６８ ６２

１９５３ ３１２ ３７ １１８

１９５４ １４９ １０６ ７１

１９５５ ２２７ ２１２ ９３８

１９５６ １３５ １２５ ９１

１９５７ ５５５ ４５０ ８２ １２３ ８６ ７０

１９５８ ４１９ ４１６ ９９ １３５ １３２ ９７９

１９５９ ３５０ ３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９６０ ７２３ ６３８ ８８２ ２１７ １４７ ６７７

１９６１ ３７３５ ２２５４ ６０３ ４１１ ３２１ ７８

１９６２ ８６４ ５８６ ６７８ ２２９ １５６ ６６７

１９６３ ４１５ ３０９ ７４４ ２１ ２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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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全部案件

发生 破获 ％

其中重大案件

发生 破获 ％
年 份

全部案件

发生 破获 ％

其中重大案件

发生 破获 ％

１９６４ ３０７ ２０１ ６５４ ３４ ３０ ９０９

１９６５ ２６１ １７０ ６５ ３３ ３０ ９０９

１９６６ ３１０ ２３６ ７６ ４１ ３８ ９２６

１９６７ ２７３ １２３ ４５ ２７ ２４ ８８８

１９６８ １０３ ４４ ４２７

１９６９ ３１０ １２３ ３９７ １４ １０ ７１４

１９７０ １５８ ７８ ４９３ １５ １４ ９３３

１９７１ ２８２ １６３ ５７８ ２３ １７ ７３９

１９７２ ３１０ ２０２ ６５２ １７ １５ ８８２

１９７３ ５２１ ３２９ ７２７ ３２ ２９ ９０６

１９７４ ４９４ ３５４ ７１２ ４５ ４２ ９３

１９７５ ３７８ ３０１ ７９６ ３５ ３５ １００

１９７６ ４２８ ３３０ ７７２ ４４ ４３ ９７７

１９７７ ４３４ ３４０ ７８３ ２４ ２１ ８７５

１９７８ ３７６ ３１１ ８２７ ３６ ３１ ８６１

１９７９ ４４０ ３５０ ７９５ ２６ ２５ ９６２

１９８０ ６５６ ５１３ ７８２ ４１ ３６ ８７５

１９８１ ７０７ ５３９ ７６２ ６６ ５２ ７８８

１９８２ ７３８ ６２４ ８４６ ７７ ６２ ８０５

１９８３ ４７７ ４１０ ８６ ５７ ５０ ８７７

１９８４ ３５０ ２７７ ７９１ ６８ ６１ ８９７

１９８５ ３７３ ２９９ ８０２ ６２ ５１ ８２３

１９８６ ２９３ ２４８ ８３７ ５６ ４７ ８３９

１９８７ ３２０ ２６１ ８１６ ６５ ４８ ７３８

１９８８ ４２１ ３２５ ７７２ １１９ ９６ ８０７

１９８９ ５４９ ４５０ ８１９６ １６２ １２９ ７９６

１９９０ ７１０ ５００ ７０４ １９０ １２１ ６３７

１９９１ ２１６６ １０９９ ５０７ ３１４ １９４ ６１８

１９９２ １１６６ ７２９ ６２５ ２５６ １６１ ６２９

１９９３ １０５４ ７４８ ７１０ ２７８ １９５ ７０１

１９９４ ９３８ ７２５ ７７３ ２５２ ２０７ ８２１

１９９５ ８７７ ７０６ ８０５ ２６６ ２０７ ７７８

１９９６ ８３０ ７１４ ８６ ２４３ ２１４ ８８１

１９９７ ７６４ ６９４ ９０８ ２３８ ２１６ ９０８

１９９８ ７７９ ７２０ ９２４ ２０９ １９２ ９１８

１９９９ ７６１ ６８３ ８９８ ２３８ ２１４ ８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１５ ７３４ ５１９

２００１ １７７４ ８９６ ５０５

２００２ １５７３ ８１１ ５１６

第五节　治安管理

一、特种行业管理

１旅店业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４月开始，旅店按规定逐月向警察机关报送旅客住宿情况。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旅馆、客栈成为户口清查重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机关主要从３方面进行管理：
颁发营业许可证　１９５４年，推行颁发营业许可证制度，无许可证的旅店一律不准经

营。１９９３年，全区共核发旅店业营业许可证５８５户，其中国有１１１户，集体１７３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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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３０１户。
健全管理制度　１９４９年，各旅店普遍设立旅客循环登记簿，进店旅客由店主如实填

写，一份当天送公安派出所审查，一份留旅店备查，遇有形迹可疑、来历不明的客人，

店主立即报告。１９６２年以来，在旅店建立包括登记、查店、防盗、防火、门卫值班等安
全保卫制度。

重点整顿　１９６２、１９７２年，公安机关对全区旅店进行两次突击整顿，取缔未经批准
开业的 “黑店”７１处，清理出自由流动人员６６００多人，泾川、平凉、华亭３地查处违法
犯罪分子９４２人。１９９７年７月，各县 （市）公安局对旅店进行清理整顿，检查旅馆２５９
户，发现隐患１１１处，责令停业整顿８户，挂牌警告２户。整顿中，设置贵重物品存放间
１１０间，客房配备保险箱１６个，签订治保责任书２５３份，建立治保小组２２６个，培训旅
店从业人员１３９５人。
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旅店４８０户，其中国有６２户，集体１５４户，个体２６４户。２００２

年，全区有旅店５４１户，其中国有７７户，集体１５７户，个体３０７户。经过反复整顿，责
令限期整改不安全因素６４８处。
２旧货业
１９６３年，平凉、泾川、静宁、灵台、华亭５县有旧货、废品收购门市部、寄售所１１４

处。灵台、静宁、华亭３县查出销售脏物的场所２６处，查出违法犯罪分子１４３人。陆续
建立收货登记、查验证明、盘问来历、可疑情况及时报告等制度。７０年代，旧货业主要
由国家经营。１９７９年底，有旧货业１０７户。１９８２年，有旧货业１３２户。１９８９年６月，地
区公安处对平凉市１８７家废品收购点和７７家走街串巷收购的 “筐筐”队进行整顿。１９９１
年１０月，全区开展以整顿废旧金属收购为重点的反盗窃战役，查获非法收购的废金属６８
吨，破获盗窃案件５２起，抓获盗犯４０人，缴获脏物总值１１６万元。１９９８年２月，公安
处对１２０户废旧金属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依法取缔１０５户，收缴废旧金属１５吨，破获
销赃案件１起。经过反复整顿，网点布局趋于合理，全区有旧货业４５户。２００２年，全区
有废旧金属回收业６９户，拍卖行１户，机动车修理业５５２户。
３印铸刻字业
新中国成立初，有的印铸刻字业主曾为反革命组织刻制党政机关印信、印刷反动传

单、扰乱社会治安。１９５１年８月，将印铸刻字业纳入治安行政管理范围。５０年代后，简
化一些繁琐审批手续，健全制度，强化内部治安保卫工作。１９７９年，全区登记在册的印
铸刻字业２２户。２００２年，有印铸刻字业２２７户。

二、公共复杂场所管理

清末，巡警按所辖地段分灯设岗，上街执勤穿号衣，佩枪棍，遇急吹哨，遇暴拿获。

民国时期，凡开设电影院、戏院、书场、舞场、茶社等均有营业许可证。要求内部

有防火设施和宽敞的场地，以备紧急情况疏散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县公安机关经常开展防火、防盗的宣传教育，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堵塞漏洞，清除隐患。对影剧院、录像放映点 、俱乐部、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

颁发 《安全许可证》。１９９６年，对８８家电子游戏室进行检查，查封取缔５家利用游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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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赌博活动，没收 “抓娃机”、转盘机３台，搬迁３户设在学校附近的游戏室，庄浪、静
宁、灵台县全部关闭在县内开设的２０家电子游戏室。
２０００年，全区有影剧院、录像放映厅、歌舞厅、卡拉 ＯＫ厅、电子游戏室、美容美

发店、茶室、网吧等公共娱乐场所１９７２家。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配合，对这些场所进行
整顿，规范其经营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底，共有公共娱乐服务场所１９９５家，检查娱乐服务场
所６８６家，发治安隐患通知书１６７份，依法关闭不合规定的歌舞娱乐场所８家，查处违法
犯罪人员１８２人。

三、危险物品管理

枪支弹药管理　民国时期，对枪支的管理主要是清理登记。３４年 （１９４５）１２月，甘
肃省保安司令部登记，平凉、泾川、静宁、华亭等７县民有枪支２２０９支，弹药１２万发；
公有枪支９１８支，弹药２２７万发。

新中国成立初，散存在社会的枪械骤增。公安机关通过对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的登

记共收缴轻机枪 １０挺，步枪 ４４５支，短枪 ４７支，各种子弹 ２２８万发，炸弹 ２４９枚。
１９５１年６月至１９６３年，基本完成枪支清理整顿任务。８０年代后，社会上各种枪支大量增
加，管理混乱，持枪伤人事件时有发生。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共清理出各类枪支５５０８支，
经审查发给持枪证明的５２８５支，没收２２３支。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地、县 （市）公安机关

对流散在社会上的军用枪支、猎枪、火药枪、气枪进行清查、整顿和登记发证，收缴非

法持有枪支４４８支。舍某某等人持假介绍信从丰收机械厂购买半自动步枪零配件，自行
组装步枪９支，卖给宁夏西吉县搞教派械斗的一方。此案共有犯罪嫌疑人１６人，逮捕１２
人，厂方有关人员也受到纪律处分。１９９６年，公安机关开展 “收枪治暴”专项斗争，共

收缴非法枪支２５３６支，重新登记发证１７９１支，对持枪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２００１年，全区开展 “治暴缉枪”专项行动，收缴土猎枪３１９７支，制式猎枪１９０支，

气枪５４支，小口径步枪２７支，军用枪９支，仿真枪２１支。２００２年收缴非法持有的民用
枪１９３支。

爆炸物品管理　１９８４年，公安处组织力量，对存放、使用爆炸物品较多的华亭、平
凉、崇信３县 （市）进行全面检查，对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这些物品的单位

进行验证发证，做到 “产、供、销、运”层层把关，专库、专人保管，专柜销售，领用、

消耗有账有卡，有据可查。华亭县从事煤炭、陶土、石英砂生产的企业７０多户，炸药年
使用量７２０吨，雷管１４２万发。１９９５年，爆炸物品实行国家统配，全区使用炸药的单位
１１０家，年使用量２３００吨，雷管１１７８万枚，使用单位配备安全员１７２人，保管员１２３
人。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地区公安处分别在华亭、崇信、安口举办爆破员培训班，５０个单位
的３４５名爆破员、９２名管理人员参加培训，结业时经省公安厅考核换发新的岗位操作证。
２００１年，全区开展对民用爆炸物品大检查，对１３２家涉爆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
１４７处，收缴非法持有及购销的炸药３１０１３公斤，黑火药２４３公斤，销毁、报废一批过
期失效的雷管、炸药，关闭不合格小矿山、小采石场１５户，查处涉爆案件３７起。２００２
年，全区以平凉、华亭、崇信３县 （市）为重点，对铁路、公路、采石场集中开展安全

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制造、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查处涉爆案件６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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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生产，有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运输、储存、销售诸环节有主管部门审

批、签证，成品和半成品实行２次检封、３次管理制。庄浪县群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烟
花爆竹生产量大。县公安局对水洛、南湖等５个乡镇３００多户个体作坊进行安全检查，查
封４户，没收炸药１５０多公斤，成品炮３４３万头，半成品４３９万头，鞭炮筒３６６万个，
引火线３０００米。１９９７年，地县公安机关查获非法运入区内的烟花爆竹６５７件。１９９８年，
查处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案件１５起，查获爆竹１０００余件，查获湖南非法运往省内的烟花爆
竹２５０件。
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全区共发生爆炸事故２７起，死亡２２人，伤４８人。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

日，平凉市草峰乡十庄村在距火药库仅４５米处召开社员大会，因社员吸烟致火药起火
爆炸，烧伤２９人，烧死１３人。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８日，崇信县铜城乡庙台村农民刘银喜用自
制的７９２公斤炸药爆破采石，飞石击中宝中铁路１２６号桥梁，砸断高压线，致火车停运
１２小时９分。

四、禁　赌
民国时期，平凉赌风极盛，虽曾明文禁赌，但未能禁绝。平凉县府于每年夏收后，

在南河道、东岳庙利用庙会放赌一月，立赌棚，设赌场，招徕赌徒，以征收赌博捐赋。

平时，在一些集市、庙会、茶馆、小店公开聚赌，由赌为盗匪的案件屡有发生。静宁县

曾有过两次严禁，但赌风未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明令禁赌。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３年，平凉市公安局破获赌博案件
１０９起，抓获赌徒５１４人，赌资、赌具一律没收，赌徒具结悔过，屡教不改者处以劳役，
赌头、赌棍被依法惩处。此后，公开赌博者渐敛。

８０年代以来，赌博抬头、蔓延遂成公害。１９８７年３月，地、县公安机关开展禁赌专
项斗争，共扫除赌博窝点１０９个，收缴赌资１９６万余元，赌具４５付，查处参赌人员７８３人。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打击在长途客车上进行赌博的犯罪活动，捣毁犯罪团伙６个、３０人，收缴赌资
２６６６元，手表４块，菜刀１把，罚款１８８万元，并抓获窃贼９人。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破获赌博案件１６６６起，处罚９９４８人，捣毁赌博窝点４５处，
没收赌资８万余元。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赌博案件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０年，全区查处赌博案
件３５４起，涉案人员１７５７人。２００２年，查处赌博案件７５８起，３８６７人。

五、禁　毒
清乾隆年间，鸦片由甘南、临夏和陕西咸阳等地流入区内。道光年间农民多有种植，

吸食烟毒之风渐盛。当时虽倡导禁毒，但地方官吏大多为中饱私囊仍然种烟吸毒，因而

烟毒屡禁不止，烟民有增无减。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平凉府属种植罂粟面积６５６９７７
亩 （水地２９８１亩，川原地４２７５５５亩，山坡地１９９６１２亩）。清政府把种植罂粟作为敛
财的一项主要来源，规定：农民种１亩罂粟，水地征银３钱，川原地征银２钱５分，山坡
地征银２钱。按此标准，当年平凉府共征银１５５７５４两，除照章留一成经费１５５７两外，
实上解银１４０１８４两。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清政府决定，至辛亥年 （１９１１）１２月为各省
罂粟禁绝之期，平凉府、州、县亦宣称当年７月底 “一律禁绝罂粟种植”。

民国时期，府、县当局或出文告，或施严刑，以表禁毒 “决心”，实际上是禁下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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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雷声大，雨点小，烟毒禁而未绝。据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８月１５日甘肃省各县局登记
烟民及执照数目统计，平凉７县领取执照吸食毒品的烟民有２１２６６人 （男１９３０９人，女
１９５７人），每月吸大烟３３０４３２１两。１１月统计，平凉７县共有烟民２１５０５人，占全区总
人口８１５６６８人的２６％。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庄浪、静宁各县自配生产忌酸丸、
补正丸、四物丸、瓜汁饮药等以施戒除。２０至２４年７县每年种植大烟面积在２１万亩至
２８万亩之间，年产大烟７２９３万两至８８６５万两之间，政府据此５年征收罚款１２７７万
元，年均２５５４万元。２８年 （１９３９）１月，甘肃禁烟督察分处派员督办平凉等１０县禁烟
事务，对收存的土烟进行登记、销毁。是年６月３日，华亭县政府在城南药王洞召开纪念
虎门销烟１００周年大会，当场销毁从各地查出的鸦片。２９年 （１９４０）８月，平凉设立烟
民调验所 （烟民满３０００之县设）。３０年 （１９４１），甘肃省政府施政报告称：甘肃各项禁
政都依限完成，但仍在平凉、华亭、静宁县发现烟土。３１年 （１９４２）６月３日，平凉各
界举行禁烟大会，宣布每年６月３日为禁烟日，时有标语称 “禁绝烟毒为振兴民族的先

决条件”、“减少一个烟民，增加一个壮丁”、“吸食鸦片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戒后复

吸者处死刑；公务员、军警包庇贩卖运输鸦片者处死刑”。当时还强行收缴住在平凉城内

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傅作义之母的烟具，下令毁弃烟田，封闭烟馆，设立戒烟所。

声势不小，但收效甚微，烟毒照旧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禁烟肃毒活动。１９５０年，平凉专、县相继建立禁烟委
员会，发布禁烟禁毒布告，设立戒烟所，对烟民强制戒毒。至年底，全区查获大烟

２２１４１２两， “白面”２９８９２两，人民币 ７２０５６５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下同），白洋

６０９８５元，大烟棒４６４５５个，烟膏、烟渣１５１３２两。１９５２年６月，仅平凉市查获烟毒
案１２７件，收缴大烟２７４５０３两，料面２４４３两，大烟棒２４９个，烟毒款４１６０２万元。
另查出马某某等３人从成都贩运大烟１０７５两案件。抓获陕西商县贩毒分子３０人，查扣大
烟２１７１４斤。全市时有人口５５６２８人，吸毒者８２６人，贩毒者１０９人，分别占１４％、
０２％。全区年内破获毒品案件５７５起，缴获大烟６４４６６４两，“白面”８２１７两，人民币
１１７亿元，白洋９８２３８元，白银８４２２５两，黄金２８７０５两。１９５４年１至５月份，全区
破获烟毒案７０起，案犯８０人，缴获大烟９６１７两，料面１３包，白洋４１２块，人民币
１８１２万元。到１９５８年，毒祸得以遏制。

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烟毒死灰复燃。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开展 “三禁”（禁种、禁吸、

禁贩），地县 （市）成立缉毒队，在“６·２６”世界禁毒日前后，全区开展 “热爱生命，远

离毒品”的宣传教育，使城乡１２０多万人受到教育。随后，铲除销毁罂粟，收缴毒品，
城镇街道强制戒毒。全区共铲除罂粟４３７万株，收缴罂粟壳６７８１千克，发戒毒通知书
１１０９份，强制戒毒９０７人 （次），劳教戒毒８６人。公安机关破获贩毒案件８００起，抓获
毒贩５５９人，摧毁吸毒窝点３５处，缴获海洛因２３２１１８克，鸦片３２３０５克。
１９９２年，省、地公安机关与云南大理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境长途贩

运毒品的特大案件，从云南解回案犯９人，抓获潜藏平凉毒贩６人。１９９９年，破获贩毒
案件４４起 （特大案件４起），吸食注射毒品案件１０３起，私种毒品原植物案件３起。对
５２６名吸毒人员实行强制戒毒。２０００年，以创建无毒县 （市）、无毒社区为目标，层层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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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宣传

订禁毒责任书，实行目标管理。

年底检查，已有华亭、泾川、崇

信、灵台、静宁、庄浪６县及１３０
个乡镇 （街道）达到了 “无毒

县”、“无毒社区”的标准，破获

贩毒案件 ４８起。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
全省创建 “无毒县 （市）”工作

座谈会在平凉召开。是年破获贩

毒案件 １１起。２００２年上半年检
查，全区初步实现了无新吸毒人

员，常住人口中无制贩运毒品，

吸毒人员帮教覆盖面达到１００％，
非法种植毒品已经绝迹。破获贩毒案件１４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７人，缴获海洛因７７克，
鸦片１２１８克；强制戒毒１４５人，劳教戒毒４０人。

六、查禁卖淫嫖娼

民国初期，平凉县妓院多在郊区。抗日战争开始后，大批难民西移，县城人口骤增，

市场繁荣，妓院逐渐移至紫金城、过店街、牛市巷一带。据３０年 （１９４１）统计，有妓院
８０余家，妓女１５０余人。３４年 （１９４５）妓院达到２００余家。抗战胜利后，将原征收的花
捐税改为冶游税，将妓女造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按甲、乙、丙等级征税。据１９４９年
调查，平凉县有妓院２０余家，妓女１５０余人。
１９５０年３月，公安局查封所有妓院，成立劳动习艺所，对老鸨和妓女进行集训。经

教育改造后多数从良，由政府安排就业，少数迁返原籍。同时，严厉惩处了潜藏在妓院

的特务、反革命分子。

进入８０年代，淫秽物品渐入平凉。１９８１年，公安机关收缴淫秽画刊１６１张，黄色录
音带２５０盘。１９８８年，华亭县公安局侦破一起传播、放映淫秽录像案，查获成员８０余
人，活动涉及甘、陕、宁３省区３５个单位，收缴录像带１３盘。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全区开展
扫除 “六害”斗争，对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整顿治理，重点打击卖淫嫖娼犯罪团伙。至

１９９７年，破获卖淫嫖娼案件７２起，涉及２３５人，查获非法出版物１３００多本，拆除歌舞
厅封闭式包厢２３间，对８家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歌舞厅进行查封整顿。１９９９年４月６日，治
安支队在一辆由广州驶往乌鲁木齐途经平凉的大货车上查获ＶＣＤ光盘２４件、５５类、２４３７５
张，经鉴定淫秽光盘１１万张。６月２１日又在广州驶往兰州的大货车上查获淫秽光盘７１２５
张。当年共查处违反淫秽物品管理规定的案件５６起、９０人，卖淫嫖娼案件６１起、１６５人。
２００１年，查处违反淫秽物品管理规定的案件４４起、４６人；查处卖淫嫖娼案件２１３起、４０５
人。２００２年，全区查处“六害”（同前）案件７１６起，查处违法人员５３４９人。

七、游民教育改造

旧社会不少人沦为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靠乞讨、偷窃、卖淫维持生计。民国政府

亦曾开办习艺所，试图对游民进行管理和改造，但收效甚微。到１９４９年８月，游民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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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见，据７县统计，有各类无业游民３８００人，其中乞丐１５００人，小偷１１８０人，烟民
１０００人，迷信职业者１２０人。１９５０年７月，平凉县成立劳动习艺所，至年底收容了１０９
名小偷、烟民、无业游民。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３年，全区累计收容各类游民１２５０人，教育改造
后回家生产、介绍职业等８７０人。１９５６年３月，对城市游民的改造坚持 “改造与安置相

结合”的方针，将他们安排到劳动和生产岗位上。４月，平凉成立游民改造农场，共收容
游民１７００人，安置１５０人，回家生产１５５０人。７月，各县 （市）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

部门对收容、改造游民工作进行了清理、整顿，使错收、强制收容、生产与安置脱节、

同工不同酬错误倾向基本得到纠正。１９５８年，全区先后集训二流子３３３１人，小偷小摸
２３８７人，巫神马角９７人，流氓１７８人，游民７５人，烟民４８人，懒汉１５２４人，其他８１８
人，计８４５８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各县抽调干警２４人，在华亭县安口镇设立集训队，
收容集训各县 （市）送来的来历不明、无户口证明、有作案嫌疑的人员。至年底，全区

７县 （市）除１１２名无业游民、乞丐、小偷、流氓外，其余均摆脱了流浪寄生生活，走上
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八、制止封建迷信活动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旬，《刘伯温碑文》流入平凉县，３天内蔓延到１７个公社、１１７个大
队、２１所中小学及一些单位，地、县公安机关立即行动，尽快制止谣言，刹住了歪风。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１日起，灵台县集中１５天时间，在全县开展反对封建迷信的专项斗争，５５
处庙宇拆除４８处，改做护林点３处，对２６名封建迷信活动骨干分子进行了处罚。１９９０
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共查破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的犯罪案件４４起。２００２年，查处传播封
建迷信案件４起、１２８人。

九、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的处罚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在平凉县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试点。至年底，共发生各类违反治安管理
的案件４３件，处罚３６件。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区各县实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至年底，

共处罚２６６人 （警告１１人，罚款７５人、１１８１５元，拘留８０人），其中职工１１７人，农
民９７人，无固定职业者５人，绝大多数是结伙打架、赌博、盗窃、诈骗、违反交通规则。
１９８７年１月实施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地区公安处受理当事人申诉８件，占全部治安
处罚案件７５３起的１０６％。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１年，公安处受理不服县公安局裁决的申诉９５件。
１９８９年受理申诉２８件，占处罚案件８８４起的３１７％，复查后维持原裁决的１１件，撤销原裁
决的１０件，改作其他处罚的６件，申诉人自动撤诉的１件。
２００１年，全区受理各类治安管理处罚案件３７７５起，查处３１０６起，查处率为８２３％。

２００２年，全区受理治安案件３０７６起，查处２８４０起，查处率９２３％。
十、基层治安组织建设

１公安派出所
１９４９年，全区共建公安派出所１１个，有干部３３人，警察１３０人。１９６５年，有派出

所２３个，人员１３５人。“文革”期间，派出所或撤或瘫痪。１９８８年，全区公安派出所恢
复到６７个，其中城镇１３个，农村５４个。１９８７年开始，城市公安派出所进行改革，至
１９９４年，华亭安口、平凉安国、崇信锦屏、静宁城关、庄浪水洛５个公安派出所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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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派出所。１９９７年，地区公安处推广华亭县派出所建设的经验。１９９８年，全区公安派
出所总数达到１０９个，民警４３７人，占民警总数的３８％。１９９９年，派出所民警增至５０８
人，占全区民警总数的４０％。国家投入资金８００多万元，改善派出所住宿、办公条件，
９０％的派出所通电话，一半的派出所有小汽车，另有摩托车、微机等设施。有３０个派出
所被省、地命名为 “人民满意”的派出所，４个被授予优秀派出所称号。２００１年，公安
处按照等级化管理的要求，对７０个派出所进行考核，确认有６５个派出所达到规范化标
准。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公安派出所１０１个，干警４００人。
２治安保卫委员会 （简称 “治保会”）

５０年代开始，在城镇设派出所的居民中组建治保会，后来扩展到农村、学校、厂矿、
企事业等单位。“文革”中治保会被民兵组织取代。１９７８年恢复。８月全区表彰奖励了４
个治保会、２８名治安积极分子。至年底，全区已建治保会１８４１个，治保小组８６８６个。
１９９８年，全区治保会总数达到２６５７个、１２３９６人 （单位５３９个，城镇３０９个，农村１８０９
个）。“治保会”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２４人，协助破案７８８起，调解群众纠纷
５６１４件。２０００年，全区有治保会２４６２个、１５４３６人，治保小组７０３１个、２１０３５人，治安
联防队９１个、２８４人，治安室３０３个、１５０６人。
３治安联防队
１９６４年３月，平凉与毗邻的宝鸡、天水公安机关建立联防协作组织。１９６６年８月，

公安处在华亭县刘店大队组织一次有军、警、民兵参加的制止突发事件的演练活动。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６年，公安处先后与毗邻的省、区、县、市公安机关建立治安联防网络。１９８８
年后，各县 （市）相继建立治安联防队和巡逻队。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华亭县安口镇治安联防
队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称号。１９９３年５月，平凉市２６名公安干警、武警和联防队员组
成治安巡逻队，坚持２４小时上街巡逻。各县亦组织临时巡逻队１２４个，参加人员７９６０
人。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建成文明小区２３１个，文明村３６６个，建立各种形式的群防组织
５３１８个，配备治安员１１０２５人，居民楼院有安全值班责任制的达到９１％。

第六节　审查看守

一、预　审
新中国成立初，全区公安预审部门主要承担对在押罪犯的预审任务。１９５３年，押犯

增加，公、检、法共同承担审讯，审清后提交联席会议研究，报县 （市）委同意后进行

判定。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一般刑事罪犯逮捕批准权下放到县 （市）委，公、检、法实行联

合办案。

１９５５至１９５８年，全区逮捕犯罪分子５９６０人，起诉５５１１人，作其他处理的１３４３人。
１９６２年开始，对１９５８年１月至１９６１年６月捕、判、管８６９５人进行了复查。１９５９年，各
县 （市）公安局恢复预审股。“文革”期间，受到冲击。１９７４年，地区公安处恢复预审
科，受理各县报批逮捕、拘留案件。１９８３年 “严打”斗争中，平均每案预审时间２６天，
其中重特大案件结案时间１８天。１９９１年后，全区预审办案实行规范化管理，预审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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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合法率都达到１００％。静宁县公安局预审股被评为全省模范基层单位。
１９７３年，地区公安处负责审批刑事拘留案件。到１９９０年底共批准刑事拘留罪犯１００４

人，拘留后审查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９３２人，转捕率９３２％，其中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８年批
捕率１０年平均９６８％。
１９８７年，地区公安处负责受理劳动教养案件的审批。到１９９８年底共受理劳动教养

３３９人，收容教养６６人。
二、看　守
明、清时期，平凉府、泾州直隶州、静宁州、华亭县建有监狱。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

９月，各县监狱改为看守所，由司法处直接管理。２２年 （１９３３），县署监狱改隶地方法
院，设监长１人，监主任看守２人，医士１人，看守６人，所丁１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各
级警察机关设拘留所。

１９４９年８月，平凉有看守所３个。各县公安局建立后，均陆续建立看守所，主要关
押未判决罪犯和刑期在１年内的罪犯。１９６２年，各县看守所健全提审、押解、会见、上
诉、执行等法律手续。对同案犯、未决犯、拘留犯实行分别看押，对案情重大、有危险

的人犯和涉及机密的人犯单独关押。１９６３年４月，全区抽调公、检、法干部３６人，分两
期对看守所进行整顿，建立人犯收押、出入、安全、伙食、卫生等管理制度。纠正收押

人犯无手续或先押后办手续及乱押集训人员、劳教分子，打骂体罚、乱戴械具及刑讯逼

供等错误做法。“文革”期间，看守所由保卫部管理，有的看守所使用人犯当组长，人犯

管人犯，形成 “牢头”、“狱霸”；有的管理干部使用械具的范围和审批权限失控，任意打

骂、体罚、虐待在押人犯。１９７３年，恢复原有的规章制度。１９８３年，调整充实力量，改
进管理办法，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有１７１名人犯交待余罪并检举揭发各类犯罪线索４６２
条，帮助刑侦部门破获一批案件。１９８８年５月，全区看守工作评比，静宁县看守所被树
为先进典型。１９８９年，在防事故、保安全竞赛活动中，全区７县 （市）看守所均达标，

受到省公安厅表彰奖励。１９９１年，全区处理 “牢头”、“狱霸”１４３人，１１名认罪服法者
被减刑。１９９５年，省公安厅下拨修缮费６５万元，维修和加固平凉、华亭、崇信、泾川４
县 （市）看守所房屋。１９９７年开展 “抓典型、树形象、促管理、上等级”的达标竞赛活

动。到１９９８年底，达标率８５７％，位居全省第二。２０００年，各县 （市）看守所开展监

所环境和秩序整顿，落实岗位责任制，按等级标准严格各项制度，年终考核，７县 （市）

看守所工作全部达标，华亭县看守所被公安部评为国家一级看守所。静宁县看守所连续

３３年安全无事故，先后２３次被省、地、县表彰奖励，荣立二等功，１９９７年被公安部荣
记一等功。

三、收容审查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各县 （市）公安局抽调２４名干警，在华亭县安口镇试办设立集
训队，收容集训来历不明、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随后，各县 （市）相继办起集训队，

共收容审查８４５８名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地区公安处设立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

实姓名、籍贯、来历不明的人或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当年收审９７人，处理８２人。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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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８２年，收审分别为１８人、４４人、４２２人、４５７人。１９８３年８月，各县 （市）公安局

相继设立收容审查所。１９８４年，全区收审４０８人，处理３４０人。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共
收审４５９５人，查清后出所 ３９０３人。１９９１至 １９９６年，全区收审 ６０９３人，查实后逮捕
２６４５人。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撤销收容审查站 （所），收审的１１７３名人员全部清理出站 （所）。

第七节　户政管理

一、户口管理

户口管理始于周代，而平凉详于明代，时有民户、军户、匠户之分。清光绪三十四

年 （１９０８），巡警局进行户口调查。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２月，平凉各州县普遍建立户口制
度，每户立一户长，将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分别列表悬于门首，门牌号

数按街、巷、区分编，依号按户钉于门上，分派巡警查验管理。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执行国民政府 《县治户口编查条例》。２０年 （１９３１）始有 《户籍

１９４７年静宁县颁发的国民身份证

法》。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月，平凉各县乡保重新调查
户口。２８年 （１９３９）从警员中选户籍员，属县民
政科管理。２９年 （１９３０）３月１５日为户口总复查
日，平凉 ７县有 １０１４７９户，５６３６５０人。３２年
（１９４３）１月，各县除原有户籍员外，增加户籍事
务员和雇员各１人，专办户口事宜。是年６月，将
户籍员改称户籍主任和技士，各县还派员参加省户

籍人员训练班。翌年１月，各县民政科设立户籍
股，置主任、科员、雇员各１人，全区有户籍管理
人员２１人。省户籍人员训练结束后，各县先后开
展户籍登记。３６年 （１９４７），登记工作结束。７县
共２１８９６７户、１２６７１７１人，同时，颁发国民身份
证，建立户籍卡，重新确定街、巷门牌。

新中国成立后，各县政府均设户籍专干，负责

户口登记。１９５１年，对城市户口进行整顿，换发
新户口簿册。１９５３年４月，全区使用统一的户口
迁移证及专用章，建立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

出变更登记制度，６月３０日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用人口普查登记表代替户口本，建立户口登记簿。户政工作由县、市政府主管，户口登

记城市和城郊区由公安局、派出所负责，农村由乡 （镇）政府管理。１９５６年３月，各县
公安局接管农村户口管理工作。１９５８年，各县开展户口普查，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
理。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１年，办理一批精简下放、返乡务农居民的户口迁移手续。１９７７年，全区
整顿城镇户口，做到户口与人、与粮食供应证 “三对口”。１９８１年，全区开展户口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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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新的户口簿册。１９９０年，配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又进行为期５个月的户口整顿
工作。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大部分农村实现了农民户口簿、门牌、居住方位图 “三位一体”

的管理模式。

１９８０年起，公安处承担农转非户口迁移的审批工作。至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共批准
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１３７７９户、４５８４９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此项工作交同级计划部门审批。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全区公安机关积极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解决了一些非农业

人口在城镇落户难的问题，取消原来附加在户籍管理制度上的经济条件，打破沿用几十

年的城乡分割的 “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全区共解决１１２８户、２４５７人在城镇落户问
题。２００２年，全区有１５个镇被批准为小城镇建设单位，共办理小城镇农转非户口３１０５
户、７０７１人。

二、暂住人口管理

５０年代始，城镇设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对暂住人口实行申报制度，凡进城的暂住人
口，居住满１个月的，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派出所凭临时户口登记卡定期进行
查核。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甘肃省暂住人口管理暂行办法》施行后，全区城镇暂住人口共
１７５８３人，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留住谁负责，谁带队谁负责”的原

则，对暂住人口实行本人申报，派出所颁发 《暂住证》，定期查验的制度。新发 《暂住

证》６４６１个，有４２００多名房主与暂住人口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明确双方在安全方面承
担的义务和责任。２００２年共清查出租房屋４７５户，清理暂住人口３２５２人。

三、颁发居民身份证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凡年满１８岁者印发国民身份证。新中国成立后废止。１９８６年７
月，地区公安处在平凉市北沙石滩办事处进行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试点 （年满１６周岁
者）。１２月１３日，平凉市首次召开颁证大会，为５７７７名居民颁发居民身份证。此后全面
展开。至１９９０年 ６月，第一次集中发证 １１２２６０８人 （份），占应发证人口的 ８９１％。
１９９６年开始旧证换新证，至 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共颁发身份证 １０５４１４份，其中更换旧证
５９１９１份。１９９９年，全区有４６个乡、３个街道办事处的９００７７人换发了新的居民身份证。
同时，公安机关为群众办理急需的快证、临时身份证明５０００多份。２０００年，完成居民身
份证号码编制、转换升位工作。２００２年，办理居民身份证６４０８０人，新发证４２０４０人。

第八节　交通管理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２月，西北公路管理处在平凉设管理股，在静宁、平凉县设交通
管理站。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设交通检查所。另在平凉中山桥、鱼儿桥分驻所配备交通警
察，在船舱街设置岗亭，疏导行人车辆，维持交通秩序。

１９５０年，静宁交通管理站有管理人员１人，泾川交通管理站２人，平凉县柳湖交通
管理站２人。１９５２年，平凉市公安局组建交通警察队，配交警２０人，负责维护市区交通
秩序，兼管街道卫生。１９５５年撤销，１９５８年 ８月重建，配警员 ２２人，１９６１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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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执勤

１９６８年成立交警班。１９７１年 ８月，
交警班扩编为交警队，配警员 １７
人。１９８２年增至 ２９人，增设西新
桥、北沙石滩两个岗亭，扩建新民

南路岗亭。１９８７年６月，地区公安
处成立交通警察支队，下设平凉、

泾川、静宁、庄浪、华亭、灵台、

崇信７个交通警察大队，在编人员
１２７人 （民警１２４人），管辖道路４９
条，其中国道３１２线１条，省道１４
条，县、乡 道 路 ３４ 条， 全 长

２８４５３８公里。

一、车辆管理

１９９８年，全区共有各类机动车驾驶员３０３４０人。其中汽车驾驶员２２７７２人，摩托车
驾驶员３９０２人，农用车驾驶员３６６６人。是年审验合格２７４３０人，审验率为９０４％。其
中汽车驾驶员２１９５０人，审验率为９６４％；摩托车驾驶员３１００人，审验率为７９％；农用
车驾驶员３００２人，审验率为７７％。
１９８７年前，驾驶员培训工作主要在汽车运输公司及厂矿、企事业单位中进行。１９８８

年，成立平凉交通技工学校，面向社会招生。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公安处交警支
队复训队，对军队复员转业驾驶人员更换地方驾驶证、违章肇事情节严重被处以吊扣机

动车驾驶证的人员进行复验，复验不合格的不能驾驶车辆，合格者发还驾驶证。

为提高机动车辆技术性能，保持车况良好，对入户车辆实行强制保养、定期和临时

检验制度。符合技术要求的投入营运，不合标准的再度修理，或取消检验资格，退出营

运，报废更新。

１９９１年，平凉地区公安处机动车检测站建成后，车辆上检测站检测，合格者发给车
辆年检合格证。１９９８年检验合格各类机动车１４７２７辆，检验率７０％。其中大型汽车３０１１
辆，检验率５７６％；小型汽车３６１４辆，检验率７２％。

部分年份机动车辆表

单位：辆

年 份 数 量
其　中

大客车 大货车 客货两用车 小客车 摩托车 农用车 特种车 非营运车

１９８７ ４６１３ ２８２ ２３７１ ４４６ ６７５ ６７７ １６２

１９９８ ２０５００ ４３２ ３５６９ １８６６ ３４７４ ６９９４ ４０２８ １３７

２００２ ３０１４５ ４５１７ ６５５８ ２４８８ ６ １６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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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份机动车驾驶员表

单位：人

年 份 数 量
其　 　中

Ａ Ｂ Ｃ Ｄ Ｅ Ｇ Ｊ Ｌ

１９８７ ８９５３ ９３８ ７２２４ ２ ７７３ １６

１９９８ ３０３４０ ２１１５ ２０５５０ １０７ １６４２ ２２６０ ４５１ ３２１５

２００２ ５０２３９ ２８６９ ２６９５３ ５６０ ９６６４ ４４３３ １ ９０３ ４８５６

二、道路交通管理

地、县公安机关多次集中开展整顿交通秩序的专项治理。１９９８年，全区出动警力
２１５万人 （次），上路巡查２４７天，查车１５６万辆，纠处交通违章８２万起，违章率占
１２７％，收缴罚款１３４８万元，巡逻检查勤务计划完成率９８０１％。开展大规模交通秩序
整顿４次，清除违章占道摊点４８５处，建成文明路段３条。治理事故多发路段６处。是
年，地区公安处公路巡逻民警支队成立，把打击公路刑事犯罪活动列入公路巡警的任务，

遏制了公路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的势头，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地区公安处交警支队及各县 （市）交警大队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安全

教育学校，对公路巡查中查出的本辖区违章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深入辖区单位进行安

全宣传，建成交通安全文明示范村２５个，学校３９所，使中小学生、城镇居民、乡村村民
教育面分别达到９５６％、８３２％、７４８％。建立 “驾驶员协会”７个。２０００年，开展创
建３１２国道平安大道活动，经省上考核辖区１３０７公里的道路基本达到了 “交通安全畅

通，治安秩序良好，执法公正文明，警务保障有力，人民群众满意”的创建标准。

三、交通肇事处理

１９９１年以前，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主要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赔偿损
失，承担费用；对久拖不决的案件实行裁决；当事人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是年９月以后，依据国务院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执行。

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８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１９８５起，死亡８７３人，伤１４７４人，直接经济
损失３０４４３万元。处理１７２９起，占事故发生数的８７１％，准确率为１００％。１９９８年发生
的８４起道路交通事故中，特大事故１起，重大事故４４起，死亡７２人，受伤１１３人，直
接经济损失２９６８万元。死亡率为全区车辆数的万分之２４６８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万分之
３４人。驾驶员负主要责任的２８人，处理２８人。其中提请逮捕２４人，吊销驾驶证２８
本。１９９９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１０２起，死亡７９人，伤６６人，直接损失５３８３万元。２００１
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１３６４起 （轻微事故８５２起，一般事故２１１起，重特大事故１７７起），
死亡１８３人。发生肇事逃逸案１８起，侦破１６起。２００２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４１０起，
死亡２３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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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特大交通肇事纪略

１９８０年夏，兰州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员张某在定西卸钢材后，开车回庄浪县南湖镇下
罗村，第二天清早张驾车起步时，１１个年轻人匆忙偷爬车上，行驶约６００米，车翻入行
驶方向左侧沟底，致１１人死亡。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１日，赵某驾驶灵台县汽车运输公司解放牌６６１型大客车，载乘旅客２８

人 （不含司助２人），行至吊街乡前庄村境内独邵公路３９公里处，下坡熄火空挡滑行，
遇一女孩由西向东横穿公路，赵惊慌失措，将该女孩撞倒在地，右轮从其头部辗过，向

前行驶至路边，翻坠玉米地里，电路撞压受损，引燃汽油，全车着火，烧死７人，摔伤
１３人，车毁，直接经济损失约２万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国道３１２线泾川高平塬头至罗汉洞段，先后发生交通
事故８９起，其中特大事故４９起，重大事故１８起，死亡３５人，受伤１０４人，直接经济损
失２０８万元。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２３时，在该路段相继发生５辆货车追尾相撞的重大交通事
故，造成２人死亡，３人受重伤，５辆汽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１０万元。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２３日８时，一辆从洛阳开往青海的 “东风”半挂车在该路段与一辆出租车相撞，车上１３
名乘客，当场死亡５人，１人在抢救途中死亡，７人受伤 （重伤６人）。

第九节　消　防

一、宣传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下发文件、印发宣传资料、出动宣传车、办黑板报、利用广播

电视等形式，进行预防和扑救火灾基本常识宣传教育。１９９２年以后，将每年１１月９日确
定为宣传日，集中宣传消防法律、法规和防火灭火知识。１９９８年 《消防法》颁布后，公

安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被省消防总队评为消防宣传组织一等奖。

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

１９８５年９月开始，消防部门正式受理各单位新建、改建与扩建项目的建筑设计审核
监督业务。１９９２年，公安处消防支队主要以 “建审”为中心开展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至

１９９８年，全区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各类建筑工程１４３４项。杜绝乱建、滥建和违章建
筑，避免建筑物在防火设计上先天不足的弊病。２０００年，审核各类建筑工程２０６项，面
积６５８万平米，验收６９项。２００１年审核建筑工程８３项，合格３１项。２００２年，审核建
筑工程１０４项，合格５１项。

三、重点单位管理

１９８１年，全区确定消防重点单位２０５个，加强监督检查和重点管理。１９８５年，对其
进行全面检查验收，撤销４个单位，３８个单位下放各县 （市）管理，对１１２个合格单位，
核发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１９９４年，对全区１１４家石油库、加油站、熔解乙炔厂、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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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火

石油气站、化工厂等进行消防安全

评审，９９个单位取得了 《消防安全

许可证》，并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

全培训。１９９５年，对１２３２名企事业
单位和机关团体的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维

修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１９９６年，
全区４０８个公共娱乐场所取得 《消

防安全许可证》。１９９８年，７县
（市）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调

整，确定２１９个，列管３０５个。２００１
年，把查隐患、促整改作为预防一般火灾，遏制重特大火灾的重要手段，每季要查，逢

节要查，查出隐患１２０３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８５份，重大隐患整改通知书１１份，停
业停产通知书５份，处罚单位１２个，罚金４４３万元。
１９６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发生火灾１１４８起，死亡３３人，伤１０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８８８７６万元。其中：１９６６至１９８０年发生３５６起，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０年４０８起，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
年３８４起。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发生火灾２４１起，死亡５人，伤３９人，直接经济损失
３９６２万元。

附：

重大火灾纪实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晚，华亭县西华供销社保管员朱某将报废火药搬入库房，会计牛某
将火炉搬入库房，引爆１３３０发防雹炮弹，发生大火，烧死１人，烧伤６人，烧毁３００平
方米的物资仓库及商品，损失１４４万元。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８日，灵台县运输公司司机崔某驾驶客车途经灵泾公路７公里处，向发

动机人工直流供油，致使发动机回火引起火灾，当场烧伤１０人 （重伤５人）。
１９８５年１月３０日下午，平凉市毛纺厂职工张某带小孩进库房上班时，因小孩无意玩

火，引起梳纺车间散毛库起火，烧毁６６０平方米原料库一幢，人造毛、羊毛３１４万公斤
和其他设备，损失２５万元。
１９８５年３月８日凌晨，平凉市百货公司新兴综合商店因电熨斗起火，烧毁房屋８间

及家具、商品等物，损失６６６万元。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平凉市地毯厂吕某、刘某二人烧炕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烧毁原

料库房及部分原料，损失２８７万元。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下午，静宁县西关村麦场因电线短路引燃麦草，烧毁小麦３０１５万

公斤，损失１８１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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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６月６日１３时１０分，庄浪县亚麻厂一电焊工无证违章作业，电焊火花溅落
在亚麻秆上引起大火，烧毁亚麻成品、麻秆、乱麻１８６吨，房屋１８间２７４平方米，其他
财物１２种，损失２１９４万元。
１９９３年８月８日１３时３０分，国道３１２线平凉段１８３２公里＋７００米处发生一起汽车

重大火灾，烧死４人，烧伤５人，２台汽车报废，损失约６万元。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１日２２时３０分，潘某驾驶的宁 Ａ—０５２８３号车往江苏张家港运输金属

钠，因违章装载，车行至泾川罗汉洞附近，金属钠自燃引发火灾，烧毁柴油 “东风”车

１辆，金属钠１０吨，损失２３６１万元。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２０时３０分，静宁县城关镇南关村二社，因违章操作引发火灾，烧

毁５５户村民的小麦１３８万公斤，麦草２４万公斤，损失２３５６万元。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２１时，平凉市人民剧院发生重大火灾，剧院被焚，面积１２３９４平

方米，所幸无人员伤亡。

第十节　队伍建设

人　员　清末，平凉巡警多就地招募，稍事训练即行上岗。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泾州直隶州巡警学堂成立。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平凉府属各州、县均设立巡警教练所，负
责对巡警的教练。

民国初期，警察教育以在职为主辅之以校、所正规教育。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省设警
察传习所，各县警察大多以该所毕业学员充任。２０年 （１９３１）１１月，平凉等县曾派警察
参加全省警察技能汇考。３１年 （１９４２）后，教育内容开始注重品行，曾提倡 “增强服务

效能”。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从党政机关中选调一批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干部充实公安队

伍，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建立健全在职干部学习制度。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分区行政干部学
校开设公安训练班，分期分批训练公安民警。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共办８期，训练干警２４０
余人。同时，选送１４２名优秀干警先后到中央、省和沈阳、上海、四川、西安、兰州等
地公安院校学习培训。

１９５７年，注意对新调入人员进行专业基础知识的教育训练，在实践中岗位练兵。同
时，抽调机关干部到基层锻炼。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先后调派到基层去的干部２２７名。１９５８
至１９６０年，举办公安干警短期业务训练班１１期，培训２７５名学员，选送２０２名干部分别
到中央公安学院、中央政法干校、沈阳、武汉民警干校以及省委党校、省政法干校、省

劳改短训班、地委党校等院校学习培训。“文革”期间，培训中断。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全区
有２２８名户籍、刑事、治安民警转为干部。１９８０年，从工人中选拔１１３人进入公安机关。
１９８２年，一批大专院校、中等警校的毕业生充实到公安队伍。１９８５年，通过公开考试、
择优录取１８９名干警。１９８８年除轮训外，还选送４４名干警离职到中等专业以上学校学
习。１９９０年，开展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６５０名干警取得合格证书。１９９２年，公安处成
立高等教育公安专业自学辅导站，１５０名干警参加高等教育学习。１９９３年，全区８２７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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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干警获得警衔。各县 （市）局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受训民警占总数的８７％。举办 “卫

士的追求”演讲竞赛，被省公安厅评为 “优秀组织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公安机关共举办
各类培训班４３期，培训民警９９６人，受训率达８０５％。开展知识竞赛１０场 （次），参加

民警４８７人 （次）。举办１３期射击培训班，培训学员５５９人。有１００名民警参加大专学
历教育，６３名民警参加本科学历教育，１３名民警取得大专以上毕业证书。
１９５５至１９９８年，公安机关先后有４２个集体、２９５名 （次）干警立功受奖。其中：

１９５５至１９６５年被评为 “四好”单位７个，“五好”个人１４６人；出席全国政法先代会的
３人，出席省、地先代会的１１１人。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有５个集体、２１名干警分别荣立
二、三等功。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有１６个集体、１１０名干警分别荣立一、二、三等功，有
１４个集体、１８名干警分别被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授予先进单位和 “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３０个公安派出所获 “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称号。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在干警中开展以 “服务宗旨”、“思想路线”、“法制”为主要内容的

“三项教育”，省地县三级举办专题学习班，培训派出所长、指导员、警司警衔晋升人员、

巡警等干警６０９人，占全区民警总数的４７９％。华亭县公安局连续三年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东华派出所被授予 “全国人民满意派出所”。静宁县城关、泾

川县城关、灵台县中台、华亭县安口等９个派出所被评为全省优秀派出所。平凉市公安
局看守所长余占儒获１９９８年度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静宁县看守所被评为全国一

级看守所。全区有７个集体荣立三等功，２名民警荣立二等功，２１名民警荣立三等功。
后勤、装备　１９４９年，公安机关以骡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公安处有马２匹、骡子１

匹，自行车１０多辆。１９５６年，有自行车２０多辆，两轮摩托车１辆。１９６２年，配置１辆
美式吉普车。１９７３年，配发天津吉普车１辆。１９７７年配置 “解放牌”卡车１辆。１９８０年
８月，配发现场勘察车 （面包）１辆。１９８１年配置 “北京”吉普车１辆。１９８２年后，陆
续配购了囚车、追捕车、现场勘查车、警卫开道车、巡逻车等业务用车。１９９８年，全区
公安机关有各种汽车１２９辆，摩托车８５辆。
１９４９年，有旧电话总机１部，电话单机１部，收音机１台。１９５６年，有电话机６部。

通信联络长期依靠邮电局安装的电话或用信件进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开通省地公安有线专
网通信和一类文字传真，各科室均安装专线电话。１９８７年４至８月，开通地县 （市）公

安有线专网通信及一类文字传真。１９８８年９至１１月，开通地县 （市）１５０兆公安无线通
信电台。１９８９年公安处设立机要通信科。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开通省地三类文字传真。１９９５
年７月，全区三类文字传真全部开通。１９９７年８月，开通警用３５０兆无线集群系统，开
通公安有线通信专网程控交换机，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公安有线专网直拨。１２月，开通全
区７县 （市）公安局加密文字传真工程。１９９８年７月，开通ＣＣＩＣ（犯罪信息）远程工作
站，实现与公安部、省公安厅信息中心的联网，开通 《在逃人员数据库》和 《被盗抢机

动车辆数据库》，至年底全区安装公安专网电话４２２部。２００１年开通了７县 （市）公安局

ＣＣＩＣ信息查询远程工作站，电子信箱和域名服务。２００２年５月，全区公安办公自动化系
统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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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　法

古代 “政刑合一”，府、郡、州、县各级行政长官掌司法审判权，并设有监狱。宣统

元年 （１９０９），静宁、泾川、平凉、华亭监狱各１所。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４月至１６年
（１９２７）１２月，静宁、泾川两县设司法公署，其他县由县执事兼行审判和司法行政。２０
年 （１９３１）后，各县地方法院先后成立，承担审判及司法行政事务。

新中国成立初，司法行政业务由分区、县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分别承担。１９５５年，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科，统管全区司法行政业务。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４日，地区司法处
成立，有职工１２人。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２年，各县 （市）政府相继设司法科 （１９８３年改为司法
局），主管公证、律师、调解、劳改、法制宣传、司法干部培训等业务工作。地区司法处

１９９８年职工增至２９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编制３２人，设７个职能科室 （参 《政权政协》）。

第一节　公　证

秦汉以来，民间有田产买卖、典当、兑换、租赁等各种契约，钱粮借贷、奴婢买卖、

劳力雇用有合同字据，还有分家析产的分单和各类婚约等等。这些一般由双方当事人商

定后请人撰写，并请中保人、见证人或宗族监证人签字画押，当事双方各执一份，作为

永久凭证。虽未通过官方认证，但仍具有一定的约法效力。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１日，平凉地方法院设立公证处。３４年 （１９４５）静庄地方法
院公证处成立。公证处设专职公证人、佐理员、书记员、公役各１人。公证业务主要为
不动产业务，其项目为买卖、借贷等合同公证。每项公证均收取公证费，标的未满１００
元者，收费１５元，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未满者收费３元，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未满者收费５
元，１０００元以上至３０００元者收费９元，３０００元以上至６０００元者收费１４元，６０００元以上
至万元者收费１９元，逾万元者每千元加收１元。不动产的公证以在契约上购贴 “司法印

纸”的形式交纳，婚约、文书等方面的公证交纳现金。３２年 （１９４３）和３７年 （１９４８）
对收费标准进行过调整。

平凉地方法院公证处成立当年，受理公证１件，收费５元，此后数年办证不上１０件。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至３８年 （１９４９）上半年办证１７９３件，在全省公证工作评比竞赛中位
列上等。静庄地方法院公证处于３４年 （１９４５）至３５年 （１９４６）办证５２１件，位列全省
中等。

１９４９至１９８０年，未设公证机构，公证业务由县 （市）人民法院指定１名审判员兼
办。１９８１年，地区司法处设公证律师科，１９８８年公证科单设，１９９３年成立地区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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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全区公证业务。各县 （市）公证处也于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２年相继成立。到１９９８年底，全
区有８个公证处，４个公证代办处，１个公证执行室，公证人员３４人，聘请公证联络员
１１８人。２００２年，全区公证人员３１人 （主任９人、公证员１３人、干部５人、工人４人）。

公证工作最初单纯办理民事，发展到办理民事、经济、涉外三大类１２０多种，公证
书发往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公证服务体系由最初的简单证照、单纯证明发展到提前介
入、积极引导、提供法律帮助、证后跟踪服务。１９８１年，全区办证７件，此后逐年递增。
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累计办证１１４００７件，其中经济合同类公证７８８９６件，民事类公证３４８０３
件，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３０８件。为国家和当事人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３８９２４６万元。累
计收费９４４万元。１９９９年开始介入政府采购、招商引资、下岗职工安置等高层次和新领
域，全区办证５０６１件。２０００年办证５０８２件，２００１年４７１９件。４年揭露违假合同６２件，
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避免经济损失２９９５万元，公证收费４７４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办理公
证４３３３件，比上年同期减少８％，公证收费１７１２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７３％。

部分年份全区办理公证表

年　份
办证数

（件）

其　中

民事 经济 涉外

揭露违假合同

（件）

避免损失

（万元）

业务收费

（元）

１９８１ ７ ７ ６０

１９８５ ５７７８ １６４ ５６１４ ３１７８０

１９９１ ５８１８ ２３６７ ３４２５ ２６ １５ ７５ ５２２９９

１９９８ ５１９８ ２６２８ ２５２６ ４４ １３ １９４６ １２０３６２

２００１ ４７１９ １７０９ ２９３３ ７７ ６ ５９５ １３４４９６

２００２ ４３３３ １４５０ ２７８９ ９４ １２３８ １７１２２６

第二节　律　师

平凉地区律师出庭始于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１月，平凉地方法院专门建立的律师档
案中，平凉县城律师事务所有专业律师朱其章等６人。

律师主要担任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人，受聘任工商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代写法

律事务文书。代写的有诉状、辩状、抗告状、交状、领状、结状、撤回状、上诉状、调

解状、申请状、保状等。缮状费每百字收费３００元，撰状费每百字收费 ６００元。３６年
（１９４７）调为缮状每百字５００元，撰状费每百字１０００元。
１９５４年，全区各级法院开始为被告聘请辩护人。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平凉市法院成立

法律顾问处，有律师２人，工作人员１人。至１９５７年底，共担任刑事案件辩护３０件，办
理民事代理１件，法律咨询３２１件，代书诉状５３７件。１９５８年法律顾问处撤销。１９８０年
１１月，法律顾问处恢复。１９８３年改名为律师事务所。１９９５年更名为华泰律师事务所，有
律师５人，兼职律师１０人，工作人员３人。１９８２年，各县成立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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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人员１０人。１９８６年６月，地区律师事务所成立，１９９５年更名为清源律师事务所。
１９９０年，地区成立经济律师事务所，１９９５年更名为法源律师事务所。各县律师事务所也
于１９８５年相继成立，１９９５年更名为兴 （崇信）、宏远 （灵台）、博达 （泾川）、阿阳

（静宁）、光华 （庄浪）、华丰 （华亭）律师事务所。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共有１２个律师
事务所，工作人员６８人，其中专职律师３９人，兼职律师６人，特聘律师５人，辅助律师
１８人。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１１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７８人，其中专职律师４９人，兼职
律师１人，辅助律师２８人。

律师初期仅限于代写法律文书，担任刑事案件辩护。９０年代发展到应聘为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代理经济、民事、行政诉讼，为刑事案件辩

护、法律咨询以及非诉讼代理等广阔领域。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律师为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公民担任法律顾问１３１３家，索回赔欠款７１７９４２万元；担任刑事案件辩护２８３２
件，民事诉讼代理４３８８件，经济案件诉讼代理２２１７件，涉及财产标的额１１３４７４８４万
元；行政诉讼代理１４５件，非诉讼法律文书１７５３２件。律师办案质量好的占７０％，一般
的占３０％。律师事务所累计收费２１０５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律师为７３家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办理各类诉讼案件４１５０件，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００万元。

第三节　调　解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３年底，全区各乡 （镇）、城市各街道建立村、街调解委员会或治保调解

委员会，由３至７人组成，设主任１人，委员若干人，专门负责调解境内发生的民事、治
安纠纷。

１９５４年，对原有调解组织进行改建、重选、整顿、加强。乡 （镇）、城镇街道建立５
至７人的调解委员会，村设调解小组。１９６０年公社调委会撤销，只保留生产大队调委会
和村调解小组。

“文革”开始，调解组织瘫痪。１９７２年后逐渐恢复。１９７８年在一些厂矿企业建立调
解委员会。同年８月，公社配备兼职司法助理员，负责管理和指导本社发生的民事纠纷
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处工作。

１９８１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共建调解委员会２１２５个，有调解员和调解委员１９４７５人；
建立乡 （镇）司法所１３４个，配备司法助理员１５４人，（专职助理员１２７人）；建立乡镇
法律服务所１００个，有法律工作者２７４人。
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民事纠纷 ３９５３万起，调解成功率

９５％以上。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１５３起、２５６人；防止因民间
纠纷引起自杀的５５起、６０人；制止群众械斗７０多起；防止群众集体性上访８０多件、
２４１５人。基层法律服务所为３０００多户公民和法人组织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代理法律事务
２０００多件，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０多万元。

泾川县王村乡调委会、平凉市水泥厂调委会、泾川县丰台乡西头王村调委会、灵台

县什字镇长坡村调委会于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６年先后被国家司法部授予 “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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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称号。８０年代初，平凉市四十里铺镇政府司法助理员李鸿发带头创办了全区第一个
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处理各类危、急、重大民事纠纷和突发事件３００起，化解许多有
可能激化的矛盾。１９９６年９月，司法部、人事部授予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英雄模范”称

号。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平凉地委作出 《关于向李鸿发同志学习的决定》。他所在的法律

服务所于１９９２年被司法部授予 “全国优秀基层法律服务所”称号。

第四节　宣　传

１９５０年６月后，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调解处理一大批婚姻纠纷案件，开

展评选模范夫妻、模范家庭活动。１０月，专区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宣传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干部群众掌握法规内容，依法开展工作。

１９５１年２月，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印发典型案例、交群众

讨论处刑意见、组织群众参加公审、公判等多种宣传形式，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控诉

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１９５４年，利用广播、板报、集市、组织专场报告会等形式，宣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１９５７至１９５８年，利用当地发生的犯罪案件，采取举办大型图片展览、罪证巡回展
览、犯罪分子当场现身说法等方式，进行法制宣传。

１９７４年起，针对青少年犯罪突出的特点，在全区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各中小
学校普遍增设法制教育课，定期聘请政法干部进行辅导。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乡村及部分机关聘请义务宣传员、法制辅导员，形成地、县、乡、
村四级宣传网络；地区广播电视台开辟 《法庭传真》栏目，《平凉日报》定期刊登学法用

法的典型，法制宣传由临时突击转为经常性。１９８５年起，开展三个五年普法教育工作。
以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土地

法》、《经济合同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继承法》和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十

法一条例”为主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对１５４６３万名普法对象进行宣传教育。经考试、
考核，党政干部合格率占９８％，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合格率占９４％，乡镇企业干部、职
工合格率占９２％，农民合格率占８８％，城市居民和大、中专学校学生合格率占７０％。涌
现出地区普法办公室、华亭煤矿等全国、全省先进单位和一批先进个人。地区司法处受

到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和省司法厅的表彰奖励。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８年，司法处在全区组织发行普法教材１００余种、４８０多万册，印发各种
宣传学习资料 （传单、试题、辅导资料等）１５８５多万份，录制音像资料 ４１２万多盒
（盘），举办法律知识竞赛１５８５多场 （次），举办县 （处）级领导干部法制课讲座１２００
多场 （次），举办各种类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班 ４６０多期，培训各类人员 １５万多人
（次）。有４万多份典型经验材料和信息、稿件被有关部门选用。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５年，以 《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

家保密法》、《公司法》、《劳动法》、《水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禁止种植、吸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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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的决定》、《关于打击制作、贩卖、走私黄色录像、录音等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

决定》、《甘肃省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 “八法两决定一条例”为主要内容，各地采取多

种宣传形式，普法对象约占全区总人口的６８３％。经省上考核验收，部门、单位普法合
格率为９７６％。涌现出全国先进单位１个、先进个人１人，受到司法部表彰奖励；省委、
省政府表彰的先进单位９个、先进个人１０人。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０年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青少年

进行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 《宪法》、 《刑法》、 《行政处罚法》、 《国家赔偿

法》、《公司法》、《行政复议条例》、《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和 《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等的宣传教育，普法对象约占全区总人数的７５％，平均合格率９６％。
１９９８年以来，全国、全省和全区总结、推广庄浪县、华亭县依法治县，平凉市柳湖

乡依法治乡，庄浪县白堡乡村务公开及依法治村的先进经验。１９９９年５月，西起 “３１２”
国道静宁县界石铺镇，东至泾川县窑店乡的 “平凉地区依法治理示范长廊”工程启动实

施。“示范长廊”区内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乡村积极开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活动，乡村利用集日、造林、改土工地宣传法律知识，并定期不定期地举办法制教育讲

座和培训班。学校开设法制教育课，不仅向中小学生讲法，还动员学生开展 “带法回家”

活动。在 《公路法》宣传月期间，出动宣传车１３０辆次，散发宣传材料５万余份，与有
关乡村签订 《爱路护路公约》２２６份。
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全省第四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平凉市、庄浪县及５个单位、

５个乡、２个村、９名个人分别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三五”普法先进县 （市）、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称号。１０月，地区举办第四期法制宣传教育骨干学习班，对１００多名普法
骨干进行 “四五”普法达标任务、工作要求和 ＷＴＯ等相关法律知识培训。２００２年，是
“四五”普法教育的第一年，全区共举办骨干培训班２００多期，培训普法骨干１１０００多
人，征订普法教材６万余册，颁发普法考核证３万余本。１０月，全区 “三五”普法教育

通过省上的考核验收。

第五节　劳　教

劳　改　１９８２年，成立平凉地区劳动改造管教支队，有职工８１人，归口司法处管
理。主要是管理改造平凉地区７县 （市）判处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各类犯罪分子。１９８４
年以来，先后收押罪犯８８５名，改好率达９０％以上。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管教支队撤销。

帮　教　１９９７年地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移交地区司法处，
１９９８年更名为地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５月，各县市先后调整该机构
并统一更名。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通过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调查摸底，确定帮教人
员５１００人，建立帮教组织１７００多个，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１１３２人，安置率
９６５％，重新犯罪控制在２％。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有６８９名刑满释放、解除劳
教人员回归社会。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４日的全省刑释解教人员工作会议上，平凉市西郊经济
开发区、华亭县东华镇获先进集体称号，庄浪县水洛镇副镇长曹琳、灵台县星火乡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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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周成玺获先进个人称号，受到省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司法厅的表彰奖励。２００２
年，全区接收刑释解教人员１６５人，安置１４０人，占８４８％。

监　改　明代平凉府司狱 “理治狱囚罪之出入禁令”，设司狱１员，吏１人，禁子２４
人。清代，平凉府、泾州、静宁州、华亭县均建监狱，关押流配及本地人犯。

平 凉 监 狱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平凉县在县城西南角依托城墙建成可容纳３００人的五翼监房
（工料费白洋２２５万元），对外称 “模范监狱”。２５年 （１９３６）改为甘肃省第三监狱，典
狱长徐醒忱，后因贪污囚粮１１６石被解职。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２月１９日，改名甘肃平凉监
狱，设典狱长、主任看守各１人，看守８人，教诲师、医士各１人。１９４９年８月，平凉
分区军管会接管。１１月２６日，成立平凉分监，省法院委托平凉分庭代管，内设管教、生
产股，警卫队。１９５１年，隶属平凉公安处管理。１９５５年，改为甘肃省第四监狱。１９６２年
３月，划归省劳改局。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成立甘肃省平凉卫生材料厂。１９８３年隶属省司
法厅。１９９５年改名为平凉监狱。监狱占地面积１０１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２００１年有职工３５０人 （干警２０２人），监狱内设６个监区、１４个分监区、１５个科、室。
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３４６人 （干警１９７人），设４个监区，１３个分监区。

通过思想教育、劳动改造，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９年，平凉监狱累计减刑４２５７人，其中死缓、
无期徒刑减刑的２５８人，有期徒刑减刑的３９９９人 （次）；获假释的５５７人。２００１年，减
刑的６９０人，假释４１人。２００２年减刑、假释的２６３人。
１９５１年６月，监狱办起新生织布 厂，至１９６６年，累计生产土布４１７万米，鞋１４万

双，被服加工４２万套，加工面粉４８０吨。１９８６年，监狱组建基建工程队，具备承担五
层楼房建筑资质，至１９９９年底，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１亿元，创利税９１２８３万元，上交
税金３４６４９万元。２０００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５８６万元，销售收入２４３万元。２００１年，
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分别完成年计划的７１７２％、６５５％。２００２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１１１万元，销售收入２１４９５万元，劳务收入１８１３１万元。

１９５０年，平凉监狱关押罪犯３００多人。６月，曾发生犯人武装暴乱事件。此后，罪
犯按罪恶轻重、已决未决分别关押，并建立一套管理制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９日，监狱侦破
一起罪犯预谋暴乱案，１１名首犯受到严厉惩处。８０年代起，监狱要求全体干警 “像父母

对待孩子，医生对待病人，教师对待犯错误的学生”那样对待犯人，采取周检查，月小

结，季评比，半年评审，年终鉴定的方法，对罪犯的思想、学习、劳动、生活全面考核，

考核结果直接同奖惩措施结合起来。在生活上，有 “伙食管理委员会”协助调剂改善伙

食。费用按国家核定的指标专款专用。从１９５７年起，监狱给罪犯按月发给零用钱。对从
事技术工作的犯人，实行技术津贴制度，给女犯发给适当的卫生费。

柳 湖 监 狱

１９５１年９月，在平凉城南景家沟建劳改队，至年底，有管教干部７名。１９５２年，增
至２３人。１９５５年，改名为平凉专员公署劳动改造管教队。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改名为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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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造管教队第四独立大队，隶属省公安厅劳改局管辖。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更名为甘肃省
劳动改造管教队第九支队，有职工１６０人 （干警９９人，工人６１人）。１９８３年８月，劳改
队隶属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管辖。１９９５年２月，更名为甘肃省柳湖监狱。１９９９年底，
监狱占地面积１４７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５５万平方米。有职工４２５人，内设５个监区，
办事机构１９个，另设平凉机床附件二厂 （工人分厂）。

１９５１至２００２年，柳湖监狱罪犯累计假释、减刑７６２３人 （次），其中假释１３５７人。
减刑６２６６人 （次）。累计生产各类机床附件３６６３万台，生产机砖２８４亿块，承修汽车
（柴油机）３７３７辆 （台），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１４６９４２万元，实现利润１０６６６６万元，
上交税金９２８０７万元。监狱累计发生罪犯脱逃、盗窃、行凶、伤害等案件２５５起，侦破
２０３起。其中：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０年发案７４起，破案５０起。监狱先后脱逃罪犯１８７人，捕回
１５３人，占７２％。监狱设医疗室，年平均就诊１１２００（次），人均９８人 （次），一般疾病

治愈率在９８％以上。
柳湖监狱建立 “犯人自治促进委员会”，成立 “犯人积极分子委员会”，先后有２２名

改造积极分子参加全省罪犯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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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　政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府、州、县掌管的民政事务有地方行政、行政区划、警务
治安、户口房籍、风俗礼教、救灾救济、土地管理、营缮出用、卫生防疫、宗教寺庙、

丧葬事务、文物管理和图志编审等。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７月，泾原行政区署和各县设第一科，１０月改称民政科。１７年
（１９２８）７月，区署民政科被撤销。２４年 （１９３５）６月，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
政府均设第一科 （民政）。２８年 （１９３９），在县以下区署设民政指导员，乡镇公所设民政
干事。３１年 （１９４２）７月，专署和各县政府均增设社会科，民政事务始由民政、社会两
个科分工掌管。３２年 （１９４３）３月，平凉县析民政科地政业务增设地政科。３３年
（１９４４）春，崇信、华亭、庄浪县裁并社会科，平凉县裁并地政科，其事务及人员交民政
科兼办。随后，其他各县社会科均相继裁并。３６年 （１９４７）复改民政科为第一科。
１９４９年８月，仍设第一科主管民政。１９５２年８月，改第一科为民政科。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专署民政科并入政法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专署和各县始改设民政局

（参 《政权政协》）。

２００２年，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能为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行政区划、地名管理、民间组织管理、婚姻管理、

殡葬管理、收容遣送和收养登记等２０多项。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５月，华亭县、静宁县先后被国家民政部分别授予 “全国民

政工作先进县”称号。

第二节　优待抚恤

一、伤亡抚恤

牺牲病故抚恤　秦至元代，将士伤亡均分别给予赐爵、赐钱、授田、给米等赏。明
平凉卫对军户实行世袭制和论功行赏制度。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官军卫亡，子

女幼或父母老，皆给全俸；军士阵殁，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为存养。清初，对阵

亡官兵，依官职分１１个等级，分别发给一次恤赏银２５至８００两；对出征途中病故的，依
官职分５个等级，分别发给恤银１６至２００两。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８月，各州、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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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随甘军赴浙江慈溪抗击入侵英军而阵亡的每个兵勇的妻子，一次发给 “新寡妇银”６
两、遗属当年口粮米折银５６２两。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后，阵亡和伤亡一次性恩恤银１００
至２０００两，遗属年恩抚银２６至１２００两；因公殒命一次性恩恤银６０至１５００两，遗属年
恩抚银２２至８００两；积劳病故一次性恩恤银３５至１０００两，遗属年恩抚银１２至５００两。

民国初，抚恤无定制。２３年 （１９３４）起，上将至二等兵分１５个等级，战时阵亡、积
劳病故一次抚恤金３５至３０００元，年抚 恤金２５至８００元；平时阵亡、积劳病故一次抚恤
金３５至９００元，年抚恤金２５至６００元。年抚恤金期限为３至２０年。２９年 （１９４０）２月
起，对伤亡的征雇民工按阵亡陆军上等兵每人发给一次恤金１００元。３６年 （１９４７）７月
起，对阵亡、伤亡自卫官兵发给抚恤金４至２４万元，保安官兵８至７０万元。埋葬费分５
个等级，分别发给１５至５０万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０月，阵亡抚恤的一次性恤金调整为３０
至１２００万元，年抚金为５０至３８０万元，但多未执行。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１日起，抚恤分牺牲、病故，抚恤范围为现役军人和军队在编职工、

人民警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列入编制人员及参加战斗的民兵、

民工和被批准为烈士的人员。抚恤标准分为５个职级，牺牲抚恤粮２５０至６００公斤，病故
２２５至４５０公斤，棺葬费３００至４００公斤。１９５２年１月１日起，将抚恤金调整为抚恤粮
４５０至６００公斤，棺葬费５００至７５０公斤。１９５３年起改发抚恤粮为现金１１０元至５５０元。
１９５４年，对政府动员参加经济及工程建设死亡的民工，由建设单位发给８０至１５０元的棺
葬费，一次抚恤１２０元。其家庭生活困难而又缺乏劳动力者，给予一次性补助２００至４５０
元。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起，抚恤标准调整为革命军人、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分６个等级，
牺牲１８０至６５０元，病故１５０至５２０元，民兵民工牺牲１５０元，病故１２０元。１９７９年２月
１日起，将军人、机关工作人员牺牲、病故抚恤标准按职级调整为５个等级，牺牲５００至
７００元，病故４００至６００元；参战民兵民工牺牲４７０元，病故３７０元。１９８０年６月４日
后，抚恤标准改为烈士 ８００至 １０００元，因公牺牲 ４７０至 ７００元，病故 ３７０至 ６００元。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起，将烈士的抚恤标准调整为２０００至２４００元。１９８５年起，再次提高革
命烈士一次性抚恤标准，改按４０个月工资计算发给；对军委、大军区授予英雄、模范称
号的烈士，增发一次恤金的１／３；二等功以上军人、参战民兵、民工批准为烈士的，增发
一次恤金的１／４。将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 （简称 “三属”，

下同）定期定量补助改为定期抚恤。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居住农村的每人

每月２５元，居住城镇的３０元；病故军人家属居住农村的每人每月２０元，居住城镇的２５
元；对 “三属”中的孤老在此基础上增加５元。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起，对军委、大军区授
予英雄、模范称号的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亦增发一次恤金的１／３，荣立二等功以上的，
增发１／４。对因公牺牲和病故的军队干部、志愿兵、机关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军人抚恤金按
２０个月工资或１０个月工资计发，但最高数额不超过３０００元。１９８８年８月１日起，对获
得国家、军区 （方面军）荣誉称号和荣立一、二、三等功而死亡的现役军人，分别增发

应领一次性抚恤金的５％至３５％，并取消最高金额限制。１９８９年１月，“三属”定期抚恤
平均每人每月增加１５元。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三属”抚恤标准先后９次调整，
每次提高１０至４０元，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居住农村的每人每月达到１６０至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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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居住城镇的１８５至１９０元，病故军人家属，居住农村的每人每月１５５至１６０元，居住
城镇的１８０至１８５元。２００２年，全区领取定期抚恤金的 “三属”人数３７３人，占 “三属”

总人数的６８％，其中烈士家属１９０人，因公牺牲军人家属５１人，病故军人家属１３２人。

１９５３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牺牲病故人员一次抚恤和 “三属”定期抚恤表

单位：人、万元

年份
牺牲病故人员一次抚恤

抚恤人数 金额

“三属”定期抚恤

抚恤人数 金额

１９５３ ０５０

１９５５ ０９０

１９５７ ０２０

１９６０ ０２０

１９６２ ２８ ０３０

１９７６ １２０

１９７８ １７０

１９８０ ２７ １４０

１９８２ １８ １００

１９８５ ３２ ４８７ ２５８ ５５５

１９８８ １８ ２２８ ２６４ ８９０

１９９０ ２２ ２８７ ２７０ １１２９

１９９２ ３６ ６１０ ２６６ １０７８

１９９５ ３８ １３５０ ２６４ １５９９

１９９８ ３６ ２４００ ２９８ ２８３０

２０００ ４８ ３０６４ ３１３ ４０１０

２００２ ３０ ２５５０ ３７３ ３７２０

伤残抚恤　秦至明代，对作战致伤致残的军士，或赐爵、给田，或给衣粮钱物，或
免税租供养。清初，对征战伤残官兵分为头、二、三等给予抚恤。阵伤兵丁发赏银２０至
３０两，因战伤残随征官兵的跟役及子弟１５至２５两，随征奴仆７５至１２５两。道光二十
三年 （１８４３）八月，给抗击入侵英军而负伤的兵勇每人每年发给 “养育兵银”６两，口
粮米折银２５两，养其终身。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临战受伤抚恤分为头、二、三等和１７
个等级，一次性伤赏银２０至１８００两，长期恩赏银８至１５００两。

民国初，无定制。２３年 （１９３４）起，对伤残官兵按战时、平时各分头、二、三等，
以职衔上将至二等兵分１４个等级，战时受伤抚恤３０至８００元，平时２０至４００元，抚恤
期限３至７年，残废者终身发给。２８年 （１９３９）１０月始，给在前方养治、不转送后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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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伤官兵按职衔发给犒赏金１０至１００元。３０年 （１９４１），对战地致伤官兵按治愈后核定
的一、二、三等，分别发给恤金２０至２１０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调整为２０００元至１６万元，
抚恤期限一等终身，二等１０年，三等５年，轻微伤一次性抚恤。３６年 （１９４７）６月起，
对作战负伤官兵增发一次犒赏费５至２０万元；负伤自卫官兵由中校到二等兵分１２个等
级，分别发给一次抚恤金１至１２万元；负伤保安官兵由将官到二等兵分１４个等级，分别
发给一次抚恤金２至４０万元；负伤征雇民工发给养伤费３０至５０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０
月，再次调整伤亡抚恤标准，但多未执行。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起，依照 《陕甘宁边区革命烈士、荣誉军工人员及年老之革命军

工人员抚恤优待条例》，分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甲乙，抚恤粮食，革命军人和革命工

作人员因战残废荣誉金、抚恤金３０至６５０公斤，因公残废荣誉金、抚恤金２５至６５０公
斤，参战民兵民工残废抚恤金１００至３２５公斤。其中特等、一等残废终身供给，二等按年
度发给，三等和参战民兵民工一次性发给。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因战、因公致残人员分为在
职、在乡，发给残废抚恤粮３０至７５０公斤。伤口复发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１９５２年１
月，依等次提高为７５至１４００公斤。并分别发给 《残废证》。１９５３年起，改抚恤粮食为现
金１００至 ３９０元。１９５５年调整为 １１０至 ４２０元。１９５７年增加病残抚恤，１９６３年废止。
１９６５年７月起，将在乡三等残废人员的一次性抚恤金改为每年发给残废补助费２４至３０
元。１９７８年调整为８０至５２０元。１９８２年１月，将在职残废人员的抚恤标准调整为３６至
９０元。１９８４年７月，残废人员抚恤标准调整为在乡１４０至５７０元，在职５６至１３２元。
１９８８年１月，再次调整残废人员抚恤标准，在乡、在职各分６个等级，在乡因战残废全
年抚恤２７２至１２００元，因公２７２至１１００元，在职因战残废抚恤９０至２４０元，因公８２至
２１６元。８月，将革命残废人员改称 “革命伤残人员”，在职残废金改称 “伤残保健金”。

革命伤残人员因病死亡增发半年伤残抚恤金，特、一等伤残军人家属享受病故军人家属

待遇。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起，凡因战、因公致残的伤残人员因伤口复发死亡者，发给一次性抚
恤金。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２年１月起，先后９次调整在乡革命伤残人员抚恤标准，每次依等次递
增３６０至１４００元和７０至１６０元，达到１２１０至８４００元；７次提高在职革命伤残人员保健
金标准，每次依等次递增１５０至３２０元和３５至６０元，达到３６０至１８００元。

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发放伤残抚恤费表
单位：人、万元

年 份
抚 恤

人 数
金 额 年 份

抚 恤

人 数
金 额

在 职

人 数 金 额

在 乡

人数 金额

１９５２ １２９ １９８３ ６００ ７０２ １８２ ０９１ ４１８ ６１１

１９５５ １６９ １９８５ ６５７ １３１０ ２４４ １２６ ４１３ １１８４

１９５９ ３１５ １９８８ ７４３ １９１０ ４１２ ３５８ ３３１ １５５２

１９６１ ３７１ ４５３ １９９０ ７５７ ２３００ ４４９ ４８０ ３０８ １８２０

１９６３ １６２ １４０ １９９３ ７９９ ３６００ ５０７ ５６８ ２９２ ２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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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 份
抚 恤

人 数
金 额 年 份

抚 恤

人 数
金 额

在 职

人 数 金 额

在 乡

人数 金额

１９６５ ２９３ １７２ １９９６ ８５２ ３３８０ ５６４ １０６０ ２８８ ２３２０

１９７０ ３８８ ２３０ １９９８ ８６７ ４６００ ５６４ １５４０ ３０３ ３０６０

１９７５ ４０２ ２０８ ２０００ ８９７ ９５７１ ５８３ ２５８４ ３１４ ６９８７

１９７８ ４６９ ４３５ ２００２ ８４２ １１３１０ ５３１ ２８８０ ３１１ ８４３０

１９８０ ５４８ ６６０

二、优待补助

宋代，对伤亡军人及其家属不定期的发给一些赏钱，作为临时补助和抚慰。凡一家

送兵二人以上者免粮差。元代，对战死者家属和因战伤残的士兵， “病者给医，贫者给

粮”，大灾之年优先蠲免差税或赈贷米粟。明代，军职子弟年至２０岁可参加选武袭职，
初试不中者享受半俸。凡军户均免除杂役。清代，兵丁遇婚丧嫁娶，发２至４两不等的赏
银。出征阵亡、病故兵丁有子弟的顶补为兵，无子弟或子弟年幼不能自立而眷属又无依

靠的，每月给赏银５钱、米３斗，直到１６岁；对军营病故军官无依靠的遗属，发给军官
生前的半俸。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逐步实施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２７年 （１９３８）９月，各县相
继成立寒衣征募处，为抗日前线士兵和后方难民征募寒衣或代金。２９年 （１９４０）始，各
县相继成立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开展劝募活动，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最多的

县人均发放７３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各县持续开展筹发抗属优待金 （谷）、筹募抗属生活

救济粮款和筹组义务代耕队等活动。３４年 （１９４５），开展献粮献金活动。据静宁县统计，
社会各界捐助大洋７８９万元，优待抗属３２１万人 （次）。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执行 “群众优待与国家补助相结合”的政策。

群众优待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县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烈军属，发动群众代耕帮工、组织
生产。１９５０年，专、县市、乡优抚委员会和村优抚小组，发动群众帮助１０５万户烈军属
解决生活和人力、畜力等困难，占优抚对象总数的６４１％。１９５２年，发动群众为１２１１户
烈军属和７９户荣复军人代耕土地２７５万亩，占烈军属和荣复军人总数的１０％。在土地
改革中，优先给８０４１户烈军属和荣复军人分配土地７１６万亩、房屋１９５１间、土窑８５
孔、耕畜１５８３头、农具９９９５件、粮食５９８８万公斤。１９５３年，发动群众为１７７４户烈军
属代耕土地３７６１亩，帮工１７１万个，占烈军属总数的１６２％。１９５４年，８个县 （市）

评选出代耕模范个人２００人，代耕模范组２个。１９５６年，对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烈
军属实行优待劳动日制度。全区优待烈军属１０７８户，占烈军属总数的７１２％，优待劳动
日３２２万个，平均每户３０个。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全区优待优抚对象７５３７户、３１６万人，
平均优待面为７６％，共优待劳动日２７５３万个，平均每户每年３６５个。１９６４年，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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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优待劳动日的３１７０户、１５２万人，分别占优抚对象总数的２５％和４８％，优待劳动
日１８１３万个，平均每户５７个。
１９８０年，优待形式及标准为：或粮食５０至２５０公斤，或现金１０至３００元，或土地１

至３亩；优待劳动日２００至２４０个 （未包干到户的蔬菜队）；免交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

免摊义务工，并对无力耕种的户由生产队组织劳力帮耕、帮种、帮收，其用工从生产队

义务工内摊销。１９８２年，全区享受群众优待的６３５９户，优待现金和实物折价２５４５万
元，户均４００３元。１９８５年，对农村义务兵家属以乡 （镇）为单位统筹，优待现金，全

区有８６４％的义务兵家属得到优待，户均优待８４４８元。１９８６年，全区平均优待标准达
到１４６５元，最高的村达到３２０元，群众优待面达到１００％。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４年，全区平均
优待标准逐年提高到３００元。１９９６年７月，地区 “双拥”领导小组要求 “农村义务兵家

属优待要达到当地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标准”。翌年，平凉等５县 （市）实行优待金以县市

为单位城乡人口共同负担、统一筹集，户均优待现金３３１２８元，减免义务工及优待实物
折合现金２２７３５元，两项合计达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６２％。２００１年，全区优待义务
兵家属５３３３户，户均优待标准达到８００至１２００元，优待金总额４９２６万元。２００２年，户
均优待标准达到１２００至１９００元。

国家补助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下旬起，全区各级政府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烈军属，调剂粮食
给予临时补助。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２年，中央先后拨优抚粮３１９８万公斤，省拨补助费２２７万
元，为城市无劳动力和农村无土地、无畜力的烈军属每户补助粮１０至１５公斤。１９５３年，
临时补助由实物改为现金，发放优抚款９２５万元，帮助２４２７户、８６２３人烈军属解决口
粮等生活困难，占烈军属总人口的４０％；并为１７００户、６３００人购买耕畜３３２头、农具
８７０件；为２２３０人实行免费医疗。１９５４年发放优抚款１６９４万元，为烈军属３４０９户、
１０３万人购买口粮、籽种２４９万公斤、耕畜２４４头、农机具９７５件，修补、新建房屋６３
间，解决１３２名转业军人治病困难。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全区发放烈军属、复员军人临时补
助费７２８３万元，棉布８２５４米，棉花２２６１５公斤。１９６４年起，临时补助费主要用于解
决优抚对象因患病和遭受意外事故，临时发生吃饭、穿衣、住房、治病等特殊困难的补

助。发放临时补助费５３１万元，享受补助的２９８７户、１３万人，分别占优抚对象总数的
２３％和４０％。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优抚对象的临时补助继续享受。１９８２年，全区发放优抚
对象临时补助费１８７万人、１７３８万元。１９８５年临时补助费重点解决退伍军人建房、在
乡老复员军人 “三难”（住房难、治病难、生活难，下同）等。１９８８年重点解决赴云南
边防前线作战军人家属 困难。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地区每年下拨解决 “三难”补助费１８万
元。１９９９年全区筹集资金２７９万元，对７３０户优抚对象的 “三难”重点解决。

定期定量补助　１９５１年１月，对无依无靠、无生产能力、生活极端困难的烈军属，
分城乡按月发给补助粮１０公斤、７５公斤。１９５３年为１８６６名贫苦烈军属子女实行入学补
助，城市每人每月补助５元，农村２５元，个别烈属遗孤１０元。１９５６年始，对城乡有特
殊困难的优抚对象由国家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简称 “定补”，下同）。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
全区给５２０户 （次）、９６３人 （次 ）发放定补费４６４万元，农村每人每月２至４元，城
市５至１０元。１９６２年７月，普查登记退伍老红军２１人、红军流落人员２０人，对年老体

２８２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弱或长期患病、丧失劳动能力者给予定补，农村每人每月３至１２元，城市１２至１５元。
１９６３年为５７户、１３０人优抚对象评定发放定补费４２９１元，其中孤老烈属或烈士未成年子
女４２户、６５人，城市家庭人口多、收入不足以维持一般市民生活水平的军属１５户、２０
人，生活有困难的退伍老红军１０人，在乡三等残废军人１５人，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
２０人。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起，定补对象为孤老烈士家属和孤老病故、失踪军人家属；没有亲
属抚养或虽有亲属而无力抚养的烈士、病故、失踪军人的未成年子女，丧失劳动能力而

其子女又无力抚养的烈士、病故、失踪军人的父母和配偶；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

劳动的复员退伍军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复员军人。平凉县城每人每月１５至２０元，其
他县城镇１０至１５元，农村６至１０元。１９３７年７月６日以前入伍的中国工农红军 “退伍

红军老战士”全部享受定补，每人每月２５至４５元。１９８０年全区享受定补的人数８４８人，
平均每人每月８０９元。１９８３年定补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５元。红军流落人员改称 “西路军

红军老战士”１３人全部享受定补，每人每月４５元。１９８５年１月起，将 “三属”定补改

为定期抚恤金。对在乡复员军人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入伍和孤老丧失

劳动力４个等级，每人每年定补６０至１５０元。１９８８年全区享受定补的１９２７人，定补面
４０％，平均每人每月１７元。尚未认定的３名红军流落人员认定为 “红军失散人员”，每

人每月定补２５至３０元。１９９１年全区定补人数３５１５人，定补面７５５％，平均每人每月
１９５元。１９９３年定补面达到９５％，平均每人每月２１元。１９９９年每人每月定补提高到６０
元。２００１年，全区在乡复员军人减至３１６６人，发放生活补助费２２９７６万元。２００２年，
退伍红军老战士每人每月定补由１９８９年８５元提高到６５０元，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由６０元
提高到４９５元，红军失散人员由２５元提高到１３０元，在乡老复员军人由１８５元提高到６０
至９０元。

１９５３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补助费评定发放表
单位：金额 万元

年份
评定发放总数 定期定量补助 临时补助

户 人 金额 户 人 金额 户 人 金额

１９５３ ２４２７ ８６２３ １３２０

１９５９ １８９９ １１６５４ ２９９１ １４５ ４９８ １７９ １７５４ １１１５６ ２８１２

１９６１ ２２１２８ ７４１１９ １９４８ ３２２ ３９０ １７３ ２１８０６ ７３７２９ １７７５

１９６３ ５６６２ １６０３２ ６４９ １０８ １４２ ０５３ ５５５４ １５８９０ ５９６

１９６６ ７９３８ ２２９８０ ８９７ １３７ ２２０ ０５３ ７８０１ ２２７６０ ８４４

１９７７ ７６０７ ３７５１５ ２３２８ １３０ １３０ ０７６ ７４７７ ３７３８５ ２２５２

１９８０ １２７９８ ６１９７２ ３４９３ ８１３ ８４８ ６３０ １１９８５ ６１１２４ ２８６３

１９８２ ４６６７ １９６１３ ２８０１ ９３５ ９５６ １０６３ ３７３２ １８６５７ １７３８

１９８４ ３２９４ １１９２３ ３０２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５８ １１６０ ２２６４ １０８６５ １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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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评定发放总数 定期定量补助 临时补助

户 人 金额 户 人 金额 户 人 金额

１９８７ ２３９４ ２５６６ ５３８０ １５３２ １５３２ ３３１０ ８６２ １０３４ ２０７０

１９９０ ４２３７ ４４１５ ９４６０ ３３４５ ３３４５ ７４２６ ８９２ １０７０ ２０３４

１９９３ ５０９８ ５２７９ １３３００ ４１９５ ４１９５ １０５７１ ９０３ １０８４ ２７２９

１９９５ ４９９４ ７０７９ １６２００ ４１６０ ４１６０ １２４８０ ８３４ ２９１９ ３７２０

１９９８ ４６５５ ４６５５ １７３６０ ４１８０ ４１８０ １５５００ ４７５ ４７５ １８６０

２０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９８１８ ４１１３ ４１１３ ２７６２８ ８７ ８７ ２１９０

２００２ ３４８３ ３４８３ ３４９７０ ３４８３ ３４８３ ３４９７０

三、烈士褒扬

汉至清，平凉忠臣义士，不乏其人。据不完全统计，经朝廷追封、追赠、谥号和立

庙奉祀之忠烈６５人，其中名宦３４人，官将３１人。
民国初，调查褒扬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有功勋的烈士。１７年 （１９２８）

华亭县县长叶超在县城文庙戟门外东建立 “忠烈祠”。抗日战争期间，全区有４５１人 （缺

灵台县）本籍官兵先后在抗日前线阵亡，各县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 《褒扬抗战忠烈条例》

等规定，通过建立纪念碑 （坊）亭、“忠烈祠”、设置墓园、发荣衰状、举行公祭、载入

县志等方式褒扬。平凉县初在西门外甘沟河滩辟地６亩，建造青砖碑塔和小殿，称 “中

山陵”。嗣后，将抗日前线送回后治疗中死亡的伤兵埋于陵内，故亦称 “烈士陵园”。２７
年 （１９３８）平凉县在柳湖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亭，纪念抗日阵亡官兵。２８年

柳湖抗日阵亡将士碑亭落成合影

（１９３９）６月，静宁县将城东街旧有 “昭忠祠”改

为 “忠烈祠”，移原在 “三忠祠”内奉祀的中条

山、上海战役中阵亡的本籍抗日官兵李芳田、受天

、贾德利３人牌位和新添３１人抗日阵亡将士牌
位一并入祠奉祀。３４年 （１９４５）６月，崇信县 “忠

烈祠”在龙泉寺西峰落成。至３６年 （１９４７）１月，
各县均建有 “忠烈祠”，对入祠忠烈实行定期公祭。

３２年 （１９４３）前为每年 ７月 ７日 （抗战爆发日）

或７月９日 （北伐誓师纪念日）；３４年 （１９４５）改
为９月３日 （抗战胜利日）。３６年 （１９４７）６月，
实行 “春秋二祭”，春季为每年３月２９日，秋季为
每年９月３日。

新中国成立后，对烈士褒扬的主要方式有安葬

祭扫、发证列录、评定审批、事迹瞻仰、追功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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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５０年平凉市将 “烈士陵园”迁至二天门 （辟地２０亩），改建为平凉革命烈士陵
园，后改为革命公墓。每年清明节前，由政府组织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和各学校学

生，前往烈士墓地填土、敬献花圈，开展隆重追悼扫祭活动。至１９５２年全区共审批革命
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１１３人 （缺庄浪县），均发给光荣纪念证。抗美援朝期间，先后３
次在平凉一中等处举办中国人民志愿军平凉籍烈士英雄事迹展览，通过瞻仰烈士的图片、

遗物，宣传、讲解烈士的英烈事迹，广泛纪念和颂扬烈士的功绩。１９６２年追认、抚恤抗
美援朝烈士１４人 （原按失踪军人对待）。１９６５年７月起，对积劳病故的工作人员不再评
定烈士。１９８０年下半年，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 “文革”中被错判错杀的静宁县农业技

术推广站干部毛应星 （女）为革命烈士，中共平凉地委追认其为中共党员，发出向毛应

星学习的通知。１９８１年５月至翌年底，编纂 《革命烈士英名录》，收录新中国成立后审

批、追认的革命烈士２８１人。１９８２年５月起，换发、补发民政部统一印制的 《革命烈士

证明书》，全区实有革命烈士３２３人，并为抗美援朝中失踪的４人补办追烈手续。１９８５和
１９８６年，对赴云南边防前线作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１９９８年８月１
日，服现役的平凉籍战士惠伟为、曹军平、廖国栋随部队在湖北省嘉鱼县牌洲湾抗洪抢

险中英勇牺牲，所在部队批准为革命烈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分别追认一等功和二等

功。９月４日，平凉地、市党政军领导机关与所在部队代表，联合在平凉市人民广场举行
追悼大会和骨灰安葬仪式，作出 《关于向平凉籍抗洪抢险烈士惠伟为、曹军平、廖国栋

同志学习的决定》。２００２年全区实有革命烈士３８２人 （参 《人物》）。

全区革命烈士表

单位：人

项
目

人

数

时
间

烈士

总数

牺牲原因 牺牲时职务

因战 因公 病故 失踪

省军

级以

上

地师

级

县团

级

县团

级以

下及

其他

民兵

民工

合　　计 ３８２ ２３５ １１６ １３ １８ １ ４ ８ ３６４ 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４ ３ １ １ １ ２

抗日战争时期 ４ ２ ２ １ ３

解放战争时期 ２５ ２２ ３ １ ２ ２１ １

新中国成立后 ３４９ ２０８ １１０ １３ １８ ２ ５ ３３８ ４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１５３ １２８ ３ ４ １８ １５３

（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期间 ２２ ２１ １ ２２

（三）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期间 １０ １０ １０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１６４ ４９ １０６ ９ ２ ５ １５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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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拥军支前

拥　军　明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李自成农民军２４万人，由泾州到平凉、过静宁，
两地绅民大开城门，设香案出迎，慰劳农民军。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静宁，沿途群众热情欢迎，积极带
路送信，筹集、运送粮食等物资，支援红军。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１月，国民军傅作义部在绥
远抵抗日本侵略军，发生 “白灵庙事件”，平凉驻军和群众集会游行，各界成立 “援绥后

援会”，募捐援绥物资，开展声援活动。２６年 （１９３７）２月，中国工农红军罗炳辉部从宁
夏移驻平凉郊区，平凉学生救国会和工人代表、工商界代表纷纷前去慰问，并召开平凉

各界动员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各界
纷纷自发成立 “民众抗敌后援会”等各种拥军组织，开展征募、劝募和献粮献金活动，

慰劳前方将士。３３年 （１９４４）１２月至翌年底，全区广泛开展慰劳从军知识青年运动。给
从军知识青年每人赠发慰问信１份、毛巾１条、慰劳金２５００元。春节期间给从军人员家
属每户赠慰问金５００元。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下旬至８月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挺进
中，平凉、各县城和过境地各界人民群众自发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供水站、米汤站、缝衣

组等，慰劳、欢迎过境部队。

平凉群众慰问子弟兵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５０年开始，以每年 １月为
“拥军月”，发动群众给烈军属挂

“光荣牌”、赠送慰问品、扭秧歌、

写对联、赠年画、拜年等形式进行

慰问，开展群众性拥军优属活动。

１９５１年４月６日，成立平凉分区抗
美援朝委员会，分区各机关、单位、

学校和各县市相继成立抗美援朝分

会。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的

“宣传周”活动中，全区有３０多万
人集会游行示威，６０多万人在 《和

平宣言书》上签名。１９５３年 ７月，
全区８５％以上的群众以村组、街院、农户为单位，普遍订立 《爱国公约》。分区先后３次
组织有党政领导和 “扫雷英雄”姚显儒父亲姚世杰等９名代表参加的赴朝慰问组，赴朝
鲜慰问志愿军官兵。志愿军英雄报告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平凉市区和部分县向

各界巡回报告。在平凉一中等处举办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抗美英雄事迹展览。组织大型集

会，声讨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等罪行。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６年，每年春节，组织慰问团、组，慰
问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等优抚对象。１９７４年起，每年元旦、春节、“八一”建军节期
间，开展较大规模的拥军活动。１９８５年，驻甘部队平凉籍官兵先后有１５０８人赴云南边防
前线作战。５月１２日和翌年３月１７日，平凉地区两次组成慰问团，赴云南边防前线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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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平凉、灵台、华亭、庄浪、静宁等县 （市）先后组成６个慰问组，分赴平凉、天水
和陕西参战部队驻地进行慰问。并多次举行云南前线英雄事迹报告会和欢迎会，赠送

“民族楷模、中华骄子”、“边疆卫士、人民英雄”、“精忠报国、威震边疆”等锦旗匾牌。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４日，组成平凉地区慰问团，前往驻宝鸡解放军某医院慰问在云南前线作战
中光荣负伤的平凉籍战士。６月１２日，平凉万名群众自发涌向街头，载歌载舞，夹道欢
迎从云南前线凯旋的兰州军区某部汽车营官兵。

“双拥”　１９８４年２月，开展军民 （双拥）共建活动。７月，泾川县窑店乡人民政府
和平凉市寨河乡复员军人冶广田 （回族）等３人被省政府树立为全省拥军优属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受到表彰。１９８６年，军民共建并命名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楼院１２５个。
采取 “千名官兵扶千户”的办法，扶持农村贫困户６６３７户，实现脱贫２９００户。１２月，
成立平凉地区军民共建领导小组 （后改称 “双拥”共建工作协调领导小组）。１９８７年４
月，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平凉召开甘肃省人武系统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

平凉军分区等单位和个人被树立为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奖励。１９８８年７
月，华亭县民政局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 “拥军优属先进集体”称号。

１９８９年，军地双方以 “双向奉献”和 “双向服务”为主，开展 “双拥”（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共建活动。１９９０年７月，华亭县民政局和静宁县曹务乡海边防军人妻子张淑萍
等３人被省政府树立为全省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奖励。１９９３年，全
区达到 “双拥”模范标准的乡镇、单位１２９个，拥军优属模范村１４４个，军民共建先进
乡镇、单位１５１个，先进村 （居）委会１４０个，先进个人２８５人。每年元旦、春节期间
为全区 “双拥”宣传月。平凉军分区出动 “国防教育大篷车”，各新闻单位举办国防教育

专题节目和知识竞赛，各县市在城镇街道和公路沿线设置永久性 “双拥”宣传标志牌及

“双拥”彩门，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 “双拥”意识。１９９６年中共甘肃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授予地区行署粮食处、文化处、民族宗教处、驻平８４８０６、８４９０７部队 “甘

肃省双拥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李世奇等 ３人全省 “双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１９９９年，以建成 “３１２”国道沿线陇东 “双拥模范长廊”为重点，开展 “双拥”创建活

动和 “爱心献功臣行动”。全区为驻军解决施工、训练、执勤和家属住房、再就业及子女

入学、入托等问题２３００件，组织帮扶组１３２０个，结对子２３３４个，为４１７９人优抚对象捐
赠现金４２６万元，衣被１１２万件，食品１０００公斤。甘肃省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平凉市、华亭、静宁县 “双拥”共建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省先进双拥办公室”称号。

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全国 “双拥”模范城１个、“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 （市）２个、先
进个人１人，全省 “双拥”模范城 （县）５个、“双拥”工作先进个人３人、拥军优属先
进个人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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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 “双拥”模范城 （县）动态命名表彰名表

县（市）

名称
命名称号

动态命名

表彰次数

命名表彰机关及时间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命名表彰时间

民政部、总政治部

命名表彰时间

平凉市 “双拥”模范城 第一次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１９９４年７月

第二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１９９７年１月５日

第三次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爱心献功臣”先进县（市）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华亭县 拥军优属先进县 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７日

“双拥”模范县 第一次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第二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第三次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爱心献功臣”先进县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泾川县 “双拥”模范县 第一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第二次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灵台县 “双拥”模范县 第一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第二次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静宁县 “双拥”模范县 第一次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支　前　宋仁宗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十二月，崆峒山慧明院主僧法淳等率其徒护御书
院并配合宋军 “保蕃汉老幼孳畜数万”，朝廷赏赐法淳紫衣。清康熙以来，西北用兵，平

凉民众转饷支前，负担十分繁重。同治年间，百姓 “按粮摊车、按亩出费”，供给车驮，

军队给养也全由地方捐派。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因清军饷源不继，仅静宁州朱暌棠、杨价、
孔昭善３户士绅捐银２５万两、粮５００石助军。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经平凉，民众曾支援大批粮食和物资。２４
年 （１９３５）１０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静宁时，界石铺群众及时打碾粮食、磨制
面粉、杀猪宰羊，送到会宁青江驿红军某部驻地。仅单家集群众为驻将台铺红二方面军

筹送现洋５万块、棉衣３００套、布鞋３０００双、土布５００匹、羊２００只、猪５０头。抗日战
争爆发后，平凉民众积极应征，充当民夫，出动畜力、车辆，承担军队给养运输，修筑

公路，踊跃捐款捐物，献粮献金，支援抗日前线。２８年 （１９３９）冬至翌年１１月，仅华亭
县城爱国商人、各学校师生和６乡 （镇）群众先后两次为抗日战争前线将士募捐寒 衣款

７４８３９２元。３２年 （１９４３）７县募捐鞋袜及代金３８８万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平凉捐献飞机
一架。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６日，静宁县为支援解放军，组织威戎、城关等区民工千余人、大车７０
辆、毛驴３０头，向华家岭送面粉６万公斤，并及时修通县城至界石铺的公路、桥梁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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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吉、会宁区间的电话线路。１０月下旬，全区出动民工４４５万人 （次），平均每天

有９４７１人参加支前，共借粮２０万石 （每石约２２５公斤）、面粉２５万公斤，及时支援人
民解放军在西进解放大西北中给养之急需。１９５０年有７３００多人参加民兵或武工队，配合

平凉人民支前 （１９４９年８月）

当地政府或部队，承担剿匪、支前任务。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起，全区各族各界人民响
应中央关于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捐

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献款 （物）折合人

民币８８８８亿元 （旧币），值战斗机 ５６
架。１９８５年，全区各级各界人民向参加
云南边防前线作战官兵写慰问信１２６万
封，捐赠现金１９万元，针线包、袜垫、
毛巾、背心等各种生活用品 ５５３万件，
核桃、枣、杏干、罐头等干果食品 １３３７
公斤，送贺年片２３６张、锦旗 ３４面。并
为参战军属发放优抚款１７０２万元，划拨宅基地５８６户。１９９５年，在平凉火车南站 （四

十里铺镇吴岳村）修建军供站。９月，在兰州军区实施 “西部—９５演习”中，沿途群众
冒雨突击完成 “３１２”国道４０公里路面改建铺砂任务，２０万群众和２０支文艺表演团体夹
道欢迎，万名回族群众打着 “穆斯林喜迎人民解放军”的横幅，争先恐后向解放军赠送

馓子等食品。途设慰问点２８个，医疗服务站、车辆维修点１３个。

第四节　全国 “双拥”模范城———平凉市

平凉市有驻军１３个单位。１９８４年以来，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延安 “双拥”运动

的光荣传统，结合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拥军支前活动，逐步掀起群众性的 “双

拥”共建热潮。

１９９０年初，被甘肃省民政厅确定为全省
“双拥”建设试点。全市党政军民同心协力，以

城区２００多个军民共建点为依托，以 “双向奉

献、双向服务”为途径，深入开展以落实优抚

安置政策、完善 “双拥”服务组织、开展扶贫

济困、培养开发军地两用人才和为军人优抚对

象做实事、办好事为主要内容的 “双拥”共建

活动，促进了部队建设和地方 “两个文明”建

设。１２月 １５日，被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
府、省军区命名为全省 “双拥模范城”。

１９９１年，市政府作出 《关于进一步开展 “双拥”活动的决定》，先后制定 《各部门

“双拥”工作职责》等制度和法规，以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加强 “双拥”工作基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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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设，军地互相支持、互办实事，协调处理军地之间历史遗留问题为主，全面开展争

创全国 “双拥”模范城活动。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全面落实 《全民国防教育

实施纲要》的同时，通过每年开展 “双拥宣传月”活动和组织联欢、走访慰问、举办展

览、举行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组织社会各界深入基层、深入军营，落实优抚安置政策，

帮助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解决部队家属随迁安置、子女入学就业、生产经营、住房征地、

技术装备、国防设施、营房营院、训练场地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纠正向部队乱摊派

等现象，解除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的后顾之忧。部队官兵自觉投身地方公益事业建设、

抢险救灾和扶贫济困等活动，积极支援地方的改革和建设。军地双方通过共建、共联、

共育、共扶和本着 “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军地遗留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

团结。在１９９４年 “双拥宣传月”期间，地、市 “双拥”共建协调领导小组联席召开平凉

城区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等４００多人参加的 “双拥”共建动员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

市 “双拥”工作的发展。同年７月下旬，第一次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
全国 “双拥模范城”。

１９９４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市政府先后制定 《新时期拥军优属若干规定》和充分

反映平凉特点、优势的 “双拥”工作计划，以新的标准和新的思路，深入开展 “双拥”

共建活动。军地互办实事３８件，新建城市道路７８条、４１５公里，街景大楼４１幢，农贸
市场３０余处，文明集镇６处，文明街区３条，军地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新闻中心播
发 “双拥”新闻１４８２篇，沿国道３１２线设置 “双拥”彩门８处，永久性 “双拥”宣传标

志１４幅。全市各类人员国防教育面达到８０％至９６％，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由１９９４年
人均３００元提高到９００元，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面由９０％提高到１００％，定补标
准由月人均２１元提高到３０元。退伍军人和军地两用人才全部妥善安置，为部队随军家属
安置工作９６人、办理城镇户口９２人。城市公交车路线延伸到军营，并对军人实行免收医
院挂号费、城区停车费、各公园门票、军嫂再就业基金、城市增容费，优先购买火车票、

长途汽车票和在医院看病等。部队官兵为地方建成 “爱民林”、“爱民路”、“文明街”、

“文明小区”、“小康村”各１个 （条）。并涌现出一大批基层 “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

在兰州军区 “９５———西部军事演习”中，有１３万人踊跃投入声势浩大的拥军支前活动，

驻平 “英雄八连”战士绿化造林

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做到了参演部队、

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 “三满意”。１９９７年
１月５日，第二次被命名为全国 “双拥模

范城”。

１９９７年 ２月至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按照
“巩固、发展、提高、创新”的工作思

路，每年制定新的 “双拥”共建计划，

不断更新 “双拥”共建事项和活动内容，

加大制度建设、宣传教育、互办实事和基

层基础建设的力度，以军民共建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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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区、完善六大服务体系、共建十大 “双拥”工程、每年办好十项 “双拥”活动

为主，实施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社会统筹制度和 “爱心献功臣行动”，进一步延伸和增

强了创建 “双拥模范城”活动的活力，显示出军政、军民、民族团结三大特点，创立了

贫困地区 “双拥”工作新路子。地方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实施的智力、服务、就业、保

障、基建、交通、优抚、真情拥军活动卓有成效，部队官兵实施的爱民林、温饱、希望、

平安、美化绿化工程成绩显著。军地双方建成文明小区、街道、楼院、集市、医院、商

场、集镇等６０处，文明街区３条，精神文明先进单位３６个；建成命名 “双拥”模范乡

（镇）９个、模范村５０个、模范单位３８个，“双拥”达标单位６５个。沿国道３１２线建成
“双拥”宣传长廊。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标准和在乡老复员军人定补标准均比１９９６年提
高一倍。在 “爱心献功臣行动”中，为２９０名帮扶对象解决医疗费６５万元，捐款 （含

实物折价）３７万元，为１３户优抚对象住房困难户建房３９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三次被
命名为全国 “双拥模范城”，并被全国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

“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市。同时，授予驻平武警８６７０部队政治委员刘春灏全国 “爱心

献功臣行动”先进个人称号。

在连续三次被命名为全国 “双拥模范城”之后，全市党政军民继续以 “办实事、创

特色”的工作思路，高起点，严要求，坚持不懈地开展 “双拥”共建活动。

第五节　退役军人安置

一、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前后，逐步形成一套以归籍为原则的新军退役安置制度。对
退役兵由府 （州）县按名单接收，安置回乡务农、经商，自谋生计。退役后为续备军，

愿充州、县巡警者，持退伍证件应选，续备军服役３年后退为后备军，后备军满４年后退
为平民，在服续备、后备役期间，均领取饷银。

民国初，对分年裁减被遣回乡的绿营兵丁，由各县安置自谋 职业。２２年 （１９３３）
后，现役军人停役、除役、退役后，优先充任机关、社团、学校、工厂之职务。抗日战

争爆发后，现役士兵服役期限延长，安置者多为伤残军人，在省救济院代管的军人残废

队、残废教养院收容安置。抗战胜利后，对退役士兵授田、优待、救济，尽先分配工作

或给予改业的便利。伤残军人大多送回原籍安置、赡养、优待。３５年 （１９４６）６月起，
各县奉命安排复员青年军，对退学入伍的准予复学或选送深造；对原是公务员、教职员、

技术人员、工商业人员的，复职、复业安置。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８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４年入伍的志愿
兵退役作复员安置；１９５８年起，对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日后入伍的义务兵退役作退伍安置，
对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６年部分军队复员干部作复员安置；１９８４年起，对１９７９年后，由义务兵转
为志愿兵的，作转业安置。２０００年起，对１９９８年实行士官制后，服现役满第一期或第二
期规定年限、符合转业条件而本人要求复员并经批准的士官，作复员安置；服现役满１０
年、服役期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因战、因公致残评为二三等伤残、服役未满１０年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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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建设需要调出军队及符合退休条件和本人自愿转业的士官，作转业安置；服现役

满３０年、年满５５岁、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评为特一等伤残及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并经驻军医
院诊断、军以上卫生部门鉴定确认的士官，作退休安置。

复员军人安置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起，对伤残较重、本人不愿回家的伤残军人送甘肃省
（平凉）荣誉军人教养院 （１９５４年并入陕西省华阴荣誉军人教养院）学习和休养。１９５０
至１９５４年，全区共接收安置复员转业建设军人４０８９人 （含固原地区），大部分安置回乡

参加生产。对返乡后无土地、无生产资料、生活贫困者，由乡、村政府按照优待政策给

予解决，帮助其投入生产；城市无家可归者，介绍工作或扶持做小本生意，或动员迁往

乡村，分给生产资料自食其力。丧失劳动力、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１９５５年，全区接
收安置复员退役军人５０１５人。对４６名无家可归、８名有专门技术的及家居城市的，全部
安置就业；在农村，组织复员军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解决其生产、生活、治疗等

方面困难。１９５６年，接收复员退役军人１７５８人，安置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１５４５人，安
置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和上学深造的２１３人。并帮助解决４２１名复员军人婚姻问
题。１９５７年，对有技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城市无职业的复员军人，实行由对口
单位包干和民政、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介绍就业的办法安置，复员军人住房、建房

困难给予重点照顾补助。接收复员军人１６１０人，安置回农村的１５０６人，在城镇安排工
作、复工复职、复学的１０４人。１９５８年春，对历年发生的２８起复员军人自杀案件和５起
被害案件进行检查处理。１９６０年后，对患有慢性病的荣誉复员军人由平凉专区瑶池疗养
院 （后改为甘肃省复员军人慢性病疗养院，１９６９年撤销）接受治疗和休养。至１９６３年全
区接收安置复员军人１２７１９人。
１９６９年起，接收安置军队连以下复员干部。到１９７５年７月３１日，全区接收安置军

队复员干部１２４人，其中安置在各级革委会机关工作、复工复职及随其家属在城镇安排
工作的４５人，安置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的７９人。１９７６年，军队复员干部全部改为转业。
１９８０年，军队复员干部全部由人事部门按干部安置和管理。１９９３年，对自愿复员的干部
政府不再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接收安置军队复员干部３人，复员
士官１９人。

退伍义务兵安置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对农村入伍的退伍义务兵安置回原籍参加农业生
产。对入伍时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安置回原单位复工复职，入伍时是学生

的准其复学，家居城市无固定职业的劳动部门给予优先就业。１９６５年，对城镇退伍军人
中的高、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均予安排工作。１９７１年城镇安置退伍军人１２３９人。１９７３
年，农村安置退伍军人２３３８人，农村入伍的退伍军人在城镇安置１５人。１９７８年，对农
村入伍的孤儿、单身、残废军人在社队企业或县属企事业单位安置。１９８２年，给农村退
伍军人建房补助费５２６万元，建成住房１９８间，解决口粮５８７万公斤，解决婚姻纠纷
２１３人 （次）。对城镇退伍军人提倡个人择业、安办推荐、单位挑选 “三结合”的方法安

置。１９８４年，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培养具有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两套本领的、
军队和地方都用得上的退伍军人，地区、县市民政部门成立 “退伍军人两用人才服务中

心”。１９８５年，有１１８３名有各种专业技术的农村退伍军人两用人才被厂矿企业、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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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招聘录用，对历年回农村的特、一等伤残军人１５人由
政府解决住房，在城镇安置，３０岁以下、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二、三等伤残军人１４９人，
陆续在城镇安排工作。１９８６年，在新兵入伍时地方与部队签订定向培养两用人才的征兵、
育才、安置协议书，两用人才开发使用率达到６２５％。在城镇安置农村退伍的伤残军人
和在部队荣立二等功的退伍军人９３人。至１９８８年全区累计开发使用两用人才２４８２人，
占全区农村退伍军人总数的８５７％。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华亭县民政局被民政部、解放
军总政治部授予 “培养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先进单位”称号，受到表彰奖励。１９８９
年地区、县市、乡镇形成育才、荐才、用才服务体系，全区两用人才开发使用率达到

８６７％。９月，省民政厅、省军区政治部在平凉召开全省培养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经验
交流会，地区行署民政处等６个先进单位和华亭县南川乡退伍军人崔林等５名先进个人受
到表彰奖励。此后每年接收安置农村军地两用人才２５０至３５０人。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０年在城镇
安置农村入伍、赴滇作战中立功者５９６人，伤残军人８１人，安置退伍女兵７４人。１９９７
年城镇退伍军人安置试行 “双方选择、供需见面、包底安置”的政策，实行有偿转移、

自主择业和自谋职业。２００１年，有２３６名城镇退伍义务兵在待安置期间享受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补助１０４至１１７元。全区累计农村安置退伍义务兵３８５万人，城
镇安置退伍义务兵１２５万人，平均每年农村安置９３９人，城镇安置３０６人。其中接收
１９８２年以来退伍军人军地两用人才７０２５人，开发使用６１８８人，占两用人才总数的８８１％。

二、转业志愿兵 （士官）安置

１９８４年，对义务兵改为志愿兵、服役满１５年的，依部队办理的转业手续接收安置１７
人。１９８５年９月起，对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 《兵役法》实施前改为志愿兵、服役满１３年的
即接收安置；虽未满现役但因部队撤并、经部队师以上机关批准退役的，亦由所在县市

接收安置；对外省、区籍转业志愿兵要求在本地区安置的，经省安置办公室审批，由有

关县市接收安置。１９９１年１月起，转业志愿兵由全省、全国集中交接后，地区、县市凭
省安置办公室统一审查的名单和下达的任务接收安置。１９９８年，对志愿兵转为士官、服
役满１０年以上的转业安置。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接收安置转业士官３０１人。全区累计接收安
置转业志愿兵１４７０人，平均每年接收安置８６人。

接收因战、因公致残并评定伤残等级的革命伤残军人３７５人，平均每年接收１７人，
其中９５％以上在城镇安排给适当工作。

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复员退伍军人接收安置表
单位：人

年份
接　收　数 安　置　数

总人数 复员军人 退伍军人 转业志愿兵 （士官） 总人数 城镇 农村

１９５０ ６３８ ６３８ ６３８

１９５２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９５５ ５０１５ ５０１５ ５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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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接　收　数 安　置　数

总人数 复员军人 退伍军人 转业志愿兵 （士官） 总人数 城镇 农村

１９５８ ４２６ ２２４ ２０２ ４２６ １３７ ２８９

１９６０ ６１ ６１ ６１ ３ ５８

１９６３ ３２９ ７ ３２２ ３２９ １８ ３１１

１９６８ ９９４ ９９４ ９９４ ２１１ ７８３

１９７０ １３２３ ２ １３２１ １３２３ ８２ １２４１

１９７３ ２５０９ １７ ２４９２ ２５０９ １７１ ２３３８

１９７５ ２０５８ １７ ２０４１ ２０５８ １２５ １９３３

１９７８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 ３５ ９８５

１９８０ １７８２ １７８２ １７８２ １１７ １６６５

１９８３ １７２９ １７２９ １７２９ ３３９ １３９０

１９８５ １５０６ １４５９ ４７ １５０６ ２６６ １２４０

１９８８ １６２４ １５６８ ５６ １６２４ ６５４ ９７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８６ １２１８ ６８ １２８６ ６６２ ６２４

１９９３ １３０７ １１７２ １３５ １３０７ ６７１ ６３６

１９９５ ９２１ ８５４ ６７ ９２１ ３８６ ５３５

１９９８ ９８７ ８６１ １２６ ９８７ ３６６ ６２１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５ １６ ８６０ １７９ １０５５ ５４１ ５１４

２００２ ７２１ １ ６１１ １０９ ７２１ ２７４ ４４７

三、军队离退休安置

宋代，平凉籍名将因年老、病致仕３人。清代，武官不论品级均可致仕。致仕后的
安置从提督至守备，致仕待遇根据其功绩给予全俸或半俸不等。千总、把总、外委等六

品以下武官，打仗受伤者如自行请退，５０岁以上给步粮 （步兵口粮）１份，衰老多病、
被革职或勒令致仕的给守粮 （守兵口粮）１份。绿营武官兼有世职和旗人身任绿营兼有
世职的，致仕后保留世职，赏给俸禄。除俸饷待遇外，高级武官还享受皇帝 “特恩”待

遇。民国前期无统一的退役军官安置政策。１８年 （１９２９）起，对退役将官按原薪３０％、
校官３５％、尉官４０％分别发给薪俸３、５、７年。３５年 （１９４６）从准尉到上将军官佐退役
后薪俸月３至１２５万元。３６年 （１９４７），调整为３３００元至１７万元，粮４至６斗。
１９５９年，在农村接收安置年满５５周岁以上、老弱伤残而退休的军官１人。１９６３年８

月至１９７４年２月，平凉、泾川、庄浪、静宁县接收安置退休军官５人，其中师职１人，
营连职４人。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０年１月，接收安置军队退休干部 （连职）３人。１９８２年，将按
退休安置的改为离休。１９８５年，建成平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简称干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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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接收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１８人，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
１９８８年地区行署、平凉军分区为符合条件的军队离休干部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的２人，
胜利功勋荣誉章的２０人。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接收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３３人，无军籍退
休职工１６人。

第六节　赈荒救灾

平凉历来是以旱灾为主，冰雹、洪涝、霜冻、风沙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区，赈荒救

灾为历代当政者 “惠民”、“安民”的重要行政管理工作。汉至民国年间，有史可考的放

赈、蠲免、借贷、缓征、以工代赈等各种赈济１５３次，平均２３１次重灾施赈１次。清至
民国，每遇灾荒， “树皮草根掘食尽净”、 “哀鸿遍野”、以至 “人相食”的惨相时有

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除每次受灾后及时查灾、报灾、救灾外，每年还分春荒、夏荒、冬

令３个阶段，落实各项救灾措施，及时保障灾民的吃饭、穿衣、住房、治病等基本生活。
一、救　济
汉征和三年 （前９０）各郡县施粥于路，以救灾民，民间谓 “放舍饭”。北魏太和十

一年 （４８７） “开仓赈恤”平凉、庆阳一带旱灾饥荒。宋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四年
（１０２０）、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发廪赈”、“发粟赈”饥民。元至元十七
年 （１２８０）赈巩昌、平凉等驿站旱灾。二十二年 （１２８５）旱，“招贫民敕廪给之”。二十
五年 （１２８８），拨巩昌银三千锭赈民。元贞元年 （１２９５），拨银赈连年旱灾饥民。延二
年 （１３１５）专款赈旱灾饥民。至治二年 （１３２２），赈旱灾、水灾。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发
粟赈泾川、灵台等地灾民。二年 （１３２５），静宁州雹灾民饥，放赈粮 １月。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拨流民银赈静宁等州霜灾和频年旱灾。明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七月，赈平凉、庆
阳、巩昌等地饥民。正统三年 （１４３８）十月初二，发官粮赈济平凉、庆阳等府州夏、秋
雹灾饥民。七年 （１４４２）四月，陕西行中书省派员赈济平凉等州府旱灾饥民。成化二十
一年 （１４８５），平凉、巩昌等地大旱，静宁等处 “人相食”，静宁知州祝祥出仓粮２０余万
石赈济。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赈平凉、庆阳、巩昌等府旱灾饥民。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赈
旱饥。清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赈静宁、庄浪等地旱灾。七年 （１６６８）二月，赈济平凉、庆
阳、巩昌等府饥。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赈静宁等州旱灾。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发粟赈平凉、
泾州旱灾民饥。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命大臣巡视并 “发廪赈”静宁等州县卫旱灾，自二月

至六月，每大口日给米３合，小口２合。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二月，遣大臣巡视兼赈银米，
赈济平凉、庄浪等州县连岁旱灾，令散给饥民口粮外，每亩再发给籽种５升。五十八年
（１７１９），“专人专款放赈”崇信、灵台、静宁等地旱灾。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动户部帑银
二十万两”，动用 “常平仓存贮粮六十七万二千石”，赈济平凉、庆阳、巩昌等地旱荒，

自春散赈之日起，至麦收之日止。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因甘肃全省重旱，令督抚加意赈
恤 平凉等诸府州民。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九年 （１７４４）、二十年 （１７５５）、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赈平凉、巩昌等地旱灾、雹灾。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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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７６１）、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赈庄浪、平凉、巩昌旱灾、雹灾。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大
旱，拨赈银、赈粮赈济。三十年 （１７６５），赈华亭雹灾。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赈平凉等府
属地区旱灾、雹灾。三十五年 （１７７０）清政府因平凉、巩昌等地旱灾并疫病流行，拨藩
库银、运米粮，令 “均予正赈加赈”。四十年 （１７７５）至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赈旱灾。嘉
庆十年 （１８０５），赈静宁等州县旱灾。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发仓粮赈泾州、灵台、崇信等
州县水灾。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五月，全省大旱，平凉等府和泾州直隶州尤为惨重，清政
府赈恤。八年 （１８６９）五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因 “陇东泾、庆一带连年灾异兵燹，人民

流亡殆尽”，令各府州县及时招抚并按人口发给食粮、籽种、农具，督劝耕种。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秋，平凉、泾州、灵台、华亭等地大旱，“有人相食”，清廷令安抚转徙饥民。四
年 （１８７８），赈庄浪等地旱灾饥民。十二年 （１８８６）九月，赈泾州、崇信、灵台、华亭等
县雪灾。十三年 （１８８７），赈静宁州雹灾。十九年 （１８９３）正月初十，平凉、泾州、静
宁、灵台、崇信、华亭等３０余州县连年大旱，朝廷从当年起，每年拨内帑银２万两，救
济穷黎。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九月初三，赈泾州、崇信、灵台等地雹灾和静宁、庄浪等地
大旱饥民。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冬，赈平凉、泾州、静宁、崇信、灵台、华亭等府州县大
旱饥民。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发内帑银赈泾州、平凉、静宁、灵台、庄浪等府州县春至夏
大旱之民饥。泾州 “饿死者甚众”，知州曾麟绶设厂赈济，远者给粮，近者给粥。二十七

年 （１９０１）三月，平凉、泾州持续亢旱，瘟疫流行，赈济。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二月，因
上年陇东等地旱灾、雹灾严重，入冬以后饥民大量流入兰州，清政府拨银１万两，令兰
州增添施粥棚等设施放赈。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九月，清政府赈静宁等州县二月大风雪、
春夏大旱和泾州雹灾。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夏大旱，国民政府拨８万元赈款赈陇东等地近３０个县饥民。１６
年 （１９２７），甘肃筹赈临时办公处派员配制炒面散赈陇东等地５０余县春夏大旱饥民。１７
年 （１９２８），国民政府拨赈款及地方募捐赈洋２１６万元急赈６５县饥民，“但至灾民手中，
每人赈款不足１角，炒面不足１两”。１８年 （１９２９），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视察陕甘
灾情后给行政院报告称： “平凉迭遭兵匪灾荒，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

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行政院拨甘肃８０８９万元
赈款赈饥，“但多被经手官绅从中私吞自肥，灾民实得无几”。灵台县长丁耀斗奉上命设

粥厂散发粮粥。１９年 （１９３０），省赈务会拨１６万元急赈款、１２万元籽种款，赈庄浪、隆
德等县黑霜、鼠害、虫害。２１年 （１９３２），省拨赈款５０万元，赈灾情严重的平凉、泾川、
崇信、华亭、庄浪等５０余县旱霜风灾。２２年 （１９３３），省政府拨赈款２万元，赈平凉、
灵台、崇信等２０个县旱灾及雹灾、霜灾。２４年 （１９３５），赈华亭、崇信县黑霜、雹灾。
２５年 （１９３６），赈平凉、静宁、泾川、崇信、华亭等县旱、雹灾饥荒。２６年 （１９３７），国
民政府先后拨赈款５３万元、省筹赈款１０万元，赈静宁、庄浪、华亭等２５县雹、洪、
风、霜灾害，“因经办官绅互相勾结，逐层中饱，灾民所得无几”。２７年 （１９３８），赈静
宁、庄浪等县旱、雹、风灾。２８年 （１９３９），省政府拨华亭县赈款 ２５００元。２９年
（１９４０），赈平凉、灵台、崇信、华亭、静宁、庄浪等县旱、雹、风、霜灾害民饥。３０年
（１９４１），省政府和省赈济委员会先后拨款２０多万元，赈平凉、华亭等２４县旱灾，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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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华亭等２７县雹灾及平凉、崇信、华亭、静宁等６县霜灾。３１年 （１９４２），全省周
期性大旱，伴雹、霜、风灾，省政府拨款赈平凉、崇信等２６个重灾县。３２年 （１９４３），
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雹灾、霜冻，省政府拨赈款２１５０万元，拨平
凉县赈粮８８４万市石。３３年 （１９４４），省政府拨平凉县赈款３４万元，冬令救济款１５万
元，拨崇信县赈款２万元。３４年 （１９４５），国民政府拨赈款１亿元，省旱灾救济委员会先
后拨赈款和冬令救济款及实物２４４亿元，赈第二区 （平凉）等５０余县春夏久旱 “民大

饥”。拨华亭县冬令救济款 ３万元，发给 ２８３户抗日军人家属和农村赤贫户。３５年
（１９４６）４月，拨泾川县青黄不接时民食救济赈款３４１７万元。３６年 （１９４７），省政府拨
赈款、小麦、冬令救济款，赈平凉、泾川、静宁等１５个重灾县旱灾、雹灾民饥。９月、
１０月两次拨平凉县赈款２５００万元，发死亡者大口１０万元、小口５万元，被灾者每口１
万元，并于１２月配拨冬令救济款２４００万元。３７年 （１９４８），拨泾川等１０县旱、雹、水
灾赈款１００亿元、赈粮２８３９石，拨平凉县灾歉救济款５５００万元，给重灾的白水等７乡
（镇）５５０名赤贫灾民每人配赈１０万元；拨泾川县救抚款２５亿元，积谷粮１０００石。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拨发自然灾害救济费 （简称 “救灾款”）

１７８４６９万元，平均每年３４９９４万元，其中中央、省核拨１６６６０７１万元；１９５５至２００２
年，配拨灾民口粮９２２７６７万公斤，平均每年１８７８３２万公斤。灾情最重或救济数额最多
的有１４年。
１９４９年９月，省拨救济粮４０００石、银行贷款４亿元 （旧币，下同），救济平凉、泾

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等１０余县旱灾和雹灾。１９５１年，全区下拨救灾粮１８７０８
万公斤。１９５２年，全区下拨救灾款１６亿元。至１９５６年，国家拨发救灾款９２４９万元，
平均每年２３１２万元。
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５年，国家拨救灾款１００２０８万元，平均每年１１１３４万元。其中１９５９至

１９６１年，平均每年拨救灾款１７０１７万元。仅１９６１年发放口粮救济款１１４３万元，穿衣、
住房补助款１５４０７万元，免费医疗款９６６７万元。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４年，发救济棉布 ３５８７
万米、棉花４０３万公斤、被褥２２７万条、衣服３８８３万件 （条、套）、面袋１万条、鞋
２２９万双。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国家拨救灾款１６８２５万元，平均每年１５２９５万元。其中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１年，在 “三不要”（不要救灾粮、救灾款、救灾物）的思想指导下，２年未拨救灾
款，４年每年拨救灾款仅为１１万元至１６９万元。１９７２年，发棉衣２５万套。１９７３年，
调拨军用棉衣 ８８万套、单衣 ８７５万套、棉被 ３５万条、解放鞋 ２０００双，下拨棉布
１０８２万米、棉花９７３万公斤、炕席４６３万页、汽车１１辆、木材指标２７００立方，解决
静宁、庄浪、平凉县重点困难地区灾民群众的穿衣、住房等困难。１９７４年，拨救灾款多
达７４９９万元。
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拨救灾款１５０５３８３万元，平均每年５７８９９万元。１９７７年发救济棉

衣３万套、棉被、棉褥各１４５万条、棉大衣５０００件；１９７９年，发棉衣１５万套、棉褥
２０００条、棉帽１万顶、绒衣１１０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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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全区发放救灾款 （粮）表

单位：万元、万公斤、万户、万人

年　份
救灾款

合　计 中央省拨 地县列支
救灾粮

使用效果

救济户 救济人

１９５１ １８７０８

１９５３ ５１１ ５１１ ０３０ １００

１９５５ １６１８ １６１８ １０４５５

１９５７ ３３４２ ３３４２ １１４２５ ２００ ９２９

１９６０ １３７６３ １３７６３ １３２０５ ７３１ ２６１８

１９６２ １３１５８ １３１５８ ９２８０ ４３５ １８０３

１９６５ ６６６０ ６６６０ ５６７４ ８７３ ４１３７

１９６７ １６９０ １６９０ ７７００

１９７０ ５６２５

１９７２ １７２７０ １６７７０ ５００ １６３１０ ８７３ ２８３４

１９７５ ２７７００ ２７７００ ２３８４５

１９７７ ７５７００ ７５７００ ４８５８５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６７１０

１９８２ ２６５００ ２６５００ ３６２００ ５２１ １８８５

１９８５ ２４４８０ ２４４８０ １１００５ ９２４ ３６５４

１９８７ ６１１００ ６１１００ ３６７６９ ９８７ ３４５６

１９９０ ３１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５３７６ ５８１ ２０３３

１９９２ ３１６００ ３１６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６８３ ２３９０

１９９５ ７９５５０ ７１９５０ ７６００ ３８６４０ ８６８ ３４３０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５９０ ８７２５０ １４３４０ １１４５６ ７１１ ２４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９０４５ ９２７００ １６３４５ ６４５０ ６９７ ２４４１

２００２ ９５８２０ ７４０００ ２１８２０ １１９００ ７０５ ２４６７

二、减　免
汉哀帝时，凡成灾 “达什四以上，民资不满十万”者，“皆无出今年租赋”。东汉建

武十年 （３４），免租调。唐初， “田耗十四者皆免之”。宋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蠲辖境租
赋。元至元十七年 （１２８０）、二十五年 （１２８８）、皇庆元年 （１３１２）、延四年 （１３１７）、
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分别缓役、免田租、常赋和差税盐课等。明弘治时，规定田禾成灾蠲
免比例。万历年间，成灾 “十分者，免八分；九分者，免六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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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正统二年
（１４３７）、嘉靖十六年 （１５３７）、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免田租、夏税、
税粮、田赋。清代，成灾十分蠲免地丁正赋７／１０，灾九分蠲免６／１０，灾八分蠲免４／１０，
灾七分蠲免２／１０，灾六分和五分蠲免１／１０。当年成灾八至十分的缓征，从次年起分作３
年带征，成灾五至七分的，分作２年带征，成灾五分以下的，待次年麦熟或秋成征收。
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６月，免平凉府本年丁徭额赋。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静宁州 “免

赋十之三”。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平凉等地 “免额征银粮草束并免积年通欠”。雍正十三

年 （１７３５），蠲免地丁银粮，并派人赈恤。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平凉、巩昌等地 “免正项

草１０７２１万束，并赈”。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免灾亩租并免积欠粮。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

清乾隆皇帝免粮恩碑 （局部）

免灾赋额，并免积欠银、草、粮。

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８月，免
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正杂田赋。

三十年 （１８５０）６月，豁免道光
二十四年新加地丁银。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免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
钱粮。二年 （１８５２），豁免静宁
等州、县受灾钱粮。翌年免田赋。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３月，陕甘
总督左宗棠以陇东连年灾荒兵燹，

奏请免积欠钱银。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夏，免光绪七年以前民欠地丁银、粮、草及地丁额
征、课税等项杂赋。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缓征平凉、泾川、灵台、静宁等３０余州、县被
灾钱粮。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４月，免光绪十四年至三十三年２０年欠赋并发帑银赈，１０
月，免本年地丁钱粮、草束。二年 （１９１０）１０月７日，免灵台县水灾钱粮。

民国时期，按被灾分数减免土地赋税，凡被灾七分以上者全部蠲免，被灾五分以上

不足七分者蠲免５／１０，被灾三分以上未满五分者不予蠲免。１８年 （１９２９），大荒大饥，
国民政府准免钱粮。２１年 （１９３２）后，蠲免频次逐年增多，但新旧摊派租赋杂税多达
１２０多项，每遇灾歉，灾民不仅缴纳报灾、勘灾提款供施赈官员的食宿接待费，还强迫人
民上缴 “赈济捐”、 “慈善捐”等款项。３６年 （１９４７），减免平凉、泾川、崇信、华亭、
庄浪、静宁等４１县市本年应征田赋２６万余石。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起，凡受灾二成以下者不减，受灾二成以上不足三成者减征税额的二

成，受灾三成以上不足四成者减征税额的三成，受灾四成以上不足五成者减征税额的四

成，受灾五成以上不足六成者减征税额的六成，受灾六成以上不足七成者减征税额的八

成，受灾七成以上者全部豁免。１９５３年７月以后，歉收一成半以上四成以下者在应缴税
额内按歉收实际成数减征，歉收四成以上不到五成者减征税额的五成，歉收五成以上不

到六成者减征税额的七成，歉收六成以上者免征全部税额，歉收不到一成半者不予免征。

１９５５年全区农业税减免５３万公斤。１９５８年以后，歉收不满二成的不予减征，歉收二成以
上不满三成的减征税额的一成，歉收三成以上不满四成的减征税额的二成，歉收四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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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满五成的减征税额的四成，歉收五成以上不满六成的减征税额的七成，兼收六成以

上全部免征。１９６１年９月起，受灾不到半成的不予减免，半成以上不到一成半的按成灾
比例减免，一成半以上不到二成的加半成减免，二成以上不到三成的加一成减免，三成

以上不到四成的加二成减免，四成以上不到五成的加三成减免，五成以上的免纳全部税

额。１９７７至１９７９年，３年减免农业税２８２４万公斤。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２年，减免农业税１４９６万
公斤，年均减免 ２１３７１万公斤。１９９３至 １９９９年，减免农业税 ９３９万公斤，年均减免
１３４１４万公斤。

三、以工代赈

汉平帝时，天下大蝗，朝廷派使臣督民捕蝗，以石、斗计蝗给钱。晋天福八年

（９４３），诸州 “旱蝗相继”，雍州节度使赵莹命百姓 “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偿之”。明

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三月，大旱民饥。分巡关西道李经领导灾民修利民渠。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１２月６日大地震，静宁、庄浪等县尤烈，省拨静宁县工赈款修城

疏?河道。１０年 （１９２１），甘肃天主教教会和地方人士组建的华洋救济会派美国人赫约翰
调查震灾，赈助 “静宁之长源河去其淤塞”。１３年 （１９２４），省政府拨被灾静宁等１７县
以工代赈款９万元 （银元）。１８年 （１９２９），全区空前大饥荒，省政府拨款令举办 “以工

代赈”。平凉天主教堂办 “华洋赈济会”，修建从九龙潭引水上东台之渠，以工代赈。３５
年 （１９４６），省政府汇发泾川县３３年运济平凉军公粮回程费９７３５１７万元，赈粮１４４３１５
石，用于修筑泾 （川）宁 （县）、泾 （川）镇 （原）、泾 （川）灵 （台）道路及高平寺

山水平沟等工程， “从优发给每人月赈粮１５市升”。４月，静宁县政府呈报省政府核准
“拨发赈款建修西南两河渠坝以救灾黎”，并修筑罐子峡至西吉运煤大车道。翌年省政府

拨静宁县工赈款１４０１２１万元，修筑东峡水坝工程，以工代赈。
１９５０年３月，各级政府组织灾区群众开展运输、修路等以工代赈。１９５３年２月起，

从发展巩固互助组入手，在２２０个重灾乡开展以工代赈。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省民政厅拨以工
代赈专款２亿元 （旧币）。此后，以工代赈不断发展。１９６５年春，全区发放贷款３５万元，
有领导地组织灾民修公路。１９８０年起，凡遇重灾年份，各级政府都依国家安排的交通、
水利、农业等工程项目，分别给有关部门下达以工代赈任务，以工代赈的主要途径逐步

转向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１９８３年开始，每年从救灾款中调剂安排一部分资金，以
“无息有偿、有借有还”的方式，扶持灾民贫困户发展种 （植）、养 （殖）、加 （工）等

生产项目，创办扶贫经济实体或社会福利企业。１９８７年后，各级政府把以工代赈列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每年在安排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项目

时，明确提出以工代赈指标，优先招收灾民贫困户参加。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扶贫开发项
目完成以工代赈２６４亿元。

四、生产自救

汉平帝时，对因灾荒外流返回原籍搞生产自救的，按户 “赈田宅、什器，假与犁、

牛、种、食”。此后历代，无法稽考。

１９５０年３月，各级政府 “以生产救灾工作为中心，帮助农民开展生产自救”。１９５３
年，全区组织７０００多名劳力，从事烧石灰、拉砂石、磨面粉等工副业生产，增加收入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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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旧币）。１９６０年，各级组织开展 “计划用粮，储备干菜，省吃俭用，打紧安排”。

先后两次组织抗旱检查团，实行 “五级干部会师田间”，组织２００万人的 “抗旱大军”，

开展灌水、抢种、复种、补种、田间管理等抗旱保秋运动。１９６１年初，地委、专署提出
“以生产自救、抢救人命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向困难和错误作斗争”和 “以生活安排

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全区抽调４７３０名干部深入农村社队开展生产自救。在继续实行
“低标准、瓜菜代”的同时，有领导地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开展以编制竹木用具、挖煤、采集

野菜、草籽和到外地打零 工等生产自救。１９６５年２月，全区抽调６０多名干部，深入困难生
产队帮助生产自救。全区先后组织１６７万名劳动力开展各种副业生产，增加收入６７万元。
１９７３年，全区遭受严重旱灾、水灾后，增种蔬菜１６万亩，代种蔬菜２４万亩，收藏

干菜、腌咸菜、压酸菜８５００万公斤。１９７７年９月，要求把能够吃、用的野生资源采收利
用起来，“为社员解决生活困难”。

１９８０年以后，农村生产自救逐步转向开展劳务输出、以工代赈和互助互济。１９８６
年，全区翻耕改种和复种夏粮、秋粮及回茬小秋作物７４４９万亩，增产粮食８５７５５万公
斤；组织２５５７万名劳动力从事劳务输出或以工代赈，增加收入４２３５万元。１９９６年春
荒，全区劳务输出２０万人，有的乡 （镇）劳务输出人数占到劳动力总数的１／３，达到一
户一人。在连续两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和特大冰雹、洪水灾害的情况下，“不发生饿死

人和大批外流讨要”。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组织灾民开展劳务输出、工副业生产等生产自救
增加收入３３亿元。

五、借贷互助

隋已见用义仓粮借贷的记载。唐贞观二年 （６２８）至开成五年 （８４０），用义 （社）

仓粮给关内道和陇右道赈贷２６次。民缴纳 “余粮”入义 （社）仓后，“岁不登，则以赈

民，或贷为籽种，则至秋而偿”。宋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蠲租赋贷其种粮”。元至正四年
（１３４４），有 “饥民贷粟三斗俟丰年还官”的记载。清代，朝廷借贷口粮籽种等１７次。康
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贷放平凉、庆阳等处籽种并放银粮赈济。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
贷放平凉、庆阳等府籽种并赈。道光年间，为平凉、泾州、静宁、庄浪、灵台等府州县

“贷仓谷”、“贷口粮籽种”１０次。
民国时期，先后配贷籽种、口粮与免赋兼施１０次。３０年 （１９４１），平凉、崇信、华

亭、静宁县旱雹灾情严重，省政府令办秋种贷款。３１年 （１９４２），平凉、崇信等县旱雹等
灾情严重，省政府贷放屯粮、秋禾籽种。３４年 （１９４５）夏，华亭县城关、马峡等４乡遭
雹灾后，县政府用所留赈款购买杂粮２０００石，贷放灾民秋种子种，并将 “所有积谷余粮

２０００石全数贷放农民”。泾川县将 “献金献粮”已收款五成挪垫购买杂粮，贷放贫农赶

种秋禾。崇信县因 “人民不愿贷献粮献金”，经省政府同意，向农行贷款３００万元贷放秋
种。３７年 （１９４８），省政府贷泾川等５６县春种子种粮５万石，春耕贷款２００亿元，配贷
华亭等１２县民食口粮２０２万石。
１９５０年，崇信县发动群众自由借贷粮食１１２８石。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１月，全区贷放款

１７９３万元 （旧币），贷放义仓粮８３１３９１石。灵台县、泾川县丰台区和高平区、平凉县清
福区、静宁县发动群众自由借贷粮食２９７０９石、洋芋１５８２５公斤、人民币１３万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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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６０５公斤。１９５２年春夏荒期间，农村自由借贷粮食３０９８３７石、洋芋９０万公斤、饲草
１４２３万公斤，清油９３７５公斤、人民币１６１７５万元，解决２７４万户、１０９９万人的口
粮和籽种困难。１９５３年全区自由借贷粮食６０１５石。１９５４年２月起， “义仓不再推广”，
“自由借贷不再强调”。１９５５年华亭等县动员群众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支援灾区群众。
１９５６年后，除集体向农业银行营业所 （或信用社）贷款、社员向生产队借储备粮外，虽

然继续提倡亲邻相帮、互助互济、余缺调剂，但实际难以落实。１９６５年，互助互济粮食
３９４万公斤。

１９８０年后，由政府倡导、群众之间自愿开展 “有借有还”，互助互济、互通有无。

１９８６年，互助互济现金９２５５万元，粮食６１４万公斤。１９９６年，通过亲邻相帮、互助互
济解决口粮４５８５万公斤，买粮款９２万元。２００２年，各级政府仍把亲邻相帮、互助互
济、余缺调剂作为救灾度荒的重要措施。

六、社会捐助

汉高祖时，关陇灾民歉饥，“令民就食蜀汉”。东汉按光武帝令，各郡、国把所余谷

物调剂给灾区。唐代，准许灾区饥民 “移民就粟”，非灾区帮助灾区济民度荒。明万历十

年 （１５８２），华亭县特大灾荒，本县富户张四恩捐粮５００石救济灾民。清代，倡导士商富
户捐赈，不允许州、县地方官给捐赈富户加派差税。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办募捐，以
所捐钱粮救济平凉、泾州、庆阳３府州属１２县家贫无食者。静宁杨价、张书田、张、
马竹作、柴含芳、李成章，庄浪孔绍善等，皆有捐助贫民之义举。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大震后，地方开明士绅和赈务分会多次办理募捐。１９年 （１９３０），
省赈务会从募捐赈洋中分配灾情极重的庄浪县赈洋１０００元。２４年 （１９３５）７月，各县开
展献粮献金活动。３３年 （１９４４），平凉县募捐赈款１７２８万元，杂粮３６石；庄浪县向当
地富户巨商筹募冬令救济款５万元，小麦３８８石；华亭县从募捐杂粮项下提出４００石与
省政府配发冬令奖励金３万元一并散赈。３５年 （１９４６），各县普遍向社会募集杂粮、赈款
和旧衣赈灾救济。３７年 （１９４８），各县广泛自募赈款、赈粮、面粉、寒衣、棉花、煤炭赈
灾，华亭等县筹集积谷２０００石至３０００石，或放贷民间，或散赈赤贫难民。
１９５０年初，在全区党、政、工 、团、驻军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中，开展每人每天节约

１两米运动，救济灾区。１９５２年，专署和平凉市机关干部捐款１０２７２５万元 （旧币）及

衣服，支援灾区。１９６１年，发动全区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清理捐赠旧锦旗、锦标和旧
衣等１６万件、布 ２６万多公尺、棉花３５００多公斤，发放灾区。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动员全
区机关干部、驻军部队开展救灾物资捐赠活动，仅专署机关和驻军部队２０个单位捐赠单
衣、棉衣、鞋袜、帽子、毛巾等救灾物资５９２２件，全部分配给庄浪县。
１９７２年，接收发放国家调拨支援灾区的军品棉衣２５万套。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７日，庄浪

县良邑公社李家咀因水库垮坝遭受特大水灾后，收到北京、乌鲁木齐、兰州、天水、固

原等地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现金１２１万元，粮票１５４万公斤，面粉
１７８３万公斤，洋芋１１１５万公斤，衣服、鞋袜、被褥、布 匹等３２３万件，化肥、架子
车、木材、煤炭、医药等生产、生活用品 （具）４７５万件。５月９日，兰州军区和甘肃
省军区支援救灾棉衣、绒衣、单衣各５００套、解放鞋２０００双。８月，接收发放国家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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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静宁、庄浪和平凉北原灾区的军品棉衣、单衣各８６６万套、棉被３４７万条。经地区
派出工作组联系求援，河南、广东、河北、北京、广西、湖南、湖北、宁夏等省 （市、

区）和甘肃省康乐县支援灾区高粱、玉米、碎 米等粮食和薯干、糠皮、麸皮等代食品

２０３５万公斤，洋芋、莲花白、白萝卜等蔬菜２００万公斤。１９７７年，接收发放国家调拨支
援静宁、庄浪和平凉北原灾区的军品救灾棉衣３万套、棉被、棉褥各１４５万条、棉大衣
５０００件。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支援的救灾棉衣１５万套、棉褥
２０００条、棉帽１万顶、绒衣１１００套。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接收首都军民和当地驻军募集衣被１１８８万件，发放到各县１２３个乡
（镇）、１２３４个村的３９７万户、１１１６万人灾民贫困户手里。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在全区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军部队８６个单位募集衣服、棉被、鞋帽１８２万件、现金６８１０元、
粮票１２２６公斤，发放到平凉、崇信、华亭、静宁县 （市）３２个乡 （镇）、２８７个村的灾
民贫困户手中。

１９９１年８月，在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省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 灾害 后，全区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当地驻军１０６５个单位、８９８万名干部、职工、个体工商
户、居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捐款４７７２万元、药品等救援物资折价３６３万元、粮票
１４２万公斤，支援灾区救灾工作。１２月，平凉市为农村贫困灾区募集救灾衣被７２０３件、
现金２２４万元、粮票５９００公斤。１９９４年１月，发动地、县市直属部门和单位，向灾区
募集衣被４８７万件、现金６２５万元、面粉４２５０公斤、学生用品４５００件。９月，平凉城
区１４３个单位和１４４万名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向灾区贫困地区募集衣被、鞋帽
１８７万件、现金１３００元、儿童读物、文 （玩）具１２１３本 （件），发放到泾川、灵台、

崇信、华亭、静宁县灾区。１９９５年底，在全区７２９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２６９万名
干部、职工、居民和个体工商户中募捐现金４６４７万元、衣被４８４万件、面粉８７５０公
斤、煤炭１８吨。１９９６年起，将每年１０月确定为 “扶贫济困送温暖”捐助活动月。是年，

接收北京市东城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广东省汕头市经纬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募集捐赠

的救灾衣被４０万件、印花布３万米。１０月，全区３８６个单位、２３５万名干部、职工、居
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募集现金４８８７万元、衣物９９８万件、面粉１３３万公斤、煤炭２１吨，
发放到灾区。１１月下旬，接收甘肃省慈善总会捐赠的救灾棉衣、棉被各３０件 （条），发

放到静宁县重灾困难乡的３０户灾民手中。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驻军部队的２２９万名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捐赠现金３３５７万元、衣被３４５万
件 （条）、面粉７７００公斤、家电等其他实物４３件。１９９８年８月，长江、松花江、嫩江流
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全区７２８个单位、２４６万名干部、职工、居民、学生和个体工
商户踊跃捐款１１１０４万元、衣服等实物折价１８３万元；电力、金融、税务、保险和华亭
煤矿等单位捐款５４２９万元，及时支援灾区人民抗洪斗争。１０月，在 “扶贫济困送温暖”

活动中，平凉城区各单位为当地灾民困难户捐赠衣被１５２万件。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开展
经常性社会捐助，全区干部职工向灾区、贫困地区捐款１７９５５万元，衣被２６７５万件，
年均捐款４４８９万元，衣被６６９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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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社会救济

一、贫民救济

定期救济　汉文帝元年 （前１７９），对鳏寡孤独者每人岁赐布２匹、粮２石，对８０岁
以上的孤寡老人每年还给予特殊赏赐。东汉对鳏寡孤独、 “笃瘾及家属贫不能自存者”，

参照赈济老年人办法对待。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２１８），对无人赡养盲残和７０岁以上孤寡
妇女实行廪食终身，孤儿赡养至１２岁。北魏太和十年 （４８６），对孤独、癃老、笃疾、贫
穷不能自存者，由党、里、邻三长负责供养终身。唐贞观二年 （６２８），对孤寡终身免课。
宋代，实行定期给予钱粮、优免役赋政策。清康熙五十年 （１７１１），对孤寡失养和残贫除
免地丁钱粮外，居城郊者官府给每人每年供粮３６石，居村庄者支银３６两。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发银救济孤贫每人年３６８两。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各县成立赈济会，专事救灾救济事宜。３０年 （１９４１），各县成
立冬令救济委员会，城市贫民救济费从冬令救济费项下发放。３３年 （１９４４），赈济经费由
县分摊各区筹收，省政府拨专款补助。

１９５０年９月开始，对城镇无劳力、无依靠、无任何收入的孤老残幼，虽有轻微劳动
力、部分收入但仍需定期补助部分生活费用的，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经常收入不足

维持生活需政府补助部分费用的贫困户，实行长期救济，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救济费４
万元 （旧币）。１９５２年８月，对上述贫民由政府实行包养，除动员本人在自愿的原则下由
教养机关收容教养外，其余散居城镇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每人每季发给优待补助粮２７公
斤。１９５５年，对残老孤幼由长期救济改为定期定量救济，平凉市每人每月４至９元，其
他县３至７元，享受时间分别为６个月、４个月和３个月。１９５６年，对农村孤老残幼由集
体实行 “五保” （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孤儿保教）。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城镇困
难户救济１人者每人每月７元，２人者６元，３人者５元。１９６２年给１２０户、４８１人城镇
散居孤贫发放定期定量救济费４６７５元。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平凉市定期定量救济调整为每人
每月７至１０元。１９６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４年，全区先后拨付３９３３万元，对上山下乡知识青
年、下放职工家属和城镇居民实行定期定量或临时救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起，对上山下乡知
识青年中因公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由民政部门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３５元；对患
有严重疾病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

１９７９年３月，平凉城区定期定量救济提高到１２至１４元，全区城镇定期定量救济人
数８４６人。１９８１年，农村 “五保”户定期定量救济６５６人，发放救济费２４５万元，人均
每月５１４元。１９８５年７月，给城镇救济户每人每月发给肉食补贴３元。１２月，城镇定期
定量救济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８至２３元。１９８９年８月，又调整为３５元。１９９０年，全区享受
城镇定期定量救济费的２９０人，其中孤老残幼２８４人，年人均领取２１１元；贫困户６人，
年人均领取１６６元。享受农村定期定量救济费的４８８人，其中 “五保”户４７２人，年人
均领取９５元；贫困户１６人，年人均领取１８７元。１９９４年３月，城镇定期定量救济调整
为５５元。１９９８年，部分县市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城镇定期定量救济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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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至１８４人，其中散居孤老残幼１７９人，年人均领取３３６元；贫困户５人，年人均领取
５００元。享受农村定期定量救济的１０４３人，其中 “五保”户９６０人，年人均领取１６２元；
贫困户８３人，年人均领取３３３元。２００２年，享受城镇定期定量救济的对象全被纳入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享受农村定期定量救济的１０８２人，发放救济费１６６５万元。

临时救济　周平王六年 （前７６５），秦文公发粟赈济靠近天水一带无食无褐穷民。北
魏太和十一年 （４８７），赐平凉、天水、庆阳一带贫民冬衣。清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奉
命借给穷民羊种，每户１０只，６年还官。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五月，发帑银１３万两，特
命大臣驰驿赈恤静宁等处灾民，大口给银２两，小口给银１５两，露居者给苫盖银１两。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省内举办募捐所捐钱粮，救济平凉、泾州府州属１２县家贫无食者。

民国１２年 （１９２３），一些慈善团体施济。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月，省政府拨发救济款
５５００元，对平凉遭日本飞机轰炸死亡、重伤者各发１０元，轻伤４元，被炸房屋每家分４０
元、３０元、２０元等次发给救济。１０月，从寺庙每年总收入中征收２％至５％用于济贫、
育幼。

新中国成立初，采取政府救济、社会捐助、群众互济、城市就业、农村安置等形式，

救济对象为贫苦市民、贫苦失业人员、贫苦僧道尼姑、郊区贫苦农民、罪犯家属及被收

容改造的游民家属，以及缺少劳动力没有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的。１９５０年７月，成立平凉
分区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后改称劳动就业委员会），帮助８００名失业人员解决生活困
难。１０月，省寒衣募捐委员会分配平凉分区寒衣２０００套。１９５２年，专署拨给平凉市和平
凉、泾川、静宁县移民事业费５３０万元 （旧币），将部分城市无业贫民迁往农村安置。对

平凉市失业人员中丧失劳动能力、生活确有困难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每人每月５
万元 （旧币）；对回原籍者除发给本人及其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外，另发给３个月的安家
费。１９５３年４月，对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及需要经过社会改造的歌女、舞女、妓
女、游民、乞丐等失业人员，由民政部门负责救济；失业工人、职员、失业知识分子、

停工歇业的小工商业主、独立生产者、行商、摊贩、经纪人、旧军官、旧官吏、旧宪警

等失业人员，如需救济者，由劳动部门负责。１９５６年初，专署下拨移民补助费４万元、
粮食１２５万公斤，采取小型移民的办法，动员５２３户、２４６３名城市中非生产人口和城市
贫民还乡生产或移民垦荒。全区为２３２６户、８９０７名城市社会救济对象发放救济费４２２
万元。

１９６０年，为城乡５９７９户、３６７５１名贫困户和 “五保”户发放社会救济费２０５万元。
１９６２年，对精简下放回乡的１５万名 （计划精简９６３３人）国家职工中，生活困难的发放
临时救济费１６万元。此后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残精简职工，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的
３０％、后提高为４０％按月发给生活救济费。１９６３年，全区发放城市临时救济费１３２万
元，救济城镇困难户９８２户、３０１９人，救济开除公职的反、坏分子３人；发放农村社会
救济费２３２９万元，救济 “五保”户２５３５户、３１６０人，救济困难户２０１２０户、８８４１９人，
救济孤儿１４８１人。
１９７８年后，相继对６０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造成的妇女子宫脱垂、尿瘘疾病人员、

节育手术事故人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宽大释放的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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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平反释放后已丧失劳动能力人员、刑事犯罪人员家属、高等学校毕

业生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和去台 （湾）人员亲属生活

困难等特殊救济对象给予社会救济。１９８４年，全区享受城镇临时困难救济的 ３２４户、
２２４１人，发放救济费５６７万元；救济农村贫困户７４９４户、４１３７９人，发放农村社会救济
费４２万元。１９９７年，享受城镇临时困难救济的１０７人 （次），享受农村临时困难救济的

８８０３４人 （次）。１９９８年，部分县 （市）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领取城镇临时困难

救济费的人数减至 ２７人 （次），领取农村临时困难救济费的人数减至 ５６８１人 （次）。

２００１年，发放临时救济费７５７人 （次）、１７２５万元，其中城镇４７人 （次），农村７１０人
（次）。２００２年，城镇临时救济年人均５４４２２元，农村２２０１６元。

最低生活保障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始在全区城乡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象是无生活
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

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居民；在职人员或下岗人员在领

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

最低生活标准的居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

赡养人或抚养人的特困户。农村 “五保”户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供养。１９９８年，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平凉市９０元，其他县８０元 （后均按提高３０％执行），实行以户
为单位按月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４００元 （庄浪县）至６６０元 （华亭县），

实行以户为单位按年度计算、按季度 （或半年）发放。平凉城区和华亭县东华镇审定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１７２８人，分别占实施范围内非农业人口的１４％和０４％，发保
障金２９９万元，保障户人均月补差额２８８４元。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县市审
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２９６２户、１０８８３人，保障面１０５％，发放保障金４５５６万元，
保障户半年户均补差１５３６１元。１９９９年，全区７县市全面实施城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为平凉市１１７元，各县１０４元。２００２年，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 “应保尽保”，全区应保１０２２５户、２７１３０人，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
９８３％，实际保障１００８１户、２６４４１人，占应保人数的９７５％，落实保障资金１３９７６万
元，其中中央、省财政补助１２９１万元，县 （市）财政列支１０６６万元，保障户人均月补
差额３７３２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７５７１户、２４８５８人，保障面１２５％，发放保障资
金２７２９３万元，其中县市财政补助１６２０１万元，乡 （镇）财政负担１０６５２万元，村集
体经济负担４４万元，户均年补差额３６０４９元。

二、难民救济

东汉建武六年 （３０），安定、北地、上郡数万流民流入河西诸郡，河西镇守将窦融令
各县救济，并分给土地安置。和帝时，对流民回原籍而无口粮者，令途经之地 “实禀

之”；有患疾病者须送医药治之；不想速返故居者，不强迫。元至元年间，招集流亡人员

在河西垦田引水，发展农业。清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对各处逃亡者，编入保甲，以本地无
主荒田，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耕至６年后，按勘实田亩，征
收钱粮。此后，凡贫困无生计的灾难民，由居住地政府官吏负责赈恤，对闲散流民也与

灾民一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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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１０月，开展对难 （流）民的救济活动。２７年 （１９３８）３月，甘
肃省政府在平凉设立 “难民收容所”，收容安置抗日战争沦陷区流落难民。并成立 “非常

时期难民救济支会”，办理难民救济事宜。给来平凉难民每人发补助费２元，难童送县立
小学就学，并补助笔墨费。２９年 （１９４０），省赈济会拨给平凉县垦殖补助费５００元，组织
难民垦殖，人均每日补助伙食费、食宿费各２５角。３０年 （１９４１），因河南大旱和日军入
侵，难民逃来就食者日增。３２年 （１９４３）４月，省政府指定平凉、泾川、灵台、崇信等
县为收容安插地区，各县相继设立 “难民收容所”，收容安置豫省难民４２４３人。３７年
（１９４８），陕西省岐山、凤翔灾情奇重，灾民麇集平凉，平凉县党部及各机关组织临时赈
灾委员会，给灾民每人每月救济４００至８００元 （金圆券）不等。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设立平凉市灾难民收容招待站，办理本省和宁、陕、冀、鲁、豫、
鄂、皖等省入境难民。１９５６年，省民政厅拨给平凉市处理外省流入灾民补助费２７００元，
收容遣送和安置外省流入灾民８４人。１９５７年，外省流入平凉、泾川、灵台、华亭、庄浪
等县市灾民１７８人，全部遣送回原籍。
１９５８年，全区外流人口４４９２人 （含庆阳地区），其中社员３９９２人，社队干部５５人，

学生２７６人，商人６人，“五类分子” （地、富、反、坏、右）１６３人。外流最多的静宁
县１５０２人。１９５９年７月，国务院秘书长马永顺等在静宁县调查后指出：“全县缺粮和饿
死人情况严重，各生产队饿死或患干瘦、浮肿病及外流乞讨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两个公

社死亡１８１０人。”全县供应口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９２％。全区流出人口１０５９６人 （含

庆阳地区，静宁县为５４２６人）。专署派员前往兰州、青海、陕西宝鸡及新疆哈密等地劝
阻、收容，动员回乡６７６４人。１９６０年７月，成立专署和各县 （市）外流人口收容遣送办

公室，设立５２个收容遣送站，抽调２３２名干部在各交通要道和兰州、宝鸡、固原、河南、
新疆等地设立收容遣返站或工作组动员劝阻、收容遣送。全区外流人口２１５５４人 （含庆

阳地区，静宁县为８３９６人），遣返回乡１１９９９人，支付收容遣送经费６７１万元。１９６１年
３月，在各县城和交通沿线集镇增设临时收容站１５处，全区收容遣送外流人口１７５９１人
（次），其中流出人口８３４２人，收容遣送、劝阻回乡６２２７人；流入人口９２４９人 （次），

遣送回原籍７７４４人。１２月，专署和各县 （市）外流人口收容遣送机构改为 “制止人口

自由流动领导小组”。１９６２年，全区收容遣送自流人口 ４３６０人 （次），其中流出人口

１１２９人，遣返回乡６９５人。收容遣送站减至５个。１９６３年，对１９５８年以来１６至４５岁妇
女外流陕西非法同居或联姻者动员遣返。１９６４年春，省民政厅拨给平凉区遣返、安置外
流返乡妇女 （包括儿童）穿衣困难棉布指标２２００公尺、棉花指标２００公斤、购买棉布、
棉花救济款３０００元。１９６５年，全区收容自流人员降至１３６８人 （次）。

１９６８年后，自流人口逐渐增多。１９７２年５月，加强外流人口的收容、审查和遣送安
置工作。１９７３年，全区收容遣送自流人口４６８７人 （次），其中本地区的２５４０人 （次），

外省、地的２１４７人 （次）。１９７７年，收容人数５６２９人 （次），开支收容遣送经费３１万
元。１９７９年起，收容遣送对象只限于流入城市、衣宿无着的外流农民和城市中流浪街头
生活无着的人。８０年代，乞讨人员逐年减少，而惯流、流浪顽劣儿童、盲目到城市 “打

工”无着的、以乞讨生财者、以上访为名流浪乞讨者、卖淫嫖娼者、劳改劳教释放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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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后无法落户者和无人看管的痴呆傻及精神病人陆续增多。１９９０年，全区收容遣送流
浪人员２８７人 （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后，收容遣送的对象主要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
和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浪乞讨人员。１９９８年，全区收容遣送流浪人员３９０人 （次）。１９９９
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每年收容遣送流浪人员１４８至５６１人。

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０２年部分年份发放社会救济费表
单位：万元、人

年　份

发放社会救济费 救济对象及人数

合　计
中央、

省核拨

地、县

列支

城镇救济 农村救济

孤老残幼 贫困户 孤老残幼 贫困户

１９５２ ０５７ ０５７

１９５５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８２

１９５７ ３４１６ ３４１６ ９２４５４

１９６０ ７８７７ ７８７７ １９７ ４６８０ ６１２０ ２５７５４

１９６３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０８０ ７４８ ３０１８ ５５３１ １１２６００

１９６５ ６０１３ ６０１３ ４０５ ８５ ５０３３ １６９４４０

１９６７ ７０９７ ７０９７

１９７０ ５６４７ ５６４７

１９７３ ９６２７ ９６２７ １６８ １０８ １５０８ ２３２１５８

１９７５ ７０２０ ７０２０ １６８ １０７３４

１９７７ ７５１０ ７５１０ ２６７ １０８８ ３０１４ ２５４５３２

１９８０ ８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２９１ ５３１ ２２３０ ２９０５６８

１９８２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２９５ １３６ ６５６ ５９８６４

１９８５ ６９００ ６９００ １６８ ２５７ １０６４ ４５

１９８７ ９７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７００ ３３２ ３７ １１３７ ２５１

１９９０ ８３００ ３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８４ ６ ４７２ １６

１９９２ ８９１０ ７００ ８２１０ １９０ ３ ９３９ ２０

１９９５ ９２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７７ ５ ８８７ ２３

１９９７ １２４４０ １２４４０ ３０３ １０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４

２０００ ４３９９１ ３３２００ １０７９１ ５９ ７０１０ １９３ ２３９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３９７６０ １２９１００ １０６６０ １４７ ２６４４１ ８８８ ２４８５８

说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城镇、农村救济人数中含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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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民改造 （参 《公安》）

第八节　帮扶　助贫

一、社会帮扶

１９８２年，平凉、华亭等县在 ２７个公社开展扶贫，重点扶持 ２９３７户、１２４万人。
１９８３年，全区在４２个公社、１个大队进行分户扶贫试点，确定扶持对象４１４户。１９８４
年，扶持对象 ２１４万户、１１４２万人，占农村贫困户总数的 ３４７％，投放扶贫资金
４２３９８万元。１９８５年，投放扶贫资金３０７万元，新增扶贫户９９００户。

１９８６年，平凉市大秦回族乡、灵台县上良乡和泾川县黄家铺乡民政助理员史润学等
４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扶贫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平凉军分区、平凉市大秦
回族乡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 “双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是年开始，从单纯的生活救

济型扶贫 （输血）转变为集中连片的经济开发式扶贫 （造血），由业务部门单扶转变为全

社会 共扶。抽调地直机关７８名干部帮县、包乡、包村扶贫。１９８８年开始，层层签订脱
贫和包扶责任书，地区行署和地直４２个单位每年各包扶包脱１０户贫困户，扶办或改造一
个经济实体。１９９０年，实施以地膜玉米为主的 “温饱工程”，贫困户每年户均种植１亩以
上地膜玉米。地直单位３年包扶贫困户１２６７户、６３１９人，其中基本解决温饱的１１９０户、
５９２１人，扶办各类经济实体４４个，筹措协调解决资金１８５１万元。

１９９１年，把解决温饱与增加农民收入相结合，到村到户帮扶与整村整区域推进相结
合，建立政府、社会、部门、个人 “四位一体”的帮扶责任制，全区每年有２２名地级领
导干部包县，１９０名县级领导干部包乡，４５０名科级干部包村。１９９４年，县级以上１２４个
单位抽调干部１８６２人 （次），帮扶贫困村５６１个，帮扶面达到５６２％。１９９６年，社会帮
扶与开发扶贫同步进行，农民不脱贫，帮扶不脱钩。２００１年，落实帮扶资金９６０８万元，
其中贷款４８３８万元。２００２年，落实帮扶单位６２５个，抽调帮扶干部１３４３名，定点帮扶
４３９个贫困村，帮扶项目１８８项，投入帮扶资金７４８２万元。

二、开发扶贫

１９８３年庄浪、静宁县被列为国家扶持县。
１９８６年，平凉、华亭、崇信县 （市）列入全省 “老、少、边、穷”重点扶持行列，

泾川、灵台县的部分困难乡村确定为省财政帮扶、地区负责扶持的重点，全区扶贫工作

由过去的区域性重点扶贫转向 “输血”、“造血”相结合的开发扶贫。全区属于贫困型即

年人均纯收入２００元、人均产粮３００公斤以下的有１３３万户、６７５４万人。通过农业基
础建设，种 （植）、养 （殖）、加 （工）乡镇企业，劳务输出、实用技术推广等综合开

发，贫困面大幅度下降。到１９９５年，全区贫困人口减少到３１２９万人，贫困面缩小为
１７５％。

１９９９年前后，经组织验收，全区解决 “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６８１
万贫困人口 （包括返贫人口）的温饱问题，庄浪、静宁、平凉、华亭、崇信５县 （市）

整体基本解决温饱，绝对贫困面下降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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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全区包括以前脱贫又返贫人口在内，人均纯收入在６２５元以下的绝对贫困
人口１９４３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１０４％；人均纯收入在６２５至８６５元之间的低收入人
口５５７３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２９８％。确定庄浪、静宁县和其他 ５县市的 ７９个乡、
９０２个村为重点扶持对象。在静宁县李堡村首创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扶贫的新路子，被树
立为全省先进典型后，又在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指导下，在

八里乡剡白村进行群众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试点，整村实现稳定温饱，成为我国新世纪

开发扶贫方式的重大转折。

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区累计从国家和省上争取各类开发扶贫资金８１６３０万元，其中 “三

西”专项资金２２５４３万元，“老少边穷”专项资金１０９１２万元，国家贴息信贷资金２１７５５
万元，以工代赈折合资金２６４２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全区贫困户人均有基本农田２８亩，共兴建大中型水利工程１０项、提灌工

程１１９处，衬砌干渠２４４７公里，发展、改善灌溉面积１８７７万亩。建成人畜饮水工程
１２９项、“１２１”工程４０５万户，解决１８１万人、１０１万头大家畜的饮水困难。架设１０
千伏农电线路２３９１５杆公里，建成３５千伏变电站３处，农电通村到户率均达到９９％。
新修乡村社道路４７５９公里，９９２％的村通公路，６０％的社通汽车。累计完成地膜 “温饱

工程”１４７万亩，贫困人口人均１亩以上，平均亩产３８９３公斤，贫困户人均产粮４２２公
斤，比１９８３年增加２８５公斤，增长１５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百元增加到１４４３元。
贫困乡栽植果园４９１万亩，年总产量１０９３万吨；牛饲养量２４７５万头，猪饲养量５６６８
万口，羊饲养量３６７４万只；种植蔬菜１８６１万亩，年总产量２０９１万吨。以户为主的农
副产品采集、加工总收入１２５０万元。贫困户从以上项目中人均增加收入３８０元，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２６３％。每年组织劳务输出１５万人，收入５亿多元。扶持建设乡镇企业
１４４６户，从业１８３万人，年完成产值１２７亿元，实现利税１３２亿元。在贫困片带建立
农技、林业、农机、水利、经营等服务组织１１８个，推广科技扶贫项目７２个，累计推广
面积５１８４万亩。实用技术推广面积占到粮食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４７％，科技投入的
贡献率达到３６％，科技普及率达到８０％以上。

三、小康建设

１９９４年，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提出一手抓扶贫攻坚，一手抓小康建设，以小康
建设和扶贫攻坚总揽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带动农村向小康迈进。确定平凉市柳湖村、天

门村、华亭县西关村、安丰村和泾川县公主村为小康建设重点示范村，平凉市柳湖乡为

示范乡，泾川县为示范县。是年建设小康村１７个。２００２年全区建成小康村７２个。

第九节　社会福利

一、社会福利单位

社会福利 （养济、恤老、救济）院　明、清时期，平凉县、泾州、灵台县、华亭县、
静宁州有养济院５处。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静宁知州王?捐资迁建养济院，建房１２间，
年收孤贫 ３３人，每人日给口粮三分，年额银 １１８８两，遇闰加银 ９两。光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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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设立平凉县同仁局，由盐斛项下每百斛抽钱１０文为补助费，发商生息，施舍贫
苦人家。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设立平凉县恤老院。１６年 （１９２７），平凉天主教会办的慈
善团体设立平凉养老院。在院孤老１０人。１８年 （１９２９），灵台县长丁耀斗设救济院，因
无款救济遂废。３４年 （１９４５）５月，平凉县在县政府内设试验救济院，收养孤贫２１人
（内有女７人）。３６年 （１９４７），有基金５８０万元 （法币），增设养老、育幼２所。

新中国成立初，平凉县救济院改为人民生产教养院，将社会孤老与孤儿、游民集中

收养，分类管理。１９５６年，分设平凉市残老儿童教养院。１９５９年成立平凉市社会福利
院，有养老对象３１人，教养对象９０人，精神病人１５人，孤儿２０人，顽劣儿童１５人，
随父母入院儿童１０人。１１月，成立静宁县社会福利院，收养孤老８人，翌年底撤销。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９日，成立平凉专区社会救济院，撤销平凉县社会福利院、平凉峡中儿童教
养院和庄浪、静宁县儿童福利院，就业３９人，并入专区社会救济院２３１人，其中老残８９
人，儿童１４２人，编制工作人员２４人，院址占地２０亩，有房屋１５０间，生产用地６０亩。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更名为平凉地区社会福利院，收养人员生活费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２元
调整为１６元。１９８３年，开始实行自费代养，老年人每人每月收费４５元。２００１年达到甘
肃省二级福利院标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甘肃省民政厅授予 “全省民政系统先进单位”称

号，在院收养人员４８人。
儿童福利 （教养）院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平凉天主教会设立平凉孤儿院，累计收

外国传教士在平凉兴办的孤儿院 （１９２７年）

养婴孤儿６００人。１９５２年在
院孤儿 ８人。１９６０年底至
１９６１年初，全区有孤儿３０２９
人，先后办起平凉市、崇

信、庄浪、静宁县儿童福利

院 （初称孤儿院）和庄浪县

卫星 （南湖镇）人民公社儿

童福利院，收养孤儿９４１人，
给养标准每人每月不超过１０
元。后经审查，安置回乡由

亲属抚养 １６５人。１９６２年，
在院儿童７７６人，有工作人
员７６人。庄浪县卫星公社儿
童福利院并入庄浪县儿童福利院。是年２月２０日，成立平凉峡中工读学校，有学员近
５００人，后改称平凉峡中儿童教养院，入院社会流浪儿童４８人，孤儿５４人，父母劳教劳
改无人照管的儿童５人，家庭贫困前来上学的儿童１１人。１９６５年，儿童福利院在院儿童
减至３４６人，并入平凉专区社会救济院。１９９９年，静宁县新建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
弃婴９人。

农村敬老院　１９５８年，办起农村敬老院 １０６６所，收养 “五保”老人 ２０１万人。
１９５９年 ４月，减至 ５１９所，收养 “五保”老人 ６９６９人。１９６０年，减为 １１３所，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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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老人减为７４６人。１９６１年后，除平凉市柳湖大队敬老院和泾川县丰台公社敬老院
继续保留外，其余的自行解散。对丧失劳动能力的 “五保”户，吃穿住用和治病等全部

由生产队包下来，口粮标准略高于一般社员水平；有轻微劳动能力的由生产队安排力所

能及的劳动，生活费用全部由生产队承担。１９７４年，全区有 “五保”户２６９６户、３４３４
人。１９８４年，利用原 “知青点”和集体林场、综合厂等旧房，新办乡镇敬老院９所。至
１９８６年，兴办敬老院６５所。１９８８年５月，全区敬老院总数为９３所，收养 “五保”老人

７４０人。１９９２年，达到９９所，在院 “五保”老人７２８人。５月中旬，在泾川县召开的全
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会议上，授予平凉地区行署民政处为全省 “五保”

工作先进单位，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县为全省敬老院建设先进县，华亭县东华镇和

泾川县飞云乡为全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先进乡镇，泾川县丰台乡、灵台县吊街乡敬老院

为全省先进敬老院，徐正英等８名敬老院工作者为全省 “五保”工作先进个人。１９９６年
１月，国家民政部授予泾川县合道乡敬老院 “全国模范敬老院”称号。１９９８年，敬老院
总数增至１０９所，收养 “五保”老人６８８人，占 “五保”对象３５５９人的１９３３％，全年
集体供给金额７７４万元，人均年供给标准１１２５元。未入院的 “五保”户，由乡 （镇）

统筹分散供养、村社提成分散供养和划给承包地由村民代耕代种或由亲邻代养。２００２年，
全区农村敬老院达到１１２所，收养 “五保”老人６８４人，全年集体供给金额８２１万元，
人均年供给标准１２００元。

二、社会福利事业

城市社区服务　１９８８年５至１０月，在平凉市东关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服务试点。建
起街道、居委会、居民小组三级社会保障组织和８个服务系列。１９８９年起，平凉市中街、
西郊街道办事处和泾川县城关镇、灵台县中台镇、崇信县锦屏镇、华亭县东华镇、庄浪

县水洛城镇、静宁县城关镇参照试点经验，逐步开展社区服务活动。１９９２年，全区建成
２１个社区服务点。１９９８年，全区建成社区服务中心 （即建筑面积在１００平方米以上、服
务项目在两项以上、有固定的管理人员、独立核算的单位）４个，各类社区服务设施１４
个，利民便民服务网点４４个。２００２年，有社区服务中心４个，社区服务设施２５个，利
民便民服务网点１６３个，自愿者组织１９个。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１９８８年６月，成立平凉地区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简称

“募委”），动员部分单位或个人认购，发行奖券面额为１元的 “传统型”社会福利彩票

１０２万元。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３年，主要采取摆摊设点、车辆游销和赶集市、跟交流会等形式，
销售面额１元和２元两种 “即开型”社会福利彩票１５４７４万元。１９９４年，销售面额２元
的 “即开型”社会福利彩票１２６９８万元。１９９５年下半年，静宁、庄浪、灵台县销售面额
２元的 “即开型”社会福利彩票７９０万元。１９９６年６月，成立平凉地区社会福利项目资
助评审委员会，全年销售彩票１３９０万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４１７万元，上缴中央、省募
委１２５１万元，地区提留３４５万元，各县市自留２５７４万元。中央、省募委累计直接无
偿资助平凉地区社会福利项目７项、１３６万元。１９９７年，社会福利彩票市场行情开始下
滑。全区发行彩票１３６万元，动用地区社会福利基金资助社会福利项目４项、５０９万元，
动用县 （市）自留社会福利基金资助所在地社会福利项目１３项、２２１万元。１９９８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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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福利彩票１８８万元，动用县 （市）自留社会福利基金资助所在地社会福利项目８
项、７７万元，同时发行赈灾福利彩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发行销售社会福利彩票１９８７２４
万元，筹集社会福利基金３４７万元，资助社会福利项目１８项。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在华亭县砚峡乡开展试点，泾川、灵台、静宁县
选择乡 （镇）进行调查摸底。投保对象为农村２０至６０岁的公民。１９９７年，全区开展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泾川、灵台、华亭、静宁县的４３个乡 （镇）、１７７个村、３０个乡镇
企业，参加保险的８７１６人，占试点范围内应参保人数的３６％，收缴保险费１０２３２万
元。１０月，对保险基金实行按比例分级存储运营管理，分级负责保值增值。至翌年底，
全区共积累社会养老保险资金１６２２４万元，其中收缴保险费１４３２万元，基金运营收益
１９０４万元；银行存款１４２２４万元，财政管理２０万元。１９９９年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
停止收缴。

三、社会福利生产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在平凉县恤老院内附设贫民工作场，收容贫民，教习技艺，组
织生产，按日支付给养费。后为抵制日货、开辟当地毛业资源，改设妇女习艺所，主要

从事毛织品生产。２４年 （１９３５）底，改妇女习艺所为贫民工厂。２７年 （１９３８）下半年，
停办粥厂，移办粥厂经费筹设济贫工厂，对参加生产的贫民只管吃住，不再支付给养费。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１１月，省政府给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县救济院 （难民收容所）

分拨生产基金，附设难民工厂。３７年 （１９４８）３月，因原料断绝而停办。
１９５０年，为解决城镇失业工人和贫民的生活问题，试办临时性小型生产自救组织。

１９５１年８月，多层次、多渠道自筹资金，创办经常性的、多种性质的贫民生产组织。
１９５３年初，平凉区给平凉市拨款１６亿元 （旧币），收容４１４名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组建
工程队，从事土建工程维修施工。１９５７年５月，经分类、定型、定性，将贫民生产单位
统称烈军属贫民生产厂或加工厂、烈军属贫民生产合作社。将非烈军属贫民生产厂 （社）

移交街道或工业部门。

１９５８年６月，将贫民生产改称 “社会福利生产”，掀起大办社会福利工厂的热潮。至

８月底，仅平凉、庄浪、静宁、庆阳、宁县等 ７县 （市）办起社会福利生产厂 （场）

３８３４个，从业１２万人。１９５９年，实有社会福利生产厂 （场）７０２个，参加生产的６８０７
人，总产值２９４７万元。１９６０年初，将社会福利生产与自救性生产分开。年底，仅泾川
县保留社会福利厂１个 （１９６１年撤并）。
１９８４年７月，平凉市民政局接收城关镇纸盒厂，转为社会福利工厂，更名为平凉市

纸箱厂，安置盲、聋、哑、残人员１２人。１９８７年，民政部门投放无息有偿扶持资金９０５
万元，扶持、审批兴办农村福利厂１６个、扶贫厂６个，从业残疾人员、优抚对象、贫困
户５０４人，总产值３２５６万元。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民政部门投放扶持资金２５８９万元，扶
持、审批新办社会福利企业３７个。对５２个社会福利企业进行检查整顿，验收合格的
４１个。

１９９０年，民政部门投放扶持资金１３６万元，扶持、审批新办社会福利企业７个。行
署民政处投资２５万元，筹建平凉地区民政福利企业供销公司。全区社会福利企业达到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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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纳入福利企业管理的扶贫经济实体９个，从业９７９人，总产值９６０３万元。１９９１至
１９９３年，民政部门投放扶持资金３０４７万元，贷款贴息资金５７１万元，扶持、审批新办
社会福利企业２１个，注销不合格或停产、倒闭企业１３个，实有社会福利企业６８个，扶
贫经济实体１０个，从业１０４８人，总产值１９６４７万元。平凉市福利制革厂被甘肃省民政
厅授予 “优秀社会福利企业”称号，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福利企业 “五百强”之一。

１９９４年，凡新办福利企业一律按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组建。民政部门投放扶持资金３５２
万元，贷款贴息资金８万元，重点扶持福利企业技术改造和解决流动资金困难。１９９５至
１９９７年，重点抓民政直属福利企业的改革、管理和技术改造。对于经营不好而停产、亏
损的福利企业，实行租赁、拍卖或股份合作制改造。１９９８年，全区有福利企业３１个，从
业４９８人，总产值１１０２９万元。２００２年，社会福利企业减至１４个，从业残疾人、贫困
户和优抚对象３５２人，固定资产净值１１６５３万元，总产值１１４６３万元，利润２５万元，
税金４７万元。

第十节　助残安置

一、机　构
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事业一直由民政部门管理。１９８９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残疾

人工作办公室。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残疾人事业领导小组。１９９４年４月，改设平凉地区
行署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１９９６年６月，成立平凉地区残疾人联合会。１２月，地区残
联升为正县级单位，内设康复科和教育就业科，并成立地区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部和劳

动就业服务部，分别与康复科、教育就业科一套人员，两块牌子。２００２年６月，康复科
改为综合业务科。１２月地改市后改为平凉市残疾人联合会。

全市７县 （市）残联组织，在１９８９年先后成立。１９９９年５月，与民政分设。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７日，泾川县荔堡乡率先成立乡残联。１９９５年，全市１０４个乡 （镇）、

街道办事处、１６７１个行政村、居委会成立了残联组织。
二、代表 （工作）会议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５日，召开平凉地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４０名。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２７人组成的第一届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和执行理事会，设主席１名，
副主席４名。推举产生第一届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长１名，由理事长提名推举理事２名。
１９９８年８月７日，召开平凉地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２６名，列

席和特邀代表３０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３１人组成的第二届残联主席团和执行理事会，设
主席１名，副主席４名。由主席团提名，行署任命第二届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长１名。由
理事长提名，行署批准副理事长１名，理事１名。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召开地直及省驻平单位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动员大

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日，召开全区残疾人事业 “九五”计划执行情况汇报会。

三、扶贫解困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２年，共投放各类扶贫资金１１８９万元，扶持３５８８３名贫困残疾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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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２名残疾人解决了温饱，其中１７９名残疾人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对１１７２２户特困残疾
人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费１４６９万元。对１５２５４名农村残疾人和１２７８名城镇残疾人纳入民
政部门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发放保障金１０９８万元。

四、就业安置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０年，全区共举办残疾人技能培训班３６期，培训残疾人６９１８名，就业咨
询５３７名 （次），失业登记２４５名。累计安置残疾人就业５７６６名，其中按比例安置７３７
名，福利企业集中安置 １６０１名，个体就业安置 ４４１９名。收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累计
２４５０８万元。

五、康复工作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２年，共建立康复服务指导部 （站）８个，乡村均建起康复站，投入２９８
万元。全区已形成以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机构为基础，１０个白内障低视力矫治点、５个
聋儿语训班、６个儿麻矫治点为训练指导骨干，县、乡、村三级康复网络。１９９７年以来，
全区共落实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防盲治盲项目专项配套经费３３７４万元，为３４００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补助３９６万元。先后协调和配合三期美国专家医疗队和一期扶贫送光明医
疗队，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３８１９例，肢体残疾矫治手术１９２例，肢体社区康复训练２５８
名，聋儿语训１１０名，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２１４名，智残儿童家长培训２３６名，建立康
复训练档案７１２份。为１９４名低视力患者配用了助视器，装配假肢１１９例，残疾人用品用
具供应１０种３７５３件。有１７５３名患者和家长接受了康复指导训练。共为特需人群补服碘
油丸２８７０４８人 （次）。有１４名盲人从事按摩工作，地、县 （市）设按摩科５个，个体按
摩诊所５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依托平凉市精神病院，成立平凉地区盲人按摩指导中心。举
办盲人按摩培训班４期，培训３９名。

２００２年底各类残疾人数及构成表

类　别 总人数 占残疾人数合计的比重 （％）

总　计
合　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１０１９００ ５３９２５ ４７９７５ １００ ５２９２ ４７０８

视力残疾 １６７３２ ６５９５ １０１３７ １６４２ ６４７ ９９５

听力残疾 ３０５１５ １６４５９ １４０５６ ２９９５ ６１５ １３８０

其中：纯语言障碍 ２５７１ １９１２ ６５９ ２５２ １８８ ０６４

智力残疾 ２５１８２ １４０５７ １１１２５ ２４７１ １３７９ １０９２

肢体残疾 １５８８８ １０４０３ ５４８５ １５５９ １０２１ ５３８

精神残疾 ３２１３ ９５６ ２２５７ ３１５ ０９４ ２２１

综合残疾 １０３７０ ５４５５ ４９１５ １０１７ ５３５ ４８２

说明：各类残疾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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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事务

一、行政区域边界管理

边界争议调处　１９９０年以前，全区因行政区域边界不清引起山林、草场、地界等边
界争议２６处，其中省 （区）界９处，地 （市）界２处，县 （市）界４处，乡 （镇）界

１１处。至１９９８年经双方政府谈判调处勘定２３处。其中省 （区）界８处，县 （市）界４
处，乡 （镇）界１１处；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调处的１处，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零星调处的４
处，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面勘界中调处的１８处；经双方政府谈判正式产生划界文字协议的９
处，双方协商划定、未产生文字协议的１４处。２０００年１月，经国务院勘界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协调，甘肃与宁夏两省 （区）协商划定１处，即庄浪县与泾源县之间边界线２９公
里；双方虽经反复谈判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分别按照各自的划界解决方案上报

省政府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裁决２处，即庄浪县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区界１处、１４
公里，华亭县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区界１处、３０公里。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全面勘界期间，因历史原因和资源争议发生边界纠纷１１１处、７３９１

公里，经双方政府实地调查、反复协商，全部得到调处化解。其中省 （区）界 ９５处、
４１１１公里，县 （市）界４处、５８公里，乡 （镇）界１２处、２７公里。

边界全面勘定　１９９０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勘界工作领导小组。４月，甘 （肃）宁

（夏）两省 （区）在平凉召开沿线５地 （市）、１９县 （市区）联合勘界会议，甘肃省人

民政府将平凉地区列为勘界试点地区。

１９９１年，开展平凉、华亭、庄浪、静宁４县 （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毗邻省 （区）

界的勘定；１９９２年，开展区内各县 （市）之间县界的勘定；１９９３年，完成与庆阳、白银
两地 （市）之间区界的勘定；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开展与定西、天水两地 （市）之间的联合

勘界，同时穿插进行区内乡 （镇）界的勘定；１９９６年，重点协商解决甘 （肃）宁 （夏）

省界、平 （凉）天 （水）区界勘定中遗留的争议难点和区内未定乡 （镇）界的勘定；

１９９７年，在继续协商解决省界、区界遗留争议难点，做好部分勘界资料成果汇总、栽桩
测绘、检查验收及上报审批的同时，集中开展勘定甘 （肃）陕 （西）省界的调查摸底和

勘界前期准备工作；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完成泾川、灵台、崇信、华亭４县与陕西省界的勘
定；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完成庄浪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之间省 （区）界，庄浪县、华亭

县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区之间区界的勘定。至此，原未依法划定的传统习惯边界线

全部勘定，共３０７条、４８３２７１公里，埋设界桩１７６个 （含加桩５个，三面桩１０个）。其
中：甘 （肃）宁 （夏）线８条，４２８３公里，埋设界桩１０３个 （加桩５个）；甘 （肃）陕

（西）线８条、３１４５公里，埋设界桩４个；平 （凉）庆 （阳）线４条、１９４３公里，埋
设界桩１４个 （三面桩３个）；平 （凉）白 （银）线１条、５１６公里，埋设界桩５个 （三

面桩１个）；平 （凉）定 （西）线１条、８９３公里，埋设界桩７个 （三面桩１个）；平
（凉）天 （水）线４条、１６６公里，埋设界桩５个 （三面桩２个）；区内县 （市）界９条、
４７３２５公里，埋设界桩３８个 （三面桩３个）；乡 （镇）界２７２条、３１１５４６公里。勘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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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会点１１个。
２００２年８月，省政府授予地区行署民政处 “全省勘界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对地区

边界办公室主任刘有学，民政处副处长杨守荣分别荣记一、二等功奖励，灵台县民政局

技术员王斌、平凉市民政局干部朱志瑚分别荣记三等功奖励。

二、婚姻管理

周代，男２０至３０岁、女１５至２０岁结婚。汉代，女子在１５岁以前嫁人，１５至３０岁
未婚的女子要向官府缴纳５倍的人头税。唐代，要求州县长官对男１５岁、女１３岁以上的
男女结婚给予方便。对解除婚姻，汉代规定，不孝顺公婆、无子、淫、妒、有恶疾、多

言、盗窃者必须离开夫家，无所归、三年丧、先贫贱后富贵的妇女可以不离开夫家。唐

代还有所谓 “义绝”的强制离婚与 “和离”。

平凉居民的结婚照 （１９１８年）

清至民国，逐步形成一些婚姻

管理制度，纳采成婚，均有不同规

定。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四月，
《厘正昏 （婚）礼示谕》中有：男

１６岁、女 １４岁以上者方可议婚，
并分别对 “士”、 “庶人”婚礼和

违犯婚姻礼制的惩罚作出规定。

“凡男女订婚之初，写立婚书，依

礼聘嫁”， “虽无婚书，但曾受聘

财，亦是”。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后，
男女娶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２月，甘肃省政府公布 《甘肃省暂行婚姻条例》后，在家长包办与买

卖婚姻合法性的前提下，“男年满１６岁、女年满１４岁始得缔结婚姻预约，男年满１８岁、
女１６岁始得成婚”， “有配偶者不得重新结婚”，对于 “两愿离婚”的允许其 “自行离

婚”。但童养媳、早婚、重婚、纳妾等婚姻到处可见。１９４９年，平凉县男性平均初婚年龄
为２２９岁，最小的１７岁，最大的３２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１５１岁，最小的１２岁，
最大的１８岁。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和包办买卖婚姻的封建婚姻制度，建

立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型的社会主

义婚姻家庭制度。

结婚登记　１９５０年５月起，依照国家 《婚姻法》规定，实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先

后由专区、县 （市）民政部门、区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镇）和乡人民委员会、人民

公社管理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办 理。婚姻登记机关主要审查结婚男女双方是否确系自

愿；结婚年龄是否符合男２０岁、女１８岁的规定；男女有无以下禁止结婚的情况：直系血
亲，或为同胞姊妹和同父异母异父的兄弟姊妹者；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患花

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患麻风病或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之疾病者。经审查，合

乎规定的准予登记，发给 《结婚证》；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登记。至１９５３年４月，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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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崇信、静宁县结婚１００１１对 （人），其中自主和半自主结婚７９８对，包办买卖婚姻
３６１２对；１１至１４岁早婚３８３对 （男２１５人、女１６８人），１５至１７岁早婚４３４６对 （男

１９２９人、女２４４７人）；童养媳１３２人，重婚２２对，寡妇改嫁４５０人；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的７９２８对，年均登记结婚率为总人口的０５％，结婚登记率为７９２％。１９５５年６月起，
依照 《婚姻登记办法》办理婚姻登记。１９５６年，全区申请结婚登记的７４７３对，占总人口
的１３２％，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准予登记的６８８６对，因包办买卖婚姻、不够婚龄和其
他原因未准登记５８７对；复婚登记３０对。１９５８年５月起，婚姻登记机关直接向户口登记
机关核对婚姻当事人的年龄。泾川、静宁县 （市）申请结婚的３８０２对，占两县总人口的
１７１％，经审查符合条件准予登记的３６３２对，未准登记的１７０对。１９６２年平凉、泾川、
灵台、静宁县 （市）申请结婚登记的１０１６８对，占其总人口的２６２％，准予登记的９７７７
对，未准登记的３９１对。１９６３年，提倡推迟婚龄，全区申请结婚登记的１２０７５对，占总
人口的２１２％，准予登记的１１１４６对，未准登记的９２９对。１９７３年起，实行晚婚。１９８０
年９月后，法定结婚年龄为男２２周岁，女２０周岁。１９８４年３月开始，婚姻登记机关对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查验 《结婚证明二联单》。全区申请结婚登记的１４９９２对，占总人口
的１６８％，准予登记的１４１５０对，未准登记的８４２对。１９８６年３月，主要审查申请结婚
当事人的 《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所在单位或村 （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写明本人出

生年月日和婚姻状况的证明，离过婚的还须持离婚证件；有无 《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

婚的情况。１９９０年，全区办理结婚登记１９３万对，占总人口的２％。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
全区办理结婚登记１２２９万对，年均１５４万对，结婚率为１４９％，年结婚人数由１９９１
年的１６２万对下降到１２３万对。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办理结婚登记３９９３３对，年均
９９８３对，结婚率下降到０９１％。

离婚登记　１９５０年５月至１９５３年５月，泾川、灵台、崇信、静宁县办理离婚登记
３６１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１００∶３６，其中因公婆虐待离婚２１对，夫妻不和离婚
２９７对，重婚离婚４３对。１９５５年６月起，申请离婚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填写
《离婚申请书》，崇信、华亭、庄浪、静宁县 （市）申请离婚登记的６４对，与同期结婚人
数的比率为１００∶２８，经审查准予离婚的３９对，调解不离的７对，调解无效转人民法院
处理的１３对。１９５６年，全区申请离婚登记的５２７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１００∶
７６５，经审查准予离婚的３３４对，调解不离的９１对，调解无效转人民法院处理的１０２对。
１９６１年，经调解无效转人民法院处理的离婚案件达２５７１起。１９６２年，平凉、泾川、灵
台、静宁县申请离婚登记的１８４１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１００∶１８８３，经审查准予
离婚的１１３２对，调解不离的２４７对，调解无效转人民法院处理的４６２对。１９６４年后，离
婚率逐年下降。１９８４年，全区申请离婚登记的７５５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１００∶
５３４，经审查准予离婚的２１２对，调解不离的３２０对，调解无效转人民法院处理的２２３对。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全区申请离婚登记的１３１０对，年均４３６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
１００∶３１５，经审查准予离婚的９６２对，年均３２０对。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登记离婚１２６９
对，年均３１７对，与同期结婚人数的比率为１００∶３１８。

婚姻执法检查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甘肃省政府检查组对静宁等地 《婚姻法》执行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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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查。１９５２年，平凉区专员公署先后４次发出通知，进行普遍检查，切实解决婚姻案
件。各县不仅普遍存在干涉婚姻自由、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重婚和私婚、早婚等问

题，而且因婚姻问题发生妇女自杀或被杀案件５８起，其中因公婆虐待自杀８人，丈夫虐
待自杀２２人，对婚姻不满自杀１７人，因争取婚姻自主被父母干涉而自杀４人，被丈夫杀
害１人，自杀未遂５人，被杀未遂１人。１９５５年４月，由民政、检察、法院、兵役、妇
联、青年团等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在全区开展贯彻 《婚姻法》大检查。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８
日开始，由专署民政局、中级法院、省妇联平凉办事处会同庄浪县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

以２０天时间，对庄浪县南湖、试雨两个公社的婚姻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南湖公社１９５９年
１月至１９６２年３月期间，发生非法同居１８起，包办买卖婚姻４８起，其彩礼少则１００至
３００元，多则５００至６００元，还有白洋、粮食、布匹等礼物；有７７名１７岁以下的青幼年
男女被父母包办订婚，其中女性年龄在１３至１５岁结婚的１６人；图财骗婚和破坏军婚的
问题也有发生。１９７４年９月，中级法院、地区民政局会同崇信县法院、妇联组成联合工
作组，用１个月时间，在九功公社开展反对和制止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教育试点。１９８１
年，中共平凉地委针对崇信县木林公社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０年期间违犯 《婚姻法》规定，擅

自批条子或不严格把关，为７６名不够婚龄的男女青年颁发 《结婚证》的问题，分别给予

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公社管委会主任、文书４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和党内警
告处分，并通报全区。１９８４年起，对新 《婚姻法》实施后婚姻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整

顿，重点查处早婚私婚问题。泾川、庄浪、华亭县查出早婚、私婚２３５２对，占同期登记
结婚数的１２８％，分别不同情况给予批评教育、补办结婚手续、罚款３３３万元和当众宣
布婚姻无效等处理。１９８８年开始，每年终开展 《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全区查出有证

早婚２３９对，私婚１０７７对，分别占同期结婚登记数的０５８％和２６３％。１９８９年初，地区
行署民政处配合省民政厅工作组在平凉市崆峒乡进行制止早婚、私婚调查试点后，全区

查出有证早婚１７２对，私婚５８４对，分别占同期结婚登记数的１３％和４５％。１９９２年，
开展无违法婚姻乡 （镇）活动，经年终检查考核，全区无违法婚姻乡 （镇）５７个，占乡
（镇）总数的４３５％；结婚登记率９８１％，登记合格率９９７５％。１９９４年，无违法婚姻
乡 （镇）达到８１个，婚姻登记合格率达到１００％，处理违法婚姻３０７对，收缴罚款５６３
万元。１９９８年，全区早婚、私婚等违法婚姻下降到１６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全面开展婚
姻登记管理行政执法检查，全区结婚登记率９８％，登记合格率、违法婚姻查处率均达
９９％。

三、民间组织管理

社团登记　历代官府对民间团体除民俗结社和商业行会外，基本上是禁止的。元代
对结社曾派兵 “抄除”。明代对立社者 “财产充官”。成化中，平凉创 “移风社 （桑桂移

风社）”，主事婚丧礼俗之移风。清光绪三十四 （１９０８），成立平凉县商务分会。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成立静宁县商会，按行业成立同业公会１２个，在县城和各集镇成立分会１０个，
分会小组１４个。至１６年 （１９２７），全区先后成立各类民众团体４２个，其中县商会 （商

务会、商务联合分会）４个，区乡镇商务分会１０个，商业同业公会１２个，县工会 （总工
会）２个，县农会２个，文化团体２个，公益团体７个，宗教团体３个。但有的团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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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即被责令解散。各县党部或党务指导委员会专设民众运动机构，始对民众团体实行

登记管理。民众团体分为职业团体、自由职业团体、社会团体３类。１８年 （１９２９）至３１
年 （１９４２）５月，经各县党部核准或报省党部许可立案、核准登记各级各类民众团体１８０
个，其中职业团体１３１个，包括县、区、乡 （镇）农会６６个，县工会、各业工人联合
会、职业工会、产业工会９个，县、区、乡 （镇）商会 （商务会）、商务分会２７个，同
业公会２９个；自由职业团体 （县教育会）３个；社会团体４６个，包括文化团体６个，宗
教团体１９个，公益团体１３个，慈善团体４个，县妇女会３个，县兵役协会１个。３１年
（１９４２）５月，民众团体登记管理移交县政府主管。至３７年 （１９４８）底，全区共有各级
各类团体２３２个，其中职业团体１８０个，内有县农会６个，乡镇农会９６个，县工会 （总

工会）４个，各业工人联合会４个，职业工会１１个，产业工会１个，县商会 （商务分会）

４个，乡镇商会 （分会）２３个，商业同业公会３０个，工业同业公会１个。自由职业团体
（县教育会）３个。社会团体４９个，内有文化团体６个，宗教团体２０个，公益团体１４
个，慈善团体４个，县妇女会４个，县兵役协会１个。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各类人民团体向所在地县人民政府申请登记。１９５０年初，开展调查接

收、办理审查登记。至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调查接收登记的旧有社会团体 （简称 “社团”）有

宗教团体７个，慈善团体１个，同乡会会馆３个。１９５６年初，对名存实亡、丧失作用的
旧有社团，实行促使结束、接收缴归公有或宣布取消、取缔。经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分

区 （平凉区）专员公署批准，成立分区 （区）群众团体６个。此后社团登记管理工作
停止。

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８年，在未恢复统一登记管理期间，由各级党政部门、有关团体审批，或
未经批准自行组织成立后便开展活动的各类地区社团５５个。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恢复社团统
一登记管理，实行业务主管部门、挂靠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至

１９９１年底，全区成立各级各类社团４２２个，其中地区７６个，县 （市）１９５个，乡 （镇）

１５１个。１９９７年，经过清理整顿，由法人降格非法人登记管理的９个，并入有关归口社
团２１个，注销登记６８个。实际保留各级各类社团２６８个，其中地区４７个，县 （市）７０
个，乡 （镇）１５１个。１９９８年，实有地区社团４９个。２０００年，集中开展气功类组织的清
理整顿，全区有各类气功组织１２个，全部注销解散。２００２年，全区地、县 （市）两级有

各类社团１２８个，其中地区社团５４个，县 （市）社团７４个；专业性社团１７个，行业性
社团６９个，学术性社团３２个，联合性社团１０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１９７８年以来，全区先后成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政
及其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７６２个。其中研究所３个，科技信息服务部 （中心）４个，培训
班、学校、技校５个，幼儿园 １４个，俱乐部、剧社 ４个，医院 ５个，诊疗所 ７２７个。
１９９８年９月始，将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团一并纳入民间组织登记管理范围，实行统一登
记管理。２００２年，经调查、复查确认，全区有应纳入登记管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２２个，
批准登记１０个。其中地区１个，县 （市）９个；教育类２个，卫生类５个，民政类３个。

四、殡葬管理

据 《墨子·节丧篇》记载：“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 （今庆阳、平凉、固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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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周实行 “上下有等，贵贱有议”的墓葬丧葬礼制。明成化年

间，静宁知州韩檠为 “贫不能葬”者设置 “漏泽园”， “听人安厝，旅寄棺柩，毋令暴

露”。清代，按等级规定土葬。灵台县隐形山麓、和尚泉北、邵寨街南、独店街北设有义

冢４处，“凡遇灾荒伤亡，无家死尸，俱埋其中”，时称 “乱人坟”或 “万人坑”。民国

时期，平凉城区有杠房，专事丧葬。农村多数地方有 “孝谊会”，以互助形式办理丧葬。

对婴幼儿和未成年死尸则 “聚柴薪而焚之”。２３年 （１９３４）３月，推行公墓制而未果。３３
年 （１９４４）１１月，又推行公墓制但因限于财力，未能修建。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破除迷信、改革旧的丧葬习俗。１９８５年２月后，对殡葬实行依
法管理。

推行火葬　１９６７年７月，平凉专员公署民政局、财政局拨款６万元，筹建平凉县火
葬场。１９７２年建成交付使用，火化尸体７具，占火化区死亡人数的２３％。１９７８年火化
尸体６９具，占火化区死亡人数的２３８％。１９７９年初，甘肃省民政局、财政局下拨经费
２５万元，在华亭县筹建火葬场，因无适当地址等原因未建。１９８６年，平凉市政府颁布
《平凉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市区居民以及柳湖乡吃商品粮的菜农亡故后火葬；其

他各乡 （镇）和市区以外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吃商品粮的居民死亡后，也

要实行火葬。在平凉市火葬场内附设平凉市殡葬管理所。１９８８年，火化尸体 １０５具。
１９９８年，火葬场与殡葬管理所分设，火化尸体２４１具。２００１年，平凉市火葬场达到甘肃
省二级殡仪馆标准。至２００２年，累计火化尸体３１２９具。

改革土葬　１９５６年，改革土葬，动员农民迁坟，平掉部分古坟，扩大耕地。１９５８
年，凡占用耕地的坟墓，全部被平掉。此后，农村丧葬主要利用荒山、瘠地或社员自留

地角、埂处，少数地方由集体指定的成片荒山、瘠地作墓葬区，逐步形成公墓区。１９８０
年后，许多地方不仅擅自占用承包地、自留地作墓地，而且一些已被平掉的旧坟头又被

重新培起，出租、转让、买卖墓地或墓穴的现象时有发生。１９８５年２月，根据国务院、
省政府关于殡葬管理的规定，在暂无火化条件的地方，允许土葬，但要执行殡葬改革方

针，积极改革土葬。由县、乡政府利用荒山、瘠地建立公墓区，禁止占用耕地作墓地，

对不符合规定乱建的墓地进行清理、迁建或平毁；对人多地少、不具备设置公墓条件的

川区，提倡平地深埋，不留坟头。华亭、庄浪县划定公墓点４个。１９８８年全区建立 “红

白事理事会”７２９个。至１９９２年全区建成县办公墓６处，乡 （镇）公墓４处，村社公墓
６８６处。翌年始对公墓实施依法管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全区共建成县 （市）公墓或经营性

公墓１０处，乡 （镇）公益性公墓１２处，村级公益性公墓８６０处。农村 “红白事理事会”

达到１０２６个。１９９９年起，对经营性公墓实行年检制度，丧葬用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由民
政部门批准制度。

五、地名管理

民国及以前，无地名命名规定。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除对个别旧政府用国内反动分子的名
字命名的地名、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更名外，其他地名均未做更改。

１９５８年８月，人民公社化和 “大跃进”中，人民公社的名称多数被命以带有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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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色彩的 “红旗”、“红星”、“火箭”、“东风”、“先锋”、“卫星”、“五星”等名

称，许多生产大队也被命名为 “红旗”、 “跃进”等名称，多数生产队则以 “一、二、

三”序号命名。１９６１年，随着社队规模调整，多数恢复原名。“文革”中，在 “破四旧”

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地名又被改为带有 “革命”、“政治”色彩的 “东方红”、“红卫”、

“红光”、“光明”、“红线”等名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后，将在 “大跃进”、“文革”中命名

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在一个县 （市）内重名的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名称以及按序号命名的生产队名称，全部按照地名命名更名原则更改过来，全区地名

管理趋于规范。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成立平凉地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先后在平凉、华亭县开展全区
地名普查试点。１９８２年，泾川、灵台、崇信、庄浪、静宁县开展地名普查。全区共普查
地名１３９２７条，经分析考证归纳，收入 《地名资料汇编》的标准地名１３７２４条，其中行
政区划单位和居民点名称１０７９５条，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名
称４８８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和当地著名名胜古迹、古遗址名称３１０条，各类自然地理实体
名称２１３１条。建立重要地名卡片４２４３张，整理县、社 （镇）概况材料１５２份，其他文
字材料１３２份，绘制县、社 （镇）地名图１５２张，收集各类照片２０１幅。更改涵义不健
康的地名、重名公社名称８条，生产大队名称１４４条，更改原出版的１：５００００比例尺地
形图上错字、错位地名 ２０３０条，注销名存实亡的地名 １０２０条，增注有地无名的地名
１７５０条。对所有重要地名编写文字概况材料，形成地名历史沿革。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各县
（市）分别编印 《地名普查资料汇编》。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地区地名委员会针对地名普查中存在的差错、遗漏，普查后因基层政
权体制、行政区划变化发生的地名变更，以及改革开放后新的开发区、工业区、住宅区

地名不断增加的新情况，全面开展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补查、更新各类地名资料

１３６５２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地名１１３２２条，自然地理实体地名１６８３条，企事业单
位和人工建筑物地名５６０条，名胜古迹和重要纪念地地名１４０条。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沿３１２
国道两侧平凉市、泾川、静宁县的１６个乡 （镇）、距国道两侧５００米以内的７３个村，以
村镇名称设置地名标志７３个。２００１年，平凉市开始进行城市街、路、巷、楼、门牌标志
的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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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劳　动

第一节　劳动就业

一、招　工
民国及其以前，私人作坊、手工业者和商号多自发聘雇帮工或招收学徒。

新中国成立初，由用人单位根据需要，经人介绍、推荐、单位审查合格招收固定工、

集体工或临时工。公私合营后，部分集体工转为正式工，劳动用工纳入国家劳动计划管

理。１９５６年底，全区有职工１７６９８人。
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区内吸收工人３８６４３人，给省工业部门招收学徒６０００人，壮工

１３０００人。次年，新增职工１１３１２人。
１９６０年，平凉市招工５６２人，静宁县７８５人，泾川县９２２人，铁路、地质、化工、

商业等行业招工２３４５人。
１９６３年，全区招工２０１名。１９６５年，平凉县工业企业招收学徒和工人２００人，平凉

县农机站２９人，灵台县农机站４１人，专区八一农机修理厂１４人，邮电局８人，国营
八○五厂１００人，平凉通用机械厂１００人，国营蒲河造林总场２００人。
１９６６年后，社会招工失控。１９７７年后，恢复计划招工。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年，招工实行 “自愿报名、全面考核、择优录用”。至１９８４年底，全区

共招收招聘制合同工４０００多人。
１９８５年，招工采取 “先培训、后就业”办法，安置２５１４人。
１９８６年，企事业单位所招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至１９８７年底，招收劳动合同工

人２５０９人，集体工３１９１人。
１９８９年招收合同制工人７４０名。１９９０年全区全民企业招工４４０２人，集体企业招工

１０５８人。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培训待业 （失业）人员１１４５３人，结业１１１２２人，就业６６３２

人，就业率５７９％。
二、知识青年 （简称 “知青”）上山下乡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平凉县首批２５９名知青上山下乡，１９６９年掀起高潮。
１９７０年对６９、７０届毕业生实行部分分配工作、部分下乡、部分升学。至１９７２年底，

共接收、安置本地区和外省知青４６９７人。
１９７３年，全区３２个公社、１０１个生产队建起了知青点１０９个，安置６７２人，占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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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下乡知青８０９人的８３％。
１９７４年推广株洲经验，实行厂、县、社三挂钩。全区先后办起农林场２０处，安置知

青４８３人。全区共动员１０１４名知青上山下乡，占全年动员任务的１０３４％。
１９７５年安置２９９５人，占计划的１３８５％，全区累计下乡人数达９３７９人。由于下乡人

数不断增多，吃、住、用等都有一定的困难。省计委、省物资局及时下拨木材１４００立方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１９６９年）

米，给每个知青补助建房费２００元，
当年建房 ６１５０间，９２０１５平方米。
省物资局、农机局拨给架子车 １０３５
辆；省商业局拨布票７９２５米、棉花
票２９２２公斤；地县财政给每个知青
补助冬装费１０元；冬季给每个知青
点运煤 ５吨；粮食每人 ３００公斤
左右。

１９７６年，部分知青通过招工、
招生、选干、参军等途径回城。

１９７７和 １９７８年下乡 １５０５人。
由于下乡人员增多，地区在各县建立

了１２个大型知青农、林场，每场人
数都在３０人左右，共有土地１７９万亩，除２６００亩粮田和籽种试验田外，其余多为荒山、
荒沟和荒滩。农林场造林１７万亩，育苗３１０亩，营造经济林２３万株，用材林９７万株，
收获了一批粮食、油料；养殖大家畜１６０头，生猪２７０口，羊４８００只和不少鸡、兔等家
禽以及大量砖石、石灰、条编等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为生产队提供良种２２５万公斤，
各种树苗１０万株，修建房屋２１５间。
１９７９年逐渐安排知青回城。１９６６至１９８０年，下乡知青１４５４３人，除招工、招生、参

军外，至１９８１年底大多返城，冯桂香等少数仍扎根农村。
三、待业青年安置

１９８４年地区就业服务局对全区 １９８３年底前具有城镇户口、年满 １６至 ２５周岁的
１１９０７名待业青年进行了建档、建卡、登记，并发了待业证，提倡自谋职业。除招工、招
干、参军、考学外，大办集体企业，每年安置待业青年占总数的７０％以上。
１９９８年底，地、县两级共建培训中心８所，培训网点４８个，每年培训人数均占待业

人数的７９％以上，培训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占培训人数的７７％。
四、职工状况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华亭县有工匠７２人。２７年 （１９３８），泾川县有工人２５７人，工
匠６２３人。２９年 （１９３１）庄浪县有工匠８３５人。３２年 （１９４３），华亭电瓷厂有工人５０余
人。次年全区各县员工为：平凉职员６２人，工友１１人；华亭职员３６人，工友６人；庄
浪职员３６人，工友６人；静宁职员４９人，工友７人；崇信职员３６人，工友６人；泾川
职员４９人，工友７人；灵台职员４４人，工友７人。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富陇火柴有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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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公司有工人３０余人，民生工厂有技师、学徒３０余人。３８年 （１９４９），平凉鞋袜工厂分
部有员工９００人；军政部平凉被服整理站有工人１００余人；兰州军需局平凉被服厂有工人
４００至５００人。

１９４９年平凉各县党政军干部职员共４５９９人。
１９５２年全区有职工７４８５人，１９５７年增为１８３６３人，１９６０年达到３７６９０人。１９６１年

后压缩机构、精简人员，到１９６３年有职工１６５８５人，比１９６０年减少２１１０５人。其中：固
定职工１５９５３人，合同工、临时工６３２人。工业部门３１７５人，其中：工人２６２３人，学徒
５１人，管理人员２８２人 （技术人员３０人），服务人员１１０人，其他人员１０９人。１９６５年
有职工１７６５２人。１９６６年后一方面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由上海、沈阳等地迁入部分职工
到中央部属企业；另一方面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吸收农业劳动力进入职工队伍。

１９７２年职工人数４０１９１人，其中国有经济职工３５１５２人，集体经济职工５０３９人。１９７８年
职工人数６２５７６人，其中：中央、省驻平单位职工２２０４６人，区内职工４０５３０人。１９８５
年职工人数１０３２１４人，其中国有经济职工８９４５５人，集体经济职工１３７５９人。国有经济
部门职工分布农业４８６２人，工业３７７４３人，地质５９６人，建筑４０１８人，交通邮电４７２７
人，商业饮食服务业７９６６人，公用事业１０９０人，卫生体育业３６３２人，教育、文艺业
１１６５７人，科研１５２２人，金融保险业１２９１人，国家机关、团体１０３５１人。１９９４年职工人
数１２７２０３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３９８９人，增长２３％，年均增加２６６５人。其中：国有经济
职工１０５２３３人，集体经济１９９１７人，其他经济类型２０５３人。１９９５年后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调整产业结构，关、停、并、转部分企业，１９９８年职工人数１１７４３７人，其中：国有
经济职工９９７０６人，城镇集体经济１５３０７人，其他经济职工２４２４人。国有经济职工中，
分布农林牧渔业４４４５人，采掘业１１６５４人，制造业１８４８３人，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业
２０５８人，建筑业２２３７人，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１５１２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
业４０２２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６６５３人，金融保险业２２３０人，房地产业４０５人，
社会服务业２２１５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５６０４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
业２０２０７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２２４８人，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１５６０１人，其他
行业１３２人。
２００１年，全区有职工 １１４３６８人，比 １９９８年减少 ３０６９人。其中：国有经济职工

９９１２３人，城镇集体经济１２７６９人，其他经济职工２４７６人。国有经济职工中，分布在农
林牧渔业５０４７人，采掘业１０９９６人，制造业１２０５５人，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业３０３１人，
建筑业１９５９人，地质勘测、水利管理业１８７０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３５３２人，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６１０１人，金融保险业２８１８人，房地产业６９９人，社会服务业
２４９４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５６９２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２３８９５
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２１４８人，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１６５５８人，其他行业
２２８人。

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职工１３４６万人。其中：国有经济职工１０万人，城镇集体经济职
工１１６万人，其他经济职工２３万人。国有经济职工中，分布在农林牧副渔业５０００人，
采掘业１４６万人，制造业１９９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３０００人，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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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万人，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１４００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３２００人，批
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１５９万人，金融保险业３０００人，房地产业４３００人，卫生、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６１００人，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２４９万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
务业２２００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１８５万人，其他行业６００人。

第二节　劳动管理

一、培　训
学徒工培训　清末及民国时期，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作坊采用以师带徒的方式，在生

产中进行培训。

１９５３年开始，在建筑行业、交通运输行业以师带徒培训技工１３８０人。１９５８年，采取
以老代新、师徒签订合同包教包会的方法，培训工人２００９８名。１９６０年，采取办文化补
习班、扫盲班等形式培训学徒工８２０４人。

“文革”期间，技术培训被政治学习代替。

１９８１年，学徒工进入工作单位后，集中时间学习技术理论，并同时进行劳动态度、
安全操作、文明生产、遵纪守法、“五讲”、“四美”教育。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后从师上

岗操作。

１９８２年，执行国家 “先培训后就业，不培训不上岗”的劳动培训制度，以师带徒形

式的学徒培训逐渐减少。

１９８６年，企业招收学徒工规定停止。
技工学校培训　１９６０年后，平凉技工学校招生３１６人，分设机械制造、发电及输电

系统、化学无机物工艺制造、采矿与冶炼４个中级专业技术班培训。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省、部属７所技工学校在平凉地区招生１３０名。
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技工学校成立后，分别同国营虹光电子管厂、地区粮食处、电子工

业部４５研究所联合办校。虹光教学班开设车工、钳工专业，招生１００人；４５研究所教学
班开设车工、铣工专业，招生１０７人；粮食处教学班开设电钳专业，招生６０人。委托红
峰机械厂技校代培电镀专业学生８人，水暖专业学生１６人。１９８６年８月，同国营丰收机
械厂、地区运输公司联合，增设两个教学班；丰收教学班开设车工专业，招生６２人，平
运司教学班开设汽车修理专业，招生１０１人。另外，省、部属５所技校在区内招生６７人。
１９８７年８月，同华亭矿务局联合开办矿务局教学班，招生１１６名；同时，省属８所技校
在区内招生１１６人。１９９０年８月，同地区卫生材料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开办教
学班，招生５７人；经贸委开设钳工专业，招生５２人。１９９１年８月，华亭县煤矿矿山设
备运转专业招生５８人；静宁县钳工专业招生５２人。１９９２年８月，同泾川县联合开办教
学班，开设棉纺专业，招生５２人。１９９３年８月，同华亭县联合开办教学班，开设商贸专
业，招生３８人。１９９６年，各技校在全区招生５２６人，其中社会招生４０５人，办学单位招
生１２１人。至１９９７年社会培训机构发展，共办各类培训班８９班 （次），培训５２９５人。
１９９８年，虹光厂教学班停止招生。平凉技校校部招生２２５人。社会办学机构培训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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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２２６人，其中计算机操作４２人、旅游服务３９人、服装裁剪缝纫３５人、烹调师９８
人、电影放映１２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共培训各类人员２３５８人，取得培训证书的１２１６人。
二、职业技术鉴定

技术等级考核　１９８６年，始对企事业单位技术工人实行技术等级考核。至１９９１年，
全区有１９８２名工人通过技术等级考核，其中：１９８６年６３人 （中级工），１９８７年６０人
（中级工），１９８８年３５３人 （高级工１１２人、中级工１５８人、初级工８３人），１９９０年１０１２
人 （高级工４２５人、中级工３９５人、初级工１９２人），１９９１年４９４人 （高级工４２０人、中
级工７４人）。
１９９３年，全区对４６９名技术工人进行了职业技能鉴定，对合格的３７８人发了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１９９４年，职业技术鉴定７７０人，其中：高级工２４９人、中级工３２８人、
初级工１９３人。
１９９５年开始对全区技工学校、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社会力量

办学机构属技术工种 （专业）的毕 （结）业生及社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进

行职业技能鉴定。平凉技校、平凉职中应届毕业生有２３９人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工

４１人，中级工１９８人）。
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参加鉴定、合格８９８６人、人数分别为 ８７５０人、２５１０人、２４１６人、

２７９６人、２５９１人。
２０００年参加鉴定 １５０１人，合格 １４３３人。其中：高级工 ５２人，中级工 １３８１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共鉴定合格 ２１９０人。其中：高级工 ２３７人，中级工 １７９３人，初级工
１６０人。

技师评聘　１９８９年７月，逐步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 （岗位）

且技术等级达到七、八级的技术工人中实行技师聘任制。在交通、粮食、电影等行业的

１１个工种中考评工人技师８２人。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８年７月，全区在交通、机械、建筑、农牧、林业、粮食、电影等行业３７

个工种 （专业）中考评工人技师３１４人。
２００２年，技师评聘实行全省社会化考评，由省上统一安排组织。此后，再未进行此

项工作。

三、争议仲裁

新中国成立至７０年代，劳资争议一般通过信访渠道逐级反映，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方
式进行解决。

１９８２年后，各种劳动纠纷随之增加。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平凉地区成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在行署劳动人事处设劳动争议仲裁科。地、县、企业三级劳动争议仲裁或调解机构

随之成立。至１９９３年，全区成立劳动争议办事机构８个，企业调解委员会１７个。受理劳
动争议案件２起。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８年，全区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９７起，其中：地区受理５５
起，县 （市）受理４２起；仲裁８０起，案外调解１７起。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２４９起，其中：地区受理 １９３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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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受理５６起；仲裁４７起，案外调解１５１起，其他方式结案４２起，未结案９起。

第三节　薪俸工资

一、俸禄薪金

明嘉靖年间，平凉知府岁俸２７０２石，柴薪隶银７２两，马夫银４０两；同知岁俸１９２
石，柴薪隶银４８两，马夫银４０两；通判岁俸１２０石，隶银、马夫银与同知等，推官、知
县岁俸８４石，柴薪银２４两；经历、县丞岁俸７２石，柴薪银２４两；照磨岁俸６０石，隶
银、马夫、门皂视知事；司狱岁俸６０石，柴薪隶银２４两；司吏岁粮２４石，大使岁俸６０
石，副使岁俸３６石。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平凉知府年支俸银７８两，养廉银２０００两；知县年支俸银３０两，养
廉银６００两；县丞年支俸银４０两，养廉银２００两；典史年支俸银３０两，养廉银６０两；教职年
支俸银４５两。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平凉县长月薪７５元，科长３５元，科员１２元。３３年 （１９４４），
由于物价暴涨，对公教人员的薪俸支付方法改为除原薪外，实行基本数加成，根据情况

逐月由行政院核定。是年５月，平凉区薪俸基数为６００元，加成１６倍，１１月，平凉区薪
俸基数调整为１８００元，加成１００倍。３４年 （１９４５）３月，平凉区公教人员待遇基本数调
整为３０００元，加成２５倍。这时私营工商业的雇员没有固定薪俸标准。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２月７日起，文武职官员一律以薪俸３０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

超过３０元之数，一律以１／１０照生活指数支给。技工、工役薪饷，在３０元以下者，一律
照指数支给，其有超过３０元者，仍按１／１０照指数支给。核定平凉区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
为３０元，超过３０的１／１０，加倍数６５００元。
３８年 （１９４９）因物价上涨太猛，１月给每人加发一个月的薪俸，２月核定平凉区为三

区，以底薪６０元为基数，６１至３００元以上部分以２／１０计算，再以总和乘以７５倍，实发
金圆券。

１９４９年８月，机关干部实行供给制，标准为大灶：每人每日油３钱、盐５钱、肉４
钱、粗菜１斤，燃料计原煤１斤４两或木柴２斤 （市斤，１６两制、下同）。中灶：菜金按
大灶２５倍计算，原煤１斤１４两或木柴３斤。小灶：菜金按大灶３７倍计算，原煤２５
斤或木柴４斤。粮食每人每日供应标准为小米１斤８两。

服装每人每年单衣１套，衬衣１套，单、棉、草帽各１顶，鞋４双 （夹鞋３双、棉鞋
１双），袜子２双，棉被４年１床，大衣３年１件。

留任留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一般暂时照旧支薪，即实行薪金制待遇，按不同岗位

每月核发不等量的小麦。小学教师每月１４５公斤，初中教师１６０公斤，高中教师１７５公
斤。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部分实行供给制，部分实行工资制待遇。乡级干部实行补

给制待遇，乡长、文书每人每月发９０公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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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普通津贴费 （零用费）每人每月标准表

级 别

单
位

项
目

勤杂人员
区长级以下

干部
局长级干部

专员级以上

干部

猪肉 斤 １ １ １ １

肥皂 块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牙刷 把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牙粉 包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烟叶 两 ８

纸烟 包 ５ １０ １５

理发 斤 （米） ２ ２ ２ ２

毛巾 条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二、工资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４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
１９５２年，平凉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工资制、供给制两种工资标准，

分１至２９级，国营企业实行８级工资制，少数实行７级制，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一职数级，上下交叉。

１９５６年３月，企业单位执行甘肃省制定的地县属企业职员、工人工资标准。
１９８５年７月，机关事业单位进行第一步工资改革。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套改人数

为２４６０２人。人均月增资 １８９９元；地直人均月增资 ２０２０元，县 （市）人均月增资

１７２８元。１９８６年 ７月，对机关事业单位进行第二步工资改革。全区参加改革的职工
３５５５人，月增资１７万元。经过这两步工资改革，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均月工资额
８９１元，与第一步套改前人均月工资额６８４元比较，人均月增资２０７元。企业单位工
资制度改革第一步是简化归并工资标准。第二步是理顺工资标准的基础上理顺工资关系。

１９９３年，机关工作人员 （除工勤人员外）实行职级工资制，事业单位根据不同类型

和经费来源，实行不同的工资政策。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套改工资的职工为３５０５８人，
月增资３０３３５万元，人均增资８６５元。其中：机关单位套改的职工１０４５５人，月增资
９３０９万元，人均月增资８９元；事业单位套改的职工２４６０３人，月增资２１０２６万元，人
均月增资８５元。

事业单位中，全额拨款单位套改工资的职工１７４８０人，占事业单位套改工资人数的
７１％，月增资１３６７７万元，人均月增资７８元，津贴按在工资构成中占３０％计算；差额
拨款单位套改工资的职工４８２０人，占事业单位套改工资人数的２０％，月增资５０３６万
元，人均月增资１０４元，津贴按在工资构成中占４０％计算；自收自支单位套改工资的职
工２３０３人，占事业单位套改工资人数的９％，月增资２３１３万元，人均月增资１００元，
津贴按在工资构成中占４０％计算。

９２３１第十七编　政　务



企业单位工资改革涉及国有企业２２３户，职工３３２３３人，其中，地直企业４７户，职
工９９７２人。人均按５０元增资，全区共核增年工资总额１９９３９８万元。

三、工资调整

１９５４年工资调整。其中：实行工资制的专区级２７３人，调整８０人，调整后总分数
１８３６６分，增加了２０５０分；县级１０６２人，调整４５２人；区级１５３人，调整１９４人。实行
包干制的专区级５５人，调整２９人，调整后总分数５９０１分，增加了７４４分；县级２４１人，
调整１３８人；区级６６８人，调整３６９人。
１９６３年，按照业务技术水平、工作成绩、劳动态度对全区６８８４名机关、事业、企业

单位的职工调整了工资。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对全区行政和企事业单位１９７１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１９６６年
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按 ４０％面调整了工资。被调整的机关干部 ２５５６人，职工
１４８９２人。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对在１９７７年调整工资中因表现不好而缓调的机关工作人员重新评定，
对转变好的按２％的比例进行补调。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３年，给教育、科研、医疗、人民公社卫生院、畜牧兽医站、信用社部分

职工调整了工资。

１９８６年，对全区公安系统中正、副科长、科员２３人，按规定提高一档工资，月增加
１７４元；其他符合提高一级工资的５７人，月增加４８２元。

１９８７年，给全区２１０户国营企业２２８４５名职工调升了一级工资。
１９８８年对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的 １１１１名职工调升了工资，月增资 ６９８２７元；给

２０３３５名企业职工调升了工资，月增资２２３６８５元。
１９８９年，在全区机关、事业单位 ３１１４８名职工中，普调升级 ２９８８１人，月增资额

２２７４万元。其中：行政人员９２７４人，月增资额７３７万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３６０
人，月增资额１１２３万元；工人６２４７人，月增资额４１４万元。同时，给经济效益好，完
成各项承包任务的２０８户、２３４３７名职工升了一级工资，月增资２９３万元，人均月增资
１２２５元。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给全区机关、事业单位３１２９４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了工资档次，月增
资５１９万元，人均增资１６６元。
１９９７年７月，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３８１６９名职工调整了工资标准，月增资７９４万

元，人均增资２０８元。１０月，对机关、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基本称职以上的３４３５６名工
作人员正常晋升了工资档次，月增资８５２万元，人均增资２４８元。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５０８万名工作人员增加了工资，月增资５８８１

万元，人均增资１１５８元。同时给６２０１名离退休（职）人员增加了离退休（职）费，月增资
７５万元，人均增资１２０９元。

２００１年，对连续两年考核称职 （合格）的４４７０人晋升了职务工资档次，月增资１３
万元，人均增资２９元。给１４０８名离退 （职）休人员增加了离退休 （职）费，其中：离

休２１１人，人均增加３１元；退休１１７４人，人均增加２０元；退职２３人，人均增加１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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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０年连续３年考核优秀的４４人一次性增发相当于上一级别级差的２４个月工
资，增资４５万元，人均１０２０元。给４８９名晋升职务的人员晋升了职务工资，月增资
１４２万元，人均增资２９元。１０月，对地直机关、事业单位的５３３０名工作人员调整了工
资标准，月增资４７万元，人均月增资８８元。
２００２年１月，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连续两年考核称职的地直机关、事业单位中的６９２名

工作人员晋升了职务工资档次，月增资２６万元，人均增资３７元。同时，给连续５年考
核为称职的１５５名地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晋升了一级级别工资，月增资０７万元，
人均增资４６元。

四、津贴、补贴

平凉地区 （专区）的津贴、补贴制度始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执行的津贴、补贴有３３种，其中：岗位性津贴１９种，其他补贴１４种。
１９５７年执行 “冬季取暖补贴”，每人每月３元，补贴期为三个月半。至１９９８年底，

调整为一个供暖期，每个职工补助取暖费１１２元。
１９６３年对缺碘区职工发放 “海带费”，每人每月０５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３１７名

职工享受。

１９５８年，部分工业企业各自实行 “夜班津贴”，标准不一。１９５９年１月，三班制的
企业执行全省统一的夜班津贴标准，每个夜班为０２０元。“文革”期间，夜班津贴中断，
１９７３年８月恢复，标准未变。１９８５年工资改革后，各企业标准不一。

１９６４年执行 “勘探设计单位野外工作津贴”，按市内、市外每人每天１３０至１７０
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１５４名职工享受。
１９６５年，国家职工和城市居民开始享受 “粮食补贴”，按月随工资发放，标准不等，

１９８５年工改后取消。
１９７８年执行 “特级教师津贴”和 “职工上下班交通补贴”。特教津贴每人每月２０

元，全区有３人享受；１９９０年将标准调整为６０元，至１９９２年，全区有３８人享受；１９９３
年将标准调整为８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５９人享受。上下班交通津贴的发放对象是
骑私车家离工作地点４公里以上的职工，每人每月补贴１５０元。至１９９２年底，全区有
５５１８名职工享受。１９９３年后停止执行。

１９７９年执行 “班主任津贴”，每人每月３至７元不等，每年发１０个月，至１９９８年
底，全区有６５１１人享受；“法医保健津贴”每人每月１２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２６人
享受；“医疗卫生津贴”和 “卫生防疫津贴”每人每月１５元，至１９９２年底，全区分别有
４０７４人和４９７人享受；“回族等职工伙食补贴”每人每月３至６元不等，至１９９２年底，
全区有４５４２人享受，１９９３年工资改革后取消；煤矿 “井下津贴”，每人每天０６０元，至
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７８５６人享受；“副食品价格补贴”在全区机关、事业、全民企业单位
中执行，每人每月５元，１９８５年７月工资改革后，加到基础工资、职务 （岗位）工资

之内。

１９８０年执行 “城市福利事业单位岗位津贴”，每人每天０４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
有１４０名清洁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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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执行 “特教津贴”，每月按本人标准工资的１５％计发，至１９９８年底，有２９
名聋哑学校教师享受； “环境保护监测保健津贴”，按监测范围的不同每人每月６至１２
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５４人享受；“艰苦广播电视台站津贴”，平凉西郊广播转播台
行政人员每天０３０元，机房每人每天０３８元；关山电视转播台行政人员每人每天１３０
元，机房每人每天１５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有１３８人享受；“播音员津贴”地区每人每月
６元，县 （市）每人每月５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１６人享受。

１９８５年执行 “护士工龄津贴”和 “教龄津贴”，根据工作年限每人每月按３、５、７、
１０元发给，至１９９９年底，分别有２１５８人和１６５７５人享受； “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费”，
给未参加工资制度改革的离退休职工每人每月１７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１５０８人享受。
１９８６年执行 “县以下农业经营管理技术干部岗位津贴”，对农林第一线职工工作满５

年向上浮动一级工资，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１２３８人享受；“广播电视天线工岗位津贴”
每人每天０３至０５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２４人享受；“地质勘探职工野外工作津贴”
每人每天市内１３０元，市外１７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水利勘探队６０人享受；“殡葬津贴”
每人每月３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有７人享受；“部分知识分子和少数老职工补助”及 “部

分知识分子岗位津贴”按工龄、学历每人每月１５、２０、２３元标准发放，至１９９８年底，
全区有２２４８３名职工享受； “退休费补助”按参加工作时间以本人标准工资的 ２５％、
２０％、１５％、１０％、５％计发，至１９９８年底，有１２２７名退休职工享受。

１９８７年执行 “公安干警值勤岗位津贴”，每人每天０３至０５元，“基层审计人员外
勤工作津贴”，每人每天０４０元，至１９９８年底，分别有８０１人和６２人享受。
１９９２年执行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对象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１９９４年底评

出３３７人，每人每月１００元，终身享有；１９９５年后评出７人，每人一次性发给５０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后，随着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和政府机构改革，企业工资分配制度逐步由政府

审批改为企业内部自行制定、调整，政府行政部门只控制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福利、

补贴也从此逐渐由企业自行解决。

五、奖励工资

１９６０年开始，实行奖励工资制度。各企业、事业单位最早实行的奖励工资有全勤奖、
年终奖、劳动竞赛奖等。后改为超额奖、质量奖、节约奖、安全生产奖、新产品试制奖

等。１９６２年后普遍实行综合性奖励。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改为附工资，平均加在享受过综合性
奖励的职工标准工资内发放。“文革”期间取消。１９７８年恢复奖励工资制度，企业全面
完成生产任务，按月标准工资总额的６％至１０％提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按１２％提取。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按每人每月１０元计算，试行一次性年终奖。
１９８４年后，企业奖励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从１９８７年起每人每

月１５元按月发放。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改为每人每月２０元，随工资发放。
２００１年起，每年对机关、事业单位年终考核达到称职 （合格）以上等次的工作人员

发放年终奖，标准为本人１个月基本工资。地直机关、事业单位５１７８名工作人员当年获
奖，增资４１３万元，人均７９８元。
２００２年对地直５２０５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放了年终奖，增资４２４万元，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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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元。

第四节　劳动安全

一、安全生产监察

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７１年，安全监察由地县 （市）劳动 （工商、民政）部门兼办。

１９５４年１１至１２月，专署劳动科会同工会检查地方国营、私营煤矿安全生产与劳动
保护。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专署劳动工资局、地区工会在全区开展以 “十防一灭”（防撞压、防

坍塌、防爆炸、防触电、防中毒、防粉尘、防火灾、防水呛、防烧烫、防坠落和消灭死

亡事故）为中心内容的 “百日无事故运动”。

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０至２６日，开展第二个 “百日无事故运动”。

１９６５年，全区安全生产突出抓防尘和建立群众性安全检查组织。
１９７７年４月，地区安全委员会重点检查４县９３户厂矿企业的春季安全生产。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每年５月开展 “安全月”活动。

１９８６年７月，开展以火灾、交通、矿山井下伤亡事故为重点的安全大检查，在７县
（市）３５个乡５０多户企业查出火灾隐患１００多处，有火险的单位１１个。检查车辆２０００
辆 （次），纠正违章４８起，在事故多发段设警示牌７９面。在２８个乡 （镇）煤矿查出事

故隐患３１０处，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４户，处理煤矿伤亡事故１７起，追究刑
事责任２人，行政处分１８人，经济处罚３０人。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８年，５月中旬开展 “安全生产周”活动。

１９９４年４月，检查７９个施工单位４９个在建工程的施工安全，合格等级的工程３个，
基本合格等级的１７个。
２００２年，“安全生产周”活动改为 “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每年６月进行。
二、锅炉压力容器监察

１９６０年，对在用锅炉的型式、数量、质量进行检查、鉴定。
１９８０年，普查锅炉９８台，正在运行的７６台，安装的１０台，长期停用的１２台。其

中蒸汽锅炉８８台，热水锅炉１０台；生产锅炉５３台，生活锅炉４５台；有除尘设备的１６
台，没有进行水处理的７台。
１９８４年１月，成立地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至此，形成了较完备的锅炉购置、安

装、检验、维修和报废制度。

１９８９年开始锅炉房综合治理，全区检查评比１１７个锅炉房，先进１３个，合格９０个，
不合格１４个。
１９９８年６月，成立地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钢瓶检验站，办理液化石油气瓶的检验

工作。１２月，全区有锅炉４９０台，其中蒸汽锅炉２６８台，热水锅炉２２２台；生产锅炉２５０
台，生活锅炉２４０台。固定式压力容器４３３台，移动式２７０５０台 （件），其中液化石油气

瓶２万只。检验在用锅炉２７９台，验收新装锅炉３０台，报废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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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９月，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职能移交质量技术监督局。１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全
区开展锅炉压力容器及特种设备普查登记工作。共查有全区在用设备１６１６台，其中锅炉
６８７台，压力容器４６７台，电梯４８台，起重机械２０４台，厂内机动车辆２１０辆。锅炉发
证６３３台，压力容器发证３４１台，电梯发证３４台，起重机械发证１２５台。整顿治理隐患
１５０台，隐患整治率９６７％。

三、矿山安全监察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地区劳动部门设矿山安全监察科，华亭、崇信县劳动部门设矿山安全
监察室，办理矿山安全监察业务。

１９８５年，检查全区县 （市）办７处煤矿的安全整顿，６处煤矿获发合格证，伤亡事
故较多的平凉市工农煤矿被责令停产整顿。１９８９年，查出国营煤矿事故隐患６８条。
１９９１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矿山安全卫生监察技术中心。查出国营煤矿特大事故隐

患７条，重大隐患８条，一般隐患５９条；乡镇煤矿重大事故隐患６条，一般隐患４１条。
１９９５年，检测２３户煤矿４４个工种作业场所粉尘，合格２９个工种，超标１５个，其

中危害严重的９个工种。监测２７处煤矿３６台矿用绞车，合格４台。
１９９６年，查出各类矿山事故隐患１５８条，发监察通知书５４份。１１起伤亡事故结案５

起，发监察指令书３起。１９９８年，检查矿井９对，查出事故隐患４２条，限期整改３３条，
立即整改９条。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煤矿安全监察职能交甘肃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平凉办事处。

第五节　保险福利

一、劳动保险

１９５１至１９６６年，全区社会保险费用由各级工会实行社会统筹。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社
会保险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此后渐又恢复。

养老保险　１９８９年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单位８２４户，职工４３４７４人，收缴
养老保险金１５８９２万元，有离退休职工４２４４人，发放离退休费用４８６４８万元。
１９９２年１月，全区国营企业固定职工退休费用实行地级统筹。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社

会统筹的单位７０３户，职工４３４３３人，参保单位缴纳养老保险金５６３３万元，离退休职工
４２４４人，发放离退休费用５３４１９万元。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城镇各类企业养老保险费统筹比例，从１９９６年按全部职工工资
总额加离退休费用之和的２３４％调整为全部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总额的 ２３％缴纳。
１９９９年降到２２％，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事业单位１１８１户，职工５２６７２人，综合覆盖面达到
９０％，缴纳养老保险费５８２４万元。有离退休人员１２０１４人，发放养老金７９５８万元，养老
金发放率１００％；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面达到６４％。
２０００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事业单位 １４１６户，职工 ５０８４２人，综合覆盖面达到

９８％，缴纳养老保险费４４６６万元。有离退休人员１０９５３人，发放养老金５６５３万元，养老
金发放率１００％；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面达到１００％。２００１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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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６户，职工５２５９５人，综合覆盖面９８％，征缴养老保险费４９０２万元。为１１７５３名离退
休人员发放养老金６８６５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事业单位增加到１５１８户，
职工５２１９３人，综合覆盖面９８４％，征缴养老保险费５３４１万元。为１３４６０名离退休人员发
放养老金８７６７万元，养老金发放率１００％；养老金社会化发放面达到１００％。

待业保险　１９８７年开始，实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收缴待业保险金２１５５
万元。

１９９０年，扩大了待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参加待业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事业单位９４９户，
参保职工４９８５３人，收缴待业保险费５２５万元，支付待业保险金１８１万元。
１９９４年参保单位达到１１８４户，参保职工４８１９２人，收缴待业保险费１６万元，支付

２１６名待业人员救济金２８６万元，困难企业的困难职工基本生活费８７６万元，企业生产
自救费１５万元，待业人员转岗培训费１７７万元。
１９９５年，待业保险的实施范围由国营企业职工扩大到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及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待业救济的对象由原来的４种人扩
大到８种人。收缴失业保险费１８万元，支付１４３名待业人员救济金１８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全区参加失业保险统筹的企事业单位１９４８户，参保职工８５８７０人，收缴失

业保险费９４９２６万元，支付失业金３８４２万元。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参加失业保险统筹的企
事业单位１９７２户，参保职工８６万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共收缴失业保险费２２９２２３万
元，支付失业金３７０９２万元。

医疗保险　１９９４年，地区在崇信县开展了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改革试点。从２０００
年１２月起，全区城镇职工全部按新的医疗制度就医。全区参加医疗保险的企事业单位
１７８３户，参保人数６５８４５人。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收缴医疗保险费２５２８万元，发
放医疗费１８８３万元。

工伤保险　１９９３年，地区在华亭县进行了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试点。１９９５年泾川县开
展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企事业单位职工１３２２４人，
累计收缴工伤保险费４３万元。
２００２年，全区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企事业单位职工８５９４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收缴

工伤保险费５９万元，支付２８万元。
生育保险　１９９５年，地区在泾川县开展了女工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参保单位按

职工工资总额的１％缴纳生育保险费。１９９９年，全区企事业单位２４４７名女职工参加了生
育保险统筹，收缴生育保险费４万元，支付女职工生育保险费３万元。至２００２年，全区
企事业单位女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统筹的４２１７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收缴生育保险费１３万
元，支付女职工生育保险费１４万元。

二、劳动保护

有害因素治理　１９６３年，对有粉尘作业的２０个单位３０９１人健康普查，直接接触粉
尘６８３人，确诊患有矽肺病的２００人。对这些病人分别调换工种或作退休处理。
１９８３年，对县属以上国营企业普查，发现接触各类粉尘、毒物及不良物理因素计

１４５５４人；产生粉尘厂矿８２个，接触粉尘职工７４７４人；产生毒物厂矿９０个，接触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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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４０９８人，接触毒物种类达４０种，以苯为最，次有铅、汞、锰、酸、碱、氨；存在不
良物理因素的厂矿３８个，接触职工９１３人，其中高温３２４人，噪声３１７人，高频微波１４５
人，放射线１１７人，其他１０人。各种有害因素中以接触煤尘人数最多，有９２２１人，且每
天接尘时间长，是区内最严重的职业危害。

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９年，全区安排粉尘治理项目３３个，安全技措经费总投资１６０万元。其
中省列项目２２个，补助９０万元，地区１１个，７７万元，企业自筹６２３万元，对石英粉
碎、石膏加工、水泥粉碎包装、皮毛加工防尘、矿山井下排烟除尘进行全面治理。

１９９０年，抽查１８户企业５６个工种的极度危害治理，有７个岗位已进行治理，１８个
岗位正在拟定规划准备治理，对３１个岗位尚未规划治理的下发 《极度危害治理指令书》，

限期治理。

１９９３年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每年在企业利润中提取技术改造经费，用于治理职
业危害。此后，劳动保护工作由企事业单位按国家规定自行执行，劳动行政部门每年检

查落实情况。

女工保护　１９６０年５月，开始贯彻 《女工保护条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地区劳动、卫生、工会、妇联等部门联合调查地、县５户企业有女工
９６４人，其中接触铅５７人、苯１７０人、汞７７人、其他１６８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１５５
人。各企业均按劳动保险条例执行。

１９８９年９月，地区劳动部门会同卫生、工会、妇联等部门对５３户全民、中外合资、
集体、乡镇企业女工劳动保护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全民３１２４人，集体７７９人，乡镇企业
５６０人，中外合资６３３人。各厂矿企业对女工从事有职业危害的工种都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全区建立健全女职工劳动保护机构２０２个，均有专人负责。
１９９２年，地区劳动部门抽查４户企业落实 《妇女权益保障法》情况。仅效益好的企

业能按规定执行。

１９９５年，地区妇联组织地、县两直的１６万名干部职工参加全省 《妇女权益保障法》

知识竞赛，其中男性职工占４０％。地县成立 《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对

城乡各单位进行普查和抽查。采取听汇报、查资料、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妇女的就业、

劳动保护等６个方面的权益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
１９９７年３月成立了地区女法律工作者联谊会。９月联谊会以 “树立 ‘四自’精神，

重塑自我”为主题，组织２６名会员到平凉监狱，采取大会演讲、入监室座谈、法律咨询
等形式，对６００多名服刑改造的女犯进行帮教。
１９９９年，在全区城乡组织开展 “法律知识进万家”竞赛活动。发放 《家庭法律知识

回答》２９万余册，答卷９１２３份。并组队参加全省家庭法律知识电视大奖赛，获一等奖，
地区妇联获优秀组织奖。

２００２年，组织全市万名干部职工，参加全省妇女权益保障法律知识答卷竞赛活动，
向７县 （区）及市直４２个单位发放竞赛试卷及 《法律知识读本》１万套，覆盖全市１３０
个乡镇的１７００多个村和４５０个市、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答卷优秀率９５％。截止是年
底，养老保险女职工参保率达到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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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用品和保健食品　１９５４年，首先在煤矿发放安全帽、绑腿、胶鞋、手套、油布
裤子等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１９５７年，企事业单位按 《甘肃省工人职员个人防护用品供给标准管理办法 （草案）》

发放劳保用品。

１９６４年，全区发放个人防护用布２１６０５米，毛巾２６０打，线手套１０１０打，胶制雨衣
６０７件，胶制工作服２０套，肥皂２１５００条，棉絮５７０公斤。

１９８５年３月，地区劳动部门对１９６３年以来执行的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管理制度进
行修正。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行署劳动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对国营、集体、乡镇企业个人
劳动防护用品的执行标准、审批、发放使用情况检查，对自定标准、相互攀比、任意扩

大发放范围和延期或不发劳保用品的做法明令限期改正。

１９９３年后，企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由企业自主决定，劳动部门进行监督，事业单位
继续实行审批制度。

１９４９年２月，保健食品执行边区干部保健规定，保健费以食物计算，甲等每月小米
１２５公斤，乙等１０公斤，丙等７５公斤，丁等５公斤，发放分长期和定期两种。

１９６３年，在全民企业、科研和卫生等事业单位从事有毒有害物质、放射和高温作业
的工种实行发放保健食品制度。甲等每人每月供肉２公斤，食油０２５公斤，糖１公斤；
乙等每月供肉１５公斤，食油０２５公斤，糖０５公斤；丙等每月供肉１２公斤，食油
０２５公斤，糖０５公斤。保健食品供应由劳动、企业主管部门核定人数，商业、粮食部
门负责组织货源，定点供应。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起，保健食品折发现金，并在此基础上每月每人再补贴１００元。
１９９１年５月，调整保健食品发放标准，每月甲等 １８６１元，乙等 １３３４元，丙等

１０１０元。
１９９３年，职工保健食品实行购买价格调控。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７年，审批地区肉联厂、中级法院、地区车辆检测站、地区地震局、地区

医院等８个单位７７９人享受保健食品，其中甲等６０人，乙等４７８人，丙等２２９人，季节
性高温１２人。
１９９８年审批行署公安处、平凉卫校、地区水保科研所、地委党校、行署文化处、行

署办公室、地区商务管理中心等７个单位５７人享受丙等保健食品。１９９９年后，取消。
三、职工离休、退休、退职待遇

１９５１年２月，始在１００人以上的国营单位建立职工退休、退职制度。
１９５４年，全区支付退职养老补助费１０９６４万元（第一套人民币）。
１９５８年，对退休、退职条件和待遇，进行了修订。
１９６２年，开始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退休制度，条件和待遇比照国营单位执行。
１９６６年，将退休、退职制度扩大到集体企业。
１９６７年，全区支付退休费５５２９８元。至１９７４年底，全区离职供养 １５人，退休 ７８

人，退职７４人。１９７７年，有退休职工２４５人，全年支付退休费３２７３６元。

７３３１第十七编　政　务



１９７８年，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退休条件和待遇作修改。
１９９７年，全区２６４８名离退休 （职）人员养老金实行发放，社会化发放率达到２３％。
１９９８年，全区４８４７名离退休 （职）人员共发放养老金２９０８２０万元，社会化发放率

达到３９％。
２０００年，全年为４０４户企事业单位的１２１０４名离退休 （职）人员发放养老金６１６８万

元，社会化发放率达到 ９８％。同时，补发了 １９９９年 ６月底以前企业拖欠的养老金
１５５５４９万元，占应补发的４７５％。为企业离退休人员从７月１日起增加养老金４４８２万
元。全区７７３４名离退休 （职）人员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社会化发放率达到６４％。
２００２年７月，为１０６９７名企业退休人员调整补发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增加的养老金

５８８９１万元。为４７９名企业离休人员调整补发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增加的养老金５１５７
万元。

８３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第五章　人　事

第一节　干　部

新中国成立初，干部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省调派干部，原在平凉地下工作的半老

干部 （工作三年以上，勉强可以单独工作的），培养提拔地下党员、工农积极分子和进步

青年学生干部，留用与录用旧公教人员。此后，主要是军队转业干部，分配大、中专毕

业生和吸收录用干部。

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干部３７０１０人。地直单位４７４１人，平凉市６４９８人，泾川县４７６６
人，灵台县３８４８人，崇信县１７９４人，华亭县３２０３人，庄浪县５６１２人，静宁县６５４８人。

一、录 （聘）用

１９４９年８月，分区开办平凉地方干部学校，先后招收两批地下党员与青年进步学生
共２４４人，其中回民１０７人，训练后全部分配到各级党政部门和学校工作。另外，对３２４
名旧公职人员经过短期教育改造，随后录用、留用。

１９５３年，专区干校对事企业单位保健员２６人和农村积极分子及失学失业知识分子
１２１４人进行集中训练，全部吸收为脱产干部。

１９５４年，全区招收录用干部７７６人，全部分配到各事企业单位工作。
１９６４年，吸收录用干部８５７人，其中分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公社６３２人，

银行系统１３１人，粮食、供销系统４５人，小学教师４９人。１９６５年，吸收录用干部１６７人。
“文革”期间，基本未吸收录用干部。

１９７９年７月，全区为社、镇选拔录用计划生育专职人员１０８人。８月，录用财贸、广
播基层业务干部３２６人，少数民族干部２８人。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６年，主要为乡 （镇）、政法、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吸

收录用干部２０３５人。
１９８７年，招聘各类乡镇干部３８３人。录用林业警察１９人，中小学民办教师转正４００

人，补充自然减员聘用、录用干部１４４人。
１９８８年，全区招聘乡镇干部４９５人，为政法、银行、税务系统招收干部２２９人，办

理交通监理人员转干１９人。
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０年，录用各类干部４０６人。其中农税、税务和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共

１２５人；基层企、事业单位２８１人。
１９９１年，全区从各类非在职大专以上毕业生中选拔录用国家干部３４５人，其中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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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五大”生 （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１７３人，
其他专业、“五大”生１１２人。同时，照顾性录用高级知识分子子女６０人。另外，从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在干部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中择优录用干部１８１人。
１９９２年，从优秀工人和大中专毕业生中选拔录用干部２７４人。其中：录用公安系统

工人２５人，乡镇聘用干部４５人，非在职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子女２１人，优秀民办教师
１８３人。

１９９３年，从民办教师、计划生育专干、乡镇广播电视站、行政机关、卫生系统、公
检法、劳改劳教、林业公安系统 “以工代干”人员中择优录用干部４５４人；从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中聘 （录）用干部２９人；从乡财政所、农机站、林业站择优聘用干部
２３６人。

１９９４年，在乡镇企业、公、检、法、劳改劳教、林业公安等在职人员中录用干部６７
人；１９８４年从招聘教师和１９９３年获得省 “园丁奖”等称号的优秀民办教师中录用公办教

师１３５人；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招聘干部４０２人。
１９９５年，为全区法、检两院系统录用干部８３人；为乡镇农业服务系统、农财所招聘

干部２８８人。优秀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４５４人；录用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１３２人。
１９９６年，法、检两院系统录用公务员１８人；企事业单位录用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

２５８人；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５４９人。
１９９７年，为省直机关和法、检系统面向社会公开考录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１６人；

企事业单位聘录用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１６５人；优秀民办教师录用公办教师５１８人。
１９９８年，基层公安部门录用２０人，司法部门１３人，地方税务单位录用应届高校毕

业生７人，企事业单位录聘用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１１６人，优秀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
７５８人，乡镇农业服务体系招聘干部１７人，乡镇计生站招聘干部１２人。

１９９９年，全区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９９人。
２０００年，在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首次公开招考录用公务员和工作人员，其中安排地直

机关工作２０人，９人分配到灵台、静宁、庄浪县党政群机关工作。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全区共录聘用非在职 “五大”毕业生４１４人，选拔应届高校毕业生

到农村基层工作１２２人。
２００２年，全区在未就业普通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考录用机关公务员和工作

人员９０人，其中地直２６人，县 （市）６４人。
二、调　配
１９５３年始，干部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当年调配干部３３１人。
１９５７年，调整干部７３７人。
１９５９年，平级互调干部１１３人。
１９６２年，全区抽调３３２名干部，充实和加强基层。
１９６３年，经省人事局审批调配干部７０５人。
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５年８月，全区给新建的８２个单位调配干部２７９人；财贸系统调配干部

６２０人，公检法部门调整出不适宜本职工作干部３１人；交流干部１６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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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干部调配较混乱。

１９７４年，全区调配干部１４１人，其中从外省区调入２７人，调出外省区３９人，区内
调整７５人。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日，地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交由地委组织部管理调动，

各县一般干部凡是由各主管局调动的统一归县委组织部负责。全区调动各类干部７２人。
１９７９年，全区调配各类干部１６９０人，其中调入本区有技术专长１１人，照顾夫妻两

地分居２８人，调往外省外地１１５人，区内互相调配１５３６人。
１９８５年，全区跨省、区调配干部３５２人，区内相互调整１４８４人，绝大多数为专业技

术干部。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为解决工作岗位急需、照顾夫妻分居、调整用非所学、家庭困难、
西藏内调及其他，全区共调配干部２９９２人，其中调入３０３人，调出５０８人，区内互调
２１８１人。

１９９１年起，从严控制从企事业单位选调干部到地、县行政机关。从严控制基层干部
向地、县 （市）流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共调配各类干部１８２３人，其中调入１６９人，调出３９７人，区内调整
１２５７人。

１９９４年，调配干部１０７５人。１９９５年，干部外流现象较突出。
１９９７年，调配干部１０７２人，调出２４７人，调入１９９人，区内调整６２６人。１９９８年，

调配各类干部１３４０人，其中：调出６９４人，调入７９人，区内交流５６７人。
１９９９年，共调配干部１４９７人。调入２４０人，调出６１４人，区内调整６４３人。
２００１年，全区机关公务员和工作人员调配５５９人，其中事企业调入机关９０人，机关

调事企业４６人，机关间调整４２３人。
２００２年，调配６４６人，其中事企业调机关１０４人，机关调事企业２７６人，机关间调

整２６６人。
三、交　流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人才交流开发服务公司，始办人才交流业务。１９８５年６月

更名为地区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是年，从外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２５人，从省内其他地
区调入７９人，区内交流１１５人。１９８８年５月成立地区人才智力市场，是年底，有６７名干部职
工下乡进厂，领办乡镇企业。１９９３年５月，地区人才市场挂牌。并举办平凉地区第一次人才
交流洽谈会，进入市场洽谈人数１３００人（次），有３５０名非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
订协议，８人签订委培合同。１９９４年，签订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合同１１３人，区外４００多名毕业
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１９９８年６月成立地区引进外国智力办公室。
２００１年７月，行署颁布实施 《平凉地区人才开发办法 （试行）》。８月，平凉人才劳

动力市场开业。建立大中专毕业生人才求职、单位招聘等３个人才库，存库信息５０００余
条，人事代事２３６人，托管大中专毕业生档案６９８份。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行署成立 “平凉地区科技人才科技功臣奖评审委员会”。１２月４日，

首届评委会召开，评出科技功臣１人，优秀科技人才１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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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　免
１９５２年提拔专署科长级干部７人，县 （市）科长级干部１２３人；区长级干部２６７人。
１９５３年提拔专署科长级干部５人，县长级干部３人，县科长级干部３８人。提拔区

长、乡长级干部８３人。
１９８５年任免县处级干部６４人。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２年干部提拔任免表
单位：人

级
别

任
免
数

年
份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地级 县级 科级 县级 科级 县级 科级

１９８６ １ １５ ３３６

１９８７ ３ ２９ １７４ １５ １６４

１９８８ １ ４ １２６ ３７ １５２

１９８９ １ ２２ ３５９ １ ９３ ３ ２９

１９９０ ２ ４４ １５１ １５ ６２ ５ ４８

１９９１ １１ ２６ １９４ ８ ９７ ２５ ６６

１９９２ ７２ ３７７ ７ １３６ ６ ７０

１９９３ ３ ２９ ２６８ ７ １２５ １５ ５９

１９９４ ７５ ３５５ １１ １２８ ７ ７５

１９９５ ８ ７３ ５５１ ３４ １４４ ９ ７２

１９９６ ３ ２９ １７６ １２ １２７ ４ ３７

１９９７ ２ ７９ ３９１ １７ １２７ ２０ ５５

１９９８ ４ ５２ ３３７ １７ １７３ ９ ２８

１９９９ １２ ２４８ ７ １２５ ７ ２３

２０００ ８ ３１ ２３２ １０ ９３ ２ １５

２００１ １ ２０ ３８８ ７ １０９ ２ ２６

２００２ ７ ５１ ３０９ １１ ９０ １ １９

五、奖　惩
１９６２年，处分干部５４人。其中警告３人，记过２人，记大过６人，撤职２人，开除

公职留用１人，开除公职３０人，刑事处分９人。
１９６３年，奖励干部１３６人，惩处干部４４人。其中开除公职２１人，开除公职留用３

人，撤职４人，记大过１０人，警告１人，记过１人，其他处分４人。
１９８５年，奖励行政事业单位干部７５６人，受处分９４人。其中警告８人，记过１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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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过２５人，降级、降职、撤职各１人，开除公职１１人，开除公职留用２８人。
１９８７年，奖励晋升一级工资１６０人，处分违纪干部３人。
１９８８年，核批国营企业干部职工奖励晋级指标１１５个。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３年，全区共办理省级劳模、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优秀专

家，中小学高级教师奖励晋级２０人。
１９９４年，为１１名省、部属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奖励晋升一级工资。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灵台县信访办公室主任王仁贵，行署财政处科长冀仓珍分别获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六、培　训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３年底，全区在分区 （专区）、干校培训干部１４０６人。其中在职干部１９２

人，农村积极分子及失学失业知识分子１２１４人。
１９５４年，送中央财校培训１人，中央政法干校培训２人，西北党校培训１０人，省政

法干校培训１４人，省行政干校培训９７人，专区干校培训２９２人。
１９８１年６月后，５年内全区累计培训干部１２４６３人 （次）。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２年干部培训表
单位：人 （次）

内容

数
量

年
份

级　别 层　次 培训内容

地级 县级
科级

以下
地直

县

（市）

政治

业务
文化

１９８６ ２ ３８１ １９９ １８４ ９７ ２８６

１９８７ １ ４ ７８６ ４ ７９７ ７３１ ６８

１９８８ １ １８ １３４５ １２７ １２３７ １０３８ ３２６

１９８９ ２ ３９ ２８１３ １１７ ２７３７ ２７７４ ８０

１９９０ ３ ２６１ １１３０６ ２５７ １１３１３ １１４３１ １３９

１９９１ ４ ３７ ２９５４ ４７ ２９４８ ２９２９ ６６

１９９２ ４ ８１ ４４３６ １９５ ４３２６ ４４１８ ３

１９９３ ２ ４６ ３６５６ ２４８ ３４５６ ３６５９ ４５

１９９４ ２ ３８ ２６７３ ９８ ２６１５ ２７００ １３

１９９５ ５ ３９ ３７３０ １８４ ３５９０ ３７３６ ３８

１９９６ ５ ６２ ３４２１ １１７ ３３６６ ３４４６ ３７

１９９７ ５ ８６ ２１７８ ２０２ ２０６７ ２１７７ ９２

１９９８ ９７ ３２９４ １９８ ３１９３ ３３０４ ８７

１９９９ ４８ １１１０ ７８ １０８０ １１１９ ３９

２０００ ４ ８４ ２６５５ ２０１ ２５４２ １８５７ ８８６

２００１ ４ ７８ ３１１５ １７３ ３０２４ １９０４ １２９３

２００２ ８ ８８ ２５９９ ２９５ ２４６０ １４１４ １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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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军队转业干部接收
１９５２至１９６０年共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１２４４人，其中团级２０人，营级８１人，连

级以下１１４３人。
１９６１年，接收北大荒军转干部７６人。１９６２年，接收转业军官１６０人。１９６３年，接

收军转干部４３人，其中营级３人，连级１２人，排级２８人。
１９６４年，接收北京军区转业干部４７人，其中营级６人，连排级３４人，专业技术人

员７人；北大荒１３４人，其中一般干部９２人，初级骨干５人，财务会计１０人，农技人员
１１人，畜牧兽医４人，文艺人员２人，医护１０人。

“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作复员处理。１９７５年８月，恢复转业。
１９７５年８月至１９８４年，全区接收安置军转干部６０４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２６％。

团职５６人，营职１７８人，连排３４９人，专业技术干部２１人。利用省、地、县党校和大专
院校培训转业干部２９５人，大专院校上学８人。
１９８０年将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５年间作复员处理的２０３名军队干部改办转业。
２００１年，全区接收军转干部２９人，其中计划分配２０人，自主择业９人，安置家属３人。
２００２年，接收军转干部３０人，其中计划分配１３人，自主择业１７人，安置家属２人。

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０军转干部接收安置表
单位：人

项目
人

数
年
份

接

收

数

其　中

团
职

营
连
排

专
技

家

属

分配去向

合
计

平
凉

泾
川

灵
台

崇
信

华
亭

庄
浪

静
宁

地
直

１９８１ １１８ １１ ４７ ５５ １０ １１８ １８ １３ １１ ９ １０ １１ １９ ２７

１９８２ ４７ ２ ９ ３６ ４７ １０ ７ ４ ２ ２ ６ ６ １０

１９８３ ３６ ３ １５ １４ ４ ９ ３６ ６ ２ １ １ ２ ５ ９ １０

１９８４ ３５ ４ ２２ ７ ２ １６ ３５ ８ ５ １ ６ ７ ８

１９８５ ７０ １２ ３３ １４ １１ ３９ ７０ １４ ８ ４ ３ １１ ４ ２６

１９８６ ６０ ６ ２７ １９ ８ ３８ ６０ １７ ２ ２ ２ ４ ９ ２４

１９８７ ４９ ６ １５ １９ ９ ３４ ４９ ８ ２ ６ ２ ５ １０ １６

１９８８ ３７ ６ １８ ７ ６ ２３ ３７ ８ ３ １ １ １１ １３

１９８９ １６ ６ ３ ６ １ ８ １６ ２ ２ ２ ２ ８

１９９０ ８ ５ ３ １ ８ ３ １ １ ３

１９９１ １０ ２ ４ ４ ７ １０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１９９２ ８ ３ ４ １ ２ ８ ２ １ １ １ ３

１９９３ １３ １ ７ ５ ７ １２ ２ １ １ ２ ２ ４

１９９４ １５ １ ７ ５ ２ ３ １４ ３ ２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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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人

数
年
份

接

收

数

其　中

团
职

营
连
排

专
技

家

属

分配去向

合
计

平
凉

泾
川

灵
台

崇
信

华
亭

庄
浪

静
宁

地
直

１９９５ ２２ ３ １２ ６ １ ５ １８ １ １ １ １ ４ １０

１９９６ ２２ ５ ７ ７ ３ ７ ２２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２ １０

１９９７ ２１ ２ １５ ３ １ ５ ２１ ２ １ ３ ３ ２ 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６ ３ １５ ４ ４ ７ ２６ ６ １ １ ２ １６

１９９９ ２３ ４ ７ ７ ５ ４ ２３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１３

２０００ ３８ ２ ２５ ４ ７ ７ ３８ ３ １ ２ １ ５ ３ ２３

八、大中专学生分配

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共接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７３６人，其中分配到行政单位的５７
人，事业６５５人，企业２４人。１９６６年，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推迟。１９６７年后，分配去向是
当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员和医生。中等专业学校、半工 （农）半读学校毕业生，绝大

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毕业后仍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城镇招收的，毕业后 “上山下

乡”到农村劳动锻炼。１９６９年后，工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县办农机
（具）厂当工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原则上分配到农村当农民，以后可根据实际需要和

本人表现选调当教员；卫生学校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 “赤脚医

生”。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从普通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中选拔直接推荐上大学，没有
分配高校毕业生。

１９７４年，对第一届工农兵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部分被派回原推荐单位；中专毕业生
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大部分中专毕业生被分配当工人、当农民，有的先

分配到农村劳动锻炼，后分配当工人。

１９７７年，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优先保证教育、农业、卫生、企业等重点部门和薄弱
部门的需要，适当照顾边远困难县。

１９８５年，允许非师范类毕业生选择工作单位，不搞硬性分配。
１９９３年起，采取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并重的办法。
１９９４年，出现了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供需直接见面等多种形式。
１９９７年，对自愿申请来平凉工作的非本地生源的临床医学本科、计算机本科、政法

类本科、工科等紧缺专业毕业生，毕业研究生一次性奖励３０００元，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奖
励２０００元，专科毕业生一次性奖励１５００元。对从外省院校自愿来平凉工作的短线专业毕
业生，从省毕业生分配就业奖励基金中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毕业研究生５０００元、本科
毕业生３０００元、专科毕业生１５００元。１９９８年，对本地生源紧缺急需专业毕业生也实行
奖励，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奖励１５００元，专科毕业生一次性奖励１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年６月，地区大中专毕业生择业指导中心成立。当年 “并轨”招生的毕业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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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自费毕业生就业实行择业登记制度。

２００１年，对毕业时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全部实行择业登记制度，“不包分配”、
“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逐步开始建立。当年接收非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１０３０人，其中
本科８３人，大专２３７人，中专７１０人，安置１０９人。
２００２年９月，接收非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１３０２人，其中本科８０人，大专２９８人，

中专９２４人。安置就业３３１人，其中机关事业单位２２９人，企业２６人，教育系统７６人。

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２年大中专毕业生接收分配表
单位：人

年

代

实际接收

合计

人事部门 教育部门

大专

以上
中专

大专

以上
中专

分配去向

行政 事业 企业

地直
县

（市）
地直

县

（市）
地直

县

（市）

中小

学校

中央、

省属

单位

备注

１９８１ ８８０ ９３ ７８７ ６ ９５ １９ １４６ ５１ １８２ ３６７ ４

１９８２ ９１９ １４０ ７７９ １４ １０２ ２３ １２８ ４９ １９４ ３９５ １４

１９８３ ９１１ １２７ ７８４ ９ ９６ １７ １３９ ４２ １９６ ３９７ １５

１９８４ ８２９ １１５ ３２４ ９４ ２９６ １２ １１４ ２４ ９１ ３６ １６０ ３８４ ８

１９８５ ６３６ ９ １５６ １０６ ３６５ ５ ５１ １９ ４２ １６ ３２ ４７１

１９８６ ７９３ ７７ ２４８ １１１ ３５７ ４ １１２ ２３ ９５ ２９ ６１ ４６１ ８

１９８７ ７６４ ９６ ２１２ １１５ ３４１ ６ ９２ １７ １３２ １８ ４２ ４５１ ６

１９８８ ９５４ １５３ ２７６ １４３ ３８２ １１ １０９ ３３ １９４ ３２ ５０ ５２５

１９８９ ９６１ １７８ ２１３ ２２２ ３４８ ２ １２８ ４２ １１４ ３６ ５１ ５７０

１９９０ １１２３ １６６ ２９７ ２２２ ４３８ １２ １１９ ３７ ２１９ ３２ ４２ ６６２

１９９１ １３６６ １２６ ３１６ ２４３ ６８１ ３ ９５ ３１ １９１ ３４ １８６ ９０６

１９９２ １１３３ １２３ ２８４ ２５５ ４７１ ６８ ３８ ２４９ １６ １８ ７１８ ２６

１９９３ １１０４ １４６ ３０１ ２３５ ４２２ １ ７２ ２５ ２１５ １４ ４９ ７１６ ２１

１９９４ １０５９ １４０ ３５２ １４８ ４１９ ７ １０６ ２４ ２３８ ３３ ２６ ５６７ １４

１９９５ １３３６ ２２５ ４５３ ２３２ ４２６ ６ ２３３ ２４ ３０４ ３１ ７４ ６５８ ６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４ ３０７ ４０７ ２９９ ４１１ ６ ２４６ ３３ ３１７ ２０ ９２ ７０５ 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５３ ３２３ ４７２ ２３０ ４２８ ７ ２１９ ４８ ３４２ １４ １４３ ６５６ １３

１９９８ １６７５ ３７０ ６０８ ２６６ ４３１ ５ ２８１ ３１ ３５９ ３ ２７７ ６８９ ３０

１９９９ １７５７ ３３４ ６０１ ３５４ ４６８ １３ ２７６ １９ ３７２ ７ ２４８ ８１４ ８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６ ２８０ ６７７ ３７２ ２７７ ２０ ２５９ ２４ ３６４ ６ ７７ ６４８ １
尚在

择业的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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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９４９至１９６５年，专业技术职务实行任命制。１９６５年底，全区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２４５２人。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专业技术职务确定工作停止。
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３年，国家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１９８３年，全区先后设立１５个职

称系列。至年底，全区共有专业技术干部２４５１５人。其中已取得职称人员合计数为２０３７
人 （高级１０人，中级３２０人，助理级８７０人，员级１８２７人），已有技师４６人 （中级技

师１１人，初级技师３５人）。
１９８６年，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先后开展了２５个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评

聘工作。

１９８８年，全区企、事业单位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被聘任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
务１２１８７人 （高级３２２人，中级４２２０人，初级７６４５人）。
１９９１年起，按年度进行评聘。
１９９７年起，对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实行结构比例管理。进一步规范了职称评聘中

竞争择优的激励机制。

２００１年４月，地区职称培训考试管理中心成立，７月实现与省上联网。计算机考试３
批２４０人。对大学专科毕业者，申报副高职称从事专业年限放宽至２０年，县级以下单位
工作的中专毕业者，年限放宽至２５年。
２００２年底，全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２６７１２人，其中高级５７６人，中级８００１人。

第三节　离、退休 （职）人员

一、离　休
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５８年，全区共有 “长期供养”人员２７人，其中男２２人，女５人。
１９５８年后，对１９４２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县委部长以上级别干部安排荣誉职务，对其

以下级别仍采用 “长期供养”的办法。凡 “长期供养”、 “免职供养”或 “安排荣誉职

务”的干部，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仍享受原来的工资待遇。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办理 “长期供养”干部２人，１９６６年３人，“安排荣誉职务”干部
２人。

“文革”开始至１９７５年，全区共办理 “长期供养”干部４５人，其中地区１３人，县
（市）３２人。
１９７８年，建立干部离休制度。至１９８４年底，全区有离休干部７３６人。１９９３年，增加

到１２２７人。
１９９９年底为８６３人。
２００２年底，全市共有离休干部８４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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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　休
１９５０年，对男女职工年龄在５０岁以上，工龄满１０年的，即可退休。至１９５５年底，

共办理干部退休１９人。
１９５６年起，对男满６０岁，女满５５岁，连续工作年限满１５年或工作年限满５年而加

上工作前靠工资生活的年限男满２５年，女满２０年；或工作年限满１０年因劳致疾丧失工
作能力的干部，分别办理退休手续。全区退休干部２２人。１９５８年退休干部１５人。
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７月，全区退休干部５６人。１９６６年退休干部１５人。
“文革”开始至 １９７５年，全区共退休各级干部 ６７人，其中地区 １９人，县 （市）

４８人。
１９７８年６月至１９８３年底，全区有退休干部８６３人。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３年底，全区有３７５９名退休干部。
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９年底，共办理退休干部４４３３人，其中党政机关１２３８人，事业单位２６５５

人，企业单位５４０人。１９９９年底，全区有退休干部７２５５人。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共办理退休干部２４４６人。２００２年底，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共有退休

干部８７４１人。
三、退　职
１９５７年始，工作人员大量精简下放，全区有１５９９名干部退职，其中男１３８６人，女

２１３人。
１９５８年，全区办理退职参加农业生产的干部１７７０人。
“文革”中，干部退职停止。１９７１年恢复。
１９７４年，退职干部７４人。
１９８８年底，全区有退职干部５２２人，其中党群机关１０９人，事业单位１１９人，企业

１４９人，中小学校１４５人。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有退职干部６８３人，其中地直６４人，县
（市）６１９人。此后再无干部退职处理。

８４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第六章　编　制

第一节　行政编制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民政厅编制第二区 （平凉）职员工友共３１人，其中专员
１人，秘书１人，科长２人，视察２人，会计主任１人，技士１人，科员４人，办事员４
人，书记８人，公役３人。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员役额编为：副司令１人，参谋２人，军法
助理员１人，副官２人，上士文书１人，下士卫士１人，下士号兵１人，传令兵１人，卫
兵５人，灶事员２人，勤务兵２人，饲养兵１人，计２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省编委会核定平凉分区编制６３６人，其中：区机关干部６８人，事务

员１２人；分区公安处机关２３人，什员６人；公安处附属单位管训队、看守所、侦察工作
队、警卫队１５０人；公安处设立市局及派驻所、检查站共１１个，编制干部４７人，警察
１７２人，共计２１９人；法院平凉分监编制干部１０人，战什人员３２人；税务分局干部２２
人，什员２人；分区卫生院３２人；平凉盐务分局６０人。平凉、泾川、灵台、静宁、庄浪
为甲等县，政府编制７４人，警卫队５０人；崇信、华亭为丙等县，政府编制６８人，警卫
队４０人。
１９５０年成立分区编制委员会，实行编制统管。
１９５２年，平凉区共编制５３５０人。专区级３４７人，其中专员公署１８９人，党民系统５４

人，其他系统１０４人；１市１１县５００３人，其中平凉市４７６人，平凉县３８９人，泾川县
４８８人，静宁县５３４人，崇信县２４５人，华亭县３６５人，灵台县４７０人。

１９５３年１月，省编委会给平凉区粮食系统编制１０１名，增编后，粮食系统编制为
３５９人。

１９５６年１月，平凉专区级编制６５１人，其中地委１９０人，群众团体２４人，专员公署
８７人，政法系统２４９人，其他１０１人；市、县、区、镇、乡编制５３６７人。

１９６０年调整后，专区人员编制为５９４人，其中地委１６４人，专署２３０人，公法检７７
人，人民团体１８人，其他１０５人。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平凉、庆阳分设，平凉专区级编制４５０人。
１９６３年，专区级行政编制为３３０人，其中地委１０３人，群众团体１２人，专署各部门

２１２人，其他３人。
１９７２年，地区革委会编制５８１人，其中行政编制４５２人，事业编制５４人，企业编制

７５人。

９４３１




１９７４年５月，地委和地区革委会核定地直机关人员编制为：行政４９１人，事业１５２
人，企业２７人。其中地委机关行政 １０７人，事业 ４人，企业 ６人；群众团体、党校
（五·七干校）行政编制２５人，事业编制４４人；地革委会各部门行政编制３５９人，事业
编制１０４人，企业编制２１人。
１９７８年核定地区党群系统编制１５４人，其中行政１３９人，事企业１５人；行政系统编

制４６７人，其中行政３３９人，事企业１２８人。
１９８３年，开展了全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
１９８５年，全区党政群机关编制４４６９人，另有事业单位编制３９人，含乡镇编制在内。

其中地直单位８３０人 （干部７１７人，工勤１１３人），县市级３６３９人 （平凉１２９５人，泾川
４１９人，灵台３６４人，崇信２４５人，华亭３４７人，庄浪４６０人，静宁５０９人）。

１９８６年，省上核定平凉地区行政编制４４９６人，实有４５４８人，超编制５２人。其中地
直８３２人，实有８７２人，超编制４０人。７县 （市）编制３６６４人，实有３６７６人，超编制
１２人。１２月开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严禁从企业调入人员。

１９９６年进行党政机构改革后，地区级党政机构核定行政编制７３５人，比改革前实有
９３５人减少２００人，精简２１４％。

党政机构核定行政编制平凉６５０人，泾川４２０人，崇信３１０人，灵台３５０人，华亭
３５０人，庄浪４４０人，静宁４５０人 （以上均未含地方税务局人数）。

１９９６年县 （市）委机构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

会、另有县 （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县 （市）政府机构设办公室、计划局 （委）、经济贸易局 （委）、公安局、监察局、

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事劳动局、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水利局、文化体育局、

卫生局、计划生育局 （委）、审计局、统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乡镇企业

管理局、粮食局、土地城建环保局 （平凉市、泾川县设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土地管理

局）、农牧局 （泾川县设农业局、平凉市设农林局、崇信县设农林牧业局）、林业局 （平

凉市、崇信县未单设）、农业委员会 （平凉市、静宁、庄浪县设）、教育科学技术局

（委）（平凉市、静宁、庄浪、泾川县分设）、交通局、民族宗教事务局 （平凉市设）。

按照省批方案规定的行政编制数额及精简比例，全区行政编制由８３９０人精简为６９１３
人，精简了１４７７人，精简１７６％。其中地直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由７４９人精简为５６１
人，精简１８８人，精简２５％；县 （市）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由２８５８人精简为２２２９人，
精简６３０人，精简２２％；乡 （镇）机关行政编制由２６０１人精简为２０９３人，精简５０８人，
精简２２％；政法系统行政编制由 ２１８２人精简为 ２０３１人，精简 １５１人，机关编制精简
１０％。

这次机构改革，按照全区行政机关和依 （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新核定的编

制数，共应分流１５８９人，实际分流１７１１人，共清退各类临时人员６０９人。
２００２年，地、县 （市）机构设置见 《政权政协》。

０５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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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事业编制

１９５４年，成立了部分事、企业单位，其编制为：平凉邮电局１０６人，平凉专卖公司
２７人，平凉农场技术推广站３９人，平凉银行督导处３０人，平凉养路段９人，平凉畜产
支公司３３人，平凉合作办事处５６人，平凉花纱布公司３５人，平凉贸易公司１６７人，平
凉专署林业局２５人，平凉保险公司１０人，平凉盐务局３４人，平凉管理运输站１４人，平
凉兽医站１１人，平凉石油站８人。

１９５７年平凉专区企业机构设置及编制表

单

位

数

目

项

目

小

计

农
产
品
采
购
局

银
行
督
导
处

保
险
公
司

盐
务
分
公
司

食
品
公
司

煤
建
公
司

药
材
公
司

平
凉
合
作
购
销
站

西
峰
合
作
购
销
站

平
凉
农
业
试
验
站

新
陇
剧
团

新
华
书
店

劳
改
队

平
凉
粮
食
运
输
站

咸
阳
粮
食
运
输
站

实有人数 ７８６ ９４ ４２ ２９ ２５ ６２ ９３ ５４ １１５ ４０ ２７ ７６ １９ ７４ １９ １７

整编意见 ５８１ ６３ １２ ２５ ５２ ６３ ５４ ８３ ４０ ２７ ７６ １２ ３８ １９ １７

比实有
人数减少

２０５ ３１ ４２ １７ １０ ３０ ３２ ７ ３６

备注

１劳改队整编总数中包括第四监狱１６人；
２农产品采购局交外贸部处理；
３撤销银行督导处；
４药材公司包括咸阳站人员。

１９５８年，平凉专区事业单位：地质局编制８５人，农学院编制４２人，工业技术学校
编制２４人，卫校编制１５人，文化艺术学校编制１５人，人民医院编制１１０人，气象站
（改为气象局）编制２０人，其他机构未动。企业单位：咸阳二级站编制１３０人，购销站
编制１４０人，药司编制３７人，运粮站编制２７人，交通运输管理局编制２９５人，公费医疗
所编制４人，劳改队编制４１人，监狱编制１２人，其他单位未动。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平凉、庆阳两专区分设，平凉专区事业机构设：地委党校、师专、科

学研究所、农业中等技术学校、人民医院、专区瑶池疗养院、上庄麻风病疗养院、专署

机关卫生所、国防俱乐部 （包括航空俱乐部）、广播管理站。县、市级事业机构设：县、

市委党校、广播站、气象站、畜牧兽医工作站、文化馆。妇幼保健站和防疫站除平凉市

单独保留外，其他县均并入人民医院。科学研究所、农科所并入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各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为：静宁县６７６人，庄浪县４８６人，平凉市１１４５人，泾川县
７０６人，华亭县３５９人，灵台县６６９人，崇信县２５３人。

３５３１第十七编　政　务



１９６０年平凉专区事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表

机

构

数

目
项

目

总

计

农林水利气象

小

计

水

利

局

农

林

局

畜

牧

局

农

垦

局

机

械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气

象

局

农

建

局

工　　交

小

计

地

质

局

交

管

局

工

会

建

设

银

行

科　　学

小

计

农

业

研

究

所

畜

牧

研

究

所

农

机

研

究

所

中

心

化

验

室

工

业

研

究

所

编制人数 ９０４ ２１８５０ ５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４０ ３３ １２２７３ ３６ ６ ７ ７３ ２６ １７ １２ ６ １２

机

构

数

目

项

目

教　　育

小

计

师

专

文
化
艺
术
学
校

农

校

工

校

卫

校

财
经
学
校

地
党
校

农
业
机
械
学
校

地
质
学
校

科
学
技
术
学
校

文　体

小

计

广
播
管
理
站

国
防
俱
乐
部

卫　　生

小

计

专
区
人
民
医
院

西
峰
人
民
医
院

上
庄
疗
养
院

泾
川
疗
养
院

机

动

编制人数 １９５ ２４ １４ ４２ ２４ １７ ２４ ５０ １５ ４ １１ ２３１ １５０ ６０ ６ １５ ５０

１９７２年全区事业编制表
系统
数
目

单
位

合计 农林 水利 文化 教育
广播

通讯
卫生

社会

福利

科学

研究
体育 政法 其他

合计
干部 １１４０９ ３７２ １２９ １１４ ７９４８ ９３ ２１９６ １１ ５１ ３ ６ ２８６
工人 ２８４９ ２９２ １９９ ３８３ ２８５ ３７ ６７６ １１ ３０ ４１ ８９５

地区
干部 ９１２ ３４ ２０ ３０ １１９ ３０ ４８８ ８ ４０ ３ １４０
工人 １２９８ ２５ ３４ １３６ ４６ ５ １８３ ４ ３０ ８３５

平凉
干部 ２２９３ ５３ ３７ １７ １７４５ １０ ３３５ ３ ６ ６ ８１
工人 ４０５ ３７ ８４ ３８ ７７ ７ １０３ ７ ４１ １１

静宁
干部 ２０８５ ５２ ２０ １３ １６４９ １０ ２９１ ５０
工人 ２２８ ３８ ２０ ３６ ３４ ５ ８１ １４

庄浪
干部 １６０６ ４４ ８ １３ １２０８ １０ ２７５ ４８
工人 ２１２ ３１ ２３ ３６ ３６ ５ ７５ ６

泾川
干部 １６９８ ５５ ２３ １３ １２７４ １０ ２６６ ５ ５２
工人 ２０５ ５３ ６ ３６ ２５ ５ ７４ ６

灵台
干部 １３６７ ５７ １３ ９ １０３５ ８ ２０３ ４２
工人 ２１５ ５７ ２２ ３７ ３３ ３ ５６ ７

华亭
干部 ９３９ ３６ ６ １２ ６１１ ７ ２２２ ４５
工人 １７７ ３３ ４ ３１ ２１ ５ ７３ １０

崇信
干部 ５０９ ４１ ２ ７ ３０７ ８ １１６ ２８
工人 １０９ １８ ６ ３３ １３ ２ ３１ ６

４５３１ 平凉地区志 （中）



１９８９年，地直事业单位共有１０２个，编制３７６４人，实有３５３７人。
１９９３年地直事业单位设置：县级事业单位１９个，科级事业单位３４个。

全区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人员表

项目

数

目
年
份

机　构 编　制 人　员

小计 县级 科级 股级 小计
财政

预算

经费

自理

企业

化
小计

财政

预算

经费

自理

企业

化

１９９６ ４４１４ ５５ ５７９ ３７８０ ３５６３６ ３２５６８ ３０６８ ３５１８９ ３１１６９ ４０２０

１９９７ ４４５２ ６０ ５９８ ３７９４ ３５８８９ ３２７９５ ３０９４ ３６６５６ ３２４３０ ４２２６

１９９８ ４５０３ ６２ ６２４ ３８１７ ３６３１３ ３３１４９ ３１６４ ３７７５６ ３３３３６ ４４２０

１９９９ ４４３８ ６３ ７２２ ３６５３ ３８７４９ ３４９３７ ３８１２ ３８６３９ ３３９３７ ４７０２

２０００ ４４８９ ６１ ７３８ ３６９０ ３８７４９ ３５１３２ ３６１７ ３９０３２ ３４３４７ ４６８５

２００１ ４０３０ ６６ ７７４ ３１９０ ３９１４４ ３５６３２ ３５１２ ３９８０４ ３５２４９ ４５５５

２００２ ３７５７ ７２ ８９８ ２７８７ ３９５４６ ３６０６３ ３４１４ ６９ ４０９４８ ３６０７９ ４６９９ １７０

地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人员表

项目

数

目
年
份

机　构 编　制 人　员

总数

小计 －＋
县级 科级 股级

总计

小计 －＋

财政

预算

经费

自理

总数

小计 －＋

财政

预算

经费

自理

１９９６ １５３ ５３ １００ ４３５４ ３８１６ ５３５ ４３２３ ３６９４ ６２９

１９９７ １６０ ＋７ ５８ １０２ ４３９８ ＋４４ ３８４５ ５５３ ４３６５ ＋４２ ３７０７ ６５８

１９９８ １６４ ＋４ ６０ １０４ ４４１８ ＋２０ ３８６３ ５５５ ４３８９ ＋２４ ３７１９ ６７０

１９９９ １６４ ０ ６０ １０４ ４４３８ ＋２０ ３８８２ ５５６ ４４３７ ＋４８ ３７４５ ６９２

２０００ １５９ －５ ５８ １０１ ４３３８ －１００ ３７７３ ５６５ ４３３３ －１０４ ３６２３ ７１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０ ＋１ ６４ ９６ ０ ４２１７ －１２１ ３６５２ ５６５ ４３２２ －１１ ３５４２ ７８０

２００２ １６１ ＋１ ６８ ９３ ０ ４１９０ －２７ ３５３９ ６５１ ４１３６ －１８６ ３３２２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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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　察

明代，都察院在平凉设左副都御史，督理马政，府设经历、照磨等官职，负监察之

责。民国时期，专署设视察，县区设监察员。

新中国成立后，区、县设监察委员会 （后改监察处局）。１９５４年９月撤销监察委员
会。１９８８年恢复监察局。１９９３年５月，地、县 （市）监察局与地、县 （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 （参 《政权政协》）。

第一节　行政监察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地、县 （市）监察机关，检查少数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贪污盗窃、浪费，丧失立场、包庇坏人坏事，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等一般违法违纪行

为，并进行处理和教育。同时查处少数干部违反 《婚姻法》和民族政策的行为。１９５３
年，对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粮食统购统销、粮食 “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粮食储运加工、商品供应、市场物价管理、棉布棉花统销、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

医药卫生等２８个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检查急躁冒进情绪和在农业生产、打井抗旱中
的强迫命令、虚报浮夸行为及华亭关山、泾河水源林场、平凉县崆峒区发生的森林火灾

事故。及时纠正部分乡社负担畸轻畸重、购过头粮及粮食保管不善、虫蛀、霉变，工作

人员贪污，粮食加工业弄虚掺假、偷工减料等，挽回损失５３７万多公斤。对平凉、华亭
等县发生的干部泄密抢购棉布棉花、偷盗丢失布证１万多丈，进行查处。在商业部门，
有３６个财经单位发生贪污公款２８０９３万元，挪用公款６９０１２万元，积压资金８２６６万
元。平凉县百货、贸易、医药、交电等４个公司积压商品１４２种，占用资金６０９万多元。
静宁县百货公司积压资金１４万元。华亭县百货公司霉变商品３５２种削价处理，损失１１６
万元。１９５６年查处平凉县虚报灌溉面积５６１万亩。１９５７年查处华亭县由于管理不善，造
成１３００多头耕畜滚沟、狼吃、病死的责任事故。查处１７个基建单位未经批准圈占耕地
９６８亩，荒芜土地１８１亩。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９年，对市场物价、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等 ２４个专项进行监督检查。
１９８９年，在贯彻 《统计法》等５个项目执法监察中，发现和处理违法违纪事件１５４起。
１９９０年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检查中发现和纠正乱收费１６项。１９９１年对农业、水利、林业、
供销等部门所属２９２个单位、２２１个专项农用资金、物资使用情况检查中，清理专项资金
３０４７６３万元，化肥、农药等 １４２万吨，查出不合理开支 ５４２１万元，其中违纪资金
８７８万元，罚没、追回违纪资金４０１万元。１９９２年检查１７项专项资金，涉及１６３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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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检查资金２５２１０３万元，物资５４０台件、２３１吨，发现违纪金额和不合理开支４７３１
万元。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检查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宣布取消９７项不合理收费项目，查
处涉农违纪资金２９６６万元。全区普遍推行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定期预决算制度，给３８
万农户 （占总农户９５％）发了 “明白卡”。严格控制农民超限额负担，农民人均负担总

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最高的泾川县人均负担１９５３元，最低的庄浪县人均负担１２５
元。开展财税、物价、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４６起，违纪案件４２起，没收非
法所得１５７９万元，罚款８００元，退还用户５３００元。对电力、医药、石油等行业的价格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查处违纪案件８起，没收非法所得８７８万元，罚款７５００元。严格纠
正中小学校乱收费问题，制定了 《平凉地区中小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全面推行中小

学校收费卡制度。查出违规收费４２万元，清退３２２万元。清理国家机关行政事业预算
外资金５２３１４４万元，应交财政入库２１５万元。清理 “小金库”资金７３０１万元，上交
财政２９９３万元。抽查在建项目６９个。１９９７年，全区清理和取消向各类企业的收费项目
１３８项，涉及金额４０９８万元。１９９８年，对７县 （市）１１１个乡 （镇）３１６个村、１８５１个
农户、７所中学、２个学区、８所小学、３个公安派出所进行重点抽查，累计取消涉农收
费项目１２３项，给农民减负３１５万元。１９９９年开展各类形式的农民减负执法监察２７次，
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３６个，减负１０８３万元。对４６户国有企业实行收费许可证、缴费登
记卡制度，全区累计挂牌保护企业 ７２户。查办粮食违法案件 １０４起，没收暂扣粮食
２０７１吨，取缔无照经营企业９７户，非法经营企业１６户。检查医药经营企业零售网点
６１３个、医疗机构４７３个，取缔无照经营企业网点１８个、门诊所５７４个，收缴违纪违法
资金２０１万元，对１１个医疗单位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制度。在教育、公安、工
商、电力、邮电、国税、地税、卫生等８个行业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工作。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查处破坏西部大开发案件８起，违纪违规资金１９万元，给予党政

纪处分的４人；对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的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查处违纪
违规资金７８３２万元，督促归还挤占挪用扶贫资金６３３６３万元；查处涉农案件７２起，处
理违纪人员１６人，取消不合理收费５２项，给农民减负４７９１５２万元，其中税费改革减负
８５０２万元；查处向企业乱收费案件１３起，清理并取消涉及企业乱收费项目９２个，给企
业减负１１８８１万元，挂牌保护国有企业７７户、非公有制企业６２户、乡镇企业３户；查
处向中小学生乱收费案件１９起，处分当事人６人，减轻中小学生费用负担６６２３万元；
查处公路 “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违纪案件６起，处分违纪人员３人。参加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查处销毁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商品４２大类２３６种、４３２万个数量单
位，标值４７万多元，捣毁制售假酒、冷饮、食醋、黑心棉等非法窝点１０处，取缔非法经
营门店１７户；检查纠正医药购销行业不正之风，依法清理取缔无证无照和证照不全的药
品生产经营企业、门店和个体经营户３３０个，清理销毁过期、假劣药品和医疗器械价值
４６０９万元，降低药价品种３３２个，降价总额１９１３４万元，其中县以上１７家医疗机构采
购药品降价幅度４６５２％，县以下１６家医疗机构采购药品降价幅度２１４８％，为患者减轻
负担４００多万元，查处医药违纪案件１８起，违纪资金５９万多元。对７县 （市）和地直

２９０个单位的 “收支两条线”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纪单位５５个，违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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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万元，催缴入库２４８万元，占应入库８８％，取消不符合规定的银行账户２０７个，查处
没收私设 “小金库”的单位５个，涉及资金２９９万元。对粮食收购运销监督检查，查处
违犯粮食改革政策案件１３起，处理违纪人员１９人，没收非法运销粮食１９７８８吨。监督
检查政府采购制度的落实，对评议过的８个部门行风进行 “回头看”和跟踪检查，对技

术监督、物价、建设银行、农业开发银行等５个部门的行风进行民主评议，全区共聘请
评议代表１０９名，社会各界参加评议人数达１１５９万人，评议中揭摆出６个大类６７个问
题，查处违纪案件３３起。

第二节　举报受理

１９５０年，在街道和专员公署门口设公民意见箱３个，接受人民的检举和控告。１９５３
年，专署秘书室、法院、检察署联合成立信访接待室，收到来信８３件，其中公民意见箱
收到３７件。１９５４年，专县 （市）监察部门共受理来信来访 和意见箱控告案件１９５件，
结案率９０％。１９５５年，受理来信来访和控告案件３５４件，其中来访４６件，大部分属于建
设性的意见，只对１５９件控告信进行查处，其中有３５件经调查与事实不符或系诬告。至
１９５７年底，全区监察机关共受理人民来信９２７件，来访８７人 （次），其中属于控告干部

违法违纪案件４２４起，监察通讯员反映３１起，由监察机关自行查处１１３起，其余转交有
关单位查处。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１年，共受理人民来信１５８０件，来访９６人 （次），电话举报１５次，共计
１６９１件 （次），其中属于监察范围内的１３４１件，占７６％，查结率为９０—１００％。

１９９３年，接到信访和电话举报６００件 （次）。１９９４年，受理信访和电话举报６１６件
（次），涉及行政监察对象３９６人。１９９６年，受理信访和电话举报６４０件 （次），其中涉

及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１０８件 （次）、科级干部２６１件 （次），结案率９２１％。１９９８
至２００２年，共接待信访及电话举报２９１２件 （次），结案２７８３件，结案率９５５７％。凡涉
及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大案，每案都确定１名县 （处）级干部包案，从制定方案、调查取证到

定性处理，一包到底。

第三节　案件查处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７年，全区监察机关共受理各类案件１２０６起 （不包括 “三反”运动中受

理的２３９起），处理结案１１７０起，占９６９％。共涉及各类干部１５４６人，其中属违反政策
法令、规章制度的４２９人，干部失职造成责任事故的１３５人，欺压群众打击报复的３８人，
泄密失密的１２人，贪污受贿的２７３人，隐瞒政治历史问题的１５０人，乱搞两性关系的
１６０人，其他３４９人。因错误情节轻微免予处分的８８１人；给予各种处分的６６５人，其中
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３１１人，降职撤职２１３人，开除公职１４１人。在受处分干部中，有县
级干部３人，科级干部５９人，一般干部６０３人。受理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案件１６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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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后维持原案的１２人，改变原处分决定的４人。１９５８年受理各类案件４１４２件，查处
４１２８件，结案率９９６％。由于 “反右派”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大部分处理错了。其

中有１６起案件不服处分决定申诉，经审查后维持原决定１２件，改变处分决定４件。经过
１９６２年甄别工作，大部分作了纠正，部分进行了平反。

１９８８年３月至１９９２年，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４３７起，查结２２２起，挽回经
济损失３８６万元。给予行政处分的１８６人，其中警告１８人，记过２０人，记大过４２人，
撤职２３人，开除公职６人，留用察看７５人，降级１人，延长试用期１人。涉及县 （处）

级干部８人，科级干部７８人，一般干部１００人。
１９９３至２０００年底，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８０２起、７８３人。查结６６５起，占

８２９％。受党纪政纪处分的７３２人，其中政纪处分１９４人 （含双重处分６７人）。涉及县
（处）级干部１９人，科级干部１７８人，一般干部１９８人。挽回经济损失３２７７８万元。灵
台县２５名干部在建筑领域收受贿赂集团案，涉及县 （处）级干部６人，科级干部１８人，
涉案金额６０多万元，其中违法金额万元以上的１５人，５０００元的５人，５０００元以下的５
人。给予刑事处分的１０人，其中县 （处）级３人，科级７人。
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２年，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２６５起，查结２５２件，占８３％。涉及

各类干部２６１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２１１人。涉及县 （处）级干部９人，乡 （科）

级干部３２人。挽回经济损失８４万多元。

第四节　廉政建设

１９８８年，把行政监察工作重点放在查处行贿受贿和 “官倒”上来。先后制定 《平凉

地区监察局工作规则》、《信访举报暂行办法》、《违纪案件监察办法》、《案件审查暂行规

定》等。１９８９年，国家监察部 《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

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发布后，有７名干部主动缴贪污受贿赃款１６６万元，接到群众来
信举报揭发贪污受贿案件８１件。先后制定下发 《平凉地区 县 （处）级干部廉洁守则》、

《科级干部廉洁守则》。推行 “两公开一监督” （政务、财务公开和群众监督）制度。

１９９０年以来，把纠正不正之风作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重点。至１９９１年底，全区共揭摆
出各种行业不正之风 １１类 ３７８４条，查处各种违纪案件 １９４起、１８１人，查结 １７８起、
１６６人，挽回经济损失７３万元，处分干部１５１人，其中政纪处分６４人。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９年，对 ２３名地级、４３７名县 （处）级干部住房清理后，有 １９名县
（处）级干部住房超面积１２３７４平方米进行了处理，并将清理情况向社会公布；对２０个
乡 （镇）违规配小汽车、３个乡 （镇）超标配小汽车进行纠正，并从严掌握审批购买计

划，从中压缩小汽车７８辆，节约经费１７４１万元；制止用公款吃喝玩乐，压缩公费出国，
每年节约招待费４０多万元；清理用公款违规安装住宅电话和购买移动电话，对不符合规
定安装的３２７部住宅电话直接处理给个人缴费，４０３部电话按规定实行限额补助，对超范
围配备的１４２部移动电话直接过户个人或予以封存；压缩和减少各类会议节约经费２６３万
元，取消各类庆典活动节约费用１４９万元；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停建缓建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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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办公楼项目２４个，节约资金９１０５万元；清理出２２２３名干部借欠公款２２６４万元，归
还２１５７万元；清理出县 （处）级以上干部２４人缺勤，按规定作了处理；清理因严重官
僚主义、失职渎职造成经济损失２４２１万元，进行了处理；另外还对党政机关经商办企
业、无偿占用企业资金、财物、用公款出国出境变相旅游等情况进行了清理；要求县

（处）级以上干部填报 《廉政自律登记表》，按要求申报收入、收受礼品登记上交。３００
多名干部拒请吃请喝和拒收礼品。地委、行署确定每年３月、９月为无会月、每周前３天
为无会日制度。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加强对干部人事工作的监督，按照民主推荐、公示、公开选拔和竞
争上岗制度的规定，对４６名县 （处）级干部和２４０名乡 （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实行任前

公示，对１６名县 （处）级干部和５１名乡 （科）级干部实行竞争上岗，对１９名县 （处）

级干部和８６名乡 （科）级干部进行交流，对４３名县 （处）级、４８名乡 （科）级干部进

行任期和离任审计工作。进一步开展清房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全区共清出超标准多占住

房６０９６户，超占住房面积１４６６万平方米。逐步进行了清退和补交房款工作。对领导干
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从事经商、借用小汽车和用公款配备住宅电脑和支付上网费进行

检查清理。对副科级以上干部接受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检查清理。对出国 （境）

旅游和公款吃喝问题专项清理。２００１年，全区公款招待费用支出１９７３万元，比前三年
支出平均水平降低１８５７％。制定下发 《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报告廉洁从政情况的规定》。

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对２００１年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对５名干部违反责任制规定进
行责任追究，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查处用公款吃喝的１人。对４５名不按规定交伙食
费的乡 （镇）干部进行纠正，其中对３名乡 （镇）“一把手”进行谈话诫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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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侨　务

１９７８年，侨务工作由地委统战部代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地区归侨侨眷联合会
（简称侨联），１９８４年５月，地区侨联与行署办公室外事侨务接待科合署办公。１９９７年地
区侨联定为县级单位，事业编制３人，设驻会主席、秘书长、干事各１名。

全区７县 （市）侨务工作由县 （市）政府办公室代管。１９９７年３月，平凉市成立外
事侨务办公室。

代表大会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召开平凉地区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２５名，
选举委员９名，主席１名，副主席２名。１９８５年７月，召开平凉地区第二届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出席代表２７名，选举委员９名，主席１名，副主席２名。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召开
平凉地区第三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２５人，选举委员８名，主席１名，副主席
１名。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召开平凉地区第四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２５名，选举委员
９名，兼职主席１名。

主要活动　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９年，地委、行署召开过两次全区侨务工作会议，省侨办、侨
联派人参加。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２日 《平凉报》头版头条刊登 《地区侨联召开会议，拥护中央

重大决策》的新闻，在社会上反响强烈。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５日，地区侨联召开地市归侨侨眷
座谈会，学习贯彻 《甘肃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１９９７年５月１日，地区侨联
举办 “９７”迎香港回归宣传活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７日，地区侨联与地委宣传部、统战部
联合举办各界人士迎澳门回归座谈会，并举行了联欢活动。

落实政策　１９７８年后，全区落实、平反归侨侨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２０件。落实土地改革、私房改造中错改的华侨私房６户，２７７０平方米，共计退补偿金
５４２万元。妥善处理了定居在庄浪县的美国归侨崔春芳夫妇生活待遇问题，在海内外产
生良好的影响。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共接待处理华人、华侨、归侨、侨眷的来信来访
３００多件 （次），其中由侨联出庭为侨眷辩护胜诉、挽回经济损失５万元；解决归侨侨眷
住房２５套，１２００平方米；解决归侨侨眷子女就业３１名，升学８５名；协助侨资、侨属企
业解决低息贷款１３０万元，为侨资、侨属企业挽回经济损失１０万元。

联络接待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著名日本华侨薛国栋教授回家乡灵台独店乡探亲，受到
地、县各级领导的热情接待。１９８４年６月，香港同胞梁惠芳女士回家乡崇信县探亲，向
家乡龙泉寺捐款６０００元，县政府在龙泉寺修建 “惠芳亭”１座。１９８５年７月，地区侨联
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发出 《致海外同胞书》８０封，寄往五大洲１４个国家和地区，介绍
平凉的资源优势、投资合作优惠政策，欢迎来平洽谈合作项目。此后，接待过较著名的

侨胞张秉机夫妇、吴自修、崔东海、向传其、许荣茂、王晃炎、张凤迪、刘育民、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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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丁景义、薛贞智子 （薛国栋遗孀）、林占士、李天恩、白铁军等。他们或为家乡捐资

兴学，或投资办厂 （企），或扫墓祭祖，或观光旅游，沐浴乡情乡风，做了有益于乡梓、

有助于祖国统一的实事，得到了侨务部门和有关领导的盛情接待。

据１９９４年底侨情调查统计：全区侨务工作对象１２３户３７４人。其中归侨５户１４人，
侨眷１１８户３６０人。侨务中有知识分子２４人，少数民族８户３８人，城镇职工、干部９３
户，农民３０户。分布在７县 （市）１４个乡镇和８个中央、省驻平、地直厂矿企事业单
位。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分布在１４个国家和地区，约３００人。侨务工作对象中有新移民华
侨２３人，在国内的眷属２３户，定居在美国１１人，新西兰２人，日本２人，瑞典１人，
英国１人，吉尔吉斯３人，澳大利亚３人。有博士４人，教授５人，工程师８人，农业工
人３人，职员３人。有县 （市）人大代表４人，政协委员２人，中共党员９人，民革成员
１人，高级知识分子４人。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２年，７县 （市）侨务部门加强与海内外侨胞的

联络，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先后共接待来家乡探亲、观光旅游、洽谈合作项目的华

人、华侨、港澳同胞２５０人 （次），其中从事经贸合作的１００人 （次）；前来考察，采访

的港澳新闻记者１８人 （次）；接待华人、华侨专家、博士、学者３０人 （次）。侨胞捐资

助教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合资兴办企业３家，总投资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２年全区侨务工作对象分布表

县 （市） 户数 人口
归　侨

户 人

侨　眷

户 人

城镇职工居民

户 人

农　民

户 人
分布乡镇

平凉市 ２６ １０２ ２ ２４ ２２ ４ ３

灵台县 １０ ３１ ３ ７ ３

静宁县 １４ ４７ ７ ７ ５

庄浪县 ６ ２３ ３ ２３ ３ ２

崇信县 ２ ９ ２ ９ １

泾川县 １０ ４１ ５ ５ ２

华亭县 １９ ５０ １５ ４ ２

市直单位 ３３ １２０ ３ ３０ １２０ ３３ １２０

合　计 １２０ ４２３ ５ ５４ １２０ ８８ １４３ ３２ ９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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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　访

第一节　信访接待

１９５０年８月，地委秘书处、专署秘书室指定工作人员兼搞信访工作。１９５１年６月，
党政部门和公安、检察、司法、监察机关设立 “检举箱”、“控告箱”，并指定专人办理信

访业务，公开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５０年代，地委书记、行署专员除亲自批阅重大案件外，
还规定专日接待群众来访。

１９６１年后，地委秘书处、专署办公室和平凉、华亭、庄浪等县 （市）委秘书室、人

委办公室，分别设立信访接待室，配备专职干部 １至 ２人。１９６６年 ５月后机构瘫痪。
１９６８年在革委会办公室设专职干部３人。

６０年代初，信访案件增多。一般来信开始转有关单位查处，固定专人催办。对量大
面广案件，进行专门研究，派专人查处。地委秘书处和专署办公室以 《要信请示》、《要

信阅办》的形式及时向领导呈送。有关信件批转以下单位办理：监察组办理申诉不服党

纪处分、揭发专县初级骨干以上党员的违纪和大队、生产队党员干部重大典型违法违纪

案件；地委组织部处理揭发初级以上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信件 （不涉及党纪

处分的），专、县党群系统和地管干部要求调动工作、工资福利、不服退休和精简安置、

不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宣传部处理文教卫生系统地管干部要求工作调动、工资福利、

退休退职等；统战部处理反映民主人士和右派分子不服定性处理和要求安置等；农村部

处理有关农村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地委审干办公室处理地管初级以上干

部不服政治历史结论的问题；各直属党委处理有关单位干部违法违纪行为及有关问题；

团地委处理不服团纪处分等；专署民政局处理专区管理的干部和行政事企业单位干部违

纪、不服行政处分、干部调动、工资福利、退职退休安置、社会救济等；专署劳动局处

理工人工资福利、退职退休等；专署农建局处理有关农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问题；专署

文教局、卫生局，分别处理本系统及所管职工调动、工资福利、退休退职精简、医疗事

故、退学、复学等；公安、法院、检察院处理民刑事案件和反动信件等；其他单位根据

本单位业务应承办上级批转给的信件。１９６４年，地委秘书处直接受理信件５３２件，其中
地委书记鲁践亲自阅批８４件，并亲自带干部调查处理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庄浪水洛４户
居民反映国营食堂从１９６０年占用该４户３１间房子长期不还，经鲁践批示庄浪县委负责查
处后，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来信人回信感谢。地委副书记遇生智对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５年的信访
积案，亲自负责向各县及有关部门电话催办，并抽调干部３１人，组成工作组，以一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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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去各县及有关单位查处积案４８１件，占历年积案总数的８２％。
１９７０年成立信访组，地区编制４人，各县委、县革委会编制１至３人。１９７３年，地

委书记李友九亲自批阅来信来访２０４件，占全区信件数的２０％。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地委成立
秘书处信访室，编制４人。１９７８年地区行署办公室设信访科，编制３人。各县信访接待
工作人员增加到２至５人。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５年，各县信访办公室陆续成立，编制４至５人。
１９８６年６月，地委秘书处信访室、行署办公室信访科合并成立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
行政公署信访处，为县处级机构，编制８人。地区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公安等
部门分别设立信访专职机构。１９９７年，地区信访处编制１０人。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地区信
访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纵向抓县 （市）宏观管理，横向抓地直部门基础建设，形成了

三级信访工作网络。

１９９８年，省委、省政府在平凉召开信访工作现场会，推广灵台县抓信访网络建设的
经验，地区信访处、灵台县信访室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奖励。地区信访处总结的

《发展中的灵台县信访工作》一文被中央、省信访刊物予以登载。２００２年撤地设市后，
地区信访处改为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编制８人。

第二节　信访处理

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５年，全区每年接待人民来信来访３００多件 （次）。其中揭发检举反革命

破坏和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干部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案件约

占２０％；要求解决经济生活、安排工作、就业等实际问题信件约占２０％；对处理不服上
诉的信件、向党和人民政府提合理化建议等信件约占３０％。１９５２年诬陷信件占２２２％，
１９５４年降到４％。１９５５年受理来信来访３５４件 （来访４６件），只对１５９件控告信进行了
查处，其中３５件经查与事实不符或系诬告。
１９５８年，来信来访激增至１７２３０件 （次） （包括庆阳地区），其中来访１３５９件。调

查结果，反映情况真实和基本正确占９０％以上，诬告和情况失实的不到１０％，当年处理
１６８４６件，结案率 ９７７％。案件归类为属于农业生产方面占 ８４％，反映粮食问题占
７３％，揭发坏人坏事占 ２３１％，要求解决工作和生活实际问题占 ２０％，批评建议占
６９％。

１９５９年受理来信来访６１４１件，结案６０８９件，结案率９９１３％。其中地县 （市）直

接管理５３５８件，占８７２２％，转办的７８４件，占１２７５％。全部做到了来者必复。
１９６２年受理来信来访２１７７３件 （次），较上年增加２１倍，其中来访３５８８件。当年

结案２１４１６件，结案率９５８％。其中反映肃反、审干、整风反右、整社等政治运动中处
理不服上诉的信访 ３５８４件 （次），占 １６５％；对执行政策方面的反映和意见 ２５８２件
（次），占１１９％；反映干部工作作风违法乱纪问题２２４７件 （次），占１０３％；反映农村
经济生活问题１３８７件 （次），占６４％；反映职工工资福利、粮户关系、城镇生活问题
８５０４件 （次），占３９１％；揭发检举坏人坏事８５６件 （次），占３９％；其他问题２６１３件
（次），占１２％。反映情况真实占９７％，失实或诬陷占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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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受理来信来访１９６５０件 （次），其中来访５２８２人 （次）。反映干部作风违法

乱纪问题４９３２件 （次），占２５１％；反映执行政策法令的３４００件 （次），占１７３％；反
映破坏集体经济、投机倒把问题１８０７件 （次）占９２％；反映阶级敌人破坏问题１３７５件
（次），占７％；要求解决粮食、户口等问题１９５２件 （次），占９９％；反映工作思想、学
习情况８８４件 （次），占４５％；职工精简、工资福利问题９７８件 （次），占５％；民事纠
纷１０４１件 （次），占５３％；各种申诉９６３件 （次），占４９％；其他２３１８件 （次）占

１１８％。同年５月１１日，省委批转华亭县委关于曹良贵逼死人命一案处理经过，该县西
华公社上亭生产队孟效春向中央西北局写信反映队长曹良贵玩赌、吸食鸦片、私分粮食、

打人等８个问题，被曹打击报复逼死其父孟承贤。西北局批转省委、省委批转地委查处，
地委组织公检法人员查证落实，将曹良贵批捕法办，并对原处理不公及有意泄露调查情

况的两名干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１９６４年，全区受理来信来访８４９６件 （次），其中来访１９１２人 （次），结案７２４２件，
结案率８５２％。
１９６５年，受理来信来访１６６３４件 （次），查处１４４５２件 （次），结案率８７％。其中西

北局、省委转来３４３件，查结３０１件，占８８％，内有要结果的５２件，报结４９件；查处积
案８４１件，占总积案数８２％。
１９６９年，专、县两级革委会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４９０４件 （次），其中中央、省革委会

转来２４０件，来访１４６１件 （次）。属于揭发阶级敌人和坏人坏事１０１４件，占２０７％；反
映各级革委会、职代会领导班子成员有问题的３５５件，占７２％；反映工资福利、工作调
动和安插工作的１１１２件，占２２７％；要求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问题进行复查的１０４８
件，占２１４％；反映上山下乡问题的２３１件，占４７％；对革委会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
２１３件，占４３％；其他方面９３１件，占１９％。处理结案４４５７件，结案率９０８％。

１９７２年，全区共受理来信来访１３７７２件 （次），结案处理１２５６１件，结案率９３％，
其中地区受理１９４６件，结案率９５％。
１９７３年，全区受理来信来访１４６２８件 （次），结案１２９４９件，结案率８８％。其中属

阶级斗争方面占６４％，执行政策占６１％，不正之风占７９％，生产生活占３２％，申诉
占２１％，其他占３４７％。
１９７６年，全区共受理来信来访１１２５５件，结案１０５３５件，结案率９２７１％，其中地区

受理７２８件，结案率９８０７％。反映城乡阶级斗争和经济犯罪问题２４１６件，占１２８２％；
反映干部不正之风３４１２件，占３０２２％；各类申诉案件１８４０件，占１６４４％，生产生活
方面２１４１件，占１９０１％。
１９７８年，受理来信来访１１６７６件，其中来访２２１６人 （次），比１９７７年增加１倍，地

委、地区革委会受理３６８６件 （次）。属于要求落实政策４５４３件，占４０％；要求解决户
口、生活问题１２５５件，占１４％；反映其他问题３４７０件，占２８％。结案９４６１件，结案率
８１％。

１９８０年，全区受理来信来访１３８２９件。１９８２年以来，因落实政策等工作结束，来信
来访幅度下降。１９８３年受理来信来访３８４６件，其中来访４４１件；地区受理１１２５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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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上升１１８％。主要反映６０年代精简人员要求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检举揭发经济领
域的犯罪活动，揭发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反映调资方面的问题。

１９８４年，全区受理来信来访３９７６件 （次），其中接待来访７４８人 （次），地区受理

１４４件。属省、地立案要结果的３１４件，已结２７４件，占８７２％；１９８５年，全区受理来
信来访３６９２件 （次），其中地区信访处受理１１７４件。
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年共受理来信来访１１０３０件，年平均受理２２００件 （次）。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全区受理来信６９３７件，年平均受理１３８７件；来访３３６４人 （次），

年均６７６人 （次）。１９９５年受理集体来访２７次、３９１人，１９９６年受理集体来访４３２人。
主要反映下岗职工生活和征用土地、少数民族教派之间的纠纷问题。

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全区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６１０４件 （次），年平均受理２０３４件 （次）。

其中检举揭发类１８４２件，占３０１８％；申诉类５０５件 （次），占８３％；要求解决工作和
经济生活问题类２９５０件 （次），占４８３３％；批评建议类２９６件 （次），占４８５％；其他
５１１件 （次）占８３４％。结案率均为 １００％。其中地区及 ７县 （市）信访室立案查处

１６７４件，全部办结，经上级考核验收，合格率为９８％。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受理人民来信来访８０３０件 （次），年平均受理２６７７件 （次）。

其中个人来信４１３７件，联名信２４６件；个人上访３０６１人 （次），集体上访４４７批、１０１３２
人 （次），群体上访１３９批、４０２人 （次）。按反映问题的类别分，检举揭发类２１６８件，
占２７％；申诉类６４２件，占８％；求决类３６１４件，占４５％；建议类５６２件，占７％，其
他类１０４４件，占１３％。对这些来信来访，按照信访工作的要求，全部分别进行了处理。
其中立案查处１０３６件，立案率１２９％；查结８８８件，结案率８５７％；直接答复和协调处
理４２４６件，自办率５２９％；转交下级部门和其他部门处理的２７４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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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军事机构

秦汉实行郡、县制，郡设都尉 （初称郡尉），统领兵马并节制属县县尉。县尉主管军

务，历北魏以至于隋。

唐置节度使，以揽军事。宋置军，金复置节度使、防御使。元代设尉司、屯田所及

陇东驿站。

明置卫、经历司、所，有杂造局。韩藩封国平凉后，设有 “安东中护卫”，置左、

右、中、前所及镇抚司、经历司等军事机构。中护卫 “掌护守城池巡视宫城之事。”

清初沿明制，各地设卫所。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改兵为屯，防卫由绿营各镇担任。其
地方编制有协、营、汛诸级。

民国时期，机构名目繁多，其职能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后，设平凉军分区，辖各

县 （市）人民武装部 （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８年称兵役局）。公安武警机构，曾列入人民解放军建
制序列，现单列 （参 《公安》）。

第一节　总管府　都督府

原州总管府　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州置刺史，兼管军事，在沿边及内地重要州设总
管府，置军事总管，并兼刺史。原州总管府，治平凉 （今平凉市）。大业三年 （６０７）改
州为郡，置都尉、副都尉统领郡兵马，总管府废。安定郡都尉辖郡兵及安定、鹑觚、阴

?、朝那、良原、临泾、华亭７县兵。平凉郡都尉辖郡兵及平凉、平高、百泉、会宁、
默亭５县兵。成纪兵由天水郡辖。

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年间在各军事战略要地复置总管府，武德末大部分撤销，设都
督府。都督 “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一般兼任州刺史。

成纪兵马由秦州中都督府辖；原州中都督府统原、庆等７州；泾州等兵马由庆州都督
府辖。

另外，唐贞观十年 （６３６），太宗改革府兵，诸府改称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
泾州设泾阳、四门、兴教、纯德、肃清、仁贤６府；成纪府属秦州。

第二节　节度使

唐玄宗时，在重要地区及战乱多事边疆设１０个节度使， “安史之乱”后各地普遍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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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节度使　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置，统兵６４７万人，马２４３万匹。辖泾州、陇
州、原州等州。二十二年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天宝元年 （７４２）兼陇右兵马使。至德元
年 （７５６）免兼关内采访使，别置关内节度使。大历八年 （７７３）在今华亭置义宁军，属
朔方节度使。

宁节度使　乾元二年 （７５９）置，领泾州、原州等９州。大历元年 （７６６）减泾州、
原州。

泾原节度使　大历元年 （７６６）十二月，分宁节度使置泾原节度使，驻泾州 （今泾

川县北），领泾、原２州。大历三年 （７６８）请准遥领郑、颍２州。贞元五年 （７８９）兼领
安西四镇、北庭行军节度使。元和四年 （８０９）增领渭州。乾宁元年 （８９４）赐号彰义军
节度使。

彰义节度使　岐王李茂贞沿置，辖泾、原、渭、武４州。后唐同光二年 （９２４），岐
王降后唐，李旷为该军节度使，增辖庆州、威州。此后，后晋、后汉、后周均沿置。

彰化军节度使　属庆原路总管府。本治泾州，宣宗元光二年 （１２２３）徙治长武 （今

泾川县东泾明乡），辖县４：泾川县 （有官地寨），长武县，良原县，灵台县 （有百里、

邵寨２镇）。
平凉军节度使　属凤翔路总管府 （金初宋秦凤路改置），辖５县５镇１寨：平凉县、

潘原县、华亭县、崇信县及西赤城镇、化平县并安化、安国、耀武、白岩河 ４镇、瓦
亭寨。

陇安军节度使　属凤翔路总管府，金初由宋德顺军改为德顺州，贞四年 （１２１６）
置防御使，旋改为陇安军节度使。辖６县１堡４寨：陇干县、威戎县、隆德县、水洛县及
中安堡，通边县及静边、得胜、安宁３寨、治平县及怀远寨。

历任泾原节度使　李怀光、马瞞、段实秀、朱?、李漠 （舒王）、姚令言、刘昌、程

宗楚、朱士明、何明礼、刘立作 （副元帅兼）、康季崇、程宗梵等。

第三节　牧　监

唐为繁育军马，设监牧使以掌其事，隶属太仆卿。其中陇右牧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

经营的最大牧场之一。“跨陇西、金城、天水、平凉四郡之地，幅员千里”。“以原州刺史

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今静宁靳家寺）；西使在原州西南

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 （今定西）；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共

五十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马总３１９３８７匹。
南使城　在今静宁县城南。辖１５监，统泾州、亭州 （华亭县）、水洛诸牧监场。至

德年间，河陇皆没于吐蕃，官马被掠，牧监解体，南使城废。

明代，因平凉是唐代有名的牧场，地近边境，交通方便，仍选定此地作为国家军马

场。设置了两个马政的领导机构。

陕西行太仆寺　明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置。管理陕西都司所辖西安等２８卫、清水等
７２堡的马政，即马匹的补充调配及向西方国家市马，是执行马政的行政机构。其衙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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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平凉城北门什字之东、路北。

陕西苑马寺　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置。是领导马匹孳牧饲养的生产机构。官员品级同
太仆卿。辖长乐等６监、安定等２４苑，牧地分布在平凉、庆阳、巩昌３府。后有增减。
嘉靖时变为２监７苑。其衙署在今平凉城３粮食处所在地。

安定监　明之安定监地本巩昌府通渭县的大华川。统属于平凉苑马寺。是７苑中最
大的一个，有牧地５００余万亩，明末升为监。清康熙时诸监废，归属静宁州。安定监城
在衙门营的北山麓，并东西山为３城。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通渭地震，县城毁，抚臣提请
将通渭县治移至安定监。故明之安定监治所即今之通渭县城。额军 ４２７人，原马并驹
３５６９匹。

明之马政，法疏生弊，日益耗损，渐为害民。清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裁撤平凉二寺，
监苑俱废，牧场遭到破坏不复振。

第四节　军

灵台军　在灵台，后唐置，后周废。
良远军　在良原县 （今灵台西北），后唐置，后周废。（以上两军属地方部队）

德顺军　在陇干城 （今宁夏隆德），宋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置，元八年 （１０９３）移
今静宁县城，领陇干县，辖结公城，王家城和得胜、治平、怀远、水洛、通边、隆德等

寨及石门、开边、牧龙、中安、威戎、同家、莲花、漳川等堡。

宋驻外禁兵分马军 （骑兵）和步军 （步兵），有军、指挥、都三级。

德顺军并外寨共置１２指挥，熙宁以后并为７指挥。
广锐军　骑军，景至康宝年间设，有４２指挥，戍泾州为２指挥，渭州１指挥。
保捷军　步军，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置。庆历中共１３５指挥，其中泾州７指挥，渭州６

指挥。

宁朔军　咸平三年 （１０００）置，设１０指挥，渭州为１指挥。
振武军　在陕西共３９指挥，泾州２指挥。
清边军　步军，宋宝元元年 （１０３８）置，共 ４３指挥，其中泾州 ４指挥，渭州 ３

指挥。

定功军　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开陕西厢兵置，设１０指挥，泾州、渭州各１指挥。

宋镇戎地方的厢兵也分骑军和步军，编制同禁军。

骑射军　骑军，泾州境内有镇。
定边军　骑、步军，均在泾州设镇。
定戎军　骑军，在泾州设镇。
清边军　步军，在泾州，渭州设镇。
保捷军　步军，在泾州，清顺军境内有镇，熙宁后又在渭州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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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捷军　宋天圣后置，泾州有镇，后改保宁军，熙宁后又在渭州设镇。
壮城军　步军，德顺军有镇，熙宁后在渭州设镇。
保宁军　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置，元符三年 （１１００）拔镇渭州。绍兴三年 （１１３３），

在泾州创置１０指挥。
平凉军　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升渭州为平凉军，设节度使，辖五州三军 （泾州、渭

州、原州、会州、西安州；镇戍军、德顺军、怀德军）

第五节　尉司　仪卫司

元代，平凉、崇信、华亭３县尉司由平凉府辖，静宁、泾州、庄浪３州尉司由巩昌便
宜都总帅府辖。

静宁州尉司　领隆德县尉司。
泾州尉司　领泾川、灵台２县尉司。元初曾设都元帅府，后裁撤，改为州，属巩昌

府，不久改为陕西行省直隶州。

庄浪州尉司　元初设庄浪路总管府，成宗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降为州，不领县。
韩王府仪卫司　明永乐二十二年 （１４２４），明成祖朱棣命韩王朱松由辽东迁藩于平

凉，韩王府仪卫司同时迁来。原设安东中护卫，负责韩王府警卫，也随韩王调往平凉，

名称未改。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被农民起义军所灭。

第六节　卫　所

平凉屯田所　属陕西屯田总管府，元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２）立，有军户２８８户，屯田
１１５顷，设提领指挥。

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曾发燕京戍守新附军４６３户，于德顺威戎立屯，开田１６４顷。
平凉卫　属陕西都指挥使司，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置，设左、右、中、前、后５所，

士卒５０００人。指挥２１人，千户２２人，百户４４人。防区为今平凉、崇信、华亭、镇原、
静宁、泾州、固原等地。境内有安平寨、瓦亭关、三乡镇、马铺岭关、金家凹等巡检司

及通稍关。弘治间，移右所为固原卫。嘉靖十年 （１５３１），指挥陶希皋重修。
军　额　除右所改属固原卫，本卫左、中、前、后４所，正军４４８０人，每百户１１２

人。其福建军不服水土，逃亡外，只存２８０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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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卫部分职官表 （任职及时间，依旧志整理，多有出入，仅供参考）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指

挥

使

秦　虎 正三品 洪武三年

陶希皋 正三品 凤阳寿州 嘉靖十五年

哈　纬 正三品 大同海罗 嘉靖年间

石　璇 正三品 扬州宝应

石　籨 正三品 扬州宝应

石　锦 正三品 扬州宝应

石　柱 正三品 扬州宝应

石　昆 正三品 扬州宝应 嘉靖年间

马　龙 正三品 直隶无为州 正统五年

马　俊 正三品 直隶无为州 天顺年间

马　昂 正三品 直隶无为州

马　振 正三品 直隶无为州

马　勋 正三品 直隶无为州 嘉靖年间

王子文 正三品 海西女真

王思慎 正三品 海西女真 嘉靖年间

指
　
挥
　
同
　
知

陈　真 从三品 徐州沛县 嘉靖二十五年

王　震 从三品 直隶合肥 嘉靖四年

王　鳌 从三品 直隶合肥 嘉靖年间

王　 从三品 直隶合肥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王　瀛 从三品 凤阳临淮 嘉靖三十八年前

杜　宣 从三品 直隶合肥 天顺二年

杜　钦 从三品 直隶合肥

杜　镇 从三品 直隶合肥

杜　纲 从三品 直隶合肥

杜　龙 从三品 直隶合肥 嘉靖年间

保　太 从三品 陕西开城 嘉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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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指

挥

佥

事

哈　震 正四品 大同海罗 成化二年后

哈　经 正四品 大同海罗

杜　谅 正四品 直隶合肥 正统年间

陈　三 正四品 直隶合肥 洪武十九年后

陈　铉 正四品 直隶合肥 嘉靖十三年

陈　杨 正四品 直隶合肥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甘　晟 正四品 直隶潜山 洪武二十六年

甘　瑞 正四品 直隶潜山 弘治年间

甘　勋 正四品 直隶潜山 嘉靖年间

马　兴 正四品 直隶山阳 永乐五年

马　能 正四品 直隶山阳

马　云 正四品 直隶山阳

马　铖 正四品 直隶山阳 正德年间

马　经 正四品 直隶山阳 正德七年

郑　爵 正四品 直隶空远 嘉靖五年

尹　玉 正四品 直隶无锡 嘉靖年间

李　杲 正四品 直隶滁州 正德十年

李　经 正四品 直隶滁州 嘉靖前期

李　时 正四品 直隶滁州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保　太 正四品 陕西开城 正德十年

保　邦 正四品 陕西开城 嘉靖中期

任　勇 正四品 山西临县 嘉靖三十九年

卫

镇

抚

哈刺苦山 从五品 大同海罗 洪武末年

翟　林 从五品 山东滕县 洪熙元年

翟　嗣 从五品 山东滕县

翟　振 从五品 山东滕县

翟　贤 从五品 山东滕县

翟　林 从五品 山东滕县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陆瑛林 从五品 直隶王河人 嘉靖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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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正

千

户

黄　清 正五品 直隶合肥 洪武二十六年

黄　兴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　英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　贵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　稹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　杰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　玺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黄金重 正五品 直隶合肥

火　荣 正五品 陕西隆德 天顺二年

火　蠧 正五品 陕西隆德

火　清 正五品 陕西隆德

火　松 正五品 陕西隆德

火　镇 正五品 陕西隆德

杨　成 正五品 山东邹平 正德四年

杨　钦 正五品 山东邹平

杨　玺 正五品 山东邹平

陈　斌 正五品 直隶宁国

陈　林 正五品 直隶宁国

陈　怀 正五品 直隶宁国

陈　琦 正五品 直隶宁国

陈　谟 正五品 直隶宁国

丁 勋 正五品 直隶滁州 成化四年

丁 通 正五品 直隶滁州

丁 礼 正五品 直隶滁州

陈　敬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陈　清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陈　炎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陈　怀 正五品 直隶合肥

陈　纲 正五品 直隶合肥

廖　瑛 正五品 湖广江陵 成化四年

廖　俊 正五品 湖广江陵

廖　震 正五品 湖广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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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副

千

户

保　连 从五品 陕西开城

陆 斌 从五品 直隶王河 永乐十六年

陆 邻 从五品 直隶王河

陆 文 从五品 直隶王河 嘉靖前期

火力虎 从五品 陕西隆德 永乐十一年

杨　得 从五品 山东邹平 建文年间

杨　贵 从五品 山东邹平

杨　太 从五品 山东邹平 弘治年间

戴　政 从五品 湖广黄冈 天顺元年

戴　玉 从五品 湖广黄冈

戴　琮 从五品 湖广黄冈

戴　江 从五品 湖广黄冈

戴　功 从五品 湖广黄冈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李　茂 从五品 直隶兴化 成化四年

李　胜 从五品 直隶兴化

李　振 从五品 直隶兴化

李　恩 从五品 直隶兴化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王　信 从五品 直隶合肥

王　祯 从五品 直隶合肥

王　瑛 从五品 直隶合肥

王　玺 从五品 直隶合肥

王世功 从五品 直隶合肥

王国正 从五品 直隶合肥 嘉靖三十五年前后

孟　广 从五品 顺天大兴 宣德六年

孟　杰 从五品 顺天大兴

孟　? 从五品 顺天大兴 成化年间

孟　虎 从五品 顺天大兴

孟　玺 从五品 顺天大兴 嘉靖年间

成　德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洪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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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副

千

户

成　文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成　仪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成　金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成　荣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成　瀚 从五品 直隶霍丘

成大功 从五品 直隶霍丘 嘉靖年间

廖　豸 从五品 湖广江陵 嘉靖年间

田　胜 从五品 直隶泗州 洪武十一年

田　润 从五品 直隶泗州

田　茂 从五品 直隶泗州

田　和 从五品 直隶泗州

田　登 从五品 直隶泗州 嘉靖年间

丁朝阳 从五品 直隶滁州 嘉靖年间

未　成 从五品 湖广随州 洪武二十四年

未　通 从五品 湖广随州

未　昶 从五品 湖广随州

未　英 从五品 湖广随州

未　能 从五品 湖广随州

未　钦 从五品 湖广随州 嘉靖年间

刘　让 从五品 直隶扬州 洪武二十九年

刘　敬 从五品 直隶扬州 建文年间

刘　钦 从五品 直隶扬州 永乐年间

安东中护卫所职官表

职　务 姓　名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指

挥

同

知

范　理 从三品 直隶临淮 洪熙元年

范　钦 从三品 直隶临淮 成化年间

范　漳 从三品 直隶临淮 嘉靖年间

李　瑾 从三品 直隶临淮 洪熙元年

李　与 从三品 直隶临淮 弘治年间

李景云 从三品 直隶临淮 嘉靖年间

冯显忠 从三品 直隶定远 洪熙元年

冯　镇 从三品 直隶定远 成化年间

冯元功 从三品 直隶定远 嘉靖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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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指
　
挥
　
佥
　
事

毛　忠 正四品 浙江青田 洪熙元年

毛　文 正四品 浙江青田 成化年间

毛　麟 正四品 浙江青田 嘉靖年间

王　俊 正四品 直隶定远 洪熙元年

王　瑞 正四品 直隶定远 成化年间

王世泽 正四品 直隶定远 嘉靖年间

正

千

户

合　英 正五品 直隶寿州 洪熙元年

合　良 正五品 直隶寿州 成化年间

合　定 正五品 直隶寿州 正德年间

合浦珠 正五品 直隶寿州 嘉靖年间

副

千

户

刘　瑛 从五品 直隶扬州 成化年间

刘　章 从五品 直隶扬州 正德年间

刘　恩 从五品 直隶扬州 嘉靖年间

赵　晟 从五品 山东寿张 洪熙元年

赵　椿 从五品 山东寿张 弘治年间

赵得辉 从五品 山东寿张 嘉靖年间

所

镇

抚

谢　春 从五品 湖广新城 洪熙元年

谢　谦 从五品 湖广新城

谢德荣 从五品 湖广新城 嘉靖年间

叶　达 从五品 浙江松阳 洪熙元年

卟　秀 从五品 浙江松阳

卟子纶 从五品 浙江松阳 嘉靖年间

林　英 从五品 直隶广德 洪熙元年

林　彪 从五品 直隶广德

林　春 从五品 直隶广德 嘉靖年间

第七节　协营　汛

平凉协　平凉营　驻平凉城。初为陕西提督辖，后属固原提督辖。顺治时为城守营，
设游击 １员。康熙初改设守备 １员。十五年 （１６７６）改设协，设副将 １员，二十
一 （１６８２）年又改为城守营。设游击１员，千总２员，把总１员，营兵２９９名。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平凉城守营游击、千总、把总各１员，马战兵７３名，步战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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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守兵１３６名，战马３８匹。七年 （１７２９）新募马战兵６名，步战兵５名，守兵３名，
战马６匹。九年 （１７３１），新募马战兵２０名，步战兵２名，战马２０匹。乾隆时减为：千
总１员，营兵增至６４６名。嘉庆时平凉城守营游击、千总、把总各１员，分防白水汛。经
制外委２员，一分防安国镇汛，一分防华亭汛。光绪初，裁留２１４名。八年 （１８８２），平
凉城守营有马战兵５６名，步战兵５７名，守兵１１０名，其中白水镇驻马战兵８名，步战兵
９名，守兵１２名；安国镇驻马战兵６名，步战兵１０名，守兵７名。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平凉城守营马战兵７１名，步战兵８１名，守兵１３０名。

平凉城守营部分职官表

姓　名 职　务 官　品 籍　贯 任职时间

豆应时 游　击 从三品 遵　化 顺治九年

冬天年 游　击 从三品 奉　天 十三年

邹一仁 游　击 从三品 顺　天 十八年

张　羲 游　击 从三品 项　城 康熙十年

刘永爵 副　将 从二品 江　都 十七年

许　杰 游　击 从三品 晋　江 康熙二十九年

严　威 游　击 从三品 江　南 三十九年

满瑞麟 游　击 从三品 固　原 四十一年

林　浚 游　击 从三品 江　宁 四十三年

倪业显 游　击 从三品 镶蓝旗 四十三年

石云卓 游　击 从三品 德　州 五十年

马季祥 游　击 从三品 苑　平 五十年

李凤彩 游　击 从三品 建　昌 雍正三年

陈如雄 游　击 从三品 惠　安 七　年

吕　元 游　击 从三品 西　宁 同治三年

张成方 游　击 从三品 七　年

穆振铎 游　击 从三品 西　安 光绪五年

张壁臣 游　击 从三品 湖　北

戴福禄 游　击 从三品 西　安

朝　谦 游　击 从三品 西　安

刘钰武 游　击 从三品 山　西

孙　桂 游　击 从三品 臬　兰

海　德 游　击 从三品 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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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协　静宁营　驻静宁州城。设参将１员，中军都司１员，千总２员 （１员分防底
店汛），把总３员，经制外委４员 （１员分防底店讯），领隆德营守备、会宁营守备、马
营游击、石峰堡守备。

乾隆时，撤协设营，属靖远协辖。十一年 （１７４６）设经制千总１员，所属兵５５０名，
州城驻２３名。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设参将１员，守备１员，千总１员，营兵５０３名。后驻
扎州城，骑守兵一度达２０７５名。设副将、游击都司各１名，守备３０员，千总４员，把总
１２员。光绪时裁为２０８名。

隆德营　守备１员，把总２员 （内１员，分防庄浪汛），泾制外委３员 （内１员分防
庄浪汛，１员分防杨家店汛）。

泾州营　驻泾州城。设都司１员，千总１员，把总１员，营兵３０４名，光绪时裁为８６名。
灵台汛　驻灵台县城。设千总１员，营兵６２名，光绪时裁为８名。
崇信汛　驻崇信县城。设千总１员，营兵６８名，光绪时裁为８名。
安国镇汛　驻平凉安国镇。设千总１员，营兵１１０名，光绪时裁为２３名。
白水汛　驻平凉白水镇。设千总１员，营兵７８名，光绪时裁为２９名。
华亭汛　驻华亭县城。设千总１员，营兵８８名，光绪时裁为１３名。

第八节　镇守使署　司令部

陇东镇守使署　中华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２月，北京政府设陇东护军使，驻平凉，张行
志任护军使兼统壮凯军①。次年７月改护军使为镇守使，吴仲英接任。４年２月，使署发
生兵变，吴被免职，陆洪涛接任，并兼统壮凯军和振武军。２军合编后共 １６营、３５２４
人。９年１２月，张兆钾继任。１５年 （１９２６），张联合陕西镇守使孔繁锦对抗国民军，战
败后一部分溃散，一部分投黄得贵、韩有禄部。张外逃，由孙良诚、邓长耀先后兼任。

１６年 （１９２７）裁撤。
陇东绥靖司令部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２月，陈皀璋的陆军新编１３师在兰州、平凉被

陕军击败后，陇东各县由陕军占据。是年３月，甘肃宣抚使孙蔚如于平凉设立陇东绥靖
司令部，委任杨渠统 （即杨志恒）为绥靖司令。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０月，在蒋介石逼令下，
杨部撤离平凉，陇东绥靖司令部遂告结束。

警备司令部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１月，平凉警备司令部成立，司令张坤生，驻南后
街１号 （现地建司）。警备区域为行政区所属各县。司令部编制稽查、参谋、副官、秘

书、军法、军需各室和军法处、宪兵连。归第一战区长官部指挥。抗战胜利后撤销，３７
年 （１９４８）２月恢复。司令康冠儒直任至平凉解放。

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部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３月，甘肃省泾原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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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壮凯军：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秋，由固原提督张行志部６个营和省防军陈正魁３个营合编而成，张行志任总统。
东下攻打陕西革命军。民国元年４月撤回甘肃被收编，共有马、步１０营、１８６９人、马３００匹。驻防平凉、庆阳、固原
一带。民国３年遣散一部，次年发生兵变，查办一批。民国５年缩编为７个营，不久与振武军合编为陇东巡防军。



立，驻平凉城 （今地委机关）。是年７月改为甘肃省第二保安司令部，编制两科。有参谋
８人，军法官２人，直属督察处便衣队员１４人，卫士１４人。辖平凉、华亭、灵台、庄
浪、静宁、崇信等１０县自卫队①。其任务是管理、指挥地方保安团队、自卫武装和维持
地方治安。历任司令有范朴斋、刘兴沛、胡公冕、张振武、倪子明、马继周、郭沛师、

傅子赉、周祥初、康冠儒。

交通司令部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甘肃省主席孙连仲命马锡武为甘肃东路交通司令。
２３年３月，经甘肃绥靖公署的批准，下编２团４营，分驻平凉、静宁等地，维护西兰公
路安全。抗战胜利后，马被任命为甘肃保安副司令，将其部改编为甘肃保安第七团，其

子马国琛任团长。

第九节　区　分区

师管区　中华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月５日，省军管区成立后，即设立平秦师管区，
驻东大街２５１号 （现市医院）。两地同时成立团管区。次年１０月，团管区裁撤。３０年
（１９４１）平秦师管区改为陇东师管区，专员兼任司令，辖３个团，其中２团驻城内，隍庙
巷设有军需仓库。师管区负责陇东各县的征兵、军训直至全区解放。

军分区　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２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平凉分区在华池县悦
乐镇成立 （今属庆阳地区），人员主要从西北军大、陇东分区及所属部队抽调干部、战士

平凉军管会布告

组成，编制２７名。分区下辖平东、
平西两个游击队，共２１５人。
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人民解放

军入城，８月３日，分区机关迁驻
平凉县城②。司令部设作训 （一

科）、情报 （二科）、通信 （三

科）、管理 （四科）４科；政治部
设组织、宣传、保卫３科；供给部
设财务、审计、军需、粮秣 ４科；
卫生部设医疗、防疫、管理３科及
医院。１９５０年 ４月，供给部、卫
生部合编为后勤部、设财务、军

需、军械、卫生、管理５科。是月
成立军法处，１９５１年４月１日成立干部管理部。

１８３１第十八编　军　事

①

②

其他４县今属宁夏。泾川县自卫队属第三行政区保安司令部。
平凉军分区：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后，设在文庙巷文庙内，即原高平中学所在地。高平中学时期，大门设在文庙

东侧，文庙原貌完全保留，军分区成立后，大门设在文庙大门，逐渐拆除所有建筑并向东西北扩展，文庙巷以西的路

道被断，广场至文化街的北街被断。



１９５２年６月，平凉分区改为平凉军分区，机关精简整编、撤销各部、处建制，设立
参谋、军训、组织动员、调查统计、政工、干部、后勤７科。１９５４年８月，调整为参谋、
兵役、政治、行政经济管理４科。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庆阳军分区与平凉军分区合并，称平凉军分区。机关增设干部科和财务科。
１９５９年３月，恢复司令部和政治部。１９６１年增设后勤处。是年１１月平、庆军分区分设。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司令部增设通信、机要科，原动员科改称军务动员科。政治部增编保

卫科。１９７１年５月，增编 “三支两军”办公室，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撤销。是年后勤处改称后
勤部，下设供应、装备、卫生３科。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１年５月，军分区司令部设作训、军务、动员、通信、机要、管

理６科；政治部设组织、干部、宣传、保卫４科；后勤部设财务、军需、军械、卫生４科。
１９８１年５月，撤销科的编制，１９８２年５月恢复。司令部设作训、军务动员、管理３

科；政治部设组织、干部、宣传３科；后勤部设供应、军械、卫生３科。
１９８５年９月，军分区机关再次撤销科的建制。军分区直属单位有卫生所、教导队、

招待所、警通班和仓库。

１９９７年５月。军分区机关恢复科的编制。司令部下设作训、军务、动员科；政治部
下设组干、宣保科；后勤部下设战勤、供应科。

１９９８年，撤销司令部军务科，与动员科合并为军务动员科。军分区直属单位有：教
导队、仓库、卫生所。

平凉军分区领导人更迭表

（１９４９８—２００２６）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何远平 司令员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３１

牛　光 司令员 １９５３１—１９６４９

向汉生 司令员 １９６４１２—１９６９２

孙继力 司令员 １９６９２—１９７８８

吴占祥 司令员 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８３５

兰仲杰 司令员 回族，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５８

闫多本 司令员 １９８６２—１９９７３

刘汉荣 司令员 １９９７３—

惠庆琪 政治委员（兼）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２１２

李维时 政治委员（兼） １９５３１—１９５６７

薛　程 政治委员（兼） １９５６７—１９５８５

李正廷 政治委员（兼） １９５８５—１９６２３

魏知机 政治委员 １９６８８—１９７５９

杨一明 政治委员 １９７１１—１９７８８

贺应祯 政治委员 １９７８８—１９８１１

谭　超 政治委员 １９８１３—１９８３５

郑亭保 政治委员 １９８３５—１９９０９

李德胜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２１２

张建崔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４３

智勇备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４５—１９９８１２

王法春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８１２—１９９９１２

张　辉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９１２—

鲁　践 第一政治委员（兼）１９６２３—１９６６５

郝　志 第一政治委员 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７６１０

张建纲 第一政治委员（兼）１９７９２—１９８０１０

秦时 第一政治委员（兼）１９８０１０—１９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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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唐德寿 第一政治委员（兼） １９８２５—１９８４６

徐尚和 第一政治委员（兼） １９８５，４—１９８６４

郝纯舟 第二政治委员 １９６１１１—１９６６４

郝　志 第二政治委员 １９７６１０—１９７８８

高嵩山 副司令员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２１２

马思义 副司令员 回族，１９５２１２—１９５３７

陈应堂 副司令员 １９５５１１—１９５６５

汪星山 副司令员 １９５６５—１９５８５

杨忠林 副司令员 １９５７１０—１９６１１１

陈应堂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１１—１９６６４

马步仁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６３１２

谷树荣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４８—１９６８１２

周复胜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６４—１９６９１１

赵守杰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６７—１９８０４

戴清银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９１１—１９７９６

苏　民 副司令员 １９６９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肖焕章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０３—１９７５３

庞文富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６

郝阴池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６

加治宽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６

武守忠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３１２—１９７８

席尚儒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５３—１９７９３

何保丹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５８—１９８０１２

王掌川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８０４

范国棋 副司令员 １９７９６—１９８１３

白守忠 副司令员 １９８１３—１９８５１１

许发智 副司令员 １９８１３—１９８３５

闫多本 副司令员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６２

朱维隽 副司令员 １９８４５—１９８５１１

张应斗 副司令员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９１７

张佩清 副司令员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２１２

马耀峰 副司令员 １９９７５—

张步兴 副司令员 ２００１１１—

陈登银
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
２００１１１—

李　科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４９７—１９５２１１

卫屏藩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５２６—１９５８２

郝纯舟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５６６—１９６１１１

李明堂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６５９—１９７６１０

赵　夫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６

刘兆军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８０１２

刘一然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８６

单德忠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４８—１９８０９

刘培和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７８７—１９８１３

吴云亭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８１３—１９８３５

樊　福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５１１

李俊秀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８４５—１９８５１１

黄俊生 副政治委员 １９９６８—２００１５

王世英 副政治委员 ２００１５—

陈应堂 参谋长 １９４９８—１９５２６

刘　干 参谋长 １９５５１１—１９６４８

谷树荣 参谋长 １９６１１１—１９６４８

温　侃 参谋长 １９６４８—１９６６５

孙国祥 参谋长 １９６９７—１９７４８

郭继富 参谋长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李增荣 参谋长 １９８０４—１９８３５

袁景楠 参谋长 １９８３５—１９８８７

张　华 参谋长 １９８８８—１９９４８

李玉合 参谋长 １９９４９—２０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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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陈登银 参谋长 ２００１１１—

卫屏藩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４９８—１９５２６

陈继章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５９３—１９６１１０

李铁夫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６２１—１９６９１１

刘一然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０３—１９７０１１

赵光发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０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袁　超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８０５—１９８３５

党清益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８３５—１９９０１０

智勇备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４５

张　辉 政治部主任 １９９４５—２０００３

闫伯科 政治部主任 ２０００３—

县 （市）人民武装部　１９４９年８月，平凉地区全境解放，所属各县先后建立武装科。
１９５１年２月，各县 （市）武装科先后改为人民武装部，编入部队序列。平凉军分区辖平

凉市和平凉、泾川、灵台、崇信、华亭、泾源、隆德、固原、西吉、海原、静宁１１个县
人民武装部。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西吉、海原、固原３县人民武装部划归宁夏军区。
１９５４年９月，人民武装部改称兵役局，配备现役军人，实行军、地双重领导。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原庆阳军分区所属镇原、正宁、华池、合水、环县、庆阳７县兵役局

划归平凉军分区。

１９５８年３月，泾源、隆德兵役局划归宁夏军区；４至１２月，灵台、崇信兵役局并入
泾川兵役局；平凉、华亭兵役局并入平凉市兵役局；庄浪兵役局并入静宁县兵役局；华

池兵役局并入庆阳县兵役局；正宁、合水兵役局并入宁县兵役局。年底兵役局改称人民

武装部。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恢复庆阳军分区建制，原属各县人民武装部随县建置恢复。平凉军分
区辖平凉市和泾川、灵台、崇信、华亭、静宁、庄浪７县 （市）人民武装部。

１９８６年６月，各县 （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恢复军队建制，隶属
平凉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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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武装

第一节　蕃兵　乡兵　乡勇

蕃　兵　宋仁宗时，收买 “内服”蕃部精壮者、弓箭手编为 “蕃兵”，供给俸银及钱

粮，令其修筑堡寨，戍守边地或从宋军作战。北宋中期，泾原路蕃兵有镇、堡、寨 ２１
处，强人１２４６６人 （实有２０２１２人），壮马４５８６匹。具体部署为：安国镇族５、兵６３４
人。耀武镇族１、兵３２人。瓦亭寨族４、兵５９人。新寨族２、兵１０９人。东正寨族４、兵
２０２人。静边寨族２４、兵１８７０人。通边寨族５、兵１７６人。水洛城族１９、兵１３５４人。德
顺军城族２１、兵２５０２人。其余１２处镇、寨属今镇原及宁夏固原地区。另外，德顺军辖
强人３６７６人，壮马２４８５匹。

乡　兵　宋乡兵由壮丁及应募者组成，在当地训练，戍守地方。分保毅、保捷、强
人寨户、强人弓手、弓箭手、义勇、护寨等多种。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南使城招
募弓箭手３０００人。哲宗元八年 （１０９３），刘昌祚知渭州，招募弓箭手５０００人，分驻渭
州各地。至 “靖康元年 （１１２６），泾原路沿边城、寨、郭外居民尽系弓箭手之家，别无税
地人户。”

蒙古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州府驿路设五步弓手，关津渡口设巡防弓手。
明代，平凉府辖各县民壮，平时供役，遇警调发。

乡　勇　清初，民壮改为乡兵。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改乡兵为编练义勇。平凉各县按
区、里编设义勇，人数不等，以土枪为主要武器。同治初，各县普遍组建乡勇、乡团

（民团）。其中静宁黑头勇最为著名，是甘肃黑头勇势力最大的一支，一度曾归总兵范铭

统领，征战陇中地区。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以侯十 （侯应德），以其为首的黑头勇攻破回

民军占领的通渭东北诸堡，大量收集饥民，势力发展很快。至同治八年，聚众万余人，

后编为２８个营，随左宗棠征战狄 （道）河 （州）地区。

静宁乡团，同治初组建，守卫静宁州城。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回民军屡攻州城而未得
手。同治五年，回民军又围攻一月。威戎人戴耀先率乡团打退回民军。此后，回民军立

誓攻杀戴耀先，调集各路兵马围攻威戎堡城，戴率团勇死守，终因伤亡惨重，戴遂拔剑

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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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卫团队

保卫团　保安队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静宁县始设保卫团。团丁七八十人，至民国１５
年达３３３０８人。１９年 （１９３０）４月，马廷贤率变兵万余人围攻静宁县城，全赖民团抵御。
是年，吴发荣率兵占领静宁，强迫解散，并没收其枪支。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平凉县征集５００余名壮丁组建保安营。１７年 （１９２８），全区各
县增设保安队，士兵１００余人。１９年 （１９３０）起，各县先后组建保卫团。是年底，保卫
团重新组编，团长由各县县长兼任。２５年 （１９３６），各县保卫团改为保安队，受平凉保安
司令部节制。保卫团、保安队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传递公文。２６年
（１９３７），各县保安队改为保安大队，其中平凉、庄浪等县保安大队由省保安司令部统编
调离。

壮丁队　义勇壮丁常备队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７月，平凉县以保为单位编制壮丁小
队。２５年 （１９３６）元月，重新组编成巡查队、守护队、运输队、工程队，负责巡逻放哨、
防护通讯及交通设施、运送军用物资及军粮、维修工事、担任受灾后的警戒和抢修任务。

２７年 （１９３８）２月１６日，平凉县组建义勇壮丁常备队，辖２个中队，２９年 （１９４０）初
撤销。是年 ３月 １日，各县普遍成立国民兵义勇常备总队，辖 １至 ２个中队和各乡
（镇）、保义勇壮丁队，县长兼任总队长。常备队受陇东师管区节制，其建置由省军管区

统一编制。

国民兵团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１２月８日，平凉县于县政府西花厅组建国民兵团，辖
５个区国民兵团及直属队，团部６人，团丁１８４人，枪１４８支。２７年 （１９３８）撤销，２８
年４月恢复。泾川县国民兵团２６年 （１９３７）成立，有一个常备中队，其余为后备队。灵
台县国民兵团２８年 （１９３９）成立，有 ９个区队，１５个联队、１７６个分队，壮丁 １１５３２
人。２９年 （１９４０）初，其余各县将自卫总队撤销，所属的常备队、预备队、后备队改隶
国民兵团，县长兼任团长，副职由省军管区派任。各县常备队集中男性壮丁１００至３００
人，进行集中训练，集中执勤，政府供给食粮，属预备兵员，随时应征，补充军队。预

备队分散乡村，维持社会治安，不供给粮饷，随时应召，编入常备队或直接补充军队。

凡１８至３５岁男性公民，身无残疾者，均编入国民兵团后备队。后备队按乡 （镇）、保甲

编组。各县成立国民兵团部，设教官、军需官、副官、事务员、书记员各１人。
自卫队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６月，平凉县成立国民自卫总队，辖常备、预备、后备

３个队。２９年 （１９４０）初，总队撤销，成立县自卫队，隶属国民兵团，自卫队设上尉中
队长１人，少尉中队长２人，准尉特务长１人，士兵１００余人。３３年 （１９４４），县自卫队
扩编，官佐增至２８名，士兵２９３名，步枪１６３支。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月，撤销自卫队，改
编为保安警察队，归警察局管理。３７年 （１９４８）２月３日至２４日，平凉县派８７人参加
国民军８２军举办的短期军官训练班，随后重新编制县自卫总队，县长姚佑生兼任总队
长。是年１２月１７日，政府宣布平凉县为接战区后，全县抓壮丁１７００人，补充改编后的
平凉县自卫团。１９４９年８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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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游击队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师，在静宁、隆德驻防期间，协
助静宁县苏维埃政府，以单家集 （今属宁夏西吉）为中心，组建了静宁县游击队，马长

林任队长，来五令任副队长，全队２００余人，活动于单家集、静宁界石铺、高家堡、田
堡一带。１０月下旬，红军东进后，在国民党部队清剿下解体。
３５年 （１９４６）６月，中共甘肃工委组建了华 （亭）平 （凉）武装大队 （军事人员３０

名，地方干部２４名），段全才任大队长，张钧平任副大队长，张可夫任政委，黄鼎任副
政委 （华平工委副书记李义祥随部队一起行动）。９月１４日，武装大队从镇原县孟坝出
发，经平凉四十里铺、大寨等地进入华亭，袭击了龙眼 （今西华）乡公所后，转入上关

一带活动。因遭保三团、华亭自卫队围剿，逼迫分两路回撤边区。途中，一路与敌发生

两次激战失利，部分队员返回原部队。是年底，平东工委组建一支１０余人的游击队，后
发展到３０多人，活动于武安 （今大寨）山区。３７年 （１９４８），工委重新组建游击队，队
长赵森，副队长惠卓，指导员张友三，副指导员孙作德、杨希江。游击队分为三个班，

每班８至１０人，全部配有武器，主要活动于群众基础好的平凉县政和乡、武安乡、岘
镇及崇信县黄花原一带。是年５月，借西府战役后解放军回撤过境之声威，公开活动。
先后与自卫队作战数次，收缴了崇信县自卫队枪２９支，子弹千余发，队伍发展到５０多
人，是年秋，编入解放军正规部队。年底，工委先后组建了直属工委和镇 （原）固 （原）

工委两支游击队、５个游击小组。直属工委游击队袭击了岘、梁原、赤城乡公所，收枪
２５支、子弹３００余发，队伍扩大到３００多人。３８年 （１９４９）２月，工委组织４人精干武
工队，驻大寨垭壑执行特殊任务。５月，组建白 （水）花 （所）游击队，解放前活动于

西兰公路两侧，打击流窜散兵，收缴武器。６月１４日，陇东分区命令平东、固东游击队
编入陇东部队，归平凉分区领导。８月，全区各县均建立了游击大队。

第四节　民 　兵

１９４９年８月，平凉县１１个区均建立了民兵队。１０月至１２月，分区组织６７名干部，
分赴各县，组建民兵营８３个，中 （分）队６１９个，全区共有民兵６１００人。１９５０年１０
月，审查整顿。１９５１年春，清除混入的不纯分子７４人。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全区共建基干民
兵中队１０９个，普通民兵中队５１１个，民兵总数为４５１５１人。是年１２月，军分区在静宁、
西吉、固原、隆德等县组建民兵武工队６０个共９００人，参加剿匪。
１９５８年，全区民兵有２１９１１５人，其中退伍军人１１８４０人；基干民兵１１８１０８人，其

中复退军人７９３３人，普通民兵１０１０１人，其中复退军人３９０７人。９月，“大办民兵师”，
年底，全区民兵发展到 ３３万余人。１９６１年，全区民兵 ７４６６１３人，占总人口的 ３２％。
１９６６年，全区共有民兵３９６１５１人，其中武装基干民兵２３３１３人。

１９７０年４月，各县成立了武装基干民兵团。全区共有民兵４０５８１８人，其中基干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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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基干民兵 （１９７０年）

２１１９４８人 （武装基干民兵 ２６９１１人），
普通民兵１６９７７６人。１９７３年２月，各
县建立了民兵师，公社建立了民兵团。

１９７４年，平凉县在城区和西兰公路沿线
的公社组建高炮、高机、防化、通讯、

卫生、运输、工程抢险以及地炮、反坦

克、侦察等专业分队，其他各地也相应

建立了专业分队。１９７９年，全区民兵组
织进行了改革、调整，减少人数，精干

队伍，提高了质量。１９８１年，民兵组织
改为普通、基干两种。

１９８６年，民兵数量压缩。１９９０年，全区重点抓了民兵示范点建设。应急分队均编在
城市及社情比较复杂的乡 （镇）或重点防卫区域。１９９８年，以３１２国道为轴线，以平凉
市为中心，以泾川、静宁为重点，抓骨干以点带面，全区基干民兵由 “八五”期间的２４

民兵军事训练

万人，压缩为 １４万人。共编基干民
兵应急营１个，独立应急连３个，民
兵专业技术分队由原来的７个调整为５
个。１９９９年，全区组织现场观摩了静
宁县民兵应急分队和平凉市民兵专业

对口分队的实战演练。

自５０年代末至 ２００２年，先后装
备基干民兵的各类武器有 １万余件。
主要有轻机枪、步枪、冲锋枪、各种

大炮、重机枪、手枪、高射机枪、高

射炮、火箭筒、手榴弹、地雷等。静

宁、庄浪、泾川县民兵武器库被省军区评为达标单位。

民兵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支援前线 　１９４９年９月至１９５０年初，平凉专、县支前委员会，两次在全区共筹粮
１０余万担，麦草５０余万公斤，骡马、驴１０００余头，赶做军鞋５万余双；组织民兵、群
众１３４万人 （次）的运输队，将物资运往定西县甘草店等前线部队。全区有２２００名青
年民兵参军，为解放大西北做贡献。

平息叛乱　１９５０年，“五八”叛乱发生后，全区５００多名民兵配合部队参战，叛乱基
本平息。１９５２年，“四二”叛乱发生后，当地有１３８０多名民兵配合部队投入平叛战斗。
至４月２７日，叛乱基本平息，匪首杨枝云、马国瑗投降；击毙叛匪２３８名，伤３２４名，
俘虏３５１人；缴获各种武器１０３件：子弹２６９８发，火药３２斤，刀、斧、矛等３００余件。
１９６０年冬发生在镇原的 “救国起义为民军”反动组织，在抢了上肖大队粮仓后，袭

击泾川县荔堡公社，抢去步枪４支。当地民兵奋起抗击，在民警配合下，迅速平息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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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毙２人，缴获步枪４支，手枪２支，手榴弹４枚，子弹３９发 （参 《政治运动纪略》）。

镇反肃匪 　在１９５０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民兵积极参加。配合公安部门侦破
阴谋叛乱的反革命案件和特务案件３３起。１９５０年６月，静宁县界石铺民兵中队长厚永
忠，发现被省上通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兰有余潜入本村，躲在其情妇 “小白菜”家中，

便组织２０多名民兵包围、将兰匪擒获。１０月，以黄金贵为首的一股土匪流窜于静宁、西
吉、会宁３县交界地方，杀害群众，抢劫财物，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界石
铺民兵中队在柴复金和厚永忠指挥下，夜间出击，将土匪包围在黄龙山，经一夜缴战，

击毙匪首，多数土匪被歼 （参 《政治运动纪略》）。

“三线”建设　１９６８年４月，平凉专区动员组织各县民兵２万人，赴安口石堡子及土
谷堆，配合省建安装公司修建四家军工企业。历时５年，完成土建和厂房主体工程后，
于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陆续撤回 （参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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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军事设施

第一节　关塞　堡寨

平凉自古为兵家相争之地，战国时曾筑长城于今静宁县境。设关筑塞，遍于全区

各地。

通稍关　在今平凉城东五里，明时平凉卫军戍守，清代废，其地已并入平凉市区。
马铺岭关　在今平凉市麻川乡关梁村北，曾 “设巡检司一员”，清顺治时已废，遗址

尚存。

泾州塞　在泾州古城北，筑于西汉 “匈奴冒顿单于犯边”时。唐代诗人张籍云 “行

到泾州塞，惟闻羌戍鼙；道边双古堠，犹记向安西。”

太平关　在今泾川县太平乡政府所在地。一名圪
*

关，又名金家凹。地势险要，古

有 “二水分流安定驿，一城高枕太平关”之说，自唐以来，历代派兵驻守，明代曾设巡

检司。

七千关　在今泾川县黑河乡七千关村，北距县城２５公里。
三乡关　因三乡山得名，即今华亭县上关，属陕甘交通要道。
虎山墩　在平凉城北虎山上，为古时接转烽火的重要烽墩，修筑时间无考。
牛圈墩　在静宁县城北马圈山顶，修筑时间无考。
连云堡　在今泾川县城关镇泾州古城西。旧志载：唐贞元三年 （７８７）吐蕃兵入犯陇

东，连营数十里，陷连云堡，泾州城失去屏障，西门外皆成吐蕃兵活动地域，堡城今已

不存。

荔家堡　今名荔堡，位于今泾川县荔堡乡政府所在地。明嘉靖间筑，清代仍之。
１９４８年，国、共两军曾在此发生激战。

策底堡　古名柴坻堡，位于华亭县策底乡政府所在地。明代筑，清代民国因之。堡
城今已不存。

什字堡　位于今灵台县什字镇。明清时期，灵台县共有民堡３６座，什字堡为其中
一座。

章川堡　在今静宁县古城乡。 《宋史·地理志》威戎堡下记载： “东至章川堡三十
里。”北宋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由静边寨主刘沪筑，遗址今存，呈梯形，东西长６００余米，
南北宽３３０米，城内散布大量宋代陶瓷片。

同家堡　今称屯江堡，简称 “屯堡”宋代筑，位于今静宁县甘沟乡屯堡村甘沟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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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地理志》威戎堡下记载：“西至同家堡二十五里。”明、清时为民堡。

达舍堡　位于今庄浪县柳梁乡李堡村南，为北宋时所筑边堡之一。堡城依山而筑，
梯形，东墙长３０米，其余三面各长２００米。今存残垣，高２米左右。

石门堡　位于今庄浪县朱店镇与万泉乡交界之石门口山巅 （参 《文物》）。

第二节　城　池

长　城　战国秦长城位于今静宁县田堡乡至原安乡李堡村，长６２公里，循山越涧。
城墙土呈黑色，若乌龙蜿蜒。系秦昭王灭义渠戎置陇西郡、北地、上郡之后所筑。

平凉城　唐筑。历唐末，五代、至宋真宗时，近２００年，为边境线上的主要关防要
塞 （参 《城乡建设》）。

潘原城　详见 《文物》。

耀武镇　位于平凉、彭阳、镇原３县交界处，依山傍水，有内外两城，唐后期成为
平凉的重要边防要塞。

土桥古城遗址

安国城　位于今平凉县安国乡政府东。唐贞元
七年 （７９１），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城在山上，名胡
谷堡，中和 （８８１—８８４）后改今名。北宋时移城至
安国、土桥村之间泾河南，其城略呈方形。

泾州城　也称安定城，为古代陇东军事重镇，
南临泾河，北依黄塬，攀山克险，攻守咸宜。古时

有 “联络中外，翼带东西”、“关陇锁钥”、“三秦屏

藩”、 “关中襟要”之说，长期为陇东政治，军事

中心。

广德元年 （７６３）陷吐蕃，州、县均废。大历三
年 （７６８）归唐，成为唐王朝抗击吐蕃的前线指挥部
驻地。唐末为彰义军节度使驻地，五代因之。北宋

时为泾州、泾原路保定县治所；太平兴国元年

（９７６）增置彰义军节度。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韩琦、
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设府于泾州，泾州

城又成为抗御西夏的指挥中心。金大定七年 （１１６７）
改保定县为泾川县。元为泾州泾川县，属庆原路。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省泾川县，地入泾州，属平凉府，移治于泾河南岸之今泾川县城
（参 《城乡建设》）。

长武城　始建于隋开皇年间，位于今泾川县泾明乡东泾河南，是抗击吐蕃东犯的重
要基地 （参 《文物》）。

圻
!

城　又称薛举城，即今泾川县城关镇蒋家坪。隋末薛举割据陇右，在此城驻军
成为抵抗唐军西进的重要据点；薛举死，其子薛仁杲继统其兵，抗击唐军。武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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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８），唐王李世民围薛军于此城，薛仁杲兵败投降。城墙严重破损，今已看不出原城全
貌；残存东北角瓮城和两段残垣瓮城面积为６４平方米 （参 《文物》）。

当原城　位于今泾川县党原乡城刘、西联二村间。北魏孝昌元年 （５２５），农民起义
军领袖万俟丑奴攻泾州时筑，魏将崔延伯率军１２万人 “讨元”，在此城内外发生激战，

崔延伯死，魏军死伤２万余。后为堡寨，明代仍利用，遗址今存。
百里城　唐中期置百里镇，筑城以居，成为防御吐蕃的重要据点。《灵台县志》云：

百里城唐将李元谅筑，即今百里镇。史载：唐广德元年 （７６３），原州 （今固原）没于吐

蕃，泾原节度使马瞞表置行原州于百里城；贞元十九年 （８０３），行原州徙平凉。大历八
年 （７７３）吐蕃入犯陇东，唐军西部副元帅郭子仪使部将浑蠨在百里、朝那间阻击；大历
十年 （７７５）马瞞破吐蕃于此城 （参 《文物》）。

西屯城　位于今灵台县西屯乡政府所在地，《甘肃乡镇词典》记载：唐代名将郭子仪
兼宁节度使，遣部将白元光西拒吐蕃，在此地筑城屯兵，故名 “西屯”。明清时期为西

屯镇。

崇信城　地处关山东麓，泾河之南。唐筑。宋乾德元年 （９６３），置崇信县，增筑为
县城，金元明清因之。清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建炮台，浚池濠，置城守营戍守。城内有官
仓，平常年景储粮１６００余石。５０年代后城垣逐渐拆除，今只存残垣数段 （参 《城乡建

设》）。

永信城　位于今华亭县东南之神峪乡下关村。唐贞元十三年 （７９７），凤翔陇州观察
使邢君牙督军修筑，此地原名平戎川，筑城以阻吐蕃内犯。

水洛城　位于今庄浪县南北水洛河交汇处。史书记载：东晋义熙七年 （４１１），西秦
王乞伏乾归攻后秦南平太守王景于水洛城。北魏为水洛亭，属陇城县，隋因之。唐为陇

右牧监地，宝应二年 （７６３），陷吐蕃。北宋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水洛城主 （吐蕃部族首

领）铎斯那归宋，宋派刘沪驻防水洛，加筑城垣，以扼西夏。金置水洛县，以此城为治，

属德顺州。元、明、清、民国为水洛镇。１９５１年移庄浪县治于此。
通边城　位于今庄浪县通边乡。宋大中祥符四年 （１０１１）筑，庆历八年 （１０４８），置

通边寨，属德顺军。金为通边县，元初县废，地入德顺州。明、清为通边镇，属静宁州，

后划为庄浪 （参 《文物》）。

南使城静边城　位于静宁县城川乡吕家河村东，今存残垣。唐时陇右是朝廷牧养官
马的主要地区，曾设陇右牧马监，统一掌管牧马事宜，下设东西南北４使，领导各监场
牧马工作。贞观年间筑南使城，宝应元年 （７６２年）陷吐蕃，官马被劫，南使遂废。后
为吐蕃部族牧地，语讹为 “南市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秦州知州曹玮复筑南
使城，防御西夏。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筑城毕功，宋廷赐名 “静边寨”，取 “安静宁边”

之意，属德顺军。金大定年间，升为静边县，寻复为寨。

静宁城　详见 《城乡建设》。

威戎城　又称威戎堡，位于静宁县威戎镇所在地。北宋初筑堡，绍圣四年 （１０９７）
加筑为城，属德顺军，以 “威慑西戎”之意取名。金升为威戎县，元初废县，地入德顺

州，明清为堡。古城垣大部已毁，只残留５０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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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机　场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 “七·七”事变后，为抗日需要，国民政府指令各地修建飞

机场：

平凉机场　位于平凉市东３５公里处，海拔１３１６米，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修建，２４
年元月扩建。东西长９８０米，南北宽４５８米。解放战争期间，平凉机场成为国民军进攻陕
甘宁边区的重要军事基地。解放初和８０年代初两次扩建，跑道用水泥、沥青处理。后为
空军备用机场。

平凉机场的飞机 （１９７６年）

静宁机场　位于静宁县城西
２６公里处，海拔 １６５０米，抗日
战争时期修建。面积 ２４００米 ×
８００米，土质跑道，长 ２４００米、
宽６０米。建有平房３间，供导航
人员使用。因机场原系征用当地

农民土地，民国时一部分已被农

民耕种；剩余土地５０年代初期由
该县劳改队、社会福利院、中学、

技校占用。１９５８年总参谋部批示
保留，以作西安、兰州间的备降

场地，但一直未收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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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兵　役

第一节　屯田兵　世袭兵　府兵　募兵

屯田兵制　商周时期，主要实行以田养兵，计田出兵，平时力役以耕田，战时编农
为卒，称屯田兵制。

战国时期，秦孝公始行征兵制。凡年满１５岁男子，须向官府登记，称为 “傅籍”，

随时应征服兵役。所征对象１５至６０岁。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年龄为２３至５６周岁男子。
西汉初，对秦制略加改革。从２３岁起服兵役２年。１年在本郡服役，习骑射等，称

“正卒”；１年守护京城或戍边，称 “卫士”或 “戍卒”。期满还乡为民作后备兵，有事可

出征，至５６岁免除兵役义务。同时，又采用募兵制，招募勇士，以抗匈奴。
世袭兵制　三国魏时，把所有户口分为三种：一为普通户，归郡、县管理，种田交

租出劳役；二为屯田户，归典农都尉管理，专为国家种田，交纳租粮；三为军户，或称

“士家”，归郡府或州郡的 “代领” （军士官员）管理，专服兵役。实行父死子继、兄终

弟及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年龄为１６至６０岁。
两晋时世代为官的大族，逃避兵役，庶民只有向国家交租纳税出劳役，才可免服兵

役。唯军户被强制世代为兵。

金代 “壮者皆兵”制。

元初，凡１５至７０岁的蒙古男子 “尽佥为兵”。后因兵源不足，又规定汉人２０户出１
兵，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凡当过壮士和强丁的均为兵户，世代为兵。

明朝实行卫所兵制，卫、所的 “军士”也是世袭兵。有起义的从征兵，有从元军中

收容的归附兵，有因犯罪而被谪发的罪徒兵，还有从平民中征调的 “垛集兵”。卫、所的

兵士少数驻防，多数屯田，农闲训练，农忙耕作，战时出征。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各地
组建 “民壮”，在本地操练，遇警调发，事毕仍复为民。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改行募兵制。

清代，凡１６周岁旗人子弟尽为兵，世代相袭。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始招募汉人，称
绿营兵。一人在伍，全家编入兵籍，父在子为余丁，父死子继。

府兵制　北魏，世兵制逐渐衰落，但无法完全废除。北齐天保元年 （５５０），颁布府
兵制。

唐代，府兵制为主，募兵补充。府兵大部分农耕，小部分轮番到京师戍卫或戍边。

战时出征，战事结束，兵归于野，将归于朝。凡２６至６０岁有受田的人，均有服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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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元年 （７１３），改为２５岁服兵役，５０岁免除。府兵经严格挑选，每年一次。
募兵制　宋代，主要实行募兵制，或募当地百姓，或取营武子弟，或募饥民、或用

罪配之民。兵分四种：禁兵、厢兵、蕃兵、乡兵。禁兵 （即禁军）为朝廷直接掌握的正

规军，从全国各地招募，服役无期限。厢兵在当地选募。蕃兵由边境少数民族编组而成，

协助禁军戍边。乡兵，亦称土兵、民兵，由本州寨户每３丁选１，选精壮者为义勇。咸平
四年 （１００１）后，每家出一丁，名 “保毅军”，为强人弓手，衣食费用自备，当地训练，

守卫乡土。

第二节　征兵　义务兵　志愿兵

征兵制　民国前期，新兵由驻军自行招募。２２年 （１９３３），南京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 《兵役法》，始实行征兵制。２０至４０岁男子服常备役，其余服国民兵役。名为征
兵，实为抓兵。２６年 （１９３７），对年满 １８至 ４５岁男性公民实行抽签拔丁。３０年
（１９４１），试行以驴代丁。３２年 （１９４３），又实行以骡代兵。

义务兵役制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６月后，区内实行义务兵役制。每年实行壮丁抽签，准
者从军。由于壮丁不愿从军，加之各乡、镇填报假户口，造成无丁可征；其次出现有钱

人送礼免征、雇顶、买卖壮丁等现象，导致穷苦人家被强迫抓去。３４年 （１９４５）８月１０
日，中央通电，从９月起，全国禁止征兵１年，但当年省政府仍下达征兵任务。３５年
（１９４６）初，平凉县已完成补充国防军任务，１１月８日，省政府又令征新兵５００名。各县
上书要求免征。１２月３０日，省军区准于征集半数，其余缓至下年征集。一些知名人士再

扫雷英雄姚显儒在

朝鲜战场排雷

次上书，无果，实征２５０名。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颁布，

是年冬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应征对象为１８至２２岁男性公
民。其中平凉市、县应征入伍的５２９名，庄浪县１９４名，华
亭县１４０名，灵台县１６４名，崇信县８５名。

志愿兵役制　３７年 （１９４８）实行志愿兵役，平凉县政
府和８２军联合组织 “志愿兵团”。次年初，平凉等县成立

了 “志愿军招募委员会”，印发传单，劝导汉、回青年从

军。结果，无人报名，遂下令抓兵。仅泾川县被８２军抓去
２７００余人，华亭县亦抓兵６００余人，其他各县数额不等。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是年冬，
全区各县 （市）动员征集志愿兵。形成父母送子、妻送夫、

兄弟相争报名参军的热潮。１９５１年春，全区有６８６３名青年
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其中平凉县１０８９名，庄浪县６０８
名，华亭县１３６名，泾川县９３８名，静宁县１４９７名，崇信
县１７２名。

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兵役制　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０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

５９３１第十八编　军　事



《兵役法》，确定实行义务兵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服役期满成为

技术骨干的，经申请，批准后可改为志愿兵。服役期改为志愿兵之日起至少８年，至多
１２年，年龄不超过３５岁。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修改的 《兵役法》中，规定志愿兵实行分期服现

役的制度，其期限从改志愿兵之日起，至少３年，一般不超过３０年，年龄不超过５５岁。
根据需要，志愿兵也可直接从公民中招收。志愿兵服役满１０年以上退出现役的，由国家
负责安排。连续服现役３０年的，可按退休安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７２年全地区无征集新兵任务；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０年部分县

（市 ）每年冬春两次征集新兵。１９８４年后，义务兵期限为陆军３年，海、空军４年；超
服役期限为：陆军１—２年，海、空军１年。从１９９９年起，将陆、海、空三军义务兵服役
期限一律改为２年，并取消超期服现役规定。

部分年份平凉地区义务兵征集表

单

位
征
集
数

年
份

合计 平凉市 静宁县 庄浪县 华亭县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１９６９ ４１２４ ５６０ １１６４ １０２０ １３０ ４０１ ６５９ １９０

１９７８ ２３５８ ６７８ ７０４ ２７１ １６０ ３５０ １４５ ５０

１９８５ １４５６ ３４０ ３０５ ２６０ １１０ ２２１ １６０ ６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６ ５１５ ５４１ ２８０ ２００ ２３０ １５０ １１０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１ ２１７ ２０９ ２３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４５

２００２ １４１０ ２７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５０ ７０

预备役　平凉地区从１９５４年开始，对１９５０年７月后复员、转业的军士和在军事系统
内相当于军士以上军衔的工薪制人员，进行了预备役登记。１９５５年７月再次实施预备役
登记。１９５８年春，各县以复员军人为骨干，配合适龄青年组成基干民兵，即一类预备役，
普通民兵为二类预备役。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各县对义务兵进行调查登记，建立预备役军人登
记卡片。１９８４年新 《兵役法》颁布后，凡符合兵役条件而被征集服役的男性公民和退出

现役而应当继续服预备役的军官和士兵，在规定时间进行了预备役登记，分别服军官和

士兵预备役。

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１日，组建平凉陆军预备役师，驻平凉市，编制兵员１９３９２人。预备役
师由静宁、庄浪、灵台、泾川各组１０个团，平凉市组建直属分队。８４个乡 （镇）、９６３
个村、１３３个厂矿单位担任组建任务。翌年１０月撤销。
１９９６年６月，军分区对全区当年退伍军人进行预备役登记。全区共接收退伍军人７８９

人，确定服预备役的７６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兵３４９人。全区服预备役总人数为１３４４６
人，其中２８岁以下的有６０７４人，２９至３５岁的７３７２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４３９０人，占
预备役总数的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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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驻　军

汉高祖元年 （前２０６），秦雍王章邯所部驻北地郡一带，二年，被汉将郦商所破，遂
为汉军所据。文帝十四年 （前１６６），都尉孙?率部驻扎。

更始元年 （２３），隗嚣起兵后，命王元、行巡、王猛、牛邯等将率部１０万，分驻安
定郡：行巡守番须口，王猛塞鸡头道，牛邯镇瓦亭。

三国魏太和二年 （２２８），魏大将曹真率大军驻守安定郡。
前秦永兴二年 （３５８），前秦主苻坚派部驻安定。
后秦弘始十年 （４０８），夏主赫连勃勃率骑２万，进屯平凉。
夏赫连定胜光元年 （４２８），赫连定收余众数万退驻平凉。胜光三年 （４３０）十二月，

魏军占领平凉。

北魏太昌元年 （５３２），西行大道台贺拔岳移军近陇，在平凉及西界布营数十里。永
熙三年 （５３４）二月，贺被杀害，宇文泰总理平凉之师。

隋大业十三年 （６１７）六月，薛举率部据泾州圻
"

城 （今泾川县城东北十五里）。是

年十二月，唐兵入驻泾州。

唐武德九年 （６２６），燕王罗艺镇泾州，驻军弹筝峡与华亭以备突厥。代宗大历三年
（７６８）十二月，马瞞率四镇北庭行营兵进驻泾州。高宗开耀元年 （６８１）正月，突厥袭击
原、庆等州，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泾州设防。德宗贞元三年 （７８７），汴州将宣武节度使
刘昌以汴兵８０００戍泾原一带。是年德宗命潼关节度使骆元光 （后改名李元谅）率所部军

屯潘原 （今平凉曹湾庙底下），以声援唐蕃会盟。次年洛部驻军良原。是年，刘昌为四镇

北庭节度使，驻军平凉等地。

宋在泾原路常驻军不下５万人，神宗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将泾原路驻军扩编为十一将
（军事组织），其中第八将驻水洛城。绍圣元年 （１０９４），第二将驻水洛城，第九将驻静边
寨。元丰二年 （１０７９），第七将驻德顺军，第九将仍驻静边寨。哲宗元八年 （１０９３），
刘昌祚知渭州，括陇山闲田１万顷，招募弓箭手５０００人，分驻各地。为加强西部防务，
九年，刘昌祚亲率１万人驻守德顺军。绍兴三年 （１１３３），宋将吴瞞镇守瓦亭。

金宣宗贞三年 （１２１５），金主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凉。兴定三年 （１２１９）四月，金
选精兵６万人，分屯平凉府及泾、、乾、耀等州。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平凉卫指挥秦彪率士卒５０００人，分驻府城及附近州县。宣德
五年 （１４３０），韩王府有护卫军１８０５人，群牧所旗军４６６人驻守至嘉靖时。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４所有兵丁５８００余人，韩府卫队 “东中护卫”有左、右、中、前４所，食粮步
兵３００人，安东群护千户所有食粮旗军２１０人，驻防守卫５１０人。成化四年 （１４６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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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卫４４８０人分驻府城及各地。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固原兵备陆梦龙遣姜永跃代理中军
事，统兵驻防静宁。八年 （１６３５）二月，洪承畴部艾万年率军驻守平凉。

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清以协营汛兵防守 （参前）。三年后，平凉设城守营游击。同

治元年 （１８６２），陕西巡抚派佐领双英领兵３００驻泾州。二年 （１８６３）十一月，固原提督
雷正绾率部１５营驻泾州。五年 （１８６６）湘军总兵沈玉遂部６营、３０００余人，平凉作战后
驻防安定 （今定西）。六年 （１８６７），蜀军提督徐占彪部统领黄鼎率５营３０００人，由泾州
进军平凉，击败回军穆生华部后，开赴静宁、庄浪等地作战。七年 （１８６８）六月，楚军
杨岳斌部总兵周绍濂率５营２０００余人驻防陇东。高连升部６营、３０００余人，先驻平凉，
后转战定西、河州等地。魏光焘部，先屯驻庆阳，后任平庆泾固道，其部驻防陇东。八年

（１８６９）五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由陕西进驻瓦云驿 （今泾川飞云镇），立大

营于毛家坳。是年十一月，左部进驻平凉。十年 （１８７１）七月，左部离平进驻静宁，八
月离静驻定西。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４月，固原提督张行志率兵１０营 （原甘肃陆军第二标，后改为巡

防军、壮凯军）进驻平凉。

３年 （１９１４）５月，陕军陈树藩率部驻扎静宁。
４年 （１９１５），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率３６营兵驻平凉及陇东各县。
５年 （１９１６），陇东巡防游击步队第四营９４０人、第八营１８３２人、炮兵一营３００人

（炮马 １０８匹，乘马 １０匹）、马队第三营 ４１４人 （乘马 ３３０匹），驻防平凉。７年
（１９１８），分２０００人驻防华亭。
９年 （１９２０），张兆钾任陇东镇守使兼壮凯军邦统，壮凯军共编１６营，官兵３５２４人。
１０年 （１９２１）１月，张部两营派驻泾川。
１４年 （１９２５），陇东骑兵支队一连驻防静宁。
１５年 （１９２６）８月２８日，张部退出平凉。
是年，９月７日，国民军西北联军第二师孙良诚部进驻平凉，吉鸿昌旅驻泾川。１０

月，孙部移防西安，陈树德独立旅来平接防。是月，第四师 （师长冯治安）也移防平凉。

１１月，“西北军军官学校”（校址宝塔院，校长王文彬）在平凉建立。１２月，冯玉祥率联
军主力部队来平，月内离平去西安。

１６年 （１９２７）２月，军官学校迁往西安。是月，陈毓耀率部来平接防。
１７年 （１９２８）６月，十二师副师长赵朴任城防司令。是年冬，陈毓耀部移防河南。
１８年 （１９２９）８月，国民军第二十一师驻防平凉。
１９年 （１９３０）１月，国民军七十六师驻防泾川。平凉警卫团驻防华亭。４月，高树勋

率驻平联军开往西安。５月中旬，鲁宗义旅长率部移防平凉。６月６日，陈皀璋率部来平
驻防。是年，黄德贵所属第二旅一部驻庄浪，数月撤走。

２０年 （１９３１），甘肃新编第一军第十旅一个营驻庄浪，数月撤离。５月，石英秀旅驻
静宁，次年１月１８日移防庆阳。仅九月余，拉兵索饷，搜刮拷掠，民苦。

是年７月，新编第十三师第五旅、七旅驻平固交界处，补充旅、警备旅、教导团、
新兵营及师部驻平凉城内，骑兵团驻东郊，一旅驻灵台，二旅、七旅驻平凉，三旅驻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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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一旅三团驻华亭。１１月，十七路军第十七师杨渠统四十九旅、段象武五十一旅及段
国璋运输部队抵平凉。数月后，留四十九旅补充团、九十七团一营及运输部队，其余会

同新编十三师所属第三旅及两个骑兵团进兵兰州。

２１年 （１９３２）１月２３日，十七师岳铁僧营驻防静宁，２月１６日移驻固原，次日由该
师何营接防。何至静宁，截路拉兵，搜刮勒索，地方不宁。２月１０日，陈皀璋留守平凉
部队被杨志恒部击败，杨部补充旅占据全城。是月，孙蔚如十七师改编为三十八军，其

所属四十九旅、五十一旅、补充一、二旅驻防平凉及陇东各县。王毅武团驻静宁，不扰

民，人多称赞。

２２年 （１９３３）初，三十八军主力移防天水，参谋长张绍廷率补充一、二旅留守平凉，
新编十一旅二团驻庄浪，补充三旅驻静宁，三团一营驻防华亭。

２３年 （１９３４）６月，第十一旅石英秀部再次接防静宁。１１月，杨渠统部调防河南开
封。１１月至年底，先后有马鸿宾三十五师、杨步飞六十一师、毛炳文三十七军驻防平凉、
泾川等地。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５月，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所属一○七师、一○八师、一一七师及
直属一○五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一部驻平凉县东关；东北军一步兵营驻泾川；６月，骑
兵第三师接防静宁。１２月，西安事变后，一○五师移防西安，骑兵第二军所部离平西开。
是月，陆军二十四师李英率部接防静宁。

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李部移驻张家川，第四十二军所属九十七师孔令恂部接防。３
月，第一军周祥初第四十三师两个团驻防平凉、泾川。九十七师移防平凉。何鼎文新编

二十六师驻防静宁，扰民尤甚。是年，甘肃交通司令部骑兵团一连驻防界石铺，至３０年。
２７年 （１９３８），一九一师移驻平凉。３月，九十七师所属３个团移防泾川。冬，二十

六师移防固原。三十六集团军所属预备第七师驻防静宁。

２８年 （１９３９）冬，第七师移驻隆德、固原。第三师驻防静宁。第二十七军驻防平凉
一带。

２９年 （１９４０），甘肃省保安第三团及直属新兵大队、机炮分队驻平凉。甘肃保安第七
团驻静宁。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２月，骑兵第三军谭辅烈率部接防静宁。是年，九十七师骑兵一连驻
华亭。

３１年 （１９４２）春，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总部驻静宁，６月，移驻平凉，由陆军第七
师周世龙部许子良营接防。三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防平凉及陇东各县。是年７月，一
九一师五七二团驻防泾川。

３２年 （１９４３），一九一师五七二、五七三团及第七师二十二团三营迫击炮连驻静宁界
石铺。

３３年 （１９４４），陆军骑兵第一师张绍成率部驻静宁，五十九师二、三团接防泾川，省
地方部队一个营驻庄浪。

３４年 （１９４５）９月，三十八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军移防西安、河南 （其司令部留守处

仍驻平凉），由三十六师、二四七师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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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年 （１９４６），张绍成新编骑兵第一旅１个团驻庄浪。９月，骑第一旅移防庆阳，１０
月，白宝山骑兵第二旅 （１２３２人，马６９４匹，驼１８４峰）接防，后由保安第七团接防。
３６年 （１９４７），省保安三团等部移驻镇原。４月８日，马继援八十二师进驻平凉，一

星期后，留师直特务营及骑八旅二团驻飞机场、马振武团驻泾川、骑三团驻华亭。年底，

驻平四十二军等部移驻西安。

３７年 （１９４８）初，八十二师扩编为八十二军。是年，该军骑兵第三团驻水洛。甘肃
保安一、三团合并为补充二四七旅后驻平凉。４月，整编新四旅副旅长李焕南率部增防静
宁。５月中旬，李部开往崇信、灵台。夏，八十二军属骑兵旅三团驻华亭安口。１１月，
骑一师马少辅所部由静宁移防镇原，由陈焯陆军独立第二四七旅接防。马福泰团调离泾

川，高登瀛团接防。

３８年 （１９４９），甘肃省保安第二、三、四纵队驻平凉，７月全部调离。３月，八十二
军骑兵十四旅驻静宁，８月４日撤离。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七三九团及骑兵旅驻庄浪。是
年５月２６日，青海兵团所属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宁夏兵团所属一二八军、十一军共约
１０万人集中平凉，组成联军，由马继援兼任总指挥。６月５日，其主力分三路进兵陕西，
随后马鸿宾八十一军移防平凉，不久撤回宁夏。７月１０日，宁夏兵团一部由陕西退至泾
川、平凉四十里铺及城区驻防，２７日，全部撤至三关口、青石咀一带。

民国３３至３８年７月，国民军各部驻平凉留守处、办事处有：第八战区司令部办事
处，第一十七集团军办事处，第三十八集团军五十七军及所属九十七师、四十二军及所

属一九一师，第三军属七师留守处，第九十二军留守处，陆军暂编五十九师、五十二师

三团留守处，第二十六师留守处。

后勤供给部队有：军政部驻甘第四仓库、八十七医院、第一军需整理站，后勤部军

邮二○二局、第一被服站，陆军预备通信处，第八战区总监分部第一仓库、第六支队、
直属第二兵站、后勤运输处、第二兵站支部，第一战区第三十八军兵站分监部，联勤第

八补给区六十支部及监护连、第一二六、一七三、三一七、三二五、三三四、三三二、

三七三分站，八十二军补给站，后方野战医院，辎重汽车十三团，兰州军需局鞋袜分厂，

第三十八集团军四十二军仓库、五十九军修械所，第二二四军军械交付所，第三二○军

红二十五军军旗

军械库，第二汽车保养团，第五卫生汽车队，荣誉第三十

四大队等。

红二十五军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中国工农红
军二十五军３０００余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
军长徐海东率领下，１３日从通渭县新景乡 （即大寨子）

进入静宁县境。１４日进驻县城以北小山村。１５日进驻静
宁单家集、隆德兴隆镇，休整３天。１８日翻越六盘山至瓦
亭附近，冲破国民军三十五师一○五旅堵截，出三关口。
１９日从平凉县城西安国镇上北原占领虎山墩。２０日进至
平凉县白水镇。２１日经平凉县花所镇进泾川。２３日移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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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什字、崇信县木林等地，并派小分队赴灵台县、崇信县及华亭县的安口镇。３０日，
从崇信黄花尖谷山出发，途经平凉四十里铺，到达香莲，３１日经草峰镇进镇原。

红一、二、四方面军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９月，红一方面军左路军团特别支队 （由

红二师组成）从固原县豫旺堡、黑城镇出发，南下静宁县单家集至界石铺以北地区驻防

４２天，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３０日，红一军团二师属骑兵二团组成的战略支队
从静宁单家集至威戎镇、庄浪 （南湖镇）。１０月８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在
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一军团一师会师。１０日主
力在会宁会师。１７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从通渭陇川乡进入静宁田堡、四河、红寺等乡
镇。２１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到达静宁平峰镇 （现属西吉）与红

一军团领导左权、聂荣臻会合。２２日，在将台堡又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司令部会师。
红二十八军、三十二军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２月３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三

十二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组成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的追击军，从

宁夏大水坑等地移驻平凉郊区。罗炳辉亲自进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城防

部队一○七师师长金奎璧、平凉专员刘兴沛等会见。７日，部队分别移驻崇信、灵台、泾
川等县及华亭安口一带。

三五九旅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８月２６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七一九
团，由陇县以西进入华亭县上关和崇信县的神峪 （１９５８年划归华亭县）。２７日，经崇信
的赤城以南，到达灵台的龙门、上良。２８日，分两路行军，一路从什字进入泾川，经凤
翔路口、庙头过泾河入宁县；一路经什字、西屯过黑河川至泾川的飞云镇。９月２日，三
五九旅副旅长徐国贤率领的七一七团由清水县白庙，经庄浪边境越关山，经华亭马峡、

十九兵团进入陇东地区

山寨、河西进入化平 （泾源），从平凉安国穿越西兰

公路进入镇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民国 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１２日，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４个纵
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陇东和西府进军。右路军于

２２日进驻灵台县城。５月２日，西野主力从宝鸡经
陇县进入灵台新集、朝那、百里和崇信木林各镇。３
日，占领灵台什字、独店、梁原各镇。另一部分进

驻崇信县城。４日，西野主力进逼泾川县城，右路另
一部从崇信进驻平凉白水、花所乡。５日，主力北上
镇原。

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４日，十九
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和六十五军一九五师分两路

进入灵台。２８日一九五师进驻崇信县城。３０日，十
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率领下，由泾川进驻平凉。８
月８日，除六十三军留守外，其余部队离平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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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７月，十九兵团进入平凉举行庆功大会

十九兵团骑兵第六师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由宁夏吴忠移防平凉，师部及十七团驻飞

机场，十八团驻甲积峪。师长刘春芳，政

治委员王功学。１９５２年秋缩编为西北军区
独立骑兵第五团，移驻固原。

骑兵第一师 （９０２１部队）　１９５３年３
月，该师一部由陇西移驻平凉四十里铺、

八里桥。９月，全师大部移驻平凉县。师
长胡德利、政委李九虎，副师长孙继力。

１９５８年８月，部队开往甘南平叛剿匪，教
导队及后勤部队留守平凉。１９６０年８月，
留守部队移防临夏。

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 （８０３７部队）　１９６０年８月中旬，该师一部由临夏移驻平凉，
师部驻飞机场，师长杜绍三，政委肖潮。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移驻宁夏。

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 （８４８０６部队）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由宝鸡驻防平凉县，师部驻七里
店，一八七团 （８４８５５部队）驻四十里铺镇，炮兵团 （８４８６３部队）驻八里桥。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改编成武警部队，仍驻平凉。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医院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骑兵第六师卫生处、步兵第八师卫
生所、平凉军分区卫生所合并，成立西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医院，院址在西大街

（今行署院），总编制５００人，设病床４００张。１９５４年５月迁至盘旋西路１４号，改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医院。１９５９年，医院曾随骑兵第六师进西藏。１９７０年，原第六医
院改名五一三医院，移驻陕西省延安县。其后，第六医院建置由二十五医院的两个卫生

所扩编充实。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医院，设病床３００张。１９９９年４月撤销。
兰州军区第二通讯总站四营 （８４５４３部队）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由１名干部和两名

战士在平凉地区邮电局承担军内长途载波通讯任务，１９７５年４月另立军站，称兰州军区
通信总站四营，营部及第十二连驻纸坊沟。

兰州军区空军第十六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 （８６１４０部队）　１９６９年，第十航空学校
第四训练团 （兰字０３１部队）由陕西户县移驻平凉。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改称空军领航学院第
三训练团，迁陕西榆林。１９７４年５月迁回 （改称兰字５９５部队）。是年１０月，两个飞行
大队由咸阳迁平凉，驻宝塔路南。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改称成都空军第二飞行学院西安分院第三
训练团，由成都军区空军接管行政，兰州军区空军接管供应。

兰州军区后勤部第二十六分部 （８４９０７部队）　１９７１年５月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基地兵站 （２３４部队）由兰州移驻平凉盘旋西路２２２号。１９７５年改为８４５９９部队。
是年１２月，组建为兰州军区后勤部第二十六分部。１９９９年４月撤销，组建兰州军区联勤
部第二十六分部善后办。原机关组建陕西省宝鸡市预备役保障旅，下属油料库 （二处，

驻址甘沟）、综合库 （三处，驻址崆峒乡）移交兰州军区联勤部第二十七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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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要战事

第一节 兵　事

萧关拒奴 　汉文帝十四年 （前１６６），匈奴老上单于率１４万骑兵入朝那萧关，大败
汉军，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与甘泉

严重威胁京师。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１０万，部署于长
安附近。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敕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率

兵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欲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

劝阻，乃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车骑合２０万，匈奴留塞内月余乃去。
光武征嚣　西汉更始元年 （２３），成纪 （今甘肃静宁）隗崔、隗义等起兵应汉，推隗

嚣为上将军，号称１０万之众，移檄郡县，讨伐王莽。隗先后攻杀王莽雍州刺史陈庆，镇
戎大尹李育，又进兵安定，杀安定大尹王向。次年，更始帝征嚣等到长安，授其右将军，

进职御史大夫。后因关中形势不利，嚣欲挟持更始帝，事发，逃出长安至陇西。东汉建

武二年 （２６），赤眉军离长安欲西上陇，嚣使将军杨广迎击，败之于乌支、泾阳间 （今平

凉市西部）。六年 （３０），光武帝刘秀令嚣征蜀，嚣推诿不行，光武帝决定讨伐他。七年
秋，隗嚣以步骑３万侵安定，欲直捣长安，至阴?，汉征西将军冯异遣军拒之。八年
（３２），光武帝全力讨隗嚣，被阻于陇坻，不得进。汉中郎将来歙率２０００人，伐木开道，
自安民县的阳城、番须、回中、直取略阳，斩隗嚣守将金梁。隗嚣大惊，派大将王元拒

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牛邯屯瓦亭。隗嚣自领大军围来歙于略阳。闰４月，刘秀亲率大
军攻隗嚣，河西窦融率５郡太守及羌、小月支等步骑数万，辎重５０００余辆，与大军会师。
分兵数道度陇山，隗嚣大将牛邯先降。相继有大将１３人，众１０万皆降，略阳围解。十年
（３４）嚣被汉诛。

羌族反汉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 （１０７），凉州羌人起义，声势浩大。起义军东进，接
连击败汉军。五年 （１１１），因汉兵屡败，羌势日盛，迁寄安定郡于美阳 （今陕西武功县

境）。七年 （１１３），汉骑都尉马贤，护羌校尉侯霸击羌族一部于安定，虏千余人，获牛羊
等牲畜２万余头。元初四年 （１１７）冬，马贤、任尚复进攻此地，贤先至安定，被羌人击
败于青石岸 （今泾川县西北），尚引兵至高平，继而合兵并进，在北地相持６０余日。后
来汉采取募人暗杀的手段，将羌族主要首领昌零刺杀。十二月，战于富平河上，斩羌５０００，
狼莫逃走，得所掠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驼１０余万，降卒万余人，安定才略平静。

东汉永和五年 （１４０），羌众又起，汉拜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州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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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万进讨。第二年，马贤率部骑５０００进至安定射姑山 （镇原县境），遇伏，马贤与二子

皆战殁。东西羌联合，声势大振。汉帝大怒，将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迁安定郡于扶风。

汉安二年 （１４３），汉护羌校尉赵冲攻击烧何羌于参 ，斩首１５００级，获牛羊驴１８万头；
复追击烧当羌于阿阳 （今静宁县境），斩首８００余级，降者３万余户。

延熹九年 （１６６）秋，东羌两次起义。第三年，灵帝继位，起用段赹为破羌将军。建
宁元年 （１６８）春，段赹率领汉兵１万余人，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羌战于逢义山，羌
众大败，斩杀８０００人，获牛马羊２８万头。羌兵南下，到达泾阳 （今平凉市境）时，只

余２万多人。第二年，瓦亭山一战，羌兵再度失利。主力部队奔聚射虎谷 （秦安县西

南），段赹率部设埋伏，１９万羌人被杀，降者４０００多人，分别安置到安定、汉阳、陇西
三郡。

渊破韩遂 　东汉建安十九年 （２１４），魏将夏侯渊追击韩遂至略阳，诸将请攻兴国
（秦安县城），渊以为兴国城固，不可得，而韩遂兵多长离川 （今葫芦河）羌人，不如击

长离，羌人回救其家，在野战中击之。渊乃率轻骑至长离川，烧羌人村屯。韩遂果回救

长离川，与魏军对阵。诸将欲结营作堑，渊告诉诸将：“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堑，则士

众罢弊，不可久。贼虽众，易与之。”乃一鼓作气，大破遂军，得其旌麾，还军略阳。

两秦之战　前秦太初元年 （３８６）七月，后秦主姚苌率军攻击前秦平凉太守金熙。四
年 （３８９），姚苌遣其中军姚崇袭苻登，登引军迎击，大败姚崇，俘斩２５万人。接着进
攻苌将吴忠、唐匡于平凉。登以尚书苻硕原守平凉，率军进击苟头塬，以逼安定。苌遂

率精骑３万夜袭大界，杀苻登之妻及二子、名将数十，驱掠男女５万余口而去。登收余众
退屯胡空堡。八年 （３９３），前秦右丞相窦冲叛登，自称秦王，登攻之。冲请救于姚苌，
苌遣太子姚兴乘虚攻击胡空堡，登引军还。姚兴遂袭平凉，大获而归。九年 （３９４），登
闻苌死，乃率所有兵马与后秦战于废桥，争水不得，军士渴死者十之二三，遂溃败，登

单骑奔雍。其弟苻广闻前方败，弃城众散。登至无所归，乃奔平凉，收余众入马毛山。

十二月，姚兴率兵至安定泾阳 （平凉西），与登战于马毛山南，斩登。

秦夏之战　后秦弘始九年 （４０７）六月，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十年 （４０８），勃勃
与后秦将战于青石塬 （泾川县西北），败之，俘斩５７００人。是年，姚兴又遣左仆射齐难
率师２万征讨勃勃。义熙五年 （４０９），勃勃又率骑２万入高岗，及于五井，掠平凉７０００
余户以配后军，遂进屯依力川 （日本人考证为今平凉市）。六年 （４１０），勃勃遣其尚书胡
金纂攻平凉，秦主姚兴率兵救平凉，击杀金纂。勃勃又遣左将军罗提攻宝阳大掠而还。

七年 （４１１），勃勃率骑３万攻安定，与秦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塬 （泾川县西北），大败杨

佛嵩，降其众４５万，获马２０００匹。十一年 （４１５），勃勃派其子赫连建率数千骑入平
凉，与姚恢战于五井，擒平凉太守姚军部。

夏魏之战　夏胜光元年 （４２８），夏主赫连昌率将卒攻击安定北魏守将奚斤，昌轻敌，
亲自上阵挑战，被魏监军安颉伏擒。其弟赫连定收余众数万退保平凉称帝，改元胜光。

魏将奚斤自以为元帅，而擒昌之功不在己，便选精骑追赫连定于平凉城。赫连定设伏兵

与马毛山，前后夹击，魏军大败，奚斤被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夏胜光三年 （４３０），
赫连定移关中３万户以实安定。是年九月，赫连定率军东援富城，留其弟社干及渡洛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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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平凉。十一月魏太武帝亲征平凉，大军至北塬，招降社干，干等不从，赫连定闻平凉

危急，率步骑３万回救，至鹑觚塬下被魏军击败，定受重伤，单骑西奔上絡。魏主掘堑
围攻平凉，十二月，社干、渡洛孤投降，平凉归魏。

党原之战　北魏正光五年 （５２４）四月，高平镇匈奴人赫连恩聚众响应六镇起义，推
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六月，秦州薛珍等杀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为秦王，不久莫折

大提死，其子莫折念生领其众，称天子，封其弟莫折天生为高阳王。十一月，莫折念生

攻泾州，败光禄大夫薛蛮于平凉东。魏孝昌元年 （５２５），魏以尚书右仆射齐王肖宝夤为
西道行台大都督，大将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正月，崔延伯大破莫折念生于黑水。

斩１０余万，追至小陇山。为援救莫折念生，四月，胡琛派部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进兵
泾州，魏泾州守将卢祖迁飞章告急。肖宝夤与崔延伯率甲卒１２万，铁骑８０００，与卢祖迁
会师泾州。万俟丑奴率部驻扎在泾州北７０里之党原城 （今泾川县党原乡），崔延伯负功

矜胜，骄傲轻敌，伐木造大排，内以锁相连，使强卒背负，辎重在内，战士在外，谓之

排城。自泾州沿塬北上。丑奴已先派骑兵数百名手执文书请降，肖、崔信以为真，放松

戒备，而丑奴部将宿勤明达突然从东袭来，请降的骑兵也由西进击，两面夹击。崔延伯

率部冲杀，万俟丑奴乘机率部反扑，杀入排城，崔军大败，损兵２万。
肖宝夤退守泾州。崔延伯耻于战败，却不与主将商量，乃募精兵，又以泾州向党原

城进军，距丑奴彭坑谷栅七里结营驻扎，独自领兵袭击丑奴，万俟丑奴设伏兵攻击崔延

伯，崔中流矢被杀，士卒死伤近万人。

孝昌三年 （５２７）七月，万俟丑奴称帝于高平。建明元年 （５３０），魏以尔朱天光为使
持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侯莫陈悦

为右大都督，率军征讨万俟丑奴。丑奴被贺拔岳击败，弃泾州欲趋高平，贺拔岳率轻骑

追至于平凉长平坑，生擒丑奴，进逼高平。

水洛城之战　建明元年 （５３０），万俟丑奴兵败于平凉，死于洛阳，其将万俟道洛尚
守原州。是年夏，尔朱天光合兵攻克原州，道洛逾陇投奔王庆云。庆云喜，乃称帝于水

洛城，任道洛为大将军。七月，尔朱天光由高平进围水洛，庆云、道洛出城迎战，道洛

臂中箭。魏军攻入东城，庆云退守西城。西城无水，兵众热渴。天光遣人告庆云：“今为

小退，任取河饮。”魏设伏兵于城外，在城北制云梯，入夜，庆云、道洛突围，误入伏

兵，为其所擒。魏兵登梯上城，尽俘其众。次日，坑杀王庆云余众１７万人，分其家口
为奴。

永熙元年 （５３２），魏以贺拔岳为西行大道台。二年 （５３３）八月，贺为据要害，移军
近陇，驻扎平凉，托言牧马而布营数十里。三年 （５３４），贺被侯莫陈悦诱杀，其部散归
平凉，迎贺部司马、夏州刺史宇文泰统帅平凉之师。宇派部将杜朔周驻军弹筝峡。四月，

宇文泰亲率兵出原州木峡关进讨侯莫陈悦，侯莫陈悦原驻军水洛，闻大军到来，留兵１
万守水洛，退走略阳。宇文泰到水洛，军民出城投降。宇文泰即率数百骑进军略阳，南

秦州刺史李弼遣使约为内应，破城，俘获万余人，马８０００匹。侯莫陈悦及其子数百人向
北逃去，宇文泰追至牵条山 （六盘山）斩侯莫陈悦。

泾州之战　隋大业十三年 （６１７）四月，薛举称帝于金城 （今兰州），据有陇右各地。

５０４１第十八编　军　事



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薛举发兵泾州攻长安。六月，据泾州圻
"

城 （今泾川县东北１５里，
俗称薛举城），游骑至汾、岐。唐使秦王李世民率兵迎击。世民兵屯高

"

（今长武县北５
里），坚壁不战，欲待薛部粮尽气衰再进击。李世民回长安治病。刘文静不听李世民深沟

高垒慎勿应战之嘱，列阵于高
"

城西南，薛举潜师袭击，唐军大败，大将军慕容罗 、

李安远、刘宏基皆殁于阵，士兵死伤十之六七，高
"

城陷落。八月，薛举死，其子薛仁

杲继位。

十一月，李世民亲率大军至高
"

城下，薛仁杲命大将宗罗 出战。当时薛仁杲拥兵

１０万，兵锋甚锐。世民坚壁不出，并告诫诸将：“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持胜而骄，有
轻我心，宜闭垒而待之，敌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之。”即传令军中：“敢言战者斩！”于是

两军相持６０余日，仁杲粮尽，其部将梁胡郎等率部请降，世民见仁杲将士离心，战机成
熟。即派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列阵诱敌，宗罗 率精兵攻打，梁实据险固守。次日凌

晨，又使大将庞玉列阵于浅水原南，宗罗 拼力攻击，双方争夺数次后，世民亲率大军

自原北而下，亲率数十骑绕道侧后，罗 军大溃，士兵被斩首数千。世民率２０００骑追至
圻

"

，遂围城。半夜薛军守城士卒争相下城投诚，仁杲计穷，出降。唐得精兵万余，男

女５万口，泾州平。
黄菩原之战　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九月，吐蕃围泾州，刺史高晖降。永泰元年

（７６５），郭子仪联合回纥，击败吐蕃于灵台西原，斩杀万余，俘获人畜数十万。大历八年
（７７３）十月，吐蕃集中精兵十余万，企图再次袭击长安，郭子仪率兵阻击。当时吐蕃已
越过泾州，郭子仪使朔方兵马使浑蠨以步骑５０００自宜禄北上为犄角。十八日师营黄菩原
（今属泾川县泾明乡），望见吐蕃，蠨急引军据险，设拒马枪以遏其冲击之势。宿将史抗、

温儒雅等任气自负，其部将置酒高饮皆醉。两军对阵，抗等叱马军冲敌阵，不能入而返。

吐蕃尾击其背，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十之二三，蠨等急忙突击，才免于溃败。二十二日，

泾原节度使马瞞率北庭四镇行营兵自泾州出击，与吐蕃战于盐仓 （在今泾州西）。两军混

战，马瞞被吐蕃兵所隔，行军司马段秀实尽发城中兵马解围，至夜，马瞞始得回。时盐

州刺史李国臣率军从陇州出大震关，鸣鼓西行，断其归路；其他各路兵马已至，吐蕃之

兵从灵台百里城而返。浑蠨所部尽被吐蕃所掠；马瞞率精兵袭击吐蕃辎重于潘原，杀蕃

卒数千。十一月一日，吐蕃退去。

吐蕃劫盟　德宗建中四年 （７８３）正月，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赞结盟于清水。
贞元三年 （７８７）三月，吐蕃声言欲归还盐、夏二州，提出清水之盟大臣太少，威信

不高，请丞相、元帅１１人参加会盟。双方几经约商，定盟坛筑于平凉废城西５里。闰五
月二十四日，唐以侍中浑蠨为会盟正使，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勋员外郎郑叔矩为

判官。命潼关节度使骆元光 （后改名李元谅）率所部屯潘原，宁节度使韩游砡屯潘口，

以为声援。时蠨营西距盟所２０余里，元光自移其营次之，李观也以泾原兵伏于盟所侧
翼。浑蠨与尚赞相约各以兵３０００驻坛外，４００骑至坛，游军互相交叉巡逻。实际吐蕃拥
精兵数万伏于坛西。吐蕃纵逻骑入蠨营军，蠨将梁奉贞以逻骑入蕃营，却被蕃兵执之。

浑蠨等皆入幕次，佩冠剑至账内更衣，吐蕃忽伐鼓三声，伏兵尽起，浑蠨急出幕后，夺

马而驰。吐蕃追骑云集，矢发如雨。蠨俾将辛荣等百余人据北埠，矢尽而降，崔汉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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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官军千余人被俘，浑蠨回营，士卒奔散，已成空垒，又入元光营。元光严阵以待，

蕃骑追至见有伏兵，始退。

平凉劫盟后，吐蕃南下入关山、华亭等地残杀抢掠，掳男女数万。时华亭守将王仙

鹤请救于陇州，陇兵不敢出。蕃将欲焚华亭，王等降。

贞元四年 （７８８），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刘昌收劫盟而死的将士骸骨，葬于浅水
原，成大冢二：旌义、怀忠。

好水川之战　宋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正月上旬，宋进兵讨西夏。二月，韩琦至泾州，
得谍报李元昊谋渭州，已兵侵怀远镇 （今宁夏西吉境）。韩琦至镇戎，尽出其兵，又新募

勇士８０００人，以任福为帅，耿傅为参军，泾原都监桑怿为前锋，命桑怿、武英等部向怀
远镇方向增援，任福自率轻骑数千去捺龙川 （今宁夏隆德境），会同镇戎西路军，与夏兵

战于张家堡南，夏兵佯败，弃羊、马、骆驼而去。前锋桑怿引轻骑数千追赶，福分兵自

将踵其后。薄暮，任福桑怿合兵好水川，朱观、英武屯龙落川，约明日会兵。第四日，

福等追至陇干城北，遇西夏大军沿川行六盘山下，结阵以抗宋军，诸将始知中计。宋军

阵未列成，西夏纵骑兵冲突，自辰至午宋阵大乱，西夏伏兵自山背下击，宋军多坠岩谷，

桑怿、刘肃皆战死，西夏分兵断宋军归路。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矢，枪中左颊，绝其喉

而死。其子怀亮及王皀、武英相继战死，唯朱观以余众千余保民垣，四面纵射。日暮，

泾原路副都部署王仲宝统兵来援，夏兵始退。是役，将校、士卒死者１３万人。
夏扰渭州、潘原　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二月和次年闰九月，西夏两次败宋军于好水川

和定川寨，遂长驱直抵渭州，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知州王沿率全城军民防御，并遍树旗

帜以疑夏兵，夏兵见不能克，遂越平凉大掠潘原，后与宋军战于彭阳，败退。

夏兵犯渭州时，崆峒山僧人法淳率徒与其接战，曾保护御书院和藩汉老幼数以万计。

是年十二月，诏 “赐泾州崆峒山慧明院主赐紫：僧法淳号志大师，法纯、法涣、法深、

法汾并赐紫衣，行者云来等悉度为僧。初法淳等率其徒与西贼战，能护御书院及藩汉老

幼孽畜数万，故赏之。”

神宗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十二月，西夏兵犯渭州三川砦，被巡检赵普设伏前后夹攻，
夏兵大部被歼。

夏扰德顺　当宋、金、西夏在西北对峙之时，夏欲南下，金欲西进，宋欲北上收复
陕西五路，德顺军成为必争之地。

宋宝元二年 （１０３９）冬，西夏 “数万寇边”，知笼干刘兼济率兵千余，与夏兵战于黑

松林。次年十一月扰陇干城。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宋夏虽达成和议，但不久战端又开。至
和二年 （１０５５），西夏扰边，被德顺军军民击败。治平二年 （１０６５）十一月，又派兵攻掠
德顺军外同家堡，掳掠牛羊数万。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十二月，夏人又犯德顺军。元丰五
年 （１０８２）九月，再攻静边寨。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六月，攻德顺军，德顺军巡检王友战
死。同年十月，夏兵再度攻静边寨，被泾原钤辖彭孙击败，杀其首领仁多唆丁。元三

年 （１０８８）三月，宋恐其进犯原、渭州，遂令知渭州、泾原总管刘昌祚率万人驻扎德顺
军，西夏转攻定西一带。

德顺之战　宋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泾原路统制官张中彦、承务郎赵彬在渭州 （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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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金，德顺、水洛、通边为金占领。南宋绍兴三十一年 （１１６１），金以徒单合喜为西蜀道
都统制，张中彦为副都统，八月进兵至大散关。次年正月，南宋吴瞞出师汉中，开始反

攻，相继收复了陇州、秦州、兰州等地。遣统制吴挺进军德顺，败金人于治平寨 （今静

宁县治平乡）。驻军于治平寨，统领官刘海、将官曹建以数百骑兵突袭金兵，斩其将泼

察，生擒数百人，金兵恐惧败退，遂收复水洛城。二月吴瞞部将姚仲收复镇戎军。闰二

月攻开原州。三月吴瞞亲自到德顺督战，战八日收复德顺军。吴瞞入城，市不改肆，父

老拥马迎拜。南宋丞相史浩决定放弃永兴、秦凤、熙河三路，诏吴瞞班师，并以王之望

为宣抚使，监督吴瞞弃德顺。吴瞞不得已命令全军后撤，金人乘机袭其后，将领与步卒

死亡３３万余人。德顺复为金占有。
金、夏、蒙古相侵　从金大安元年 （１２０９）到元光二年 （１２２３），西夏与金的战争一

直没有停止。大安三年 （１２１１），西夏发兵５万进攻平凉，与金兵战于北塬，夏师败退。
贞元年 （１２１３），夏兵攻陷泾州，俘金节度使瓜尔加围攻平凉，金陕西按察使鲁庸、平
凉知府蒲察，竭力防守，夏兵多方攻城不能克，遂退去。

金王朝为加强这一地区军事力量，于贞四年 （１２１６）四月，将德顺州升为防御州，
十月又升为节镇，即陇安军。兴定二年 （１２１８），陇安军节度使完颜阿邻与将士宴饮，不
治军事，夏人乘之，掠民５０００余口、牛羊等杂畜数万而去。二月夏师攻镇戎州，金师败
溃。三年四月，金兵６万驻平凉等地。

正大四年 （１２２７）三月，成吉思汗率主力攻占陇右等地，四月攻占德顺州。当时节
度使爱申书召凤翔马肩龙同守。城中唯有义兵不足一万，爱申、肩龙率士卒相机防守。

双方攻守２０昼夜，城破，爱申死职，肩龙自杀以殉。正大八年 （１２３１）正月，窝阔台
汗、托雷率军攻占凤翔后，北上攻占平凉。

农民军与明军之战　明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陕西农民起义军由陕北发展到庆阳。四
年，农民军领袖 “混天猴”、“独行狼”部各万余人分犯平凉、固原。“混天猴”至平凉，

诈称官军，攻陷华亭县，接着西攻庄浪。

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三月，农民军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屯兵镇原，与明
总兵曹文诏、杨嘉模战于西濠，大败，伤亡千余人。五月，农民军南走陷华亭、攻庄浪，

被明军阻击于张麻林，败于咸宁关关岭上。余众被游击赵光远阻击，经张家川，一股奔

水洛城，被明军追至静宁，杜三、杨老柴被俘，全军没于静宁川。另一股走唐帽山。民

军高杰余部与明军战于崇信县，战败，乞降。这次战役农民军损失惨重，红军友、李都

司被擒。八月，固原农民领袖薛仁贵战死于平凉，洪承畴等连败农民军，“混天猴”、“独

行狼”等皆死。

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春，李自成部自陕西突围后，向西部及庆阳、平凉等地进攻。四
月，李自成、张献忠率兵数万攻占静宁州城外关。六月，逾平凉，入鸡川。七月，克泾

州，杀知州娄锈。占崇信，杀知县庞瑜。八月，攻静宁，陷隆德。八年 （１６３５）初，明
以艾万年为孤山总兵，驻守平凉。六月，艾万年战死于宁州。十一月，农民军攻占灵台、

崇信、华亭、泾州。

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十一月，李自成部将贺锦率马步兵２４万由泾州进军平凉，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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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民 “设香案”迎接。韩府诸王当夜出逃庆阳，知府简仁瑞自缢。贺部入静宁，州民拥

知州陈景出城迎降。

王辅臣之乱　清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十二月，镇守平凉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应吴三桂
反清发动兵变。王遣部将李国梁围攻静宁州，静宁游击谢世忠、守备林时泰、千总李运

隆等登城固守，而知州刘琦开城迎降，世忠等皆不屈被杀。次年九月，甘肃总兵孙思克

收复静宁州。清急调十余路大军，由贝勒董额、平逆将军毕力克图、杨成将军阿木达等

率领向平凉包围，双方相持一年余。十五年 （１６７６）二月，又以老将大学士图海为抚远
大将军西征平凉。三月二十八日，王部将李国梁率８０００人复攻静宁，城陷，官兵５００余
人尽降。六月，西宁总兵王进宝击败守将，收复静宁州。由于吴三桂援军被清军阻于川

甘边境，前进不得，清军逐渐缩小平凉包围圈。是年五月，图海所部到达平凉。平凉城

北有虎山墩，高数十仞，可下瞰平凉城，王已派精兵把守。图海率兵仰攻，辅臣军以火

器拒之。清军分路进击，轮番迭上，激战数小时，斩辅臣部将２人，歼其一部，擒其大
部。遂夺取虎山。清军以火炮攻城，并断城中粮道。王辅臣几次突围失败，粮尽援绝，

遂降。

回民反清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二月，陕西回民暴动反清。平凉等地回民开始响应。
八月，平凉东关回民焚烧太平、峪二桥，集结城下，府、县即调民团夹攻。东关

回民联合四乡回民将民团围于三角堡 （今三角城），破堡击败民团后，遂向西撤去。平凉

城守营游击吕元，率部４００余人进入平凉城防守。十二月中旬，穆生华率回众占领瓦亭
后，聚集固原回民约２万人东围平凉城。歼东路民团１５００余人，又于白土口设伏歼灭固
原游击张锐、千总年启荣所率援军后，组织精锐，向大教场一带进攻。因回军自制木炮

不慎点火自爆，内乱，清军趁机出城攻击，回民军退至固原。

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回民军趁汉民过年之机，破固原城后，二月二十九日，东围平凉
城。四月，陕甘总督熙麟派遣延绥统领和英、副将任国治、参将马天祥及泾州都司范铭、

平凉游击李玉安等率部经泾州援平。在四十里铺遇伏击，除马天祥率残部突围外，余皆

覆没，和英等战死。八月十二日，回民军掘地道，发地雷，陷西南城墙，总兵吕元被杀。

回民军入城巷战，知府田增寿、知县张仁源、千总徐魁等清军４０００余人皆亡，平凉城遂
被回民军占领。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四月，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河州镇总兵曹克忠分
三路向平凉进军。雷正绾部攻占灵台县后，进攻平凉，败回民军于米家湾。清军三面合

围，激战数次。五月，城内断粮，回民军边打边退至瓦亭，清军收复平凉城。十二月，

回民军攻破灵台县城。

自同治二年二月至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初，回民军每年都攻静宁，占领村堡，但未攻
破州城。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初，静宁人张贵率本地贫民暴动，并仿官军营制，编组２８
营，控制静宁、庄浪、通渭诸县，占据堡寨数十处，与官军作对。

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十月，回民军２０００余由红河川至平凉，游击刘昌不能守，回民军
攻破北门，复占平凉城。十二月，提督雷正绾与周显丞率部反攻，回民军不支，平凉城

被清军复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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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蜀军统领黄癉率６营３０００余人，由泾州进军平凉，击败回民穆
生华部后，开赴静宁、庄浪等地。

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六月，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兵分三路，进驻泾州瓦云驿
（今泾川飞云镇）后，分遣诸将清剿泾州、灵台、崇信、华亭各县回民军余部。八月，清

军黄鼎部败张贵２０营于隆德底店，追击至静宁威戎镇，张贵降清。十一月左宗棠进驻
平凉。

回民反清斗争，汉、回死亡均极惨重，仅平凉全县 “士庶几万人以上”死于战乱。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平庆泾固盐法兵备道魏光焘，派人于是年十月至次年四月在平凉县
城区 “淘井三百四十八，瘗死骨二千零六十一具，成冢九十有二”。

祁家大山之战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４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武汉自称１３省联军总司
令，勾结甘肃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反冯玉祥。时冯玉祥所属国民军刘郁芬部驻兰州，张以

静宁为大本营，派刘福生为总指挥，崔赋鹤为副指挥，率４０００余人进兵兰州。至定西以
西，被刘下属孙良臣、梁冠英、吉鸿昌等部击败，又于青江驿被围击，溃不成军。张急

请驻固原省防旅长韩有禄来援。韩率部至静宁祁家大山一带，掩护溃兵退却。８月，双方
战于祁家大山，激战三昼夜，吉鸿昌率一旅攀越祁家大山，直冲韩部背侧，韩大败，连

夜撤退。次日抵县，仅索干粮给养而去。２８日，张部东逃，至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基本控
制了甘肃军事、政治局面。

静宁守城战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３月，驻甘的国民军主力部队开往河南参加中原反
蒋战争，甘肃地方军阀乘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战争纷繁，兵匪不分。４月２７日８时，
马廷贤骑兵万余，由海原南下围攻静宁县城，时城中仅有国民军谢团的一个连，城中惊

恐万分，县长随兆善 （已卸任）一边组织军民登城固守，一边派人出城与其商议，愿供

给马部一定粮草，请其离去，勿侵害地方。马廷贤部接连猛烈攻城，第二日晚，攀上东

南角城头，守城民众惊慌溃逃，随县长立即击毙带头的 “二木头”（姓高）、马葫芦，亲

自督阵反攻，城头军民一鼓作气，击杀登上城墙的敌人，砸断云梯，马部死者约百人。

坚守至第三日，适有国民军某部东下至界石铺，派人求救。３０日下午３时，援兵至寺山
壑岘，马廷贤部始分３股向南撤退。途经威戎、乾?、雷大湾、治平、仁大等地２００余
村，奸淫掳掠，枪杀民众。

平凉城之战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４月，泾原区行政长兼平凉县长杨承基所属警卫队
不足千人，平凉周围的民团头子吴发荣、王富德、惠彦卿等，乘机争夺平凉。杨与驻西

峰的陈皀璋商定国民军离平后，由陈部驻防，归杨承基指挥。陈部于６月６日进城之后，
先后驱散了吴、王、惠等民团，接着将杨承基以附冯 （玉祥）逆蒋 （介石）的罪名杀害，

缴其部下枪械，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遂将原４个团改编为一、
二、三、五、七５个旅及两个骑兵团。７月２７日，陈与天水马廷贤、鲁大昌和固原黄德
贵等，组织五路联军，进兵兰州，讨甘肃省代主席王祯。陈与黄分任东、北两路联军司

令。陈令杨抱诚率第３旅进兵静宁先剿王、吴等部。部队行至隆德，黄德贵即令旅长李
富清率部断其后路，杨旅即经庄浪、华亭返平。７月３０日傍晚，从二天门到南河道，西
南城被黄部所围。陈急令紧闭东、南、西城门，并用沙袋堵塞，留北门随时准备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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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抱诚见状，建议陈即刻整理内务，集中火力于城南，掩护部队出城阻击，并亲自率４０
名精兵援城南，指挥士兵击退李富清等数十次进攻。清晨，杨率部出城拼命反击，击毙

李富清，攻城部队军心大乱，２００余名士兵被俘，残部从月明沟败退，经化平返固原。８
月，陈皀璋派参谋长祁鼎昌与陕军毕梅轩、杨万清等合谋诱杀黄德贵，将惠彦卿等收编。

平凉城夜战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７月，十七路军总司令兼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为取
甘肃，电请蒋介石任命陈皀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并与陈换兰谱，结干亲，赠陈枪械、

车辆。约定由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协同攻取兰州，再取宁夏，保陈当宁夏省主席。１１
月，孙部达平凉后，以杨渠统四十九旅黄照华团和一个营及运输部队留守平凉，其余开

拔西进。为免后患，孙力劝陈同往兰州。陈勉强应充，率第三旅及２个骑兵团为右翼配
合作战。进驻兰州之后，陈急于攻打宁夏，加之附和 “甘人治甘，陕军回陕”口号，双

方矛盾加剧。杨渠统于２１年 （１９３２）２月２０日 （正月十五日），受命计杀陈皀璋。１０
月，杨部留守平凉的黄照华团等乘陈部参谋长汪飞西为第二旅旅长郭振海主持婚宴之机，

于天黑突然发起攻击，巷战一夜，汪、郭不支，遂与第七旅旅长李彦和率残部败逃。杨

渠统日夜兼程赶赴平凉处理善后，收编陈残部，３月任陇东绥靖司令。

英雄纪念碑

大堡山之战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１９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

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抵达平凉安国镇一

带。驻平凉城国民军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

一○三旅之一部增援平凉，一面令师属骑兵团及一
○四旅二○八团，分别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向
泾川集中。红军在安国镇稍作休整后，从新李阳坡

山北上达白庙，占领虎山墩高地，马鸿宾命炮兵轰

击。２０日，马鸿宾令一○三旅副旅长马应图带领３
个步兵营上白庙塬追击。红军进驻白水镇后，闻国

民军尾追而来，便调头抢占打虎沟南面的大堡山高

地和西侧的老鸦沟山头。下午４时，红军已控制大
堡山，指挥所设在山顶庙院钟楼，并在主峰和西侧

老王咀，东侧堡山咀布置了兵力。５时许，马鸿宾
率三十五师一○五旅骑兵、步兵各一个营从平凉方
向追来。约６时，骑兵营过马莲铺进入开阔地带，
与红军后卫部队接火。红军猛烈射击，骑兵大乱，步兵营接战。时大雨倾盆，红军一部

从西兰公路东南向打虎沟猛攻，一个轻机枪班占领打虎沟西侧山上小庙。马鸿宾抽两连

的兵力攻击，当接近小庙时，红军一个团由白水镇经南山赶来，加入战斗，其他部队开

始反击。马鸿宾乘天黑逃出包围圈。马部大乱，官兵各不相顾，失去控制，向西溃逃。

经过３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歼灭马部一个营。战斗结束后，红军宿营于白水镇，处决
了恶霸何老四等，于２１日又向泾川县挺进。

静宁战事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１３日凌晨，程子华、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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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深沟乡王家堡子。１４日凌晨越红山咀，到八里铺休整时，遇敌机扫射，红军分散隐蔽，
未受损失而绕道东去。１０月３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经过长征，红一方面军右路一
纵队沿四河、红寺向县城逼近时，击败从县城前来游击侦察的一个团。中路军顺利到达

界石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住界石铺街道北一居民

小院。红军控制了数十里西兰公路，截获从西安运送军服、鞋袜给毛炳文部的辎重汽车

十多辆。１０月５日，红军分两路平行北进，一纵队从高家堡出发，至东湾梁遭敌机轰炸，
但无伤亡。过灵芝显神庙时，遭先日到达的国民军一四四团阻击，将其击溃后，红军继

续北上。二、三纵队从界石和朱山上河出发，经井沟、魏岔入隆德境 （今属宁夏西吉

县）。次年８月底，红一军团一师到达静宁，向西兰公路逼近。９月１３日，党中央发布静
（宁）、会 （宁）战役计划。９月１６日，红三团先头部队到界石铺。９月１８日，红一军团
一师一团占领界石铺、高家堡及静宁西兰公路以北地区，驻扎４２天，阻击敌人，宣传政
策。９月１９日，红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会进军的命令。９月２４日，驻兴隆
镇、单家集 （今均属西吉县）的红三团和静宁地区游击队一起出动，夜袭静宁城，敌两

个骑兵团增援，红军连打两个速决战，共歼灭１８０余人，俘２６０余人，获战马３５匹及大
批武器。１０月８日，红四方面军十师在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同一方面军七
十三师和第一师会师。１０月１７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十二军，从通渭进入静宁田
堡、四河一带。１０月２２日，红六军贺龙、任弼时等从平峰镇出发，经静宁原安到达公易
镇 （今属西吉县）。

红二十五军革命遗址

四坡村之战 　 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８月 ２１日，红二十五军
进入泾川县王村镇，获悉马部增

援部队已达泾川县城，前有阻兵，

后有追兵，且又有大雨。红军摆

出佯攻灵台县城的架势，给敌造

成 “夺路入陕”的错觉，实则西

去崇信县。主力从向家沟 （今王

村乡向明村）上中塬，抛开西兰

公路，先头部队经四坡、羊圈洼、

掌曲在东王家渡河，适山洪暴发，

河水猛涨。吴焕先组织部队用棉

布拧成绳索，拴在河两岸树上，牵引渡河。军直属部队和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正准

备下塬渡河，马部二○八团千余人从纸坊湾上中塬，与红军激战于掌曲、羊圈洼一带。
吴焕先听到枪声，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百余人，掉头从沈家坪上塬，从左翼直插二○八
团腰部，并占领羊圈洼几个制高点，从侧面发起进攻，敌乱作一团。战斗在激烈进行时，

年仅２８岁的吴焕先胸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时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从正面发起冲锋，将
敌二○八团压到烂泥沟里全歼。

飞云镇、黑河、土谷堆遭遇战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７月，王震所部５０００余人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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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返陕甘宁边区。８月２８日，途经灵台草滩、梁原、何家咀，在飞云镇 （现飞云乡）

的黄菩、西高寺与胡宗南部三十六师八十四团激战两小时。当晚通过西兰公路，在长武

城 （又名长务城）北渡泾河，从苏家河上荔堡。２９日，与前来迎接的警备第３旅会师，
进入陕甘宁边区。

同年９月５日，八路军十二旅直属警卫连百余人由陕西麟游进入灵台。９月１９日从
什字镇进入黑河川。泾川县长成鸿志闻讯，即派自卫队中队长文安帮率百余人前去堵截。

１０日晚，在黑河乡陈家湾遭遇，战斗４小时，八路军伤亡３人，被俘３人。战斗结束后，
八路军北撤。

同年９月，华平武装大队副政委黄鼎带领队员１９人，在平凉县土谷堆乱柴沟和保安
第三团一部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双方武器和兵力悬殊过大，武工队寡不敌众，

副政委黄鼎为掩护战士突围牺牲。

陇东战役片断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４月，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后期，
揭开陇东战役序幕。２２日，国民党即青马八十二军在彬县、长武等地截击南下宝鸡的解
放军。解放军左路兵团６纵队先于２１日攻克长武，２２日占领灵台，封锁了西兰公路。同
日，陇东兵团在窑店一带与解放军接火，战斗持续７小时。５月２日，解放军主力折返灵
台、崇信。４日逼近泾川县城，５日晨，遂由泾川城东西侧越西兰公路上北塬，在玉都、
丰台、荔堡休整，后向镇原屯字镇挺进。当时胡宗南部裴昌会兵团沿西兰公路的永寿、

彬县、长武集结，尾追解放军抵达泾川，妄图配合陇东兵团采取南北合围的战术，一举

歼灭解放军。驻泾川的青海保安一团和八十二师独骑一团，在县自卫队引导下也直奔北

塬，妄图堵截西北野战军。这一行动被正在北塬的西北野战军四纵队得知，遂在玉都太

阳墩一带将独骑一团包围，给予迎头痛击。独骑一团突围后继续北上，在红河龙王桥遭

到四纵队另一部队伏击。这两次拦击，西北野战军毙伤敌骑数百人。

５月６日，西北野战军二纵队进驻荔堡镇，翌日晨开始向肖金转移时，胡宗南部整编
三十六师先头部队及整编一师和八十二师独骑一团，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荔堡原，企图

封堵围歼。正午，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三五九旅与敌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在荔堡镇东五

里处接火。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命令三十八旅在左，一六五旅在右，向荔堡镇夹击。

此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途中正与八十二师激战，荔堡镇可闻炮声。独六旅坚守荔堡阻

击。战至下午，胡宗南增兵猛攻，独六旅死守。４时许，三五九旅增援，遏止敌人的攻
势。黄昏时，从屯字镇撤退的西北野战军一纵队独一旅、六纵队新四旅等部经荔堡东去，

二纵队主力也随即撤出战斗，向东北转进。荔堡战斗歼敌约２０００人。独六旅，伤亡官兵
数百人，十八团团长陈国林英勇捐躯。

５月６日上午１０时左右，由平凉赶往增援屯字镇的马继援部骑八旅，从屯字镇南部
绕道向荔堡方向急进，途中抓到５个群众，旅长马步銮听信群众 “西北野战军正向西开

去”的话，改变方向向西追赶。刚上玉都塬，前部慌报 “有敌人迎面来了”，马步銮闻报

大惊，遂向玉都镇猛攻，与胡宗南部整编六十五师交火，激战５小时。整编六十五师从
俘虏口中得知是友军下令停火时，两军已死伤官兵３００人，战马９０匹。

平凉战役作战计划及其过程　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１９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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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鸡虢镇文广村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扶眉战役之后，制定平凉战役作战

计划，决定集中一、二、十九兵团全部及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共１２个军的兵力，追歼马鸿
逵、马步芳主力。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７日，十九兵团炮兵、步兵向泾川挺进

７月２０日至２２日，西北长官公
署副长官刘任代表马步芳在静宁召开

联合兵团师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决

定宁夏兵团改为陇东兵团，以卢忠良

为指挥官，率所属各部６个师和１个
骑兵团、２个炮兵营，在平凉东部和
南部设防，死守平凉。青海兵团改为

陇南兵团，以马继援为指挥官，除防

守天水外，其主力由安口一带西移六

盘山，伺机攻击解放军左翼。２３日，
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和六十五

军一九五师分两路进入灵台县。马鸿

逵电令临时指挥官卢忠良保存实力，退保宁夏。２７日，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进驻泾川县城。
２８日，宁马所部撤至固原、大湾和三关口一带。２９日，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进驻

十九兵团解放平凉城

崇信县城。是日，二兵团所部进驻华

亭县城。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

到达白水镇。３０日上午，十九兵团
及陇东十三、十四团驻七里店、十里

铺一带，午后，举行入城式。数十名

司号员鸣号作先导，近百辆卡车、炮

车和装甲车随后，步兵分四路纵队进

入平凉十里长街，万名群众夹道欢

迎。７月３１日，驻静宁县的马继援所
部参谋长召集政界人士密会，示意弃

守静宁，至８月４日全部撤离。是日，
二兵团第三军解放庄浪县城。８月６
日，十九兵团六十五军解放静宁。

第二节　事　变

水洛兵变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６月，平凉护军使驻水洛统领周某，平时克扣部下粮
饷，虐待士兵，加之其部下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对周产生不满，举行兵变，杀死周某。

乱兵欲劫掠水洛，经文家沟张虎臣劝阻，遂撤出水洛。

“天意”兵变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２月，陇东镇守使吴仲英改编军队建制，将城内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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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军留１０余人作卫队，除一部编遣外，其余移驻宝塔附近；又将陆洪涛拨来的两连卫队
扩编为中营 （驻城内），派副官夏某兼营长。该营多数士兵不服，纷纷请假。连长魏生玉

要求辞职，获准。２２日，士兵举行欢送会，至西门官厅，摆酒痛饮。事后夏营长追查并
处罚搬桌椅的士兵 （唐某），引起多数士兵不满，吴仲英亲信朱副官登高鸣枪弹压，士兵

鼓噪蜂拥而上，老兵随后不谋而合，一时枪声四起，吴仲英闻声知大事不妙，越墙入使

署，换伙夫短衣，由卫兵保护出西门，上崆峒山躲避。哗变士兵推曹某为首，以 “天意”

为号令，开始抢劫镇、县署及各处商号、店铺，纵火焚烧劫后钱局、烟馆、当铺。参与

抢劫的还有壮凯军、县警备队及地方流氓等不下千人。次日晨变兵携带财物，鸣号集合，

从北门撤退。警备队逃亡大半，管带杨仙州不知去向。吴仲英返回后，张贴布告称：“土

匪勾结军队，袭扰军营，已将匪驱散。”事后，陕甘两省奉命会查结果，将吴仲英以疏防

罪撤职，判刑５年，缓刑发往川边效力，县长徐培华被撤职，并枪杀肇事者近百人。
红枪会起事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春，傅生道 （泾川罗汉洞乡人）、吕林彪 （荔堡乡

人）在灵台县邵寨和什字进行活动，并结识该县蔡秉芳。４月间，活动范围扩展到本县高
平乡的原梁、杜家、东坡、惠家洼等村。他们借赶庙会，以发展佛教徒和习武为掩护，

串联群众。同时，制作梭镖、大刀、黄帽子、腰带、裹腿、挎包、纸符等，组成红枪会，

伺机起事。

６月，冯玉祥部７名逃兵窜入梁村行劫，被红枪会打死。从此，红枪会宣传的 “喝符

念咒”能 “抵枪防弹”的神话传遍乡里。８月，傅、吕、蔡带领２０００余人，打出 “铲除

贪官污吏”的口号，攻打县城。过高平镇时，恰遇冯玉祥军火马车７辆，当即予以扣留，
并杀１名副官祭旗。行至高峰寺时，遇冯部反击，死７人，伤２０余人，部分退至高平惠
家洼桥阻击追兵，余众大部溃散。次日，冯军派骑兵向桥东冲击，红枪会王邦奎 （泾川

高平镇人）奋力用红缨枪刺死骑兵２人，进攻停止。后经地方士绅力元英等人斡旋，红
枪会退回所扣军火，冯军不再追究。

此后，傅生道、吕林彪、蔡秉芳、王邦奎等带领百十名会众逃往镇原刘家堡，以图

东山再起。镇原县长令肖金民团多次围攻，均被击退。后因粮秣无着，军心动摇，人员

大减，堡寨被攻破，傅生道阵亡，吕林彪被杀于宁县和盛，遂以失败告终。

黄团起事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６月，泾川党原镇出现 “三社家”、“二郎”马脚，玉

都镇出现康家 “大圣”马脚，入冬，土匪四起，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农民聘请拳师，组

织 “堆子”（群众组织）以自卫。党原 “梦仙”张锁柱、“精脚佛”赵步堂乘机自制梭

镖、马刀等武器，着黄马褂、系黄腰带，竖起黄旗，组织黄团。

翌年正月二十三日，土匪杨老二率步、骑２０００人从陇山方向入侵泾川，想吃掉黄
团，再进攻县城。为避匪患，北塬群众扶老携幼，牵牛驱羊，外出逃难。杨匪抢夺牲畜，

强奸妇女，先后杀死张北北父子等男女６人，熏死张正邦一家１０人。后因县城防守严密，
遂撤往固原。

４月初，黄团移驻玉都镇，６日进抵水泉寺，扬言要攻占县城，开仓放粮，赈济百
姓，一时上千农民入伙。当时城防部队只有冯玉祥部１个营。县府闻讯后，实行戒严，
并派出 “慰问”代表劝黄团撤回，遭拒绝。８日，黄团欲渡泾河，驻军派２人前往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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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县政府即组织民团反击，并搜捕黄团成员。持续一月之久，一般成员被迫每人交

纳４０元，找保具结了事；首领捕押平凉，张锁柱被杀，赵步堂、张荣儿下落不明。
凤翔路口兵变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４月，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在西安开办的 “干部

教导队”３００多名学员结业，杨决定送往兰州邓宝珊部，教导队队长杨干丞带领，从西安
出发。该队中的共产党员决定在陕、甘交界的平凉、泾川或凤翔路口相机实行兵变，把

人、枪带到陕北，参加红军游击队。４月１３日，部队行至凤翔路口，地下党负责人曹定
侯、陆子江等策动兵变，即向杨干丞乘坐的汽车开枪示威，杨奔至泾川分别向长武和平

凉的杨虎城部队求援。兵变后队伍从今泾川窑店乡东坡下塬过泾河，由陕西省委派来的

地下党员张汉儒动员学员去陕北参加游击队。这时，十七路军驻长武的警备团已赶到泾

河南岸，隔河用迫击炮射击，队伍逼上北塬，在宁县太昌宿营，又遇陇东绥靖司令杨渠

统部和当地民团袭击，队伍即被打散，兵变失败。

风台梁兵变旧址

风台梁兵变 　 民国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 ２８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固关歼灭国民党八十二军

骑兵第十四旅。８月３日，庄浪县
长关德骏、党部书记长张文海等带

县自卫大队逃往静宁。行至赵墩

风台梁，自卫队官兵鸣枪暴动，关

德骏、张文海落荒而逃。未能随众

暴动的中队长何长林、李秉智被交

与八十二军。八十二军将何、李带

至会宁县青江驿，用刀乱砍，何长林当即毙命，李秉智苏醒后挣扎返家，不久亦死。

第三节　　匪　患

兵匪蹂躏庄浪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爆发以马仲英为首反对国民军的 “导河事件”，

加之连年灾荒，饥民四起。先后进入庄浪境内的或大或小、知名或不知名武装不下十余

股。有的焚烧杀掠、惨绝人寰。１月１０日 （１６年腊月十八日），北来不明身份的百余人
围攻水洛城，城民送银洋６００元，鸦片若干，始解围去。４月２日，以马顺、杨二为首的
数百人，攻入水洛城，杀人抢劫，挂人头于东门，并将一农民绑在柳树烧死。５月，以吴
发荣为首的一支连破庄浪城、水洛城，在水洛城杀伤５０余人，大掠３日。１７年５月１２
日，王占林 （鸭子王）为首的百余人攻破庄浪城，杀伤百余人，县长卜瞻琪被剖腹掏心。

华亭匪患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张耀亭抢砚峡时被擒，后越狱逃走。１２年 （１９２３）
秋，聚众百余，抢劫新窑镇、火烧寨，谋劫上关、下关。县长原志坚派警卫团２０人星夜
赶往协防。张匪夜袭，上关民团溃散，警卫团依山击杀张匪。匪退据楼房山，谋劫下关。

民团数百严防，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派兵两营来援，与民团合力剿击，攻入匪巢，毙匪数

十，余匪南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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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９月初，李水娃集结匪徒２００人，据富 （傅）家坪，抢劫、绑架

人质，居民纷纷逃避。１０月２４日，民团秘密布防，２５日黎明分路出击，土匪败逃，民
团追至东峡，毙匪４７名，余匪南窜。峡口团快枪齐发，歼匪７０余名，坠崖摔死１０余名，
数十逃至底渠堡，被平凉镇守使派军围歼。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３月，杨子 （斗）福 （绰号杨老二）百余人，由主山镇来抢山

寨、马峡。民团拒战，打死匪徒１人，团勇死伤１２人，财产、牲畜被劫。匪据红崖山，
继续抢劫。县城集警团合剿，匪逃白岩河。５月，杨匪勾结凤翔党拐子变兵七八百人，于
５月２３日入窑头镇，抢劫拷索。２４日，禹秀全、马新春、禹万财等，策应杨匪。山寨民
团与匪血战，毙匪六七十，追数十里。匪反扑，向团长及６名团勇牺牲。匪赶杀麦场数
十名苦工，焚烧房屋。２６日杨匪据宫山、皇甫山和东、西关外，遍插旗帜，勾结禹秀全，
据庞家磨，以围县城。县长叶超与民团团长徐杰严加守备，千余匪徒围城３昼夜，不得
破，窜白家沟。７月２０日，杨匪五六百人，沿下关、上关、王天、龙眼诸镇，夜袭马峡，
搜掘窖藏。２１日骑匪数十，冲至仙姑山焚抢。２２日劫马峡牲畜，驮运民粮入十二堡。２３
日窜化平，８月１日，杨匪在化平伪降，令骑２００来华亭索取粮秣。１２月２６日，攻上关。
一连两日，民团与匪战于王家河、杨家沟，相持两昼夜，团长、团副、团勇５人死难，
民众被害６８人，学校、街房被焚８７间。２８日，县保安队、保卫团４０人往援。２９日晨，
在安家山，毙匪数十，下关民团３００人，在塄坎山，遇匪激战，败还。３０日，杨匪入下
关，函告张县长，索银币２万元。午后，平凉赵团长率骑兵三营来援，匪连夜窜赤城。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４月下旬，石之得 （志德）密遣匪徒，扮作难民，潜入华亭，混

迹城内，买通保安队，伺机内应。２６日，匪６００余人，由陇县窜至华亭，四更聚于城下，
内应匪徒由东北城墙将匪吊入，举枪攻击。城内保安队和警士缴械，县长黄作辅被执，

抢枪百余支，炸弹 （手榴弹）数百枚，损失折银币３０万元。石匪盘踞县城，逼县长向镇
摊派银币６０００元，实收１６００元，后遁陇县。

是年，马鸣鹿聚众出没断万山，抢劫害人。６月初，红山镇保卫团进剿失利。月余，
马匪聚众８００人，抢得民马３００余匹，由赤城来据红山镇，伪受驻平陈皀璋招抚，以缓其
攻。７月２８日，马匪去尚武村索粮抢马，被华亭独立营和民团击退。独立营回城，匪徒
重围尚武村。民团与匪在土沟湾激战３小时，毙匪６名，团勇牺牲４名，团总幸育德被
执。马自称团长，聚众千余人，赶造云梯８架，于８月５日半夜潜至城下，胁迫九龙镇民
团数十人为前躯，要进西城。守城者识其诈，急调独立营防守。匪攻城至次日中午烧东

门，遂退。７日，马匪游骑在下关索粮，遇冯彦邦骑兵团。８日，冯团逼近尚武村，马匪
恐受夹击，将所执尚武村团总、团勇放回，连夜北窜新店镇。１２日，华亭独立营与驻平
凉第一旅的第四团南北夹击，马匪退走化平白岩河。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５月５日，张应坤率千余人，占皇甫山，用迫击炮攻城，烧毁东、
西门。驻防警卫团无力抵御，开南门出走，城陷。民团阵亡１４７人，县长郭健武以马驮
银逃走被杀，损失３万银币。７日，驻军２０００人进剿，第三团由红山镇进军，夹击张匪
于下关，自晨激战至午，夺获迫击炮１门，长枪数十支。匪沿白崖子、火烧寨退走陇县、
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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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民防空

第一节　组　织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飞机多次肆扰轰炸平凉。甘肃省
防空司令部于翌年５月，在平凉建立防空指挥部和防空情报所。在静宁建防空监视队及
监视哨，并在四十里铺、白水镇、什字镇、安国镇、山口子各设哨所１处，分别配备哨
长１人，哨兵 ４人，传递防空情况，查修电话线路。是年平凉县成立防护团。２９年
（１９４０），平凉县防护团和县政府联合发布告示，提出 １０项要求 （参影印件）。３４年
（１９４５）后，防护团裁撤。指挥部和情报所在平凉县城设情报搜集站，在华亭、崇信、庄
浪、静宁、泾川、灵台县城设防空监视哨。３７年 （１９４８）１２月，平凉成立防空情报分所
和无线电支台。

新中国成立后，于１９６９年８月，成立平凉专区人民防空委员会和战备动员领导小组。
１９７１年１月，各县建立人民防空指挥机构。５月，平凉被确定为人防重点城镇之一。１９７１
年１１月５日，成立平凉地区战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兼管人民防空工作。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
日，成立平凉地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战备领导小组和战备办公室撤销。

１１月１７日，地区人防领导小组调整。是月，平凉地、县人防办公室合并，平凉城区人防
工作由地区人防办公室兼管。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６日，领导小组改为人民防空委员会。１９８２
年３月２４日，撤销平凉地区省属人防重点城镇。６月，撤销地区人防委员会及人防办公
室，行署办公室负责人防工事的维护管理及其他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恢复省属人
防重点城市。

第二节　措　施

民国时，防空措施主要是无线电通信建设。２７年 （１９３８）至３１年 （１９４２），省防空
司令部架设了平凉至华亭、平凉至营盘水防空专用电话杆线。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的是

群众性的修建防空洞。

１９６９年夏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平凉城区１０９个单位和居民院落，共挖防空工事４６８１４
平方米，部分工程因地形不当，或不合乎要求，报废回填。对７７００平方米工事进行加
固。１９７７年８月，人防工事普查，工程总面积２６４５９平方米，其中达到五级人防工事的
有１８２４９平方米。１９７９年底，城区１２２个单位，有人防工事８４个，总面积３２０４３平方米，

８１４１




其中使用面积２９４０８平方米，城市人均０５平方米。使用面积按质量要求达到四级的５２２
平方米，五级的２４４８８平方米，简易工事４３９８平方米；按类型分，地道式工事２２８６４平
方米，坑道式６４５５平方米，地下室８９平方米。混凝土工事１５３５４平方米，砖结构９１４１
平方米，块石结构４４０９平方米，混合结构３０４平方米；出入口类型有直通式、苑巷式、
穿廊式３种。其中１６个单位３４个出入口 （竣工面积１０６５３平方米），安装了防护门，完
善了口部工程，少量工事内有供水及其他简单生活设施。经１９８５年检查，简易防空工事
大部报废，至１９８７年，平凉城区有人防工事的单位仅６５个，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大部
分维护管理较好。

各县城乡在７０年代均挖有简易防空洞，数量不等，质量各异。
防空的主要措施是报警与人口疏散。３０年代末期，平凉唯一的报警器是设在望台上

的一口大钟。每遇空情，鸣钟报警，群众便向郑家沟、纸房沟、水桥沟或泾河滩疏散躲

避。６０年代末始有手动警报器。
１９７１年，城区有手动报警器１１个、汽笛５个、大钟４口，１４分钟内城区均可听到信

号。１９７７年２月，平凉军分区建立空情接收电台。是年，地区人防办配备无线电短波台，
负责搜集、传递、上报及空情指挥。城区西门口至宝塔梁架设专线，安装高音警报喇叭

１１个，增设电动制式警报器１０个，缩短了信号传播时间；农村由县广播站将信号发送各
公社放大站，通过农户有线广播报警。

１９７０年，县战备办公室人防组制订了城区人口疏散预案。１９７５年４月，地区人防办
对预案进行了修订。１９８１年２月，再次修订疏散预案，规定以不离县境和集体疏散为主、
投亲靠友为辅的原则，采取早期、临战、紧急疏散等方法。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各县战备办公室在各单位组建战时防空专业队伍。１９７０年，在民兵中
组建 “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三抢两队”（抢修、抢运、抢救、通讯

队、治安队）组织。１９７４年冬，对防空专业队进行整顿和业务技术训练。１９７９年６月，
地区组建抢运、抢救、抢修、三防、消防、通信、治安７个防空专业队。

防空教育结合民兵训练进行。１９６９年前，主要开展防空袭、空投和对空射击教育和
训练。１９７０年后，以城区为重点，采取利用电影、广播、教材、图片展览、专业训练等
方法，开展 “三防”教育，增强全民防空意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０日，在城区组织了２４个单位、６个专业分队、７０００人参加的
综合性战备演习，对战时全民防空组织指挥、通讯警报、对空射击、防化、消防、救护、

抢运、抢修等内容进行了实际检验。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至６月２５日，平凉市组织城区民
兵，进行反空袭作战及医疗救护队救护演习，参加民兵８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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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平凉县政府、防护团联合公告

近来敌机肆扰，本县防空重要，兹将应行准备及输各项，揭布于左：

一、城关无正当事业人员及妇孺，应即移居乡间，以图安全。

二、商家正宗货物，限三日内移出城关，各过载行店尤须注意，以免损失。

三、各商店居民，应在院内挖设防空壕洞，存放零星物品，以图保定。

四、各商店居民，应一律在门前院内堆集沙土，以备消防，限三日内备齐。

五、未发警报时，不得任意乱跑，摇动人心，妨碍秩序。

六、如有成队敌机，警报发出，尚有三刻时间，由城关外避，能到四五里外，不得

张皇恐惧。

七、如遇敌机一架，在高空飞行，未发警报，或警报必出已到上空时，应就近找隐

蔽地物散开，不可成群聚集敌机发现。

八、警报发出后，人民出到城外各避难场所，不得在一地聚集多人。

九、不坚固之防空沿洞，不如防空壕、防空井安全，但须散开，不可密集。

十、出外防空时，须将厨房炉火消灭，以防火灾。

所有以上各项，希各界人等一体遵行，勿得疏忽，至要至要！

　此布
县长兼团长　孙振邦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五日

日本飞机轰炸平凉、泾川罪行①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１月２１日，日机９架轰炸兰州被中国空军驱走返回途中，轰炸
平凉、静宁。

２８年 （１９３９）２月９日上午１１时许，日机３１架两次轰炸平凉城。共投弹７０余枚，

０２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①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资料记录：日机先后空袭平凉８次，出动飞机８７架，投弹５１６枚，共造成２５９人死亡、受
伤，其中死亡１５３人 （男１１７人，女３６人），受伤１０６人 （男７０人，女３６人），损毁房屋６５６间。甘肃全省防空司令
部编印的 《防护总团空袭损失情况表》、《敌机空袭统计表》记载：１９３９年２月９日１０点５０分至１５点之间，平凉两次
遭受日机１１架的空袭，共投弹７３枚，炸死１２６人、炸伤５１人、炸毁房屋１５６间，骆驼牛马死伤甚多。又据郭继泰、
张锡回忆：３月７日１０点５０分至１５点３０分之间，平凉县城内外两次遭受日机共１５架空袭，投弹６０枚、炸死７人、
炸伤１人、炸毁房屋３００间、震倒４０间，并散发传单。３月１５日８点３９分之后，泾川县属第一区遭受日机２６架空袭，
共投弹４枚，炸死６人 （男２人，女４人），炸伤２人，炸毁窑洞３孔。



日本飞机轰炸平凉受难民众

炸死军民２００余人，炸毁房屋１５６间；死伤骆驼、
牛、羊、驴等家畜不计其数，最惨重者数粮食集、

牲口市 （北沙石滩）及柳树巷一带。时近年关，农

民进城粜粮、贩卖牲畜，集市拥挤，警钟响后，因

出口小，难以疏散。日机轰炸、扫射时，人畜惊

恐，顿时大乱，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柳树巷骆驼

多被炸死，血流店外。东关外火柴厂 （现二中址）

刚投产，遭炸后遂破产。日机轰炸和阳门时，炸弹

偏投，瓮城制帽店一家全毁。北后街薛荣唐大夫一

家６口，尸骨无存，其长子薛尔健由新加坡回家探
亲，也未幸免。

２月２３日，日机３５架，在城区投弹３０余枚，
炸死贫民１人，伤１０人，炸毁房屋１０间。３月１５
日，日机２６架，在飞机场一带投弹７０余枚。１０月３０日，日机２５架，分两批轰炸城区。
其中在平凉中学 （现一中）投弹７枚，炸毁学生宿舍５间，厕所３间 （时值师生出城在

郊外上课，幸免伤亡）；在中山街小学，西大街小学各投弹１枚，炸死学生１人。
日机轰炸平凉的同时也轰炸了泾川，先后投弹４枚，炸死群众６人，伤２人。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８月５日，日机３批３６架次轰炸甘肃各地，其中１架轰炸平凉，造成

３人死亡。
３１年 （１９４２）７月２３日，日机５架对静宁、泾川等地进行侦察、扫射。９月２日，

日机４架分别对平凉、天水等地进行侦察、骚扰。

１２４１第十八编　军　事



第八章　拥政爱民

第一节　扶贫济困

１９８３年３月，平凉市泾滩退伍军人食品厂建成，其生产的汽水、小香槟、罐头等１３
种产品销往兰州、宝鸡、固原、西吉、庆阳等地。香槟、罐头１９８７年被评为省乡镇企业
优质产品。

１９８６年８月，８４８０６部队育才学校成立，先后为部队和地方培训驾驶、卫生、种植、
养殖、烹饪、农机、家电，电机修理和食品加工等技术人才１９２４名，１９８７年解放军总政
治部和兰州军区在该部队召开育才工作经验交流会，对军地共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８４９０７部队投资４万元，并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平凉市崆峒乡寨子街村建起一座砖瓦
厂，安排１００名贫困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１０００元，使５０家贫困户迅速脱贫致富。
８４８６３部队派出一名素质好、作风过硬的政治指导员，帮助平凉市赵堡村党支部兴办

集体企业４个，滩地养鱼３００亩，新建果园２００亩，购买拖拉机１００台，人均纯收入由１０
年前的９０元增加到１０５０元。该村党支部被评为 “全省先进基层党支部”，８４８６３部队被
国家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 “拥政爱民先进单位”。

８４９６９部队帮助平凉市峡门乡兴办乡镇企业，建设农贸市场，建立文化活动中心，使
全乡人均纯收入由１０年前的５０元增加至６０２元。该部队被甘肃省树为 “民族团结先进

单位”。

平凉市四十里铺镇武装部副部长王生荣，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潜心钻研高效节能日光温
室蔬菜栽培技术，帮助指导当地农民发展规模种植，每年向当地及周边区、县提供蔬菜１
万余吨，并带动４００多户群众脱贫致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两年被兰州军区树为 “学雷锋先进

个人”。

１９８６年开始，静宁县人民武装部连续１４年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新修梯田２０多万亩，
建成集雨水窑１２万多处 （眼），“五小”水利工程６５０多处，修建乡村道路５００多公里，
建成优质经济林 ３２７万多亩。举办各种农技培训班 ２６５期，培训科技骨干 １万多人
（次），先后扶持３万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１９９９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防报》、《人
民军队报》、《西北民兵》、《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甘肃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集中

宣传报道其事迹。１０月，中共平凉地委、行政公署、军分区联合发出 《关于学习静宁县

人武部率兵扶贫攻坚先进典型的决定》。

平凉军分区１５年来帮扶１０万人口脱贫。１９８７年，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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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凉召开现场会，推广其经验，中央电视台专题连续报道。平凉军分区被兰州军区和

甘肃省委、省政府树为 “扶贫工作先进单位”，被国家民政部树为 “全国扶贫扶优先进

集体”。

１９９９年２月，武警８６７０部队给群众捐现金５０００元，衣物５００余件，面粉１５０袋。全
区官兵共计捐款３１万多元，衣物、桌凳、农用物资价值２０００元。

第二节　工程建设

１９７１年６月，驻军参加崆峒水库八年会战，军民５０人在工程建设中牺牲。１９９１年
始，８４８０６部队出动官兵数万人，兴修崆峒上山道路，方便游客。
１９９２年，平凉市 “两通两达”工程建设中，８４９０７部队和８４８０６部队献爱心，捐款

６５万元，还派宣传队和宣传车上街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工程建设。同年秋，平凉市
白庙塬平田整地大会战中，８４９０７部队、８４８０６部队和８６１４０等部队官兵６０００人，冒雨奋
战，新修灌溉支渠３６００米，开挖土方１４万立方米。

驻平各部队为 “希望工程”捐款２２万元，救助特困和失学儿童３４２名，修建、维修
希望小学１２所。为崇信县黄花乡高庄小学协调解决经费４万元，捐款１４５万元，维修校
舍１２间，新建校舍３间、厕所２间，购买桌椅４５套并赠送２０００元的教学仪器，添置文
体器材、火炉等用品。８４９０７部队投资２６万元，建起峡门乡 “西山村希望小学”、“麻

武乡希望小学”和 “双庙村希望小学”，捐助书籍、文体器材和桌椅板凳。从１９９６年始，
每年出资６４００元，扶助３７名儿童上学。武警８６７４部队三年为 “希望工程”捐款２万
元，副营职以上的干部每人资助一名失学儿童。并派５名战士担任校外辅导员。

第三节　抢险救灾

１９７３年４月，庄浪、平凉、静宁、崇信、华亭等县遭雨、雹袭击，驻军分赴各灾区
救援，捐衣捐款，帮耕抢种，为群众治病１２００人。１９８９年冬，泾川、灵台、崇信、华
亭、平凉分别遭受特大冰雪袭击，通讯线路和高压电线被冰雪压断。平凉军分区和８４８０６
部队官兵，冒着严寒，攀高杆，打冰凌，两昼夜架通通讯线路和高压输电线，甘肃省人

民政府给予通令表彰。１９９１年６月，平凉市杨庄、草峰乡遭特大冰雹袭击，８４８５５部队、
８４８６３部队的官兵帮助群众拆危房、搭帐篷、疏水路，并捐款９万元，帮助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１９９２年７月，特大洪水把泾川县城关镇４名群众困在泾河滩的 “孤岛”上，平凉

军分区和８４８０６部队迅速组织营救。８４８６３部队带着橡皮艇在一个小时赶到现场，迅速救
出遇险群众。１９９５年５月，平凉市医药公司建筑工地下陷，３名民工被埋地下，在此紧
急关头，８４８０６部队工兵营和８４９０７部队管线队火速赶到出事地点，很快救出了遇险民
工。同年７月，平凉市城区突降暴雨，上百户居民住宅进水，深达１５米，部分房屋倒
塌。驻军接到求援电话不到１０分钟，便冒着大雨赶到灾区，官兵跳进深水中，救出受伤
人员。同年夏，平凉市北塬几乡遇特大旱灾，驻平部队出动官兵１６００人 （次）、车辆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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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次），给灾区送水３４００吨，并为灾民捐款３６万元，衣物１８００件，面粉１２００公斤。
１９９６年１月，平凉市南台豫陇沟发生山体大面积滑坡，８４８０６部队、８４９０７部队出动官兵
４００人，机械车辆８台，冒险抢救遇难群众８人和价值５０００元的财物。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４
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崆峒山发生火灾，驻平武警８６７０等部队接到报警，组织官兵１２００
多人赶往现场，连续奋战３天扑灭了火灾。

第四节　双拥共建

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驻军先后出动６万人 （次），车辆５０００台 （次），整修道路７０公
里，开凿渠道５公里，改土造田２３００亩，植树１６万多株，维修公共设施和美化环境３０
处，在平凉城区修建爱民候车亭６座，为 “１２１”雨水集流工程捐款１２万元。１９９８年，
出动１２万人 （次），建成 “爱民林”２０处５００亩，义务植树１７万棵，整修 “爱民路”

１０条３６公里，在上阳乡修成 “爱民梯田”２００亩。
平凉市驻军与地方车站、医院、商场、学校、街道、乡镇、村社等单位建立军民共

建点１３８个，全市建设文明单位８００个，文明村镇１０８个，文明楼院８０个，文明家庭
３９７８个。平凉军分区帮助的平凉市公园路粮站，被甘肃省委和省粮食局授予 “文明粮

站”。武警８６７１部队与平凉市四十里铺镇和下甲村携手共建，使该镇成为 “文明镇”，下

甲村２０个家庭成为 “十星级文明户”。解放军陆军第六医院医护人员，几十年如一日，

为平凉市柳湖乡敬老院的老人送医送药送衣物，洗头洗脚洗被褥。每逢节假日，他们上

街义务为群众看病治病。他们组织医疗队，到贫困山区巡诊，给贫困群众免费看病送药，

受到人民群众称赞。８４８６３部队组成 “医疗服务队”，到平凉市柳湖乡赵堡村巡回医疗，

先后为１７００名群众解除了病痛，为中小学生及职工义务体检１３００人 （次）。他们组成

“为民修理组”，义务为群众修理农机具３００件，架子车、自行车２００辆，收音机、电视
机１５０台。农忙季节，平凉驻军官兵主动帮助群众翻地耕种，收割打碾。
１９９５年，驻平８６７０部队拟建副食生产基地，平凉市麻武乡主动无偿划拨良田２００

亩、荒山荒坡１４００亩，积极腾出办公场地，提供水电设施。
１９９２年 “两通两达”工程建设中，平凉市委、市政府把一条路命名为 “双拥路”，

并树碑刻字以作纪念。１９９８年６月，平凉市开通了七里店营房及２６分部峡门教导队的３
路车，１０月开通了通往附件厂、武警部队和八里桥８６７４部队的４路车，１２月开通了通往
四十里铺镇８６７１部队的６路车。
１９９０年，平凉市被甘肃省命名为 “双拥模范城”。１９９４、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三次被国家

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 “全国双拥模范城”。华亭县实现全省双拥模范县 “四连

冠”，泾川、灵台县实现全省双拥模范县 “三连冠”，静宁县也被命名为全省双拥模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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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　育

第一节　教育行政

一、机　构
宋神宗熙宁四年 （１０７１），区内始设提学事司，管理州、县学事。明、清时期，府有

教授、训导，州有学正、训导，县有教谕和训导，掌儒学、科举，并监办地方书院。明

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学有教授１人、训导２人。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平
凉府和所属州县均设立劝学所，掌管地方教育。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改劝学所为教育局，
县教育局设局长１人、督学２人、事务员３人。２３年 （１９３４），对教育经费未达５０００元
的县撤销教育局，由县政府第三科兼管教育。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３年，平凉教育机构为 “平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科”，设科长、

副科长各１人，科员若干人，县政府第三科，有科长１人，办事员若干人。此后机构名称
多变，至２００２年底，地区教育处设人秘科、基础教育科、计划财务科、职成教育办公
室、教研室、地区招生办公室、自学考试办公室、会考办公室、幼教办公室、勤工俭学

办公室、审计科、督导室等１２个科室 （参 《政权政协》）。

二、管　理
清末，教育行政机关主要是劝学和督察。民国时期，管理范围扩大，除各类教育外，

还有教育经费、文书、学龄儿童调查及督促入学、义务教育计划的检查、各项教育统计、

办学人员的考核及奖惩等。

１９５５年２月，原省属的平凉一中、平凉师范等学校交由专区管理。１９５８年，宣传部
参与教育行政管理，包括中小学校长的任免，教师的思想改造和奖惩，中学教师的调配

等。地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师范院校招生、分配，有关教育经费及学校基建项

目的审查上报等事务。县教育局主要是中小学教育教学、教师的调配、教育经费支出、

教育的规划及实施方案、社会扫除文盲等。１９８３年后，地、县宣传部不再参与教育行政
的具体管理。此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逐渐增多。地区教育处直接管理的学校有地区电

大分校、平凉师范、平凉一中、平凉市实验小学、平师附小和地区幼儿园。

三、督　导
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各州、县劝学所设视学。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县视学改为

县督学。１５年 （１９２６），静宁、庄浪、华亭、平凉、崇信、灵台、泾川为省督导视察第四
学区。２９年 （１９４０），设视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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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专、县教育局设视导员。１９６２年，设视导组。１９６６年以后被废除。１９８６年
４月，地区教育处建立督导室，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全区相继成立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１９５４至１９６６年，专、县督导 （视导）工作主要在教学业务及教学研究方面。

１９８６年后，主要从教育法规、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小学教育的综合评估等
方面进行督导检查，开展工作。１９８８至１９８９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教育经费增长政策
和教师经济待遇的落实、学校危房改造、中小学学生流失的制止、学校乱收费的纠正、

学校德育工作等方面的督导检查。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对地区教育处直属的３所中小学和县
（市）７所重点中学开展了第一轮督导评估。１９９４年对 《教师法》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此后，督导工作的重点转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第二节　普通教育

一、私　学
平凉境内私学最早见于两汉时期，教师多为经师儒生。安定梁氏、皇甫氏、成纪李

氏等望族注重子弟培养，私学颇兴。安定乌氏梁竦、临泾李恂、朝那皇甫规，一边设帐

授徒，一边著书立说。魏晋时皇甫谧曾培养出张轨、挚虞等名人。

隋唐以来，私学日盛。

明清时私学亦称私塾。“虽一邑、一乡、一里、一闾，无不有之”，“各处私塾难以指

计”。至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泾川县有私塾３４处，静宁县６６处。此后兴办高、初级小
学，私塾渐被淘汰。

私塾的 “塾师”，一般由老童生、生员、贡生、举人充任。其 “束”由学童分担，

多少不一。四时八节，学童多向塾师送钱粮或食品。

教材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其后始授 “四

书五经”。作文以八股为范式。

二、义　学
义学由官府或私人捐资兴办，专收无力缴纳学费的孤寒学童入学。始于宋，盛于元、

明、清。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静宁知州黄廷钰最早在高台寺建义塾、聘师教授。乾隆
十年 （１７４５），静宁知州王?在水洛城 （今庄浪）、高家堡设立义学２处，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平凉县设义学４处，庄浪县丞耿光文重修县城义学。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崇信县
知县张照政在关帝庙和开化寺设义学２处；平凉县设义学６处。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陕
甘总督左宗棠令甘肃各府、州、县筹集资金，兴办义学，并令回族聚居区创办回民义学，

崇信县增设义学１处，华亭县增设６处。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平凉有官立义学１３处。
三、社　学
元代各县所属乡村每１５家为１社，每社置学校１所，农闲时令子弟读 《孝经》、《小

学》、《大学》、《论语》、《孟子》。明、清两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平凉府城社学在

万安门东，灵台县社学在城隍庙右，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静宁知州欧阳信在创建儒学的
同时建社学３处，不久即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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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　学
本区官府办学的记载，见于宋、金。宋大观三年 （１１０９），灵台始有县学。金大定二

十九年 （１１８９），平凉府学２０人。泰和四年 （１２０４），威戎县令以废署建文庙学舍。明时
儒学多设在孔庙内，亦称学庙、学宫。明平凉府设儒学，置教授１人、训导４人；泾州、
静宁州儒学置学正１人、训导３人；其他县置教谕１人、训导２人。生员分廪膳 （享受生

活补助者）、增广、附学生等。其名额为：府学４０人，州学３０人，县学２０人 （后数次

增加名额），卫学４０人，附学生无定数。
清沿明制，新创厅学、乡学，生员录取名额不一。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定学额：大县

４０人，中县３０人，小县２０人。儒学有藏书，设有经、史、律、诰、礼、仪等课程，定
有学规，严加考课。生员住在儒学斋，学官授课教学。以后学生住家中，每月朔、望去

儒学诵读 《圣谕广训》，参加季考月考即可，教谕 （学正）、训导既是儒学衙门的官吏，

又是教授生员的业师。

平凉府学　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同知高正建，学址在府治东。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学有教授１人，训导４人，廪膳生、增广生各４０人，附学生７３人，吏１
人，斋夫１０人。

清康熙初，知府程宪捐资修葺旧学舍。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增儒童额数，改平凉府为
大学，加拨平凉卫童生８名，不别立卫学。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知府王全臣捐修尊经阁、
学署，教授、训导各１人，俱在明伦堂东。府学从童生中录取，岁贡每年１人；府学定廪
膳生４０人，每年可从国库支领白银４两，增广生４０人，无廪饩银，但可补廪生缺额。岁
考在丑、辰、未、戌年；科考在寅、巳、申、亥年，都由学政主试。平凉府学每逢岁考

取文、武生各２０人，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停考。
泾州儒学　据 《泾州志·重修学宫记》：“夫郡学之始建也，盖自洪武，缘元旧迹而

新之。”明洪武年间，同知李彦恭在州衙西 （今中街小学址）建学宫，设教谕１人，训导
２人，额设廪膳生、增广生各２０人。正德十四年 （１５１９），知州宋灏重修。

静宁州儒学　在州治东南 （今一中），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知州欧阳信建，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知州侯明、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知州李时中分别增修兴诗、立礼二斋。清康熙三
十二年 （１６９３），知州董守义重修学署。清置学田实地６顷７０亩４分，岁征租银５两９钱
３分。明清设学正１人，训导２人。

乾隆年间，额定廪膳生３０人，增广生３０人，三年二贡，每岁考取文、武生各１２人。
崇信县儒学　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在县城文庙 （今锦屏小学）设立儒学，建儒学署。

有教谕、训导各一人，额设贡生２０人，增广生２０人，附学生１０至２０人。清末改为劝
学所。

华亭县儒学　元泰定二年 （１３２５）建，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重修，明末毁。清顺治
初知县杨荣胤重建，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教谕张锋、训导孙四正率诸生重修。学田３
顷４５亩，额征租银１１两３钱５分，半给廪生，半给贫士。

庄浪县儒学　明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知县张亮建于县治西，设教谕１人，训导２人，
额定廪膳生，增广生各２０人。嘉靖三十三年 （１５５４）知县张国宾迁于县治东北隅 （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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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清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知县董朱衮重修。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知县胡赓昌重修。
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时降为乡儒学。

灵台县儒学　明洪武年间，知县孔闻道在县城东南隅建明伦堂、敬一亭、博文斋、
约礼斋。设教谕、训导，管理全县教育。天启时 （１６２１—１６２７）知县李文蛟重修学宫，
此后，知县敖宏贞又建儒学二宅于新县治之右。清顺治年间，知县黄居中在县城重建教

谕、训导二宅。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复修县学。
平凉县儒学　明洪武中建，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重修，创建明伦堂。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有教谕１人，训导２人，除廪膳、增广生各２０名外，有附学生５２人。每逢岁
考取文、武生各１２人，科考取文生１２人。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停考。

五、书　院
明、清时，平凉书院始盛，渐复为准备科考的场所。书院设山长、监院。山长由地

方官延聘，儒学学官不得兼充山长。监院协助山长经营书院日常事务以及督导诸生课读。

书院的经费主要靠学田田租，或发款商号收取利息。书院一般设有经学、史学、对偶、

声律、书法等课程。官课由府、州、县各地方官轮流出题、考试、阅卷、发奖银。堂课

由山长出题阅卷，书院发奖银，每月进行官课１次，堂课２次。
陇干书院　明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知州祝祥在静宁州建书院，名佚。康熙年间知州

黄廷钰重建，名 “陇干书院”，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知州王?重修并捐资置学田。嘉庆
元年 （１７９６），知州王赐均增建后更名 “亦乐园书院”。至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知州余
泽春葺补更名为 “阿阳书院”。

崇文书院　明韩藩居平凉后，在府东 （今平凉一中址）建宗室弟子读书处，为昭王

讲读处。正德七年 （１５１２），皇帝敕赐 “崇文书院”坊额。

麓城书院　明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分守关西道右参政迟凤翔在泾州城南之麓建麓
城书院。次年，继任胡松续修，更名为仰止书院。

正学书院　明嘉靖年间，改平凉县东廓外新塔寺为正学书院，供郡士子肄业。
高平书院　清乾隆初建，延聘进士孙昭主讲，存在时间较短，后改为考试院 （今平

凉一中址）。

平凉柳湖书院旧址

柳湖书院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平凉知县汪禨初建，三
十四年 （１７６９）知府顾晴沙扩
建，定学额４０人，录取平凉府各
属士子。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平凉
知府汪皋鹤重修。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因经费困难而停办，五
十三 （１７８８）年，知府秦蓉庄和
知县龚海峰恢复并增修。同治二

年 （１８６３），毁于兵燹，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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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平庆泾固化道道尹魏光焘复修。左宗棠过平凉称其 “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

植树成林，尤称胜境”。

道南书院　清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静宁知州王?设水洛城义学于紫荆山，同治间停
办。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举人孙积善在原址复设。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改称道南书院。

仪山书院　清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华亭知县张汉芳改明代行台察院为仪山书院。
同治时废弛。光绪初，学绅加以整顿，亦无起色。

凤鸣书院　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崇信县在城西北隅建凤鸣书院，同治间废，光绪
四年 （１８７８）修葺续办。

鹑觚书院　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灵台知县苏履吉建金台书院。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知县彭光炼重修，改称鹑觚书院。

阮陵书院　清道光初年，将泾州仰止书院迁至泾州东门外，改名阮陵书院。同治初
年被毁。

尊经书院　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庄浪县南湖有尊经书院。
高平讲舍　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在平凉县城内北校场巷建讲武堂 （今西大街小学

址），九年 （１８８３）改名崆峒书院，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又改名高平讲舍。
镜清书院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知州胡韵兰在泾州城南关修建镜清书院。
桃山书院　宣统时，岁贡王鸿猷在华亭县安口建桃山书院。
科举取士制始于隋唐。今平凉辖区，中进士者唐５人，宋２人，明清中文进士者４３

人，其中平凉１９人，泾川５人，灵台３人，静宁１３人，庄浪２人，华亭１人；中武进士
者泾川、静宁、华亭各１人；中文举人者２４８人，其中平凉８３人，静宁６８人，泾川４１
人，庄浪１５人，华亭１５人，灵台２１人，崇信５人；中武举者１４３人，其中平凉３９人，
庄浪３１人 （含庄浪满营），静宁３０人，泾川１８人，灵台１３人，华亭１２人。

全区文武进士名录

朝　代 姓　名 籍贯 （依当时籍贯） 中录年份

唐

代

皇甫博 临泾人

皇甫镛 临泾人

牛　丛 鹑觚人

牛　蔚 鹑觚人

牛　徽 鹑觚人

宋

代

胡顺之 原州临泾人

郭执中 华亭人

樊处约 崇信人 （建中靖国）辛巳

元
　
代

闾仲坚 泾州人

闾卜花 泾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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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朝　代 姓　名 籍贯 （依当时籍贯） 中录年份

明
　

　
代

王　钰 泾州人 （永乐）辛丑

段　宁 平凉人 （天顺）丁丑

杨　重 灵台人 （成化）己丑

闾　钲 泾州人 （成化）壬辰

史　书 灵台人 （成化）己未

张　伦 平凉人 （成化）戊戌

何宗贤 泾州人 （成化）辛丑

林廷玉 平凉人 （成化）甲辰

何宗理 泾州人 （弘治）庚戌

闾　洁 泾州人 （弘治）癸丑

赵　斌 平凉人 （弘治）己未

张维新 华亭人 （弘治）己未

李　伸 平凉人 （弘治）壬戌

姚　爵 静宁人 （正德）辛未

张　几 平凉人 （正德）甲戌

高　杰 平凉人 （正德）甲戌

桑　仟 平凉人 （正德）丁丑

孙廷相 平凉人 （嘉靖）癸未

赵时春 平凉人 （嘉靖）丙戌

周　鉴 平凉人 （嘉靖）癸丑

孟学易 平凉人 （嘉靖）乙丑

王　 静宁人 （崇祯）辛未

清
　
　
代

慕天颜 静宁人 （顺治）乙未

胡大定 平凉人 （顺治）戊戌

梁联馨 平凉人 （康熙）甲辰

慕　琛 静宁人 （康熙）壬戌

张寿峒 平凉人 （康熙）辛未

李根云 平凉人 （康熙）戊戌

朱　谌 平凉人 （雍正）癸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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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朝　代 姓　名 籍贯 （依当时籍贯） 中录年份

清

代

吴之遴 平凉人 （乾隆）丙辰

慕　鏊 静宁人 （嘉庆）丙辰

张绍学 平凉人 （嘉庆）己未

叶　桂 静宁人 （道光）壬午

张自直 灵台人 （道光）辛丑

柳　炯 静宁人 （咸丰）癸丑

赵贡玉 静宁人 （咸丰）丙辰

吴正炳 静宁人 （咸丰）己未

崔奎瑞 庄浪人 （光绪）丙子

王源瀚 静宁人 （光绪）丙戌

卢秉钧 庄浪人 （光绪）庚寅

叶祖修 静宁人 （光绪）乙未

王曜南 静宁人 （光绪）乙未

孙云锦 静宁人 （光绪）戊戌

张文源 静宁人 （光绪）辛丑

武　进　士

文有声 泾州人 （顺治）辛丑

党志振 静宁人 （光绪）丙戊

李登第 华亭人 （光绪）丙戊

六、幼儿园

民国７年 （１９１８），知事周廷元在静宁创办 “蒙养园”，后改称 “幼稚园”。１６年
（１９２７）华亭县办起幼稚园１所。３２年 （１９４３），平凉女师附小创设幼稚园，收幼儿３０
人，教养员 １人。泾川东关女校附设幼稚园 １所，收幼儿 ３２人，教养员 １人。３７年
（１９４８）平凉县实验小学亦附设幼稚园。１９４９年前后，幼稚园大多停办，据 《三十年甘

肃教育统计资料》记载，１９４９年平凉区内仅有１所幼儿园，在园幼儿１４０人。
１９５３年，平凉市文教科创办第一所公办幼儿园，收幼儿９０人，１个大班，两个中

班，教养员５人。泾川县人民银行办１所托幼合班幼儿园，入园幼儿１５人。１９５７年华亭
城关镇小学亦附设幼儿班。１９５８年，全区幼儿园总数４８９３所，其中教育部门办７所，厂
矿企业及其他部门办１００多所，社队办４７８６所。１９５９年春，大都解散。１９６５年，全区仅
平凉市、泾川县、华亭县、静宁县等有５所幼儿园，在园幼儿５１０人。 “文革”停办。

１９７７年，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队又办起托儿所和红幼班，但大多附设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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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将幼儿教育逐步纳入普及小学教育工作规划，当年，建成平凉地区幼儿园。
１９８０年，各县相继办幼儿园。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后，全区幼儿教育稳步发展。１９９０年，对全
区各级各类幼儿园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和登记注册，对幼儿园实行晋类达标管理。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地区幼儿园被挂牌命名为全区第一所省级一类幼儿园。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幼儿园
１３２所，其中，教育部门和集体办７５所，其他部门办１５所，社会力量办４２所；城市办
１６所，县 （镇）办５９所，农村办５７所。设班１６０５个，其中学前班１１２９个，在园幼儿
４４４１８人，其中，学前班３２５６４人；有园长１２１人，专任教师６０２人，保健员３６人。

幼儿园有全托 （早送晚接，在园内吃饭）和日托 （早、午、晚接送，不在园内吃饭）

两种。幼儿按年龄分为大班 （６—７岁）、中班 （５—６岁）、小班 （４—５岁）。保育内容主
要是管好幼儿一日生活，增强幼儿体质和加强幼儿营养；教学活动以游戏为主要形式，开展

创造性游戏、智力游戏、竞赛性游戏等各种游戏活动，开发幼儿智力，寓教育于游戏之中。

５０年代，部分小学附设学前班，时称 “春季班”或 “预备班”，其学科教材、教学

形式与小学一年级基本相同。６０年代初，部分社队在小学另设 “幼教班”，“文革 ”期

间改称 “红幼班”。１９７７年，“红幼班”增加，１９７９年改称 “学前班”。学前班一般附设

在小学，收５至７岁幼儿接受学前一年教育。１９８１年以后，学前班教学活动逐渐走上规
范化。１９９１年后数量逐年增加。１９９８年以后，开始减少。２００２年，全区有学前班１１２９
个。其中，教育部门办１１１３个，其他部门办５个，社会力量办１１个，城市办２８个，县
（镇）办６８个，农村办１０３３个，在班幼儿达３２５６４人。

学前班一般都有统一教材，每节课４０分钟，课间有小休息，一般比小学提前１小时
放学，其他活动基本与小学相同。

平凉地区幼儿园　始建于１９７４年，初为简托制幼儿园。隶属行署教育处管理。有教
职工８人，其中教师６人，医务人员１人，工人１人。有６个年龄班，１００名幼儿。１９８６
年改为日托制幼儿园。１９９２年通过省教育厅一类幼儿园考核评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更名为
平凉市幼儿园，占地３２９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９５０平方米，有教职工４６人，其中专任教
师３５人，医务人员１人；６００名幼儿，１２个班级。１９９０年被省教育厅授予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称号。

七、小　学
学校设置　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平凉县改高平讲舍为官立 “平凉县第一高等小

学堂”，泾州将镜清书院改为泾州高等小学堂，静宁州改阿阳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改道南

书院为水洛高等小学堂 （今庄浪县）。此后，各县相继兴办、改办小学堂，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区内有高等小学堂７所，初等小学堂９８所。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改小学堂为小学校。５年后，各县按自然区划分若干学区，每学

区设立高级小学１所，初级小学若干所，至２０年 （１９３１），共有高级小学２６所，初级小
学１９６所 （见下表）。

２２年 （１９３３），各县利用庙宇、公房、闲余民房等开办了一批短期小学，或于普通小
学内添招短期小学班。２９年 （１９４０），各县将完全小学改为中心学校，初级小学、短期小
学、简易小学改为国民学校。

４３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全区小学设置表

县 区 学校名称
开办

时间
校　址

学生数 历年毕业生

高级 初级 高级 初级

年经

费

（元）

备注

平
　

　
凉
　

　
县

第
　
一
　
区

公立中山

小学校

光绪二十六

年（１９００）
高平讲舍

（今西大街小学）
７０ ５８ ２５０ ４４０ １６０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女子

小学校

民国

１１年 节孝祠 ２５ ４８ ８２６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二校

分设）

风神庙　子孙宫 ７２ ５１５

公立初级

小学校（九

校分设）

九天庙 慈恩寺 北极宫

双桥子 菩萨殿 水桥沟

纸坊沟 北　寺 南　寺
４４９ ３０２ ２４２３

第

二

区

公立第三

小学校

民国

７年 四十里铺 ４８ ３４ １０８ ８４ ６２８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曹家湾　岘镇
民张家　郭家园 １５５ ２８８

第

三

区

公立第二

小学校

民国

５年 白水镇 ６８ ３５ ２２３ １９０ １４３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小

学校（六校

分设）

马莲铺　大潘家
史家沟　打虎沟
甄家庄　赵家寨

２１７ ３９２

第

四

区

公立第五

小学校

民国

７年 花所镇 ４８ ２４ ４６ ３９ ９２５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小

学校（二校

分设）

野雀沟　信家庄 ７９ １２４

第

五

区

公立第四

小学校

民国

７年 侍郎庙 ４９ ３８ １７８ ９８ ５０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索罗镇　汝家原 ９１ １０６ ２６８

第
六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三天门　寨子街 ６７ １４２

第
七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赵家堡　安国镇
崖湾子　颉河子 １４０ ３４８

第
八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九

校分设）

郑家洼 武家原

余家寨 郑家新庄

秦家大庄 丁家寨

陈家洼 杨家庄 长沟渠

２８７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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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县 区 学校名称
开办

时间
校　址

学生数 历年毕业生

高级 初级 高级 初级

年经

费

（元）

备注

泾
　

　
川
　

　
县

第
　
一
　
区

公立第一

小学校

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 县城南关 ８０ ７０ ５０６ ５０６ ５７６ 高级

小学

公立女子

小学校

民国

１７年 县城东关 ３０ ４０ ５４８ 高级

小学

公立女子

初级小

学校

民国

８年 城内准提寺 ３５ ２３２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县城永庆寺

教育局

私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县城东关

城内天主堂

１９２８
年计

１６５
人

６０

第

二

区

公立第四

小学校

民国

１１年 高平镇 ３２ ４０ ４３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水泉寺　百烟村 ５２ １０５

第
三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楸射　窑店镇
瓦云镇　老原上 １５０ ４００

第
四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
荔堡镇 ５２ １４０

第

五

区

公立第五

小学校

民国

１３年 玉都镇 １６ １８ ４５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校（六

校分设）

丰台镇　端贤庄
尹家冢　张观察
五　冢　大什字

２１５ ２５５

第
六
区

公立第二

小学校

民国

３年 党原镇 ２５ ４４ ４１０ 高级

小学

公立第三

小学校

民国

８年 王村镇 ３５ ４４ ４３６ 高级

小学

灵
　
台
　
县

第
　
一
　
区

公立第一

完全小学校

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 城内鹑觚书院址 ５３ １６ ５１９ ９２６ 高级

小学

公立初级

小学校（十

二校分设）

独店镇 林王堡 爱子庄

通气塬 抚治寨 景村庄

张坡庄 药王洞 盘龙山

高回庙 饮马沟 小村庄

３６５ ６７８

公立女子

初级小学校

民国

２年 县城内 ２１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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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县 区 学校名称
开办

时间
校　址

学生数 历年毕业生

高级 初级 高级 初级

年经

费

（元）

备注

灵
　

　
台
　

　
县

第
二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五

校分设）

邵寨镇　史家河
下河　寺背后等 １２３ ２２６

第
三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六

校分设）

什字镇　西屯镇
坷台　蒲堡

西郊庄　进店村
１８５ ２４０

第
　
四
　
区

区立初级

小学校（七

校分设）

上良镇　柏沟庄
汉王庙 郑家庙 姚家庄

石佛寺　左集庄
１５２ ３７２

公立第二

完全小学

民国

１０年 朝那镇 ５８ １９ ２９１ ６００ 高级

小学

公立女子

小学校
柏沟庄 １４ ５１０

第
五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五

校分设）

火星庙　百里镇
马虎山　侯家桥

车家坡

１２３ ２７０

第
六
区

公立初级

小学校（五

校分设）

龙门镇　梁原镇
八里庙　乾树原

横渠庄

１１４ ２３８

崇
　

　
信
　

　
县

第
　
一
　
区

县立第一

高级小

学校

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 县城中街 ４９ ２４０ ５７２ 高级

小学

县立女子

初级小

学校

县城文昌宫 ９ ６０

县立初级

小学校（三

校分设）

县城中街

薛家湾等
７８ ２３５

第
二
区

区立初级

小学校（九

校分设）

木林镇 大庄庙 关村郭

九功城 高庄堡 安冯寨

柏树寨 暖泉寨 金龙庙

２０７ ３５９

第
三
区

区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铜城镇　临内堡
平头沟　庙台子 ９４ １６０

第
四
区

区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新窑镇　赤城镇 ３７ ７０

７３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续表

县 区 学校名称
开办

时间
校　址

学生数 历年毕业生

高级 初级 高级 初级

年经

费

（元）

备注

华
　

　
亭
　

　
县

第
　
一
　
区

县立第一

高级小

学校

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 城内原仪山书院址 ２７ ６４ ９２７ 高级

小学

县立第一

女子完全

小学校

民国

１４年 县城内东街 ４ ２６ ４３６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县城内南街

城外东关
８３ ５７８

第
　
二
　
区

县立东区

第二中山

高级小

学校

民国

１６年 窑头镇正街 ８０ ３０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南岭　南川
东峡　西岭 １３９ １２００

第

三

区

县立初级

小学校（十

校分设）

佛爷寺　尚武村
寺底下 吴家堡 上关街

青林村 十字路 湫龙山

磨平川　王家沟

２６８ １６９２

第

四

区

县立初级

小学校 （十

校分设）

上亭庙　仙姑山
涧池里 阳关沟 王家寨

寺沟里 十瓮子 马峡沟

步脱里　刘家店

２１６ １７２９

第

五

区

县立初级

小学校（十

二校分设）

山寨沟　安良正街
杨家庄 南峪里 剡家山

朝阳寺 龙马寺 策底街

王家河　王家峡口
砚峡庄　麻庵街

２７１ １７７７

静
　

　
宁
　

　
县

第
　
一
　
区

县立第一

小学校

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 阿阳书院址 ８４ １４０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三

校分设）

民国１７年 县城内东街

后街　站院 １２３人 １０５４

县立第一贞

静女子初

级小学校

民国

７年 县庄东侧 １２ １０４０

第

二

区

县立第二

小学校

民国

６年 通边镇 ６０ ４４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四

校分设）

计都镇　野照镇
新集儿　章麻镇 １００ ４５６

８３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县 区 学校名称
开办

时间
校　址

学生数 历年毕业生

高级 初级 高级 初级

年经

费

（元）

备注

静
　

　
宁
　

　
县

第
　

　
三
　

　
区

县立第三

小学校

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 水洛城 ５９ ５７２ 高级

小学

县立第四

小学校

民国

８年 朱家店 １０３ ５６０ 高级

小学

县立第五

小学校

民国

１５年 威戎镇 １５３ ３９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九

校分设）

水洛城　焦韩店
长尾沟　阳山川

雷大湾 良野店 治平川

吴家庙儿　柳家新庄

２５５ ９６７

县立第二

女子初级

小学校

民国

１９年 水洛城 ２ ８５

第
四
区

县立初级

小学校（六

校分设）

王家川　马家坡儿
高家堡　甘沟镇

单家集南社 马家新庄

１９０ ８０３

庄
　

　
浪
　

　
县

第
　
一
　
区

县立第一

小学校

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 尊经书院址 １８ ４１ １９５ ４５７ 高级

小学

县立第一

女子初级

小学校

民国

３年 今南湖镇 ２２ ６０

县立初级

小学校（二

校分设）

卧龙镇　蛟龙镇 ７８ ７０

第
　
二
　
区

县立第三

小学校

民国

２０年 曹务镇 １５ ３１ ４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七

校分设）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７ ２０６

第
　
三
　
区

县立中山

小学校

民国

６年 刘家湾 ３０ ９２ ９２ ２２０ 高级

小学

县立初级

小学校（三

校分设）

刘家湾　程家壑岘
十庄会

１００ ７８

第
四
区

县立初级

小学校 （二

校分设）

公拜儿　杨家店子 ５３ ３４

９３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书书书

民
国
２７
（
１９
３８
）
至
３３
（
１９
４４
）
年
教
育
概
况
表

县
平
　
凉

泾
　
川

年
度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学
校
数

６７
７１

８７
９６

１１
３

１２
１

１４
１

９０
１０
３

１１
５

１２
２

１３
８

１４
１

１４
８

学
级
数

计
１５
０

１６
１

１７
７

１８
８

２０
０

２０
３

３２
３

１３
４

１４
８

１５
６

１６
４

１８
４

２４
０

２８
２

高
级

１７
１８

１８
２０

２７
３２

１１
１

１５
１６

２４
２６

２８
２７

１３
６

初
级

１３
３

１４
３

１５
９

１６
８

１７
３

１７
１

２１
２

１１
９

１３
２

１３
２

１３
８

１５
６

２１
３

１４
６

教
职
员
数

１５
８

１６
８

１８
７

２０
１

２４
６

２９
６

２８
６

１５
１

１５
８

１７
５

１８
４

４８
６

２８
２

２９
４

学
生
数

４０
３３

３６
９４

５５
７５

６３
３８

７１
７６

８９
６９

９９
６９

４１
４８

５６
２２

６３
７ ３

６５
８２

６９
６０

７０
５８

７３
０８

经
费
（
元
）

２３
４６
０
２８
５５
０

３８
６８
０

６６
５３
２

３９
００
３
２５
６８
１５

３５
０１
９０

３７
４５
０
３９
６７
４

５２
５６
０

７５
３７
５
１６
１６
１１

３２
１８
３８
２９
３１
２６

０４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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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县
灵
　
台

崇
　
信

年
度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学
校
数

１３
２

１４
０

１４
７

１５
５

１５
９

１６
０

１６
６

５０
５６

５５
５９

６１
５５

５９

学
级
数

计
１４
５

１６
８

１７
９

１９
１

１９
４

２４
９

２８
５

８４
９０

９４
９９

１０
８

１０
１

１２
５

高
级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７
１８

４３
４

４
７

７
８

１１
４２

初
级

１２
５

１４
６

１５
５

１６
５

１６
７

２３
１

２４
２

８０
８６

８７
９２

１０
０

９０
８３

教
职
员
数

１６
７

１７
１

１９
０

２０
２

２２
３

２１
６

２２
１

８８
９２

９８
１０
３

１２
７

１２
０

１２
８

学
生
数

４２
２５

５３
６０

６０
７２

７１
１８

６４
４１

７７
８７

８０
８１

１６
７０

１５
２３

２０
４ ４

２２
２７

２３
２２

２５
１９

２７
１９

经
费
（
元
）

２３
１６
０
２６
０８
４

３８
９６
０

６２
８０
４
１７
７４
７０

３０
９５
３０

３２
０４
３５

１ ３
５１
０
１６
３３
０

１９
０８
１

２８
２０
４

８１
５２
０
１２
１４
６５
１５
６６
９５

１４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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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县
华
　
亭

庄
　
浪

静
　
宁

年
度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 ２

３３

学
校
数

５４
５９

６２
６６

７２
６３

６６
３０

３７
４２

４６
６０

７１
７６

６６
７６

７９
８６

８８
９ ７

１０
８

学 级 数

计
７３

７８
８４

８９
９５

９２
１１
０

４０
４９

５７
６１

９４
１０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１
１１
２
１２
１
１３
１
１３
５

１３
９

２０
５

高
级

１２
１２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４

３０
８

８
７

７
１０

３５
３５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１

２２
１９

１０
２

初
级

６１
６６

６９
７８

７９
７８

８０
３２

４１
５０

５４
８４

６５
９５

９１
１０
２
１０
１
１１
０
１１
３

１２
０

１０
３

教
职
员
数

８２
８２

９９
１０
４

１１
０

１３
３

１１
７

４２
５４

６１
６５

１４
６
１８
０

１９
５
１０
７
１ ４
１
１６
５
１７
６
１９
７

２１
７

２１
６

学
生
数

１８
１４
１８
２０

２６
３４

２８
７７

３０
６２

２６
４６

１７
９６
１２
１６
１４
８０
１７
４１
２４
１９
２８
６９
３９
８７

４３
９０
４０
６６
４８
７９
５８
３１
６１
１４
５６
０４

５６
１７

６１
６７

经
费
（
元
）
１４
６７
８
１７
２７
０

２３
７７
０

４３
８６
０

８６
０４
８
１７
０８
２１

１５
１９
３４

８７
３２

１０
６０
０
１２
１３
５
１９
９８
４
２２
３１
５
１０
５６
２８

１１
４２
２４
２１
６５
３
２５
７０
３
３９
６６
５
６７
５４
８
１５
６４
６９

２６
０５
１８

２９
２７
６５

２４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３５年 （１９４６），区内共有中心国民学校８６所，保国民学校５９０所，另有省立小学２
所，私立小学７所。
１９４９年，人民政府接管今辖区内小学６９１所，在校学生４４８４６人。１９５０年，全区有

小学５８６所，在校学生３９４４７人。１９５１年，省文教厅接管了平凉私立晨光完小、私立晓

平凉芳济学校师生合影 （１９３８年）

星女子完小、私立芳济完小

及泾川私立正德初级小学４
所教会学校和其他２所一般
私立小学。１９５４年，全区有
小学 ７２２所，１９５７年达到
１０７５所。１９５８年，小学猛增
至 １５２３所。静宁县永和乡
（今李店）“一天内办了７所
初小、２所完小”，这些新增
加的学校多数不具备基本的

办学条件。到１９６１年，小学
减少到 １０５８所。１９６２年，
布局调整，提倡办多种形式

的简易小学 （１９６４年后称耕
读小学）。１９６３年，有小学１１３７所，其中民办 （实为集体办）４９０所，初级小学９８９所。
１９６５年，全区有小学３３３８所，在校学生１２０９万人，有学龄儿童１７５５万人，入学率
６１％，教职工４１８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３７４３人 （公派２１４０人，民请１６０３人）。 “文革”
中，农村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改为民办。１９７０年，小学减至１８２３所。１９７１年后，发展
队办村学，至１９７５年增加至３６９９所。１９７８年后，对小学进行调整、整顿。１９７９年，全
区有小学３０４０所，在校学生３２７７万人，入学率９０８％，教职工１１５３８人，其中专任教
师１１１８５人 （公派２０９１人，民请９０９４人）。１９８２年起，小学基本稳定在２４００所左右，
１９９４年后，基本是一乡 （镇）一中心小学，一村一完全小学，社队办的小学教学班

（点）绝大部分被撤并。２００１年，再次撤并了一些小学教学班 （点）。至２００２年底，共
有小学１６９８所，其中：崆峒区２７７所，泾川县２７５所，灵台县２３３所，崇信县７１所，华
亭县１１６所，庄浪县３７４所，静宁县３５２所。

学　制　清光绪年间，初等小学堂５年，高等小学堂４年。民国初年，初等小学４
年，高等小学３年。１２年 （１９２３）改为初级小学４年，高级小学２年。
１９４９年后，沿用６年学制。１９６９年，实行５年制，并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１９７８

年，又改为秋季招生。１９８０年后，在部分小学实行６年制，至２００２年，全区有５年制小
学４８３所，６年制小学１２１５所，小学教学点１２８所。

课　程　清末，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
体操等课程。高等小学堂不设中国文字，增设图画、中国文学，经学课程占全部课程的

２／５。民国初年，初级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课程。高

３４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

级小学增设中国历史、地理、理科。１２年 （１９２３），开
设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

乐、体育、外语等９门课程，但县城小学一般能照章开
设，乡村小学仍以读经讲经为基本课程。１６年 （１９２７），
增加党义和童子军训练。２２年 （１９３３），又改党义为公
民。２３年 （１９３４），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常识、劳
作、音乐、体育、美术等课。高级小学增设公民知识，

常识分设为历史、地理、自然３科。因经费、师资、教
科书奇缺，多未开齐。

１９４９年后，低年级设国语、算术、美术、唱游。中
年级 （增设常识，唱游分为音乐、体育。高年级增设政

治，常识分为史地、自然。１９５２年，国语改为语文，美
术改为美工，后又改为图画。１９５５年增设手工劳动。
１９５６年，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１９５８年，增设政
治。１９６３年起，县镇小学开设语文、算术、珠算、历

史、地理、自然、农业生产知识、体育、图画、手工劳动等１２门课程；农村单设的初级
小学加设地理、历史、自然、农业生产知识等其他课程；农村耕读小学的初小只开语文、

算术，高小增设常识。“文革”期间，小学课程压缩为毛泽东思想、语文、算术、科学常

识、军事体育、革命文艺６门。１９７３年，调整为政治、语文、算术、科学常识、体育、
音乐、图画７门。１９８１年增设思想品德、劳动课，恢复地理、历史课，使用全国统编教
材。１９９３年后，学科类有思想品德、语文、数学、社会、自然、体育、音乐、美术、劳
动等９门 （１９９８年，平凉市实验小学增开英语），活动类课程有晨 （夕）会、班 （团）

队活动、科技文体活动等。２００２年，全区在静宁县、崆峒区进行新课程改革试点工作。
教　学　清末学堂，实行先生讲、学生背的注入式教学。民国初，袭用。民国１２年

（１９２３）后，国语教学推广注音符号，用语体文教学，纠正方言。２６年 （１９３７）后，小
学教学注重传授知识，强调练习、背诵，国语要求学生逐篇熟读背诵，算术强调多练。

１９４９年后，学习苏联教学经验。１９５３年开始，推广 “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

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五环节教学法，并建立教研组，加强教学管理，提倡集体备

课，实行五级记分制 （１９５６年又改为百分制）评定学生成绩。１９５８年，将生产劳动列入
教学计划，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师生频繁参加校外劳动，教学任务无法完成。１９６２年，
对小学学习、劳动、休息作了合理安排，加强主课教学。１９６６年，开始停课闹革命。
１９６９年复课，请工人、贫下中农担任校外教师，传授生产知识。学生不考试、不留级，
学满五年即可毕业。１９８２年，全省对小学毕业班进行统考检查，平凉地区语文、数学全
及格的占７９％。此后，各县小学围绕提高教学质量，以加强 “双基”（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训练、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为出发点，改进课堂教学方法。１９８６年起，
在平凉市、华亭县的１０所小学，试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 “提高小学生能

力水平革新计划 （ＪＩＰ）实验”的办法，后推行到６县６１所小学。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０年，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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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１５校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改实验。平凉实验小学教师刘亚萍参
加省上小学语文讲赛获一等奖。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地区举办小学语文优质课观摩讲赛。
１９９５年，全区小学毕业统考语文、数学双科及格率达６０１％。１９９６年，推进由应试教育
向素质教育转变。１９９８年，地区确定华亭县为素质教育实验县，平凉一中、平凉市实验
小学等１４所学校为素质教育实验校。１９９９年，全区有１８篇小学课堂教学优秀教案获省
级以上奖励，２名教师获全省优秀课讲赛一等奖，４０多名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省级
以上奖励。２００２年全区６０项 “中小学基础学科课题”通过地区教育科研课题验收与鉴

定，分别颁发了认定证书。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省教育厅颁布 《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规

程》，强迫８至１２岁学龄儿童入学，以期在全省城乡实现普及小学四年教育，但未实施。
２２年 （１９３３）后，实施一年制和三年制短期小学教育。２９年 （１９４０）后，将小学教育、
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统一纳入国民教育之中，学校数量虽有增加，但义务教育仍未落实。

１９５８年４月后，各县的民办小学猛增，但多是借用民房办学，普及教育又一次落空。
１９７２年，生产大队办完小，生产队办村学，动员学龄儿童入学。１９７５年后，全区学龄儿
童入学率达９５％以上。
１９８３年，确定以实现 “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为普及小学

教育的基础。１９８４年，泾川县在全区第一个实现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次年，华亭、

崇信、灵台县通过验收，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静宁县、平凉市、庄浪县先后通过验收，
全区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省立平师附小第八届毕业生合影 （１９４３年）

小　学　选　介

平凉市实验小学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８月，平凉师范迁入柳湖，在城内原址 （今实验小学）设立附属

小学。当年，招女生初级１个班。２０年 （１９３１）停办。校址借给平凉女子师范，学生并
入女师附小。２２年 （１９３３），女子师范迁出，学校称 “女师附小”。次年，平凉师范在柳

５４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湖复设附属小学。１９５０年，女师附小并入平师附小，定名 “甘肃省平凉师范附属小学”，

校址在今平凉市实验小学。平师附小从设立到１９５５年一直为省立小学。１９５５年起由省管
变为专区管。１９６２年，被确定为省属重点小学，行政上改由省、地双重领导。时有教学
班１２个，学生４４６人，教师１９人，工人１人。１９６８年，学校更名为 “平凉市红旗街第

二小学”，取消重点小学。１９７８年又改称 “平凉县红旗街第二小学”，重新被确定为省重

点小学。１９７９年，１９个教学班有１０１６名学生，教师３４人，工人１人。１９８４年，更名为
“平凉市实验小学”，由地区教育处直接管理。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１７万平方米，校舍建
筑面积５５８５平方米，其中楼房４栋５０８４１６平方米，有教职工７２人，其中专任教师６６
人，教学班３０个，学生１９２７人。１９８６年，平凉市实验小学教师李云霞、谢理绍被评为
省特级教师，数学教师朱妙龄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１９８８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
级教师 （全区１名）。１９９２年学校被省政府授予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２年学校被
教育部、团中央、妇联和少工委授予全国德育先进集体，被团中央授予全国少先队红旗

大队称号。

平凉市西大街小学

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成立 “讲武堂”。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更名 “高平讲舍”。二十六

１９２１年平凉县第一高等小学 （今崆峒区西大街

小学）毕业生

年 （１９００）改为平凉县第一高等小
学堂。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更名为
平凉县中山小学。１９４５年更名为平
凉县实验小学，１９４９年定名为平凉
县西大街小学，由平凉县教育局直

接管理。一直是县属重点小学，多

次被省、市、县评为 “先进学校”、

“先进基层党组织”、“雏鹰大队”、

“绿色学校”，李云霞、孙世斌、邹华

芸曾先后被授予甘肃省特级教师。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 １３亩，校
舍建筑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有３０个
教学班，６５名教职工，１９００多名
学生。有阅览室、微机室、仪器

室、教师电子备课室，藏书３万余册。建立卫星宽带网、校园局域网，形成双向电视教
学、多媒体课件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校园教学网络，有省级骨干教师２人，省 “园

丁奖”获得者３人，省级青年教学能手１人。
平凉市南台回民小学

位于平凉城东南回民聚居地。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丁鸿义等４０名回族群众倡导募捐
办学，成立了校董事会，采取 “自报自愿，群众评议，按其收入的百分之十收款”。董事

会成员带头，共收集各种皮货、布匹、绸缎、物品２０００件，价值２０００余元，但国民政府
不予解决校址，中途停办。１９４９年人民政府对群众集资办学大力支持，将景家沟原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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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几孔窑洞，划拨给学校作校址。当年招收新生９２人，定名为 “景家沟回民小学”。

１９５２年迁校于南台 （现址），省人民政府曾委派杨子恒、何凤武等专程到平凉，授予丁

鸿义 “热心教育，集资兴校”锦旗一面嘉奖。同年，人民政府投资近万元，扩建校舍２８
间，增置课桌、图书资料，定名为 “平凉市南台回民小学”。１９５９年市人民政府确定南
台小学为重点小学，校长张秉孝曾参加省民族教育会议，受到表扬。１９６２年被列入全国
８２所重点小学之一，并参加了省第四次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先进单位
称号。１９６９年附设初中班。１９７３年改为平凉县第六中学。１９７４年中、小学分家，中学不
迁出，小学仍称 “南台回民小学”。

２００２年，学校共设有８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３３０多人，有教师２０人，其中高级教师
８人，一级教师１１人，二级教师１人，本科５人，大专１０人，中师５人。校园占地面积
４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０００多平方米 （均为砖木结构），设有教师会议室、办公室、少

先队活动室、微机室、实验仪器室、图书阅览室，并建成远程教育地面接收站。

泾川高平镇中心小学

建于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７月，位于高平街道，学生不足１０人，教师１人，属私立学
校。２７年 （１９３８）改为国立学校，定名为 “高平完小”，是泾川县南塬区唯一一所国立

小学，教师４人，学生４０人，设一至六年级，学生寄宿。１９４９年有教师１０人，学生２００
人。１９５８年改为 “高平街完全小学”，有教师２０多人，学生２５０人。１９７４年改为七年制
学校，小学５个班，初中６个班，学生５５０人，教师１８人。１９８２年撤初中部，定为县属
重点小学，教师１８人，教学班１１个，学生４５０人。由县教育局、人民公社双重领导。
１９８５年改为高平乡中心小学，由乡接管，有１２个教学班，６００名学生，教师２３人

（其中民请教师１３人）。１９９６年更名为高平镇中心小学。１９９９年有学生９３０人，教师４０
人。２００２年修建４栋教室、３０间学生宿舍。学生达到９５７人，教职工３８人。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教师李贵林分别被省教委、省政府评为 “优秀体育教师”、“全国千名农村学校优秀体

育工作者”。２００１年，教师陈海连、何玉珍、史桂英、史红军被评为全区小学语文骨干教师。
１９８９年学校被国家教委、国家体委授予 “体育达标先进单位”。

泾川县中街小学

清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镜清书院改为泾州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改
为官立高等小学堂。９年改为泾川县立高等小学。２０年改为泾川县立第一完全小学。２４
年迁址文庙 （现中街小学址），与师范讲习班合并。２５年改为泾川县文庙小学。３４年改
为泾川县试验中山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泾川县城关区完全小学。１９５５年命名
为 “泾川县中街小学”。

学校先后被全国、省、地、县及教育行政部门分别授予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精

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妇女工作先进单位”、“地级无吸烟学

校”、全国 “少先队雏鹰大队”、全国 “百佳少先队中队”、全国 “红领巾手拉手助残先

进集体”等光荣称号。教师丁絆芬被评为 “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劳动模范”，辅导

员袁莉被评为 “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教师史巧玲、刘冬福、付惠、杜小英获省 “园

丁奖”，古雪冰被评为 “小学特级教师”，丁絆芬、古雪冰被评为全省 “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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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前后，学校建成标准化电教室、多媒体微机室、阅览室。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
１２２２４３平方米，教学楼两幢、建筑面积２２２６平方米。有教学班２１个，学生１３５８人，
教职工６７人，其中高级教师２９人，一级教师２６人，学校自然、生物综合实验室达到二
类标准，图书室藏书１５万余册。
　灵台县东关小学
　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１９８０年由中学路８３号迁址于县城东大街８６号，有砖

木结构教室、宿舍及其他用房１０２间２３３８平方米。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县上投资２００余万元
建起面积为２８３８６４平方米的四层教学楼一幢。２００２年县上又筹资３２０万元建起面积为
４０００平方米的综合楼一幢、４００平方米的双层水冲厕所。

２００２年，学校有教职工７５人，其中中级职称２０人，省级学科带头人１人。在校学
生１６６２人，设教学班３２个。有微机室２个，计算机６５台，图书室藏书１５万余册，仪
器室有电教、教学、自然类教具１５００余台 （件），卫星数据接收主控室、光盘播放室、

多媒体教室各一个。

学校曾荣获全省 “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少先大队先后荣获全国 “优秀红旗大队”、

“雏鹰大队”，３次荣获甘肃省 “优秀红旗大队”等称号。《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实践活

动荣获 “第２０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１４名学生被评为甘肃省 “陇原好

少年”。

灵台县什字中心小学

　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名为 “国立什字高级小学”，位于什字镇北门，设５
个教学班，有学生７０余人，教师５人。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更名为 “什字完全小学”，时

有６个教学班，７名教师，１５０余名学生。１９６９年更名为 “长坡小学”。１９８４年复名为
“什字中心小学”，有１１个教学班，１８名教师，２７０余名学生。此后，学校招生范围扩展
至长坡、梁家咀、草脉、中永、庙头、曹家老庄６个村。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迁址文卫巷，有
１５个教学班，３７名教职工，在校学生７４６人。２００２年，学校改为六年制完全小学，占地
７６６７８５平方米，两栋教学楼面积３３４１１平方米，绿化面积５７２５平方米，有教职工５１
人，其中省级骨干教师１人，在校学生１０９０人，设２０个教学班。

学校曾被团省委命名为 “青年文明号”。办有校内刊物 《晨曦》。

　崇信县锦屏小学
　建于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１３年 （１９２４），改为高级小学，分甲、乙、丙三级，学生６２

人，教师３人。２５年 （１９３６），改为锦屏完全小学。２９年 （１９４０），有学生１８８人，６个
班级，教师６人。１９４９年，与女子小学、东街短期小学合并，有学生２１０人，教师１０
人。１９８０年有学生９２１人，教职工３０人。１９８６年有学生９９８人，２２个教学班，教职工
４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３８人。

２００２年，校园占地 １６６６７平方米，建筑面积 ６２４５平方米。有 ３０个教学班，学生
１３８２人，教职工６４人，其中专任教师５９人，副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２８人，初级职
称２８人，学历合格率１００％。有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电教室、音体美器材室。学
校藏书１４７１１册，师生人均１０６５册。建成现代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系统，有微机１０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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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室两个。

学校被评为 “市级文明单位”、“德育先进集体”，先后有２３名教师被评为省、市、
县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２名教师获省 “园丁奖”，１名教师获全国、省 “优秀辅导员”

称号。

崇信县九功小学

　位于九功乡九功村，建于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始为初级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高
级完全小学。招收于家湾、九功、冉李、响张４村１８社学生。１９８３年改称九功乡中心
学校。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教室及辅助教学用房１０幢６００平方米，宿舍
及其他生活用房１３间２３４平方米。建有远程教育卫星接收室、光盘播放室、微机室、图
书室、仪器室等，达到县级标准化学校。有６个年级７个教学班，学生３００余人，教职工
１４人，其中小学高级教师６人，占４３％，学历合格率１００％。

华亭县策底中心小学

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２月创办，位于策底镇中街。民国５年 （１９１６）称初等小学校，
７年 （１９１８）改称初级小学校。１９４９年８月，称策底普小，时有学生５３人，教职工１
人。１９６４年校址迁往上街 （现校址）。１９６８年春季增设初中，改为八年制学校，有学生
４００多人，教师１７人。１９７１年又增设高中，改为九年制学校 （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

两年）。１９７３年另选新址建策底中学，小学在原校址为五年制小学。１９８３年改称策底中
心小学。１９８７年学校占地１４亩，建筑面积８２８平方米，有教学班８个，学生３０２人，教
职工１５人，为六年制完全小校。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面积９３３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７３５平方米，教学楼两幢，教职工

２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２人，教学班１１个，学生３６３人。
华亭县东华小学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２月，以学绅张树勋为首的劝学所多方筹措资金，利用文庙崇圣祠
旧址改建创办学校，初名 “县立第一模范初级小学校”，有教学班１个，学生５３人，教
师２人。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０月，华亭县立初级中学在新城高小成立后，与县立第一模范初
级小学校合并为完全小学，更名为 “县立孔庙小学”。３５年 （１９４６）易名为 “县立中心

小学”。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改名为 “华亭县城关区小学”，１９５１年改名为 “华亭县城关正街

小学”。１９５６年，城关女子完全小学并入，１９５８年又将城关回民小学 （原边疆小学）并

入，改称华亭县东华小学。１９６３年，学校被甘肃省教育厅确定为省属重点小学，在全省
首批试行部颁 《小学暂行工作条例４０条》。１９７５年９月，附设初中班，为七年制学校。
１９７８年，再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属重点小学。１９８１年７月撤销初中班。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２０亩，有教学楼、宿办楼、住宅楼６幢，建筑面积９８００多平方
米，教学班３６个，学生２４００多名，教职工９２名。

学校曾获甘肃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交通安全文明学校”。１９９９年６月，校长
柳正奇代表甘肃省小学部赴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受到江泽民、胡锦涛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教师严振华获全国优秀教师、陈艳君获全国优秀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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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伟获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工作者，校长杜海山、支部书记杨生荣获甘肃省

“园丁奖”，教师李云霞获甘肃省 “园丁奖”、并被评为全省优秀专家，教师杨月芳、胡焕

然被评为省特级教师，教师刘素芳被评为甘肃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庄浪县第一小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改道南书院为水洛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改为静宁县高
等小学堂。１９４９年９月，改称水洛完全小学。校址在水洛紫荆山，１９５５年迁址水洛镇东
关街 （二郎山下），更名为庄浪县水洛小学。１９７９年，列为省级重点小学，１９９０年更名
为庄浪县第一小学。２０００年，建成微机室２个，开通了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各教学班
配置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实现了 “四机一幕”进教室。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 １５８６６平方米，建筑面积 ６０５０平方米，有 ３１个教学班，学生
１９１３人，教职工８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８人，大专以上学历４６人。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 “红领巾助残先进集体”、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１９９７年教师王进强获省委、省政府 “园丁奖”，１９８５年杨致岐被国家体委授予 “全国优

秀体育裁判员”，２０００年李福春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园丁奖 “优秀教师”称号。有２０多
名学生先后分别荣获 “世纪之星”、“十佳小学生”、“文明少年”等称号。

庄浪县南湖小学

　民国３年 （１９１４年）在南湖镇创办县立第一女子初级小学校，１９６０年更名为 “南湖

小学”。１９９７年，学校建起９０多台计算机终端的校园网，开通了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
各教学班配置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实现了 “四机一幕”进教室。２０００年，《中国
教育报》以 《教育腾飞有 ‘金翅’》为专题报道了南湖小学实施教育信息化的先进经验。

并被平凉地委、行署授予 “德育先进集体”，为标准化学校。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１６６６５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９１２平方米，其中楼房２幢２５６０平方
米。有教学班２１个，学生１２３２人，专任教师５８人，工人２人。本科学历６人，大专学
历２９人。

静宁县城关小学

　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静宁阿阳书院改为 “静宁州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更名为 “静宁州优级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更名为 “静宁县第一区县立小学

校”（完全小学）。１７年 （１９２８）５月８日，甘肃省第一次教育成果展览时，该校以模范
小学被评为最优等，因名为 “静宁县模范高级小学校”。后又曾易名为 “亦乐园小学”、

“阿阳小学”。２４年 （１９３５）更名为 “静宁县中心小学”。３４年 （１９４５），又更名为 “静

宁县城关第一中心小学”。１９６５年秋季迁入新校址 （原静宁县医院址）。１９６９年秋季，与
城关二校合并，易名 “城关镇小学”。１９７７年，确定为县办重点小学，１９８２年更名为
“静宁县城关小学”。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２９亩，建筑面积５５００平方米，绿化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有教职工
８４人，教学班２６个，学生１７１０人。

１９９６年学校被评为 “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甘肃省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２年被甘肃省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 “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学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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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所德育研究中心总课题组确定为 “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深化研究与推

广实验”国家重点课题实验学校。教师韩彩琴１９８８年荣获甘肃省 “园丁奖”，１９８９年荣
获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又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少先队大队被团省委、省少工委命名

为 “甘肃省优秀红旗大队”。

静宁县威戎小学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在威戎北街 “三爷庙”创建威戎初等国民学校，有教员２人，学
生３５人。１５年 （１９２６）更名为 “静宁县第五高等小学”。１９５８年秋，与民国３３年成立
的 “威戎女子学校”合并，更名为 “威戎小学”，教员增至２１人，学生３８０人。生源范
围为全公社 １６村及庄浪、城川、双岘、石咀、古城、后梁、雷大等县、公社的学子。
１９７６年，校址迁于镇东紫荆城。占地３２亩，修建土木结构简易宿舍７２间，教室２４座，
总建筑面积１７４０平方米，教师增至５４人，学生１３００余人。１９８５年，因校舍倒塌，经县
政府拨款，先后修建教学楼２幢，宿舍楼１幢，配套室２座，修筑西南围墙３５０米，建成
中心花园，配置新课桌凳６００余套，总建筑面积３６６５平方米，总造价１００余万元，达到
了省颁Ａ级标准。
２００２年，有教学班２４个，学生１２２８人，教职工６４人，其中专任教师６２人。学校

先后承担了国家、省、地、县多项教育实验项目和教科研项目。１９９２年被评为 “甘肃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２００１年８月被评为 “甘肃省优秀家长学校”。１９８５年后，教师戴季
洪、吴兴文、李应珍获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并荣晋省特级教师。

八、中学教育

学校设置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泾州直隶州知州张元
'

在城南关兴办泾州中学

堂，有教习２人，学生６６人，不久即停办。是年５月，平凉的柳湖书院更名为官立陇东
中学堂，由平庆泾固化道道尹王树楠兼任监督，初建时有教习２人，学生５５人。民国２
年 （１９１３），陇东中学堂改称省立第二中学 （参 “重点中学”）。２８年 （１９３９）前后，华
亭、泾川、灵台、静宁、庄浪相继建成县立初级中学。２９年 （１９４０），省立平凉中学增设
高中部，招生１班２２人。是年，国民军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在军部南侧创办力行中学，
军人张联之任代校长，至３３年 （１９４４），学校有６个教学班，学生９７人，教员１９人全
由军人兼任，毕业生大都报考军校。是年，泾川、静宁中学增设高中部，成为省立完全

中学。３４年 （１９４５），力行中学改名为甘肃省立高平中学，校址迁入平凉城内文庙，移交
地方管理。至此，全区有省立完全中学３所，省立初级中学１所，县立初级中学３所。
１９４９年底，在校学生１７７６人。

１９５０年２月，将省立高平中学、平凉女师初中部并入省立平凉中学。此时，平凉中
学有１５个教学班，学生５３０人，教职员４３人。全区有中学７所，其中平凉２所，泾川、
灵台、华亭、庄浪、静宁各１所；在校学生１６４１人。１９５５年２月，普通中学一律交由所
在县 （市）管理。１９５６年，泾川中学从水泉寺迁址杨柳湾 （现泾川一中址），在原址新

设水泉寺初级中学。同年新办崇信中学、平凉市第一初级中学 （今平凉二中）、平凉县

四十里铺初级中学 （今平凉三中），原平凉中学改称平凉一中。１９５７年秋季，平凉二中
增设高中部，是年，全区有完全中学３所，高中教学班１８个，学生８５７人；初级中学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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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１９５８年，庄浪、灵台２所中学增设高中部。当年全区兴办初中３８所，其中小学戴帽
初中２９所。
１９６０年，平凉三中、崇信、华亭中学增设高中部。１９６２年，平凉三中、崇信中学高

中停止招生 （１９６５年秋季恢复）。至１９６５年底，全区有中学２２所，其中全日制普通中学
１７所。在校学生 ９６００人，其中初中生 ８２００人，高中生 １４００人。有专任教师 ５３３人。
１９６６年后，普通中学的设置失去控制。１９７１年８月后，普通中学畸形发展。１９７７年，全
区有普通中学４１９所，在校学生８３２７９人。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３年，全区对普通中学进行压缩和
调整，普通完全中学由１９７７年的７５所调整为３３所，先后撤销小学戴帽初中３３３所，独
立初中调整为９５所。１９７９年，全区有中学１４４所，其中平凉３０所，泾川１９所，灵台１３
所，崇信１１所，华亭１８所，庄浪１８所，静宁３５所；在校学生８２５万人 （初中６０５万
人，高中２２０万人），其中平凉１９２万人、泾川１４２万人、灵台０９８万人、崇信０３９
万人、华亭０６２万人、庄浪１１１万人、静宁１８１万人。有中学教职工４４４２人，其中专
任教师３４６６人 （公派２６１５人，民请８５１人）。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６年，先后将１５所普通完全中
学改办成农职业中学。１９８９年，全区有普通中学１３７所，在校学生７９３６０人，其中完全
中学３０所，独立初中１０７所。１９９４年，实行完全中学县办县管，独立初中乡镇办，县乡
共管。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普通中学１６８所，其中完全中学３３所，独立初中１１６所。高中
在校学生２４０２１人，初中在校学生１０４７８６人。

学　制　清末，中学堂修业５年，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中学堂改名为中学校，修业年限改为４年，１２年 （１９２３），延长为６年，分初
级３年高级３年，两级合设者称完全中学，单设者称初级中学或高级中学。１９４９年后，
仍为６年。１９６９年缩短为４年，实行初中、高中二、二分段制或４年一贯制。１９７８年，
改为５年，按初中３年高中２年分段；１９８１年，高中学制逐步向３年过渡，１９８４年以后，
统一实行初中３年高中３年制。

１９０４年静宁使用的中小学课本

课　程　清末，中学堂开设
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国文、

算学、历史、地理、外国语、体

操等，其中读经讲经占全部课程

的１／４以上。民国初年，增设了
理化、格致、图画、乐歌等。１３
年 （１９２４），初级中学开设的课程
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

国语、作文、写字、算术、自然、

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等。２３
年 （１９３４）后，初中开设国文、
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

地理、公民、体育、卫生、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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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１９
０５

平
凉
县
望
台
巷

完
全
中
学

７
１６

２４
７

７２
７

１０
１

１９
６４
年

统
计

华
亭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３７

华
亭
县
城

完
全
中
学

３
不
详

１２
４

不
详

不
详

泾
川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０
８

泾
川
县
城
关
公
社
杨
柳
村

完
全
中
学

６
９

２５
１

３６
８

５２

泾
川
县
第
二
中
学
（
今
城
关
中
学
）

１９
４０
８

泾
川
县
城
关
公
社
水
泉
寺
村

独
立
初
中

１１
４１
０

３５

灵
台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０

灵
台
县
中
台
镇

完
全
中
学

５
４１

静
宁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１
９

静
宁
县
城
内
后
街

完
全
中
学

３
９

１２
５

３７
０

３９

庄
浪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２

庄
浪
县
城
西
关

完
全
中
学

３
６

１０
２

２０
９

３０

平
凉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５６
４
２
４

平
凉
市
崆
峒
东
路

完
全
中
学

６
９

３０
５

４７
６

７２

平
凉
县
第
三
中
学

１９
５６
７

平
凉
市
四
十
里
铺

完
全
中
学

６
８

２７
４

４４
１

６１

崇
信
县
中
学

１９
５６

崇
信
县
城
东
原
子

独
立
初
中

２２
６

２９

静
宁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５７

静
宁
县
威
戎
镇
南
关
村

独
立
初
中

６
１９
９

１６

泾
川
县
第
三
中
学
（
今
高
平
中
学
）

１９
５７
９

泾
川
县
高
平
公
社
街
道

独
立
初
中

１０
４５
０

３７

泾
川
县
第
四
中
学
（
今
玉
都
中
学
）

１９
５８
１

泾
川
县
玉
都
公
社
玉
都
村

独
立
初
中

６
１７
１

１３

３５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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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２
年
平
凉
地
区
完
全
中
学
概
况
表

学
校
名
称

建
校
时
间

（
年
）

校
　
　
址

类
　
别

班
数
（
个
）

学
生
数
（
人
）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教
职
工
数

（
人
）

平
凉
市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０５

崆
峒
区
望
台
巷

完
全
中
学

１９
１８

１２
８５

１２
５８

１７
６

平
凉
市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５６

崆
峒
区
崆
峒
东
路

完
全
中
学

１６
１４

１１
２４

８８
７

１３
２

平
凉
市
第
三
中
学

１９
５６

崆
峒
区
四
十
里
铺
镇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１０

５６
２

５２
０

１１
６

平
凉
市
第
四
中
学

１９
６６

崆
峒
区
文
化
街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１８

１２
２４

８２
４

１１
９

平
凉
市
第
一
回
民
中
学

１９
７１

崆
峒
区
南
山
根

完
全
中
学

３
１２

８７
４９
６

６４

平
凉
市
第
二
回
民
中
学

１９
８０

崆
峒
区
大
秦
乡
东
九
村

完
全
中
学

３
３

４６
２２
５

２２

泾
川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０

泾
川
县
城
关
镇
杨
柳
村

完
全
中
学

２３
１２

１４
９１

６０
９

１４
６

泾
川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７６

泾
川
县
城
关
镇
安
定
街

完
全
中
学

２０
１１
１４

７７

泾
川
县
玉
都
中
学

１９
５８

泾
川
县
玉
都
镇
玉
都
街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１９

６６
４

１１
１８

１０
１

泾
川
县
高
平
中
学

１９
５７

泾
川
县
高
平
镇
街
道

完
全
中
学

９
２０

４１
３

１１
４２

８６

灵
台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０

灵
台
县
中
台
镇
中
学
路

完
全
中
学

１９
１０

１３
０９

６５
６

１１
７

灵
台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５８

灵
台
县
什
字
镇
文
卫
路

完
全
中
学

１４
１１

７３
９

８９
１

９９

灵
台
县
第
三
中
学

１９
５８

灵
台
县
朝
那
镇
东
街

完
全
中
学

１０
１３

６７
３

８１
８

８６

灵
台
县
独
店
职
业
中
学

１９
８３

灵
台
县
独
店
镇
中
街

附
设
普
高
班

１
１８

５４

崇
信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５６

崇
信
县
城
东
街

完
全
中
学

１６
１３

１０
３２

６５
６

１１
２

华
亭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３７

华
亭
县
城
东
大
街

完
全
中
学

２９
９

１６
０８

５６
８

１５
３

４５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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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校
名
称

建
校
时
间

（
年
）

校
　
　
址

类
　
别

班
数
（
个
）

学
生
数
（
人
）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教
职
工
数

（
人
）

庄
浪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２

庄
浪
县
西
关
村

完
全
中
学

２９
１４

１８
５４

１０
８１

２０
０

庄
浪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７４

庄
浪
县
南
湖
镇
北
关
村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１２

７７
９

７４
９

９７

庄
浪
县
第
三
中
学

２０
０２

庄
浪
县
水
洛
镇
北
城
区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１４

８４
７

９３
４

１０
４

庄
浪
县
阳
川
中
学

１９
８１

庄
浪
县
阳
川
乡
刘
湾
村

完
全
中
学

９
１５

４９
６

６９
７

７９

庄
浪
县
通
化
中
学

１９
６７

庄
浪
县
通
化
乡
新
集
村

完
全
中
学

４
９

１１
５

４６
５

３８

庄
浪
县
朱
店
中
学

１９
７４

庄
浪
县
朱
店
镇
中
街

完
全
中
学

１２
２１

５５
４

１２
３７

１１
０

静
宁
县
第
一
中
学

１９
４１

静
宁
县
城
关
镇
中
街

完
全
中
学

３４
１７

１７
８６

８４
０

１７
６

静
宁
县
第
二
中
学

１９
７８

静
宁
县
城
关
镇
南
环
路

完
全
中
学

２０
１４

１０
４３

７５
３

１２
９

静
宁
县
威
戎
中
学

１９
５７

静
宁
县
威
戎
镇
南
关
村

完
全
中
学

１９
２０

１０
７３

１０
７９

１３
３

静
宁
县
成
纪
中
学

１９
７１

静
宁
县
李
店
镇
五
方
河
村

完
全
中
学

１５
２０

１０
０７

１２
０４

１１
１

静
宁
县
甘
沟
中
学

１９
５７

静
宁
县
甘
沟
乡
甘
沟
村

完
全
中
学

１３
２３

６５
４

１２
６８

１２
５

静
宁
县
界
石
铺
中
学

１９
５８

静
宁
县
界
石
铺
镇
继
红
村

完
全
中
学

９
１６

４７
８

８４
３

８２

静
宁
县
仁
大
中
学

１９
６８

静
宁
县
仁
大
乡
深
沟
村

完
全
中
学

１３
２０

６０
３

９８
７

１０
９

静
宁
职
业
教
育
中
心

１９
８５

静
宁
县
城
关
镇
北
环
路

附
设
普
高
班

２
６

１４
０

３２
３

３０

平
凉
育
才
中
学

２０
０２

崆
峒
乡
寨
子
街

民
办
完
全
中
学

１
２

３１
３７

３４

平
凉
英
才
中
学

２０
０２

铁
路
新
村
家
属
区

民
办
完
全
中
学

２
９０

２２

平
凉
蓝
星
中
学

２０
０２

崆
峒
村
甘
沟
路

民
办
完
全
中
学

１
１

２９
３５

２５

５５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植物、动物、音乐、劳作、童子军训练等课程；高中开设公民、体育、卫生、国文、英

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军事训练、生物、伦理、图画、音乐等课程。

１９４９年后，中学停授公民、童子军训练、军事训练等课程，增设政治常识课。１９５２
年，初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卫生常识、外

国语、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高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达尔文主义、外国语、体育、制图等课程。１９５６年，语文分设为文学和汉语，初中
停授外语、卫生常识。１９５８年，汉语和文学又恢复为语文，初中的动物、植物合并为生
物，高中停授制图课。１９６２年，全日制三三制完全中学课程为政治、语文、外语、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生产常识、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等。１９６９年，中学开设
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军事体育等课程。１９８１年以后，
初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体育、

音乐、美术等课程；高中设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

体育等课程。１９９４年秋，对中学课程 （教学）计划又进行了调整。２００１年，推进信息化
建设，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市有１６７所学校开设了信息技术课。

校园歌咏比赛

教　学　清末，中学堂采用
班级教学制，但未严格分科授课。

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省立第二中
学，实行分班分科授课，建立了

学生入学和毕业考试制度。２２年
（１９３３）后，初中、高中均实行毕
业会考，由省教育厅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考试，通报全省。１９５４
年，学习苏联教学经验。１９５８年

后季，“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学生参加劳动时间超过在校学习时间。１９６３年，在中学
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文革”时期，聘请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来校上课，

中学原有的教学管理制度、考试制度均被取消，教研组解散，学生实行连队编制。１９７８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庄浪一中师生组成钢铁大军开赴华亭炼钢基地

６５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年，中学教学管理逐步恢复。１９８３年，全区各中学开展以 “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因材

施教，教学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改革。１９９２年起，地区每年针对当年高考和初中毕业会
考情况，分学科对中学的教学工作进行研讨交流。１９９４年，全区开展初中语文、数学、
英语等学科教学评估，次年４月举办全区初中语文、英语中青年教师讲课竞赛，１９９６年
开展 “张思中外语教学法”教改实验。地区教研室拟定的 《外语教学现状与成因对策研

究》被国家教委列为 “九五”重点科研课题的子课题。２００２年，全区高考研讨会重点讨
论交流了高考 “３＋Ｘ”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应对策略。

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 “初级中等阶段”的义务教育。１９９５年
华亭县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１９９６年，泾川、崇信通过 “普九”达标验收。１９９７
年，静宁县 “两基”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通过达标验收。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灵台县、平凉市分别通过达标验收。１９９９年，全区初中阶段在校学生
７６２１０人，占初中阶段学龄人口总数的９７１３％，学年内辍学１３０３人，学年末实际毕业
２１６４１人。２００２年５月，６县 （市）通过了省上第一轮复检验收。

高校录取状况　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后，区内始有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据统计，
１９４９年前，全区３所完全中学共计毕业高中学生２００余人，考入大学者１１０人。

１９４９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共计高中毕业生１６００多人，考入大学的５００多人。

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表

年　份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升学比例％

１９７７ １０４５８ １８８ １８

１９７８ ６５８４ ２７５ ４１８

１９７９ ２８２８ ２２４ ７９２

１９８０ ４７６４ ２５４ ５３３

１９８１ １０７６０ １４８ １３８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 ２３２ １１５３

１９８３ １８２５ ３３５ １８４

１９８４ ２０８３ ６２８ ３０１

１９８５ ２６１２ ８９３ ３４２

１９８６ ２８３６ ７０２ ２４８

１９８７ ３０８３ ７９８ ２５９

１９８８ ４３２２ ８３６ １９３

１９８９ ４３６１ ７８１ １７９

年　份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升学比例％

１９９０ ４１００ ９３３ ２２８

１９９１ ４００５ ９６２ ２３６

１９９２ ４１４９ ９５１ ２２７

１９９３ ６６６３ １４０４ ２１１

１９９４ ５５２０ １３１２ ２３８

１９９５ ５５８３ １２６３ ２２６

１９９６ ６１０８ １４１８ ２３２

１９９７ ６５５６ １５９９ ２４４

１９９８ ６５９７ １５２４ ２３１

１９９９ ６８００ １８８５ ２７７

２０００ ７０６５ ３５４８ ５０２

２００１ ７３７９ ４５０９ ６１１

２００２ ８１０３ ５７６６ ７１１

７５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各县 （市）录取人数分表

单位

年份 人数
平凉市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县 庄浪县 静宁县 平凉师范

１９７７ ６３ １１ ３１ ６ １７ １７ ４３

１９７８ １２９ ３０ ２５ ４ ３６ ２３ ２８

１９７９ ９４ ２７ １８ １１ ２２ １８ ３４

１９８０ ９４ ４０ ２２ ５ ２５ ２０ ４８

１９８１ ４９ ２３ ９ ２ １９ １３ ３３

１９８２ ８６ ３１ ２０ ８ １８ １１ ５８

１９８３ ９８ ５４ ３９ １１ ９ ４５ ７９

１９８４ １４７ ９５ ８０ １０ ５３ ８６ １５７

１９８５ ２０３ １２０ ９８ ３３ ６３ １３２ ２４４

１９８６ １３９ １０４ ８６ １４ ７３ ８３ ２０３

１９８７ １９０ １２１ ６８ ３６ ６５ １１８ １８９ １１

１９８８ ２２８ ９９ １１２ ２１ ５０ １１１ ２１２ ３

１９８９ ２４０ ８１ ６９ １９ ５４ １１７ １９７ ４

１９９０ ２４３ ８９ １０１ ３８ ７０ １４８ ２３９ ５

１９９１ ２３６ １０５ ９７ ３０ ７４ １５１ ２５２ １７

１９９２ ２００ １１８ ８９ ３２ ６０ １３１ ３１１ １０

１９９３ ２８１ １４４ １６９ ３３ ６８ ２８５ ４２０ ４

１９９４ １８６ １５７ ９８ ２８ ７６ ３３９ ４２４ ４

１９９５ １８３ １４６ １４４ ４０ ５２ ２７６ ４１６ ６

１９９６ ２５１ １１２ １４３ ６７ ７２ ２８２ ４８５ ６

１９９７ ２５７ ９６ １４２ ４０ ８６ ３６４ ６１２ ２

１９９８ ３３３ ８９ １２０ ４３ ６８ ３６１ ５０８ ２

１９９９ ３１５ １３２ １５１ ５８ ８３ ４８２ ６６２ ２

２０００ ６０４ ２３６ ３１１ １０８ １５４ ８８１ １２５０ ４

２００１ ７７３ ４１１ ４９５ １８３ ２２１ １０７２ １３５２ 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２３ ５７１ ５７７ ２９１ ３０９ １２８６ １７０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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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学　选　介

平凉市第一中学

甘肃省平凉市第一中学

（今平凉一中）校门

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平凉一中初名
官立陇东中学堂，由柳湖书院改办。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改名为 “甘肃省立第二中学”，郑?任校

长。次年７月，学校由柳湖迁至城内望台巷旧考院。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月，学校更名为 “甘肃省立平凉中

学”。２９年 （１９４０）增设高中部。３４年 （１９４５），
第一届高中毕业１９人，考入大学１１人；当年初中
毕业６２人，升学４８人。３５年 （１９４６），高中６班
１７８人，初中８班２７３人，教职员３６人，学校占地
面积１０９亩。１９５５年，省立平凉中学交地方管理，
１９５８年，更名为 “平凉市第一中学”。１９６２年，学
校被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时有教职员７５人，其中
专任教师５５人；高中６班２６７人，初中１９班８６４
人。“文革”中，取消重点中学。１９７８年，重新被
省上确定为第一批１４所重点中学之一。２００２年有教
学班３９个，在校学生２５００人，高中１３１６人，初中
１１８４人，教职工１７６人。国家级优秀教师５人，省
级优秀教师６人，省、地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２７

平凉一中校园

人，高级教师２５人，一级教
师７４人。学校占地面积７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８万
平方米，实验室设备齐全，

语音、微机、电教室初具规

模，图书馆藏书１０万余册。
１９６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先后三
次被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

１９９０至 １９９８年，先后
两次被省政府树为 “全省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２０００年，
经省教育厅评估，被确定为

全省首批１４所示范性普通高
中之一。１９８０年以来，学校教职工先后有１５人受国家和省上的表彰奖励。１９７８至２００２
年，高中毕业生１０７００人，考入高等院校的５２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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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第二中学

１９５６年４月，平凉市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平凉市第一初级中学，在平凉城西北角北校
场选定校址 （即今平凉四中校址）举行奠基，修建校舍。秋季招初一级新生３００人，设６
个班。同时接收了陇东师范初二、初三两个年级六个班的３００名学生，共有三个年级、

平凉二中一隅

１２个教学班、６００多名学生、
４４名教职员工。刘毓凤为第一
任校长。１９５７年９月，陇东师
范与平凉师范合并，平凉二中

迁至原陇东师范校址 （即今平

凉二中校址），学校更名为甘肃

省陇东中学，当年秋季开始招

收高中班，并设高中部，成为

完全中学。至１９６４年，在校学
生达到１１８６人 （其中高中４个

班１８５人，初中１９个班１００１人），当年毕业３２５人 （高中３４人，初中２８４人）。教职工
７３名。１９６８年， “甘肃省平凉县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校名改为
“甘肃省平凉县工农中学”。当时的平凉二中，先后有６０多名教职工被审查揪斗，正常的
教学秩序被破坏，图书、仪器、桌椅等基础设施损坏殆尽。

２００２年底，学校占地面积３８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主要有教学楼、
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图书馆藏书６０００多册，各种教学仪器总值１００多万元。学校有教
学班３３个 （高中１５个，初中１８个），学生２２６０人 （高中９８１人，初中１２７９人）。教职
员工１２１人 （教师１１３人），其中：本科学历５８人，大专学历４６人。具有高级职称的１３
人，中级职称的５３人。有省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５名，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２３名。

２０００年获 “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平凉地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

泾川一中科技楼

号。２００１年高考录取率达 ６０％。２００２
年参加高考人数３７１人，普通专科以上
上线 １６２人，占 ４４％。从建校至 ２００２
年，先后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７０５万
人 （其中高中毕业４８７班２３８５１人，初
中毕业８１５班４６６１４人）。

泾川县第一中学

创建于民国 ２９年 （１９４０）８月，
初为初级中学，３３年 （１９４４）增设高
中部，改 称 省 立 泾 川 中 学。３７年
（１９４８），学校有高中３班１０２人，初中
８班 ４１２人，教职工 ３０人。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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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迁至杨柳湾。１９５８年，学校更名为 “泾川县第一中学”。“文革”中，学校停办，校

舍被长庆油田占用。１９７１年恢复，１９８１年被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１９８５年，交县管理。
从建校到１９７６年共毕业高、初中学生６０４６人。占地６１３３６平方米。２００２年有教学班３５
个，学生１８０３人，其中高中２１班１１８８人，初中１４班６１５人，教职工１３８人，其中专任
教师１０６人。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共毕业高中学生６３７６人，毕业初中学生３８７６人。考入高
等院校的２７８９人，考入高职１３７人。

静宁县第一中学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春，热心教育的人士刘碧亭、刘万仓等组织筹备委员会，邀请在
平凉办学成绩卓著的王尔全回县，以文庙、学宫为校址 （即今址），因陋就简，创办 “静

宁县立初级中学”，王任校长。秋季招生开学 （两班１２０人）。次年春，省教育厅通知，
更校名为 “甘肃省立静宁中学”。３３年 （１９４４）秋，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

静宁一中教学大楼

１９４９年８月解放时，已有９个教学
班 （高中３个，初中 ６个），学生 ３４９
名，教职工３３名。人民政府接管学校，
县长于光兼任校长。学校按期招生开

学，秩序迅速恢复正常。１９５３年后，
政府拨款维修学校，扩展校址，增加招

生名额，办学规模扩大。１９５７年，为
贯彻 “中、小学面向农村”的方针，

在威戎镇成立 “静宁中学二部”。１９５８
年春，省教育厅通知改为县立，校名为

“甘肃省静宁县中学”，同年底又改为

“静宁县第一中学”。１９６２年底，县政
府决定将威戎静中二部改为 “静宁县第二中学”，独立建制。

“文革”时期，静宁一中受到巨大冲击。１９６９年７月更名为 “静宁县 ‘五七’红专

学校”，学校性质随之改变。原校师生部分并入新成立的 “城川中学”。１９７３年元月，
“红专学校”迁出，原址恢复 “静宁县中学”。

１９７８年，县革委会确定静宁县中学为县办重点中学。１９７９年，再次改名为 “静宁县

第一中学”。

学校占地面积７２亩，建筑面积１１２５万平方米，其中教室１０座９３间２１７０平方米，
教职工宿舍１５６间２３６１平方米，学生宿舍２０５０平方米，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２９５平
方米，体育场１７亩。体育器材齐全，校藏图书２６万册，各种教学仪器总值８９５万元。
１９８５年有教学班２７个 （高中１５个，初中１２个），学生１５０４人 （高中８２４人，初中６８０
人），教职工１０１人 （专任教师６８人），其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４９５％。

从建校至１９８５年，先后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１０６万人 （其中高中毕业７９班３７０３
人，初中毕业１４７班６８６０人），教职工６９８人。高考升学率每年在５０％左右，屡居平凉
地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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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学校两次拓展校园８０亩，校园总面积达到１５５亩。２００１年，动工修建了１
万平方米的科技实验及图书大楼。２００２年，有５１个教学班，高中３４班１７８６名学生，初
中１７班８４０名学生。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学校共有应届高中毕业生４２６０人，参加高考录取
１８１９人。

庄浪县第一中学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夏，水洛城各界人士倡议创办，请在平凉中学 （现平凉一中）任

庄浪一中网络总控制室

教的王锦坤回乡，与柳钦列、

文世英等共同筹建。次年春，

发动群众集资捐料，义务投工，

开始土建。６月，招收新生，
借用庙宇开课。学生半日学习、

半日劳动，年底建成教室３座，
宿舍４０间，时称庄浪县中学。
３４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教育厅
核准为省立中学，并派台和中

任校长。台和中在全县范围发

动 “一户一蛋”活动 （每户每

日捐鸡蛋一枚），集资扩建。

１９４９年８月庄浪解放时，有教室７座，宿舍８０间，办公室１７间。１９５８年，设立高
中，成为完全中学。庄浪并入静宁县后，改称静宁县第二中学。１９６２年恢复庄浪中学。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２日，县内两派群众组织在学校武斗，校舍和图书、仪器等破坏严重。１９７１
年更名 “五七”红专中学，同时开办各类专业培训班。１９７７年，改称庄浪县第一中学。
１９７９年，被列为平凉地区重点中学。１９８７年建成五层大楼一幢，面积３２１４平方米，用于
电教、实验、图书阅览等。１９９０年底，校园面积４８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２５万平方
米，有实验仪器１５６０件 （套），体育器材１３０４件，设３０个教学班 （高中１８班），在校
学生１５２４人 （高中８９４人），教职员工１２８人。

从建校至１９９０年，高中毕业８４８０人，初中７０９０人。１９７７年后，考入大专学校的
８２１人、中等专业学校的５７２人。高中升学率年均２８％。

１９８４年，甘肃教委、体委授予省 “传统体育项目先进学校”称号。１９８８年，国家教
委、体委授予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学校”称号。１９９０年，团中央授予 “中学实践教

育活动合格单位”称号。２００２年，有教学班４３个，在校学生２７６０人，其中高中２０８９
人，初中６７１人。学校占地１６１亩，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８０平方米。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学校共
有６４１７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３３４４名。

华亭县第一中学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０月，县政府在华亭各界人士的推动下，多方筹集资金，将新城
高小改建为华亭县立初级中学，先后聘请在陇东教育颇有影响的陈天兴、马云海、赵坤

山、高镇波、原超、周伯勋等来校治学任教。３５年 （１９４６），西北师范大学毕业生、本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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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一中外景

人尚崇古任校长时，在县商绅的

支持下以高薪聘请具有大专学历

且品学兼优的教师来校任教，因

注重教学质量，有陇县、灵台、

泾川、崇信、庄浪、泾源、平凉

等地的一些高小毕业生也慕名

报考。

１９４９年，有５个教学班，１３０
名学生，１０名教师。１９５３年易名
为华亭县初级中学。１９５８年４月，
改名为甘肃省华亭县第一中学。

同年 １２月，改称平凉市第四中
学。１９６０年９月招收高中班始为完全中学。１９６２年复称华亭县第一中学。１９６６年 “文

革”开始后称 “红卫中学”。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正名为华亭县第一中学，１９７９年确定为县重
点中学。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７年，考入各大、中专学生４４８人，其中大专２４３人，中专２０５人。
１９９９年，学校建筑面积６３１７平方米，教学仪器１３３２台 （件），图书１万多册。２００２年，
有３８个教学班 （高中２９个，初中９个），在校高中学生１６０８人，初中学生５６８人，教职
工１５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１８人。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共毕业高中学生４００６人，高考录取
１４７７人。

灵台县第一中学

前身为灵台县初级中学，创建于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１０月。首届招生１２０人，教职工

灵台一中

１０余人，张国栋为首任校长。
校务管理设教务、体育、训导、

事务４处，３０至３２年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３），除每年招收新生外，同
时举办小学师资训练班，培训

小学教师６０人。３１年 （１９４２）
９月中旬，灵台县初级中学３８０
名学生，为反对县长翟大勋与

其僚佐侵占教育经费，妨害教

学秩序及其专横恣睢的苛政，

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很快得到西安、兰州、宁夏各大专

院校和平凉师范、陇东师范等校进步团体的声援，学生运动取得胜利，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将原县参议会、文庙、城隍庙及旧操场地址划归灵台中学，扩建校

舍。１９５８年，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什字、朝那、邵寨等中学相继建立后，灵台
中学更名为灵台县第一中学，并于１９７８年列为全县重点中学。１９８５年动工兴建的教学大
楼，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２８个教学班、１４００多名学生授课。学校有各种图书１４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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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各种教学仪器和电化教具５３２９件，体育器材２１种、１３９件。是年，高、初中６个年
级共有２６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１３６２人，教职工８１人。从１９７７年恢复升学考试制度以
来，截至１９８４年，大专院校招生统考的学生升学率由６２５％上升到３８４１％。为全国各
类大专院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分别输送学生２６９人和３１９人。灵台一中自建校至１９８５年，
先后毕业学生３万余名。２００２年，有教学班２９个，其中初中１０个班学生６５６人，高中
１９个班学生１３０９人，有教职工１１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５人。１９６１至２００２年，共有１８６９
名高中毕业生被大专以上学校录取。

崇信县第一中学

建于１９５６年，位于县城东原子，时为崇信县初级中学。１９５８年后，先后改为华亭二
中、泾川四中。１９６０年招收高中班。１９６２年改为崇信县中学，高中停止招生。１９６５年高

崇信第一中学外景

中恢复招生。“文革”中改为崇信

县第一中学。１９７８年复为崇信县
中学，被确定为县办重点中学。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更名为崇信县第一中
学。学校占地５３亩，有学农基地
７亩。１９９０年动工修建 ４层 “戴

帽”双面教学楼一幢，建筑面积

２７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７９２９平
方米。有图书６０００册，各类教学
仪器价值４６万元。有教职工１２４
人，其中专任教师９０人，内有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６２人。有 ２７

个教学班，学生１２７３人。其中高中１２个班，学生５７０人；初中１５个班，学生７０３人。
１９７２至１９９０年，毕业高中生２６５９人，初中生３７０７人。１９７７至１９９０年，为大专院校输
送学生２５０人，其中１９９０年被大专院校录取３８人。２００２年，有教学班２９个，其中初中
１３个班６５６人，高中１６个班１０３２人，教职工１１２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０人。从１９５６至
２００２年，共毕业初中学生４２届９１００人，毕业高中学生３４届５０００人。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２年，
共有１０００名高中毕业生被大专以上院校录取。

静宁县威戎中学

１９５６年，省教育厅拨甘肃省立静宁中学 （今静宁一中）２８８万元维修费在威戎筹建
“静宁中学二部”（今威戎中学）。学校占地６０亩，建筑面积７５６４３平方米，全部为土木
结构，投资３６万元。１９５７年秋，学校建成并招收初中两班１００人，时称 “甘肃省立静

宁中学二部”１９５８年春，更名为 “静宁县第一中学二部”。１９６２年５月，改称 “静宁县

第二中学”。至１９６５年，学校拥有教室１２座３６间，教职工办公室、宿舍６８间。
１９６８年，增设高中部，遂更名为 “静宁县威戎中学”。

１９７８年１月，学校被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确定为地办重点中学。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交由县管，成为县办重点中学。１９８７年９月学校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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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威戎中学教学楼

“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１９７６年校园占地６２亩，
当年修建土木结构教师宿舍１１７
平方米。至 １９８７年，学校修建
教学楼４栋、教师宿舍９９１平方
米，拆除危房２２０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为５７１０９１平方米。
２００２年，学校占地面积增至

１０２亩，建筑面积８９６０平方米。
建起微机室、校园电视教学网

络，有图书３万余册。教学班３９个，学生２１５２人，教职工１２５人，其中高级教师１２人，
中级教师３０人。高中毕业生１１８１６名。１９７７年以来，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２１４６
人 （大专以上１５５９人）。２００２年高考录取２６０人。

第三节　职业教育

一、师范院校

民国时期，陇东师范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管理。省立平凉师范和平凉女子师范学

校由甘肃省教育厅直接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陇东师范、平凉师范、平凉女子师范由甘肃省教育厅领导，平凉分

区协助管理。１９５５年，陇东师范、平凉师范由省教育厅领导，平凉专员公署管理。１９５７
年，平凉师范由平凉市委管辖。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改由平凉专署文教局主管。１９８０年后，平
凉师范由平凉地委、行署直接领导，行署教育处管理。

民国时期，简易师范班开设国文、算学、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化学、物理、

公民、体育、卫生、劳作 （农艺和工艺）、美术、音乐、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乡村教育

与民众教育、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小学行政、童子军、特种教育及民

众组织等 （三年制简师在门类和课时上作了调整）。师范科开设语文、算学、地理、历

史、博物、化学、物理、生理卫生、童子军、军事训练、公民、美术、音乐、教育通论、

教育行政、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心理、测验及统计、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实用

技术、体育等。１９４９年后，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１９５３年，中等师范学校开设语文、数
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 （以上均含教学法）、物理、化学及矿物学、人体解

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自然教学法、政治、心理学、教育学、学校卫生、教育参

观实习等课程。初师课程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美术及教学

法、物理、化学、政治、心理学、教育学、学校卫生、参观实习等。１９６５年，将小学教
材教法分别并入语文和数学课中，三年级不再开音乐、美工。１９７２年，中等师范学校学
制两年，开设政治、毛泽东思想教育、业务课、军体等课程。平凉师范设文史、数理、

艺术３个专业 （１９７３年后又增开农机、体育等专业），自拟教学计划，自编教材。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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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年制中师班试用省编两年制高中课本 （试用），加开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课程。

从１９８４年开办四年制中师班，使用统编 《四年制师范学校课本》。１９８８年后，改招三年
制中师班、幼师班和各类短训班，参照中师开设课程。

陇东师范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８月，由伊斯兰教知名人士达浦生在上海创办的 “国立伊斯兰师

范学校”，日军侵占上海后停办。２７年 （１９３８）８月１０日在平凉恢复，校址在县城宝塔
梁西北的火柴厂 （今平凉二中），达浦生任校长。１１月１０日开学，招收速成师范生１班。
３０年 （１９４１）７月，改名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学校除负责培养小学教师外，还承担推
行边疆 （少数民族）教育和实施 “特种教育”的任务。３１年 （１９４２），马汝林任校长。
其后，增设附属小学 （今黄家园小学），增开了后期师范和阿文专修班。３７年 （１９４８），
在校教职工３８人，学生３７２人。为西北地区共培养回汉民教师２４０多人。
１９４９年平凉专区接管后，更名为陇东师范学校，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７年，先后办过三年制中

师、三年制简师和一年制短训班，共培养师资约２０００人。１９５７年８月，并入平凉师范。
平凉女子师范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陇东警备司令陈皀璋及地方人士李镜塘、贺凤梧、王尔全等组

民国时期平凉晓星女校学生学刺绣

成女子师范学校筹备委员会，筹

集开办费２０００元，在平凉文庙旁
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旧址 （今平

凉军分区）创办平凉女子师范学

校，分简易师范和附属小学两部。

刘锦堂任校长。次年，始由省财

政厅拨付经费４２００元，学校定名
为甘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２２年 （１９３３）春，陇东绥靖司令
杨渠统筹捐洋元２０００元，修葺平
民学校，改建教室 ８间，女子师
范于当年秋迁到平民学校址。２３
年 （１９３４），省政府按月增加经费

洋２００元，秋季增招简易师范班２３人，增聘教员２人。２５年 （１９３６），更名为省立平凉
女子师范学校，时有简师２班９０名学生。３１年 （１９４２），附属小学变为六年制完全小学，
有教员１０人，当年招收初中师范生１班，初级附小３班，五年级以上只招女生，其余男
女兼招。３３年 （１９４４），在校学生 １８７人，教职员工 ２８人，其中工友 ６人。３７年
（１９４８），在校学生１３４人，教职员２３人，马素贞任校长。１９４９年学校停止招生，１９５０
年并入平凉师范 （初中科并入平凉一中）。

平凉师范

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４月，原泾原道尹周务学派镇原县举人张宸枢在平凉文庙西边筹建
“陇东师范学校”。７年 （１９１８）２月，甘肃省教育厅命名为 “甘肃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６６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张宸枢任代校长，当年招收第一届乙种讲习科１班５７人 （招高小毕业生，学制１年）。

平凉师范

次年，开设第一届甲种讲习

科１班５９人。９年 （１９２０），
汉 汝 泽 为 校 长。１２ 年
（１９２３）开办第一届三年制
师范科，招两班 ７２人。１６
年 （１９２７）１月，学校迁至
柳湖书院旧址，当年有教职

员 １０人，学生两班 ６９人。
２５年 （１９３６）２月，学校更
名为 “甘肃省立平凉师范学

校”。３８年 （１９４９）前，平
凉师范共开办三年制师范

科、前期师范班、初中科、四年制简易师范班、师范科 （中师）、三年制简易师范班。此

外，还办过１至２年的讲习班、师训班，毕业学生约２０００名。
１９４９年，更名为 “甘肃省平凉师范学校”。１９５０年，省立平凉女子师范并入，时有

教职员２３人，勤杂工５人，师范科一至三年级各１班，学生４０２人。１９５７年８月，陇东
师范并入，因柳湖开办公园，学校又迁到平凉城西 （今平凉四中址），当时在校学生６７６
人，教职员３３人。１９６３年迁至原平凉师专 （今校址）。１９６６年，学校有教职员５６人，
其中专任教师３１人，学生５０１人。另有函授部学员４５０人。１９４９至１９６６年，学校共开
办三年制中师、三年制初师、一年制短训班、幼师、美术班，毕业学生３９６１人。“文革”
开始后，学校停止招生。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１年，与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联合举办 “红师

班”。１９７２年恢复招生后，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至１９７７年共招两年制工农兵
学员１８２８人。１９７７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除招普通中师班外，１９７９年开办民办教师师
范班，１９８０年开办幼师班，１９８２年开办少数民族师范班。至１９９９年，学校共培养两年制
普通中师班学生１２３６人，四年制普通中师班学生１６３５人，三年制普通中师班学生３３４１
人，幼儿师范班学生２２４人。此外还先后办过英语班、体育班、美术班、音乐班。
１９９８年，原 “平凉地区教育培训中心”并入平凉师范，在平凉师范增设培训科。

２００２年，学校共有教职工１９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１４人，学生１２０７人，其中女生７３１人。
教师进修学校

１９８０年，各县 （市）先后开办教师进修学校。９０年代以后，各县教师进修学校陆续
与县职业教育中心合并，教师短期非学历培训，多由各县职教中心承担。

平凉师范专科学校

１９５８年，平凉地委决定开办平凉师专，当年开设语文、数学两个专业，在平凉师范
设班授课。１９５９年搬入新校址 （今平凉师范址）。增设物理、化学、俄语、体育４个专
业，大专学制两年，其中俄语专业只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体育分大专、中专班２
个。１９６２年４月停办。先后招生３７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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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教育学院

１９８４年，筹办平凉教育学院。１９８６年，抽组管理及教学人员３０余名，因未达到开办
高等院校的有关标准，未通过国家教委审批备案，仅招英语专业一年制３４人。１９８７年设
汉语言文学、英语、财会３个专业，招两年制大专生８１人，中专４５人，属电大远程教
育。１９８８年，成立平凉地区教育培训中心，省政府、省教委批准成立甘肃联合大学平凉
分校。当时，平凉教育学院 （筹）、甘肃联合大学平凉分校、平凉地区教育培训中心３块
牌子１所学校，有教职工３５名。当年增招两年制中专班４５名电大生。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
招财会、中文两年制大专生８０人，另有两年中师民教班８２人。１９９２年，暂挂靠甘肃教
育学院招生。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共招财会、工业会计及电算会计大专生１７３人，机电１０５
人，工业民用建筑３２人。１９９８年７月，与平凉师范合并。

二、农业院校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甘肃省教育厅在泾川县杨柳湾开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有教员
１５人，实验场地４０亩，设农艺、森林两科，学制５年，招收学生１１０人，１９５４年并入泾
川中学。１９５８年，将应办或已办的民办中学 （实为集体办）改为农业中学。全区有农业

中学３４所，学生１３０９人。１９６１年，停办农中２５所。１９６５年，推行全日制学校和半工
（农）半读学校同时存在的教育制度，全区有农业中学２８所，在校学生１２７８人。“文革”
期间全部改为普通中学。１９８２年，将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至１９８９年，全
区先后改办新办农职业高中１８所。

职业中学开设文化课、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文化课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体育等；专业课根据教学需要和师资条件由学校选择开设，专业基础课按

省上有关规定开设。主要有农学、种植、养殖、园艺、林果、民用建筑、服装、刺绣等。

１９８９年，全区确定了７所首批要办好的农职业中学。１９９５年改称为重点农职业中学。
此后，平凉、静宁、华亭、崇信等县 （市）先后将县教师进修学校、电大工作站、重点

农职业中学合并，组建了县级职业教育中心。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１４所农业职业中学，
其中２所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平凉、静宁）通过省教委 Ａ级验收；２所省级示范性职
业学校 （华亭、泾川）通过Ｂ级验收；１０所 （崇信、灵台独店、庄浪韩店等）通过Ｃ级
验收。在校学生６７８３人，教职员５３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２３人。

平凉农业学校

１９５６年建 “平凉专区农业合作干校”，１９５８年５月改名为 “平凉专区中级农业技术

学校”，７月改名为 “平凉专区农学院”。１９５９年改为 “平凉专区农业中等技术学校”，

由省地农业厅 （局）双重领导，１９６２年停办，１９７３年恢复，定名 “甘肃省平凉农业学

校”。１９７８年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设三年制农学、植保２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
１９８５年改招初中毕业生，学制四年。１９８７年三年、四年两种学制并存。

２００２年，开设农学、植保、烟草、园艺、计算机应用、多种经营、农产品贮藏与加
工、农业环境生态、农业经济管理、蔬菜等１０个专业。有２２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９５０
人，教职工１３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４人。学校占地面积７５亩，实验农场１０３亩，建筑面
积２０３１４平方米。专业实验室１７个，微机１０２台，图书６５万多册，共培养输送中专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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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农业学校

业生６０００余人，培训各类技术人
才８７６０人。
１９９１年被农业部评为 “Ｂ等一

级学校”，学校昆虫组课题项目

《崆峒山昆虫种类调查》获第四届

全国青少年生物百项活动一等奖。

１９９９年劳动社会保障部和农业部批
准建立了特有工种职业技能２１７号
鉴定站。２０００年，学校被吸收为
“甘肃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员单

位”。至２００２年教师主持和参与完
成的科研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 ４
项，获地区科技进步奖５项，发表专业论文５００余篇。

平凉农学院

１９７５年５月，甘肃省拨专款１０００多万元，在平凉城西崆峒乡筹建 “甘肃省平凉地区

农学院”。成立初设农学、林果、畜牧系，学制二年，从平凉、庆阳两地招生２００人，有
教职工１２０人。后增设水利系，学制三年。学院学生最多时达４００多人。毕业生除水利系
全省分配外，其他系均发给文凭，“社来社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撤销，改办平凉林校。次
年，林校迁往天水。

三、卫生学校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地方名医孙华堂筹款创办私立平凉华堂国医学校。名医曹云龙
任校长，学制３年，实习２年，共培训中医３０余人。１９５３年停办。
１９５２年，平凉市办中医进修学校，招收学员４８人。１９５８年，有平凉、泾川两个中医

进修班，招生１０８人。１９６５年，全区开办半农半医医生训练班８个，招生３２７人。专区
医院亦附设护校招生２０人。１９６６年，专区又办医士班，招生８０人，开设两个农村医生
进修班，招生６０人，半农半医班发展到１３个，招生５９３人。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平凉、静宁、
泾川、华亭、灵台、庄浪卫校成立。１９８１年平凉市卫校撤销。１９８４年崇信县卫校成立。
各卫校以培训乡村医生与卫生员为主，兼顾在职初级卫生人员的业务提高，学习期限有

一、三月、半年、一年或一年半，初级班教材使用省编农村卫生员手册，中级班教学内

容基本按中等专业卫校教学大纲要求设置，教师多由医院在职高年资医护人员承担。

１９８９年，华亭和灵台卫校改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学制三年。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卫校
共培训各类卫生技术人员３１２０人。
９０年代，各校生源逐年减少。至２００２年，庄浪卫校职工６人，在校生６８人。灵台

卫校职工８人，在校生９６人。泾川卫校职工５人，在校生１３人。静宁卫校停办，华亭卫
校有教职工８人，崇信卫校撤销。从建卫校至２００２年，灵台卫校培养医疗专业技术人才
２２５３人，庄浪培训１５０人，毕业学员６３０人，代训乡村医生１３０人。华亭培训学员８１６
人，泾川卫校培训乡村医生１８６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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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卫生学校

１９５８年９月，成立甘肃省平凉卫生学校，有教职工１８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３人，第
一届招生２２人。１９５９年６月更名为平凉专区中等卫生学校 （后又恢复原名）。至１９６５
年，在校学生达到３２３人，教职工５０人。１９８８年９月，受兰州医学院委托，设立 “兰州

医学院平凉临床医学大专班”，至１９９５年９月，共办８届，统招４０１名大专生，毕业３９９
名。１９９７年９月，改为成人教育，招收４８名大专 “临床医学”学生。至２００２年底，学
校占地３７３３５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４１万平方米，有教学实验楼、电教图书楼各１幢，
２８个实验室，图书馆藏书１７１万余册，教职工１４０人，其中高级讲师１７人，讲师４２
人，设有社区医士、护士、妇幼医士、助产士、中医士和成人医疗大专等两个层次６个
专业，在校学生１２３０人。为社会输送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才８８６０人。２００２年９月，学
校更名为 “平凉卫生学校”。

１９８６年，被省卫生厅授予 “全省卫生文明先进集体”，１９８８年被卫生部表彰为 “全

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集体”。２００１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重点中专。在全省卫校护士
专业４次统考中，３次获得第一名，１次第二名。

四、体育学校

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８年，全区普遍建立业余体校，后来时办时停。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
在运动条件较好的县 （市）小学、初中、高中设训练点，建立运动队，挂业余体校牌子，

进行训练，时间多安排在早操、体育课、课外活动、寒暑假进行，每天不超过２小时。
１９９３年，庄浪县业余体校受国家体委表彰奖励。９０年代后期，静宁县、平凉市出现个人
出资办业余训练班 （点），开设项目主要有乒乓球、武术、足球等。２００２年底，全市７所
业余体校共设训练点２８个，参训学生达１２００多人，多被大专院校体育系、省体校、省体
工队、地区体校录取。（参 《体育》）

平凉地区体育运动学校

建于１９８６年７月，隶属地区体委。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解
剖学、心理学等课程。１９８９年，在校生１２０人，教职工３６人。课程增设生理学、保健
学、教育学、体育学等，嗣后又增设摔跤、跆拳道等训练项目。１９９１年学制改为三年。
１９９３年调整女子手球为女子篮球。１９９６年增设计算机、音乐、美术 （写字）、普通话、

教育实习５门技能课。至２００２年，有在校生１２５人，教师４５人。毕业生４５０多人，输送
后备人才４５人。学校占地５０余亩，总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多平方米。有４００米标准田径场和
体育馆。（参 《体育》章）。

五、其他学校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甘肃省教育厅和建设厅联合接办省立华亭陶瓷职工补习学校。
３０年 （１９４１）改名省立华亭初级陶瓷实用职业学校，有７名教员、１班４０名学生，招收
高小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瓷厂青工，学习专业理论，在瓷厂实习操作，毕业后推荐

给各瓷厂担任技师。３７年 （１９４８），陶瓷学校有６个教学班，１３名教员，１３０多名学生，
１９４９年停办。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成立省立平凉毡业学校，招生１班３５人，教职员６人。后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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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源困难，开办１年即停。
１９５５年５月，由平凉专区筹建平凉专区商业干部学校，初设政治、财会、物价、统

计４个专业班。１９５６年增设营业、药材、饮食业、财税、银行、商政６个专业班。每期
招生４００多人，学制一年，有教师２３人。１９５７年改名平凉专区财经干部学校，１９６１年
停办。

１９５８年４月，由平凉专区筹办平凉工业技术学校，招生３１６人，设机工、电工、化
工、冶炼４个中专班和机制、电工、化工２３个技工班。１９６１年８月撤销。
１９５８年，静宁县办工农技校１所，１９６０年有在校生１２０人，１９６２年停办。
１９５８年建起的专区农业机械化学校，１９６０年撤销。１９６４年利用平凉农校旧址改建平

凉拖拉机技工学校，当年招生３００人，同年１２月又归并甘肃省农业机械化学校。１９７５
年，全区７县 （市）先后建立农机化学校，每期可培训６５０人。至２００１年，共培训各类
农机人员７９５５４人，其中拖拉机驾驶员５２００４人，基层农机管理人员４４３０人，农具手
１６１４２人，修理工１８９７人，其他６９７８人。２００２年培训各类农机人员６１７０人，其中，农
机操作人员６１６１人，农机技术员５人，农机监理人员４人。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５年，纳入成人
中等专业教育序列，并由农业部颁发 “四有”农机化学校证书，此后开展不定期培训。

１９５９年由平凉专区文化教育局筹建平凉专区艺术学校，第一批招生２００余人，分４
班，设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专业，学制三年，教职员２４人。１９６２年撤销。
１９５９年平凉市在西大街筹办平凉市艺术学校，招生４班１００余人，教职员１２人，

１９６１年并入平凉专区艺校。
１９６０年平凉市筹办平凉市财贸学校，招生２班１００余人，教师５人，１９６１年停办。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平凉县筹办平凉县林业中学，招收城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学生

１５９人，学制３年，教职工１１人。学生除上课外，在二佛寺和安国土桥种地１９６亩，以
解决部分经费。１９６７年迁校麻武公社，改名麻武农业中学，１９６８年撤销。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２年，全区７县 （市）先后成立 “五七”红专学校，开设农村会计、农

机、赤脚医生、畜牧兽医、科学种田、林业、师训、医士、良种培育、棉花、农业、妇

幼保健等专业培训班，学制半年至三年不等，１９７９年全部停办。
１９７９年由甘肃省轻工业厅在平凉西大街筹建甘肃省轻工业干部学校。省、地双重领

导。第一批招生１班５５人 （生源系全省轻工系统），１９８０年增至３班，学员１３０人，设
财会、机械制图、统计、塑料工艺、企业管理等５个专业，教职工１８人，学制半年至一
年。１９８５年停办，共办３６期，培训学员１５９１人，其中财会专业为西北四省 （区）培训

９５人。
１９８４年３月，华亭县安口陶瓷厂办起技工学校１所，有专职教师３人，兼职教师３

人，开设陶瓷工艺、陶瓷机械、机械制图、语文、数学、化学等课程。至１９８７年底共培
训技工９８人。后改为安口陶瓷厂职工中技培训班。
１９８５年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兴办平凉交通技工学校，初名平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１９９０年更名为平凉交通技工学校。占地面积２９３万平方米，教室２２间，有汽车模拟驾
驶、汽车解剖教学室、透明发动机、汽车发动机、汽车电气、交通沙盘等实验室，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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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教练车３０多辆，训练场地１１５２０平方米，并有汽车维修车间。主要进行驾驶员培
训，驾驶员等级技能鉴定，开设 “交通法规”、“机械常识”、“职业道德”、“汽车保养与

维修”、“安全驾驶常识”等课程，为短期培训，学制６至３个月。至２００２年有教职工７６
人，每期招收学员１００至３２０人不等，累计培训驾驶员１８３万人。

平凉职业教育中心

平凉职中学生学习计算机

１９８３年 ３月，于原泾河路 （今新

民北路）筹建 “平凉市职业中学”，占

地１１亩，总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学
制三年，设电工、财会、美工、服装、

建筑５个专业，教职工２０人，在校学
生３００人。１９８７年９月，改建位于天门
村的市第八中学为 “平凉市第二职业中

学”，将 “平凉市职业中学”更名为

“平凉市第一职业中学”。１９９０年新增
设旅游、文秘、商贸、音幼专业。１９９２
年８月第一、第二职业中学合并，分东
西教学区，易名为 “平凉市第一职业技

术高级中学”，教职工增加到６０人，在
校学生９００人。１９９３年晋升为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１９９４年５月，改办为 “平凉职业

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属平凉市教育局主管的科级事业单位。

１９９５年３月，筹建 “平凉职教中心”，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建成，合并东西教学区，将市电
大、市教师进修学校、市教育培训中心并入，定名为 “甘肃省平凉职业教育中心”，设办

公室、教务科、学生科、总务科、生产经营科、保卫科、教研教改室，教职工增至１５６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３５人，外籍教师１３人，在校学生２６００人。新增师范英语、艺术师
范、美术广告、中西医士、汽车修理与驾驶、机电一体化等６个专业。升格为县级事业
单位，由市委书记兼任中心主任，市长兼任职业中专校长。１９９６年，平凉市职教中心被
国家教委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学校先后被省教育厅授予 “职业教育先

进集体”称号，并获 “甘肃省英语竞赛集体一等奖”。

平凉信息工程学校

１９８５年由劳动人事处筹建平凉地区技工学校。边招生，边建校，在电子工业部第４５
研究所、国营虹光电子管厂、华亭矿务局等１３个单位开办教学班，开设机械、电子、汽
车修理、矿山、棉织、化工、烹饪、商贸等２０多个专业，学制二年、三年不等，年招生
４００人，其中１９９１年达６６５人。１９９４年以后，校外教学班陆续停办。

从１９９５年起，学校分别与兰州商学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学校、
湖北咸宁林校 （后更名为湖北咸宁应用科技学校）联办大专函授班、大专及专升本自考

班、中专中技双学历班和计划内中专班，开设电算会计、秘书学、机械加工、电工电子、

计算机应用、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专业，学制为二年半或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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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６月改为普通中专，校名为甘肃省信息工程学校。学校占地４０亩，建筑面积
２５万平方米，设有计算机操作技能训练中心、语音室、机械示范教室、电工电子实验室
以及钳工、车工实习车间。有微机２５８台，多媒体语音教学设备４４台，电工电子机械示
教、实验设备１０００多台 （件）。共有教职工１０８人。至２００２年，学校累计招生７７７４人，
毕业学生７５５９人，在校生１８６９人 （含成人大学、大专自考学生６０５人）。学校先后被国
家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经贸部授予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称号。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 “省级文明单位”。

从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２年，私人办短期专业技术培训校 （班）兴起，有服装裁剪、美容美

发，烹饪、电脑培训、家电修理、武术、旅游、音乐、舞蹈、美术、英语补习等，这些

班 （校）均未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第四节　成人教育

一、扫除文盲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平凉陇东镇守司张鼎丞在法院街 （今平凉市实验小学）始办平

民学校。１５年 （１９２６），甘肃省政府通令各县，凡机关商会会馆等均要附设平民学校，由
本部职员担任教员，招收平民或无力求学者，教以 《平民千字课》。平凉县总工会从２３
个行业筹集经费开办了工人子弟学校，招生５班２００多人。２３年 （１９３４），崇信县成立民
众学校３处，有学员１１７人。２４年 （１９３５），平凉县政府、县党部和驻军，分别开办民众
学校４处，招收１８至３４岁学员２６０多人。２７年 （１９３８）开始，甘肃省推行战时民众补
习教育，教学对象是１６至３５岁的失学民众，教学内容为 “公民教育”和识字教育两种，

学习期限一般为两个月。２８年 （１９３９），将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改为 “特种教育”，在陇东

１２县推行。当时，平凉各县都开办民众识字班。３０年 （１９４１）后，民众教育主要由中心
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民众教育部实施，鼓励民众自觉受教育，并用行政力量强迫入学。据

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统计，至３３年 （１９４４），共举办识字班１０００
多班次，学员４６万多人，此后停办。３６年 （１９４７），全区有文盲５１７６１６人，其中平凉
９１９０１人，崇信１０２２９人，静宁１０３９０５人，庄浪９７３３９人，泾川１０２０６４人，灵台８０１８８
人，华亭３１９９０人。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农村以冬学、夜校为主要形式开展扫盲教育，教材采用省编

《冬学文化课本》和 《冬学政治教材》，聘请当地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担任教师。至１９５１
年，全区共举办冬学２１２７处，参加扫盲学习的１１８５８５人 （含西吉、海原、固原、泾源、

隆德县，下同）。１９５２年，推广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各县 （市）先后都举办了速成识

字班。至１９５３年，全区组织农民入学扫盲的共１９８８３人，达到脱盲 “摘帽”的１４４３人，
占７２％，职工入学９３７人，脱盲２２９人，占２４４％，市民入学１２５８人，脱盲３５４人，占
２８％。１９５４年，全区９县 （市）共有冬学２５９７处，新办冬学１２５处，当年全区有２１８名职
工和１３６名农民达到脱盲标准，有不少优秀学员担任了农业社的生产队长、计工员。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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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冬学转为农民业余学校。１９５６年，县乡成立扫盲协会 （小组），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

扫盲的管理，制定了脱盲验收标准和考核办法。至１９５７年，据全区１７个县 （市）的统计，

累计扫除文盲８１９９８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的１０１％。１９５８年３月，平凉专区制定了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规划 （草案）》，但因 “大炼钢铁、深翻地”等群众运

动影响，未能实施。

崇信农村妇女扫盲识字班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４年，平凉各县 （市）相继恢

复了业余教育委员会，开展扫盲和农民业余教

育。 “文革”期间，被 “政治夜校”代替，

１９８０年地、县相继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
扫盲教育逐步恢复。

１９８３年，全区１２至４０周岁人口中的文盲、
半文盲有２９万人，占同龄人口数的４１％。１９８７
年后，把普及初等教育同扫除文盲结合起来。

至１９８９年，全区扫除１５至４０周岁文盲、半文
盲 １２８万人，青壮年文盲率由 １９８４年的
４１７％下降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４５３％。至１９９４年，
全区７县 （市）均达到 “基本扫除文盲县”标

准。１９８９年，全区累计扫除青壮年文盲１８８５万人。１９９５年，开展高标准扫盲工作，把
扫盲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统筹安排。１９９７年，华亭县被评为 “全国 ‘两基’先进县”，

泾川县被树为 “全国扫盲工作先进单位”。至１９９９年，华亭、泾川、崇信、静宁、灵台、
平凉市先后通过高标准扫盲验收，全区青壮年人口中的文盲率下降到５３％。
１９８７年，全区１３１个乡 （镇）办起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开展农村扫盲后的继续教育

和实用技术培训。１９８８年，地区确定平凉市的花所、寨河，静宁县的城川、治平４乡为
“燎原计划”示范乡，依托当地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开展 “燎原计划”项目技术培训。至

２００１年，全区建成县、乡、村各类农民文化技术学校７７６所，其中县办８所，乡 （镇）

办１３２所。２００２年有乡村各类农民文化技术学数１３１所。
二、初等和中等教育

１９５３年５月，各县在整顿已办起的以扫盲为重点的职工业余学校 （培训班）的基础

上，开办了一些职工业余高小班和初中班。１９５５年，静宁县在县城后街办起职工文化补
习学校，招收高中４０名，初中５０名，学制两年。灵台县政府成立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派
校长、专任教员，设高小、初中各１班，组织县级机关干部职工每周学习１２小时。在此
前后，平凉、华亭、崇信、泾川等县也举办了职工高小、初中文化补习班。１９８２年５月，
对１９６８至１９８０年初中、高中毕业，实际文化水平达不到毕业程度的职工和未经专业技术
培训的三级以下的工人进行文化技术补课 （简称 “双补教育”），至１９８６年底，共有２万
多人取得合格证书。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干部职工的业余文化教育进入岗位职务培训 （资格

培训）、技术业务 （技术等级）培训。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全区参加培训学习的共计１３８７７
人，结业或毕业的干部２９７２人、工人５１６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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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甘肃电大平凉分校设置中专部，举办两年制电算会计、计算机、幼师、建
筑施工、乡村医疗、机电等专业，至１９９９年共培养中专毕业生２１７１人。１９８５年开始实
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中等师范、农学、会计３个专业。至２００１年，中等专业
增加到４个，累计报考９０００多人，毕业近６００人。
１９８１年成立甘肃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平凉地区分校。１９９２年纳入成人中等专业教育

体系，先后开设农学、果树、农技推广、畜牧兽医、现代乡村综合管理等专业。至２００２
年底，学校在全市设有８个分校、５８个班，在校学生１５７２人，累计招生７００５人，毕业
学员２８０７人，单科结业２８００多人。

三、高等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有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平凉地区分校

１９７９年２月建平凉地区电大工作站，１９８５年６月改为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平凉地区分
校。１９８７年２月，省教委正式批准为成人高等学校。占地２２８８平方米。１９９９年校舍建筑
面积２６６０平方米，藏书０５万册，教职工１８人。全区各县 （市）设电大工作站 （教育

中心），红峰、建华、虹光、丰收、胜利５个企业设教学点。有卫星电视接收装置１３套、
微机８０台，电教设备价值１８２万元。先后开设财务与计算机管理、英语、医疗、电子技
术、电真空、工民建、财会、法律、小教文史、金融等专业。在校大专生４２６人，注册
视听生８１７人。至２００２年，累计毕业大专学生４７８０人，非学历教育结业者１７９７人。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

１９８４年开始组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汉语言文学、英语、政治理论、工业
企业管理等专业，报考３８４人。１９８６年成立自学考试办公室，１９８９年开考２２个专业，其
中本科３个专业，专科１９个专业。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９年建档的大专考生累计２５５９人，参加考
试的累计２１３０２人 （次），取得大专文凭的２２３人。至２００２年底，本、专科共开考４８个
专业，其中本科２６个，在籍考生１６６５０人，本、专科累计报考６１６５０人，取得大专文凭
的２４００多人，取得本科文凭的６４０人。

第五节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主要是盲聋哑教育和对残疾儿童的施教。平凉曾设专门学校和特教班分类

教育。

一、盲聋哑学校

１９５８年，平凉市在社会福利院 （水桥沟）建平凉市盲聋哑文化技术学校，有学生２１
人，教师４人，各县陆续送盲聋哑儿童入学，学生增至３７人。学校内设盲生班、聋哑生
班，分别进行识字教育和高小文化知识教育。１９６２年停办。１９７９年，省民政厅拨款１２万
元，平凉县民政局在红旗街新选校址５４００平方米，重建平凉县盲聋哑学校，１９８１年招生
２４人。１９８６年，设９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１１１人，教职工２５人。学生来源除平凉地区
外，还有庆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学生。教学分盲、聋哑两部。盲部学制５年，设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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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盲聋哑学校学生表演节目

数学、体育、唱歌、人体按摩

等课程；聋哑部学制８年，设
语文、数学、会话、体育、图

画、律动等课程，并试设缝

纫、绘画等职业技术课，后又

增设理发、自行车修理等。

１９９９年，平凉市盲聋哑学校
共有７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６０
人，有教职工 ２５人。此前，
学校共毕业学生４００余人，就
业者１００余人。
１９８４年１月，盲聋哑学校

由民政部门管理，改由教育部

门管理。

２００２年，静宁县受世界 “宣明会”赞助，在县城新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占地３６００
平方米，当年招生３０名，有教职工９人。

是年底，全市２所特教学校，有教职工３８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９人，在校学生１２６人。
二、特教班

１９８６年，各县先后在一些普通小学或幼儿园试办残疾儿童特教班，专门收７至１５周
岁的视力、听力语言、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班学习，实施义务教育。１９９３年，全区
有１４个特教班，其中盲生班１个，聋哑生班６个，弱智班７个，１９９３年秋季相继停办。
１９９４年，各县先后在乡镇中心小学开展随班就读工作，每班一般不超过３人，教师以集
体教学为主，对残疾儿童进行个别辅导。１９９６年，平凉市被国家教委列为世界儿童基金
会 “促贫”项目县，扶持发展学前教育和有特殊需求儿童教育；平凉市在市属２４所小学
开展了随班就读，并成立了 “平凉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依托平凉市盲聋哑学校，面向

全区开展特教师资培训、教学研讨等活动。其他各县也有一定数量的残疾儿童在普通小

学随班就读，２００２年，全区有７至１５周岁视力、听力语言、智力三类残疾儿童８３１人，
已入校学习的４９３人，入学率为５９３％。

第六节　教　师

一、教师来源

私塾、义学、社学教师一般由老童生、生员充任。山长、教习，由地方官延聘。教

授、学正、训导、教谕，由官府任命。明嘉靖时，书院、儒学的教师多由举人、贡生担任。

清末教员多由旧举人、贡生担任，“西学”教员除少量外国传教士充当外，“师资都

取材于速成师范毕业之举贡”。

民国初，省立第二中学设立 “师范讲习所”，培养小学教员。７年 （１９１８），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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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风神庙学校的女教师 （１９２０年）

灵台等县高等小学也附设单级师范，为

本县培养小学教师。各高等小学堂的毕

业生，仍为小学教员的主要来源。２０
年 （１９３１）前后，全区共有师范学校教
员１２人，中学教员 １７人，小学教员
３５２人。

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５年，平凉城区中等学
校教师阵容曾强极一时。据统计，在平

凉师范任过教的６１名教师中，留学生
及北平国立大学、中央大学等外省著名

大学本科毕业的有３５人。如曾在日本
早稻大学留过学的周志拯后为南开、浙

江大学教授，史念海后为陕西师大博士生导师，在平凉中学任过教的刘绍棠后来是清华

大学著名教授。

１９４９年，原教师继续留用，陆续接受师范院校毕业生，各县根据需要，从社会上吸
收了大量的教师。１９５６年，天津、上海支边青年７００多人经过半年速成教育，分配到平、
庆各县任教。平凉师范从１９５８年起增办一年制速成班，补充小学教师之不足。１９５９年，
平凉师范中师班改为文理科，两年培养初中教师４５６人。１９６４年，在高中毕业生中增招
１６３名一年制师范班，补充教师队伍。１９６４年起，又聘请了一批民办教师。至１９６６年，
全区教职工６０７０人，其中民办教师２９６６人，占４４％。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师范院校停止招生，教师层层拔高充教，民办教师大量增加，全区

１５９８０名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中，民办教师９８０６人，占６０２％。
１９７８年以后，对全区中小学布局进行了调整，不适宜中学任教的小学教师调回小学。

平凉师范从１９８０年起连续３年开办两年制英语班，培养中学急需英语教师１２３名。从
１９８０年起，每年增开两年制民办教师中师班４班。庆阳师专每年有一、二百人分配到全
区各类学校任教。２００２年，全区教职工总数２２１１１人 （含职工２３５９人）。其中中等专业
学校教师３１８人，本科毕业以上的２０７人，占６５１％；普通高中教师１３７８人，本科毕业
以上的 ７３７人，占 ５３４８％；普通初中教师 ５５０２人，大专毕业以上的 ４７４６人，占
８６２６％；农职业中学教师４２３人，本科毕业以上１２５人，占２９５５％；小学教师１１５００
人，中专、高中毕业以上的１０６４９人，占９２６％；幼儿园教师６０２人，中专、高中毕业
以上的５５４人，占９２０３％；特殊教育专职教师２９人。

二、教师培训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１至４月，平凉师范开办第一届义教师资训练班，参加培训的小
学教员９６人。２８年 （１９３９）７至８月，举办全区小学教师及塾师暑期讲习会，培训小学
教员、塾师２５０人。１９５４年开办一年制小学教员培训班，轮训不合格小学教员７１人。
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４年又轮训小教１１６人。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平凉师范与甘肃师大联合在平凉师范
开设每期５个月的 “红师班”４期，培训初中教师５２７人。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培训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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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平凉中学 （今平凉一中）全体教员合影 （１９３７年）

９５名，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又培训小学
音乐教师３８人。
１９９９年起，各县的教师进修学

校，举办过多期小学教师的培训。

１９８４至 １９８６年，甘肃省组织
两次中小学教师教材教法过关考

试，地区也组织过几次考试。通过

省、地考试，合格的高中教师７０６
人，过关率为８７２％；初中合格的
２７０１人，过关率 ８１３％；小学合
格的９６１９人，过关率８５２％。
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５年，全区保送３０

名中等学校教师赴甘肃教育学院离

职进修。“文革”中停办，１９７８年
恢复。１９８１年，７个系招生。至１９９３年通过推荐、参加成人高考全区进入甘肃教育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福建师大、北京教育学院及省内兰州、天水、庆阳师

专进修的中等学校教师５４０人，进入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的小学教师４８８人。
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３年，参加西北师大函授的中学教师３６１人。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９年，全区通

过自学考试取得大学本科文凭的教师６０人，取得大学专科文凭的教师８００人，取得中师
文凭的１１人。
１９９４年，全区利用卫星电视、高师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的９８３人。
１９９８年后，在全区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至２００１年底，地区举办地

级骨干教师和中小学校长培训班５期，培训教师和校长１６６０人。县 （市）举办培训班９
期１２００多人。全区先后选送９４名教师参加了省级培训，５６名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培训。
２００２年全区选拔培训中小学校长７８人，其中３５名中学校长赴北京参加中央党校及中央
教科所举办的教育发展战略理论高级班脱产学习，市上评选表彰知名校长和优秀校长３０
人，在暑期举办各类培训班４期，培训骨干教师９４５人，评选命名市级骨干教师４２０人，
学科带头人６０人。

三、教师待遇

明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平凉府学教授岁俸６０石、训导３６石，平凉府各州、县儒
学学正、教谕岁俸３６石。

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平凉府学教授、训导月薪津贴银均为１０两，平凉县学教谕月
薪津贴银１０两。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中学、师范学校教员以课时计酬，每小时最高１８元，最低０５
元；县、乡小学教员月均１０７５元。但后来各县执行不一。２１年 （１９３２）９月２６日，省
立第二中学、第七师范、第二女师三校教职员工因欠薪罢教。３１年 （１９４２）省教育厅规
定，中心学校教员月薪最高１２０元，最低４０元，国民学校教员最高６０元，最低３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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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惟以物价增涨奚止千倍……教师生活之困苦与日俱增。”３５年 （１９４６）５月２０日、
３８年 （１９４９）３月２０日，平凉各中小学教员因物价飞涨欠发工资，进行罢教抗议活动。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各级学校教员实行实物工资制度。１９５２年７月后，实行以工资分为
单位 （按实物价格折算货币工资额）的工资标准。１９５６年９月工资制度改革，中学教员
月薪分为１０级，最高１６０多元，最低４５元，大学本科毕业工作一年转正为６０元左右，
大专转正５０元左右；小学教员工资分为１１个等级，最高９０多元，最低２９元。中师毕业
转正月薪３８元左右。
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２年，工资进行了几次调整。１９８０年，省政府决定中小学教师普遍升两

级，２０％的晋升三级。１９７９年起实行班主任津贴制，１９８１年起中小学特级教师分别每人
每月补贴３０元、２０元。
１９８５年执行基础职务工资制，并按工龄给予补贴。
１９８８年后，实行职称工资，与１９８４年相比，人均每月提高１０倍以上。１９９３年后，

农村教师工资改由乡财政筹发，由于乡财政困难，教师工资开始拖欠。２００２年，在全区
开始推行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统发，但拖欠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民请教师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年终分配。１９７０年后，国家每月给中小学民办教师分
别补助５元、１０元，１９７４年增加为每月２０元、１５元，月交队５元，记中上劳力工分。
１９８２年增加补助５元。１９８５年，中、小学民请教师补助分别提高到每月４５元、４０元。
１９９６年，补助部分提高到每月８５元。

民国时期，人多不愿当教员。１９５２年后，教师纳入国家干部编制，队伍逐步稳定。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全区１４７％的教师被错划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批斗处理，

不少教学骨干逼迫离开教师队伍。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１２％的教师受到处理。６０年代，教师被
当作革命的对象，受到迫害。１９６９年后季到１９７１年初，农村公派教师取消商品粮供应，
停发工资，由所在地生产队记工分，年终和社员一同参加分配。中学教师分批到生产队

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

１９７８年后，对错划的 “右派分子”全部进行改正，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１９７８年，有１５０名教师受到地委、地革委会表彰。８０年代进一步营造 “尊师

重教”的社会氛围。至２００１年，全区获省 “园丁奖”的教师３４７名，获国家教委奖的５５
名。一批优秀教师被选为县 （市）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的不脱产副主任。部分被选拔为

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０日，成立平凉地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财政每年拨２万元
专款作为基金会的基金，并发动社会各方集资，定期奖励贡献卓著的教育工作者。

１９８９年９月９日，行署举办教师节座谈会，对６１名优秀教育工作者、９５名教学能
手、１０５名教学新秀及９８名模范班主任给予表彰，并发给荣誉证书和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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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教 育 世 家①

庄浪县教育世家

水洛徐氏　世居水洛乡石碾村，五世从教。徐万选清末秀才，设馆授书２０余年。子
徐守中塾师终身。孙徐发科任教李碾小学２０余年。曾孙徐安仁、徐安行为中学教师；徐
安平任小学民请教师２２年。玄孙徐就道、徐正道任中学教师。

阳川李氏　世居阳川乡李湾村，五世从教。李岳伯设馆授书兼行医。子李思益设蒙
馆１０余年。侄李集益任小学教师。孙李毓香中学教师。曾孙李居宪小学教师。玄孙李重
阳中学教师。

万泉马氏　世居万泉乡马川村，四世从教。马树模在家设私塾，教书终身。子马辑
宁在清水县和秦安县中学任教。孙马万泉中学教师。马琨兰州一中教师。曾孙马国安

万泉中学教师。曾孙女马晓燕小学教师。

南湖慕氏　世居南湖镇石慕村，四世从教。慕钧任教小学终身。子慕维德小学教师。
孙慕楠中学教师。曾孙慕鹤天中学教师。

良邑李氏　世居良邑，四世从教。李万荣小学校长，为良邑小学创建者之一。子李
繁继其业。孙李江鹏中学数学一级教师，李江峰小学高级教师，李德贤中学语文二级教

师。曾孙女李海洋小学一级教师。

通边任氏　世居通边乡通边村，三世从教。任秉南曾任教平凉中学，参与创办通边
小学。子任兆庆任教于通边小学。孙任国藩任教朱家庙小学。侄任兆谦、任兆瑞，侄孙

国昌、任国柱长期在小学任教。

阳川张氏　世居阳川，三世从教。张贡华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子张俊峰小学高
级教师，张建毅中学体育高级教师，女张淑萍小学高级教师。孙张甲斌、张斌、张成功

中学任教。

韩店马氏　世居韩店，三代从教。马德川中学教师。马晨光中学教师。马向阳、马
向红小学教师。马多智小学教师。

南坪王氏　世居南坪，三代从教。王秀文小学任教３０余年。子王国和小学高级教
师。孙王长安中学语文二级教师。

静宁县教育世家

甘沟席氏　世居甘沟乡，四代从教。席嘉宾清贡生。１９１７年同友人创办甘沟初级小
学。子席显珍小学教师，孙席晋铎、曾孙席汉誉小学教师。

城川贾氏　世居城川乡，四代从教。贾登善私塾先生。子贾维璧小学教师。孙贾安
恭、曾孙贾佳中学教师。

城关王氏　世居城关镇，三代从教。王?斌中学教师。子王仰东、孙王建新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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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岘张氏　世居双岘乡上海村，三代从教。张秀荣私塾先生。子张世清西北师范大
学教师。孙张兰地小学教师。

雷大张氏　世居雷大乡，三代从教。张建烈小学教师。子张桂芬曾为小学、初中教
师。孙张有吉初中教师。

双岘张氏　世居双岘乡，三代从教。张士珍创办新民小学，从教小学３０余年。子张
济民小学教师。孙张改相甘南合作师专教师。

双岘王氏　世居双岘乡，三代从教。王景堂静宁县督学。子王爱、孙王鹏程小学教师。
甘沟吕氏　世居甘沟乡，三代从教。吕调善小学教师。子吕敏学小学教师。孙女吕

牡丹中学教师。

仁大周氏　世居仁大乡，三代从教。周俊德小学民请教师。子周仓正小学教师。长
孙周喜堂、周小虎中学教师。

灵芝李氏　世居灵芝乡，三代从教。李培基１９４６年创办私学，解放后曾任本村扫盲
教师。子李成小学高级教师。孙李思翁博士学位，大学教师。

双岘尤氏　世居双岘乡，三代从教。尤清峰小学教师。子尤清科双岘乡教委工作。
孙尤鹏程双岘初中教师。

甘沟刘氏　世居祁川乡，三代从教。刘廷俊中学教师，子刘新民小学高级教师。孙
刘大平初中教师。

甘沟马氏　世居甘沟乡，三代从教。马
!

曾在小学、中学任教。子马承民小学高级

教师。孙马雄飞甘沟教委任教。

城关胡氏　世居城关镇，三代从教。胡举庵中学教师。长子胡霭云中学高级教师。
次子胡霭祥中学高级教师。孙胡席伟、胡旭伟中学教师。

甘沟王氏　世居甘沟乡，三代从教。王向文小学教师。子王效利、孙女王瑞芳小学
教师。

曹务高氏　世居曹务乡，三代从教。高仰弟中学一级教师。子高鹏飞、孙女高淑萍
小学教师。

双岘魏氏　世居双岘乡，三代从教。魏士杰中学一级教师。子魏敏中小学高级教师。
孙魏永牛中学教师。

崆峒区教育世家

草峰李氏　三代从教。李生鹏小学教师。子李怀仓中学一级教师。媳王改惠小学高
级教师。李怀玺平师附小高级教师。女李怀英幼儿园教师。孙女李敏职业中学工作。

市区朱氏　祖籍河北省成安县，三代从教。朱庆符平凉师范国文教员。妻王松涛在
平凉女师任教。长女朱世英、长子朱田村在大学任教。次子朱世勤在解放军高级防 空学

校任教。三子王宗发中学高级政治教师。三儿媳高小侠中学高级教师。长孙女王昭高级

讲师。孙女王昕中学特级教师。孙媳林莉柳湖学校教师。

泾川县教育世家

泾川何氏　祖籍平凉市白水镇，三代从教。何汉斌泾川一中中学高级教师。子何振
伦平凉三中中学高级教师。孙女何婕平凉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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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地区教师职称评聘表

平　凉　市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１ ２８ ３８ ２０ ４１ ３２ ２１

１９９５ １ ２６ ３５ １９ ３７ ３８ ４１

１９９６ １ ２４ ３０ ２０ ３９ ４４ ６１

１９９７ ２ ２２ ３２ １８ ３９ ４４ ３４

１９９８ ２ ２５ ２７ ２６ ３８ ５２ ３１

１９９９ ３ ２３ ３０ ２１ ４１ ６１ ２７

２０００ ２ ２６ ４５ １７ ３５ ７３ ３３

２００１ ２ ４５ ３２ ２８ ６８ ８２ ３６

２００２ ３ ４８ ５０ ３０ ７２ ７８ ４２

泾　川　县

年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７ ３１ ２２ １７ ２９ １７ ２２

１９９５ ５ ５６ ２０ １８ ５０ １３ １５

１９９６ ２０ ３８ １２２ １７ ２０ ７９ １０

１９９７ １１ ５２ １７ ２２ ３９ ３１ １２

１９９８ １２ ３９ ２０ １９ ３６ １８ ２８

１９９９ ６ ３９ ２２ ３５ ２５ １９ ３０

２０００ ４ ３３ ３１ ２９ ４１ １８ ２９

２００１ ６ ４４ ３９ ３６ ４４ ４８ 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１ ４４ ６８ ４６ ４４ ２３ ３１

灵　台　县

年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８ ２０ １５

１９９５ ２６ ９２ １４ １４９ ２７７ １１８

１９９６ ３ ３１ ５７ １０ ３９ ５５ ２０

２８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灵　台　县

年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７ １８ ２９ １４ １１４ １

１９９８ １１ ２０ ３９ １ ４０ ４３ １４

１９９９ ４ ２１ ５２ ６ ４ ４１ 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７ ３９ ２ ４１ １７ ２１

２００１ １１ ３８ ６１ ３ ５０ ５０ ６８

２００２ ８ ３３ ５１ ８ １９ １３ ３２

崇　信　县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１５ ４０ ２５ ３０ ２８

１９９５ ５ ６２ ５１ １８ ３２ ２２ ２０

１９９６ ７ ４６ ５６ ２５ ３６ ２０ １９

１９９７ ８ ３０ ４８ ２５ ３３ ３８ １３

１９９８ ６ ３９ ４２ ５ ２７ ４１ １５

１９９９ ８ ４４ ４７ ３ ２９ ３０ １１

２０００ ７ ４５ ５３ ５ ３１ ３９ １２

２００１ ８ ４１ ５２ ６ ３８ ５１ １１

２００２ １０ ４４ ５１ ４ ３７ ４６ ９

华　亭　县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１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１４ １１２ ２０２ １７９ ２５８ ４６３ ３６５

１９９５ １６ １１４ ２１４ １８１ ２６１ ４７６ ４３７

１９９６ １８ １１３ ２３７ １８４ ２５５ ４４８ ４１２

１９９７ ８ １４９ ２２９ １２６ ２８７ ４６７ ３１５

１９９８ １１ １５４ ２４２ １１８ ３０２ ４３８ ２９５

１９９９ １１ １７３ ２３１ １１６ ３１６ ４３７ ２８０

３８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续表

华　亭　县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１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２０００ ８ １８１ ２０４ １４４ ３０１ ４２９ ３２９

２００１ ７ １６４ １９２ １７４ ３２６ ４１１ ３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２ １８３ １９３ １８１ ３７５ ３９８ ３２１

庄　浪　县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２ １１ ９１ １６ ７３ ９６ ６３

１９９５ １ ７ １０３ ２６ ３４ ５４ ８７

１９９６ １ ３ ９０ ４４ ３０ １０９ ６８

１９９７ ３ ２８ ２８ ６２ ２７ ２０１ ２３

１９９８ ２ ４０ ６０ ６７ ７ ９６ １０２

１９９９ ４ ４５ １０１ ８５ １８ １０２ ４７

２０００ ５ ３９ ５５ ７６ ３３ ９０ １０９

２００１ １９ ６２ ５８ １７１ １１６ ９４ ６

２００２ ２２ ７６ ８３ １２６ １１５ ８７ ８１

静　宁　县

年　份
中学教师 （人） 小学教师 （人）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高级 一级 二级以下

１９９４ ３８ ２１４ ６７５ ８３ ３２６ ７２４ ２８２

１９９５ ３９ ２５５ ６９６ ８６ ３９７ ７３９ ２８８

１９９６ ３６ ２５８ ７２７ ８９ ３９４ ７９３ ３０８

１９９７ ３９ ２７９ ９３８ １１５ ４２４ １００６ ３９１

１９９８ ３７ ２９４ １００８ １２４ ４４５ １０７１ ４１７

１９９９ ４１ ３１２ １００８ １２４ ４７３ １１１０ ４３２

２０００ ４４ ３６８ ９９２ １２２ ５６０ １１００ ４２８

２００１ ５０ ３３８ ９５２ １３６ ７００ １１９３ ８０３

２００２ ６７ ４３１ １００３ １２８ ８２１ １２６２ ７５６

４８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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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二
：

平
凉
地
区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
骨
干
教
师
名
录
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毕
业
学
校

学
历

职
称

现
授
课
程

称
　
　
号

地 直 学 校

赵
明
星

男
１９
６０
１
０
平
凉
师
范

中
共
党
校
（
函
授
）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生
物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孙
兴
和

男
１９
５６
９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数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温
恒
泰

男
１９
６３
４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杨
小
明

男
１９
６５
３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怀
宁

男
１９
６２
６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历
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建
中

男
１９
６４
１
２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美
术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赵
润
孝

男
１９
６３
８

平
凉
师
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恒
来

男
１９
５７
３

平
凉
师
范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高
级
讲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侯
兰
柱

男
１９
５６
１
０
平
凉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朱
耀
明

男
１９
６２
６

平
凉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物
理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赵
宇
国

男
１９
６２
７

平
凉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
函
授
）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建
平

男
１９
６３
５

平
凉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高
中
历
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马
　
升

男
１９
５４
６

平
凉
一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安
正
峰

男
１９
５４
１

平
凉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魏
鸿
喜

男
１９
６８
７

实
验
小
学

兰
州
大
学

本
科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高
淑
霞

女
１９
６６
３

实
验
小
学

兰
州
大
学
中
文
自
考

专
科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席
岳
峰

男
１９
６５
２

实
验
小
学

兰
州
大
学
自
考
专
科

专
科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许
金
凤

女
１９
６０
１
２
平
师
附
小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向
　
鑫

男
１９
６２
３

平
师
附
小

中
央
党
校

本
科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５８４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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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毕
业
学
校

学
历

职
称

现
授
课
程

称
　
　
号

平 凉 市

牛
旭
峰

男
１９
６２
５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英
语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贾
永
桢

男
１９
６４
７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高
中
化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孙
福
生

男
１９
５９
１
２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体
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刘
书
恒

男
１９
６５
６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历
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立
中

男
１９
６４
９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韩
勇
毅

男
１９
６６
９

平
凉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云
仙

女
１９
６２
１
２
平
凉
紫
金
城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教
师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高
春
林

男
１９
６４
１
１
平
凉
三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孙
世
斌

男
１９
６４
１

平
凉
市
黄
家
园
小
学

庆
阳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丁
仙
英

女
１９
５３
５

平
凉
市
黄
家
园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吴
玉
秀

女
１９
６６
１
２
平
凉
铁
路
小
学

兰
铁
技
校
中
师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泾 川 县

许
宝
明

男
１９
５５
２

泾
川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
函
授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政
治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吴
纯
一

男
１９
６４
１

泾
川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忠
正

男
１９
６５
４

泾
川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田
有
郎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０
泾
川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樊
玉
萍

女
１９
６２
６

泾
川
进
修
附
小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玲
珍

女
１９
８２
９

泾
川
合
志
沟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脱
素
琴

女
１９
６６
１
０
泾
川
窑
店
农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金
平

男
１９
６３
３

泾
川
丰
台
中
学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杜
志
刚

男
１９
７１
２

泾
川
城
关
中
学

兰
州
大
学
自
考
中
文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６８４１ 平凉地区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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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毕
业
学
校

学
历

职
称

现
授
课
程

称
　
　
号

泾 川 县

赵
宏
渊

男
１９
６８
４

泾
川
玉
都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杨
建
西

男
１９
６７
４

泾
川
高
平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地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灵 台 县

姜
媛
玲

女
１９
５８
１
２
灵
台
东
关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于
学
军

男
１９
６３
６

灵
台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华

男
１９
６２
１

灵
台
一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周
建
荣

男
灵
台
县
教
育
局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冯
进
科

男
１９
６１
７

灵
台
一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刘
小
平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２
灵
台
三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历
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干
荣
忠

男
１９
６３
３

灵
台
三
中

北
京
教
育
学
院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陶
少
英

男
１９
６３
９

灵
台
西
屯
中
学

甘
肃
电
大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宋
振
华

男
１９
７１
１

灵
台
独
店
中
学

兰
州
大
学
自
考
中
文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郑
德
寿

男
１９
５７
８

灵
台
朝
那
中
心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崇 信 县

杜
广
平

男
１９
６７
８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庆
荣

男
１９
５９
１
０
崇
信
一
中

陕
西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曹
世
森

男
１９
６１
９

崇
信
一
中

北
京
教
育
学
院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生
物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志
清

男
１９
６５
１
１
崇
信
二
中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马
改
秀

女
１９
６２
１
０
崇
信
锦
屏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华 亭 县

李
云
霞

男
１９
６４
２

华
亭
东
华
小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赵
万
田

男
１９
６８
２

华
亭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高
　
爱

男
１９
６２
２

华
亭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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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毕
业
学
校

学
历

职
称

现
授
课
程

称
　
　
号

华 亭 县

张
国
弼

男
１９
５５
１
２
华
亭
一
中

甘
肃
师
大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张
永
峰

男
１９
６６
９

华
亭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
函
授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胡
小
林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２
华
亭
东
华
初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刘
志
轩

男
１９
５６
１
１
华
亭
安
口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庄 浪 县

罗
世
文

男
１９
６４
４

庄
浪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徐
国
海

男
１９
５８
８

庄
浪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自
考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地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刘
宝
均

男
１９
６６
９

庄
浪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历
史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贺
根
旺

男
１９
６３
３

庄
浪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
进
修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文
　
涛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０
庄
浪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陈
占
川

男
１９
６４
１
０
庄
浪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孙
振
山

男
１９
６６
９

庄
浪
南
湖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
函
授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李
保
和

男
１９
５９
８

庄
浪
南
湖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杨
　
琨

男
１９
６３
６

庄
浪
南
湖
中
学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
进
修
）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温
旭
峰

男
１９
６７
１

庄
浪
韩
店
职
中

兰
州
大
学
自
考
中
文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孙
芳
存

男
１９
６５
３

庄
浪
二
中

定
西
教
育
学
院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慕
鹤
天

男
１９
６６
１
２
庄
浪
二
中

固
原
师
专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马
迎
寿

男
１９
５８
１
２
庄
浪
一
小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静 宁 县

王
好
学

男
１９
６２
６

静
宁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化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马
明
义

男
１９
６２
６

静
宁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何
　
轲

男
１９
６６
４

静
宁
职
教
中
心

兰
州
大
学
自
考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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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毕
业
学
校

学
历

职
称

现
授
课
程

称
　
　
号

静 宁 县

胡
志
鹏

男
１９
６５
１

静
宁
威
戎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多
利

男
１９
６４
９

静
宁
成
纪
中
学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政
治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伏
奋
强

男
１９
６２
１

静
宁
二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薛
荣
学

男
１９
６２
８

静
宁
成
纪
中
学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周
根
虎

男
１９
６５
２

静
宁
仁
大
中
学

庆
阳
师
专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李
德
祥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２
静
宁
一
中

甘
肃
教
育
学
院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孙
　
辉

男
１９
６３
１
１
静
宁
成
纪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自
考

专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初
中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柳
荣
春

男
１９
６２
１

静
宁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物
理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崔
静
荣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２
静
宁
一
中

上
海
外
国
语
学
院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英
语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任
具
祥

男
１９
６１
３

静
宁
城
关
小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任
伟
栋

男
１９
６２
１
２
静
宁
成
纪
中
学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学
科
带
头
人

胡
美
雄

男
１９
５０
６

静
宁
职
教
中
心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思
想
品
德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李
应
珍

男
１９
６２
９

静
宁
威
戎
中
学

平
凉
师
范

中
专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王
祥
子

男
１９
６５
１

静
宁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高
级
教
师

高
中
化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杨
小
兰

女
１９
６０
１
２
静
宁
新
城
小
学

静
宁
一
中

高
中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小
学
语
文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曹
宁
子

男
１９
６４
９

静
宁
一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政
治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李
志
学

男
１９
６５
８

静
宁
二
中

西
北
师
大

本
科

中
学
一
级
教
师

高
中
数
学

省
级
骨
干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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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经　费

明、清时期，平凉教育经费以官府筹拨的钱粮和学田租银、租粮为主要来源，还有

地方绅士、民众的少量捐款。

明嘉靖年间，平凉府每年拨给 “儒学仓”学粮夏３００石、秋３７０石。平凉县每年拨
给县学学粮夏２００石、秋２５０石。灵台县每年拨县学学粮夏１００石、秋１８３２石。庄浪县
每年拨县学学粮夏秋４５０石。清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平凉知府汪皋鹤募白银２０００两，
分给典肆，岁收其息，以作柳湖书院廪膳资金。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崇信知县张照政捐钱
５０缗，另筹得２５０缗，发商生息充作义学经费。清末，平凉县有学田２８６６亩，岁实征租
银１９５６７两补充县教育经费。

民国时期，省立学校经费由省筹拨，各县教育经费除国民政府及省款略有补助外，

主要由地方自筹。民国５年 （１９１６），省库给省立二中每年拨经费３０００元，校有学田千
余亩，年收租金数百元。７年 （１９１８），省库给省立 “七师”每年拨经费３０００元，另有
泾源道尹公署收陇东各县分担经费４００至５００元。１３年 （１９２４），省库每年追加省立 “七

师”经费５００元，１５年 （１９２６）追加省立二中经费３０００元。１６年 （１９２７）崇信县教育
经费收入１１２８元，其中房租４元，铺面租１６元，地租４２元，息金５７元，牲畜牙佣４２０
元，县署代征盐课改为教育费３２０元。１７年 （１９２８），华亭县盐课６２８５２元，畜佣５２９
元，百货麻秤行４２５元，盐称行３２９元，粮贩捐３６０元，脚柜捐５３８元，斗秤行８６１２
元，药材称２０元，教育捐６１００元，共计教育费入１０４３９０２元。２５年 （１９３６）静宁县教
育费收入有学田２３７亩拓种年租１０７元，雇房４０间年租１０６元，学款基金２７６３元年息
８５９元，牲畜行抽４０８７元，山货行年抽收８６４元，称行年收２３６６元，斗行年认交５元，
布、纸行年认交 ５元、４元，计 ８４０３元；另义务小学开办向民众摊派 ５０７０元，总计
１３４７３元。各县还向社会筹集办学基金。３４年 （１９４５）静宁县教育经费来源就有中央补
助费３２５２０元，学田租麦折价及基金息等计收１１８２４９元 （法币）；另各校筹基金荒地

１１８８１６亩，基建费８８万元。
２０年 （１９３１）前后，平凉、华亭、静宁、泾川、崇信、灵台６县，有学田地６４５８９

亩。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１９８０年，教育经费改为各省自筹资金，实
行预算包干。

全区教育事业拨款 １１２９７万元，占全区财政总支出的 １７４％，每生平均 ３６元。
１９８２年起，实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当年拨款１４７８２万元，占全区财政总支出的
２０６％，生均４４元。此后，“以１９８２年实支部分为基数，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以上”，由
县 （市）财政局预算，教育部门包干使用。１９８３年后，增拨专项教育补助费。１９８３至
１９８７年，全区教育经费支出１１６１６４万元，其中专款补助２０８３万元。１９９３年起，实行
“分级包干，分灶吃饭”，当年全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８１４４１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至
２００２年，全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３１２５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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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３月，全区共征收教育费附加５１９７万元，当时，征收标准不一。１９９１年３
月，统一由乡镇在每年按上年人均纯收入提留的２３％统筹费中划出１３％作为征收标准，
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２年，全区共征教育费附加１４３３１３万元。从１９９３年起，计征比例由上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３％提高到１５％，并纳入地方财政，当年全区共征９６６８万元，１９９９
年达到３０７７１万元。２００１年，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不再征收。

１９８４年，崇信县率先动员群众集资办学，共集资９３１６万元，户均４３６６元，人均
１２１５元。当年全区集资１６１９万元，１９８７年达到２４００多万元。１９８７年以后，提出不准
集资，１９９１年提出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但 “不得硬性向社会各单位和

农户摊派办学资金和实物”。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１年统计，全区集资捐资达７６６６３万元。２００２年
全区干部职工捐资４８３９７万元。

１９５８年４月，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展开勤工俭学。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２个公办中
等学校办各种工厂１６２个，开荒辟地１６７８０亩，种植各种蔬菜作物１７８０亩，植树造林
３７４３８万株，自制教具４３３件。１９６０年后，勤工俭学规模缩小，１９７４年又扩大。至１９７６
年，全区有校办工厂 （车间）３２７个，总产值４６０２万元，纯收入２３９２万元，农 （林）

场２６４２个，面积５１３６７亩，产粮２０８６６万斤，其他农副业纯收入２５６４万元，其他勤工
俭学收入１５４２万元。１９７８年以后，学校农、林场土地多被社队收回。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后，
学校回收了部分农场地，勤工俭学活动逐步恢复。至１９８３年，全区校办工厂 （车间）１６
个，总产值５９３１万元，纯收入３２６万元；农场面积２８３０亩，林场７７９亩，果园１８亩，
产粮６１１７万斤，农副业纯收入７２８万元，其他纯收入１３３万元。１９８８年６月，省教
委、省财政厅在平凉召开全省勤工俭学工作会议，勤工俭学工作步入正常轨道。至２００２
年，全区有校办企业的学校１１６所，第三产业网点１２２个，学田５５８公顷，勤工俭学纯收
入６８３万元。补助教育经费６８３万元，其中改善办学条件经费３７７万元。

１９５６年开始，学生收少量杂费，中学生每学期缴１元，小学生０５元。 “文革”初
期，学费停收。１９７１年复收，标准同前。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６年，高中生每学期缴纳学费２５
元，初中２元，小学 １元。１９８７年后调整为高中 １０元，初中 ７元，小学 ５元。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年全区收学杂费 ４８９７万元。１９９７年，全区收学杂费 １３２４８万元，２００１年达到
２４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各类学校统一了学杂费收费标准。

第八节　学校建设

一、校　舍
清末学堂、书院等校舍简陋。民国时期，省立中学的部分校舍由省上拨款修建，其

他大多由地方筹资修建。新中国成立后，逐年增大投入，加快建设。１９８４年崇信县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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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一中校舍一角

为全国１００个基础教育先进县之一，
１９８６年静宁县被评为全国３６个教育
先进县之一，分别受到国家教委、

财政部的表彰奖励。１９９０年，全区
实现 “一无两有”，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
全区校舍建设的重点在中学，先后

完成了５９所独立初中的改建任务。
１９９４年后，校舍建设的重点转

入实施初级中等阶段的义务教育。

１９９５年，华亭全县独立初中以上学
校全部实现了校舍楼房化、配套建

设标准化。１９９６年，静宁、庄浪县被确定为 “世界银行贷款第三个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

展项目县”，三年土建投资２２３１万元，为４７所中小学修建了４６６９７平方米校舍及配套用
房。从１９９６年起，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后捐赠港币３５５万元，给平凉一中、灵台邵寨
乡中心小学、平凉四中修建了教学楼。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的校舍建设总投资达２８２６４６万
元，新建扩建校舍３５６６９３平方米，改建８１３５３平方米，维修１５８１３７平方米，普通中小学
的危房面积由１９９３年底的３５７５１平方米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８５万平方米，危房比例由
１９９３年的２７４％下降到１７７％，至１９９９年，全区乡镇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都修起了教
学楼。２００１年，全区建成地级标准化学校４０所，县级标准化学校１２０所，在全区３１７所
学校新建改建校舍１２１３万平方米，维修校舍２６４万平方米，消除危房８４４万平方米，
总投入５０６８５万元。

二、设　备
清代学堂存有少量图书，无教学仪器。

民国时期，各县中学大多存有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册图书。
新中国成立后，普遍重视图书、仪器的购置。５０年代，华亭县、庄浪县初中开展了

１９３９年甘肃省立平凉中学 （今平凉一中）师生做实验

自制教具活动。１９５４年，省教育厅
开始对中等学校的教学仪器、实验用

品、生物标本模型及切片、显微镜、

风琴等实行配发。同时，自筹资金，

添置体育教学器材及其他教学设施。

１９５３至１９６６年，全区用于设备建设
资金为１５４万元。
１９７８年后，学校开始有录音机、

幻灯机、放映机、电视机等电化教育

设备。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９年，全区用于学
校教学设备建设的资金约 ７０万元。
至１９８８年，地、县建成教育电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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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卫星接收站８座，泾川、庄浪、灵台、崇信等县成立了县电化教育馆，７县 （市）成立

了教学仪器站，平凉一中、静宁一中、平凉师范等学校分别建成了电化教育专用教室。

庄浪初中的实验教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全区自筹教学仪器款 ３５６２
万元，为 ８４所完全小学配齐了数学、自然教具
箱。１９９１年 ８月，在全区推广庄浪县 “五自”

（自筹经费修建实验室、自己动手做教具、自制体

育器材、自筹图书、自建 “绿色工程”）活动。此

后，全区自制教具７万余件，体育器材２０多万件，
文艺器材７０００余件，捐购图书７０多万册，建花园
４０００多个。至１９９３年底，全区所有独立初中达到
Ⅲ类演示实验仪器装备标准。五年制以上小学数
学、自然演示实验开出率分别为 ８５％、７９８％，
中学各科演示实验开出率及分组实验开出率分别

达到６６６％、４３９％。全区中学图书资料增加到
７１８万册，每生平均８册，小学图书资料增加到６７万册，生均４册。静宁县达到实现教
学普及县标准。１９９３年起，全区每年筹集１００万元，用于教学设备配套建设。小学生人
均图书达到４８册，中学生均达到１０６册。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１年，全区用于设备配套建设的
资金约３０００万元，至２００１年，有２０％的完全中学和１５％的普通初中理科实验仪器配备
达到了一类标准，８７％以上的完全小学达到了三类以上标准。全区６个县 （市）通过了

省、地普及实验教学达标验收，普及率为６２３％。
２００１年投资１０８６万元，为４７所学校建成４９个微机室、配备微机１５６０台，启动了

全区教育信息化建设。２００２年，投入１５００万元用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接受信息技术
教育的学生达１２万人，举行了全区首届中小学生计算机基础知识竞赛和教师优秀计算机
课件评选活动，选派１００多名教师参加培训。
２００２年６月，全区有１７５所学校建有计算机室２１６个，有计算机８５２４台，教育卫星

宽带网站１８０个，建成了平凉一中、庄浪三中、静宁一中、平凉职教中心、平凉市实验
小学、静宁阿阳小学、静宁威戎下沟小学、庄浪南湖小学、庄浪杨河马寺小学、崇信一

中、平凉七中、崆峒区西大街小学、泾川一中、灵台一中等１７个信息化示范校。开设信
息技术教育课的学校１６７所。

第九节　全国教育先进县———静宁

静宁素有陇上 “文华之地”的美称。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上下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的理念，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

高，带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健康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形成

了全社会群策群力办教育的格局。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为重点，以实现小学 “一无两有”（校校无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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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为目

标，调整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狠

抓教师队伍建设，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开

展集资办学、捐资办学活动，排除小学危房，

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使全县教育事业得到较

快发展。各乡镇实行包学龄儿童入学、包落

实巩固、包宣传动员，定 “四率”（入学率、

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指标、定经费筹

集、定校舍维修的 “三包三定”责任制。全

县裁减高中１３所，撤销戴帽初中２９所，撤并村小学１０８所。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县财政教
育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２３—２９％，共筹资１４００万元，其中捐、集资５７４万元，新建、改
建校舍８３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２２万双人套。１９８８年，全省改善办学条件现场会在
平凉召开，推广他们的经验。７月８日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授予 “全国教育先进县称

号”。１９８９年，全县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各项指标通过省、地验收，实现了 “普初”目

标。全县有小学 ５４０所 （完全小学 ３４５所），在校学生 ５８２４６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９６０５％，其中女童入学率９２５％，巩固率９７１４％，毕业率９６１７％，普及率９１８％。

１９９０年后，将改善办学条件的重点由小学向初中转移，由单一的校舍建设向以校舍
建设为主、全方位配套转移，由全民性的集资办学向以征收教育费附加为主、建立多元

化投资体制转移。各级组织确立 “小学标准化、初中规范化、高中现代化”的校舍建设

思想。８年内县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高达到４４７４％，县上每年切块１０万
元用于中小学校舍建设，并争取项目资金。共筹措经费４４１２万元，人均达到１００元，改
建、新建学校１８０所，建筑面积１０８万平方米，生均建筑面积达到初中６平方米、小学
３４平方米，生均图书初中１１册、小学７册。有２９所乡镇中心小学校园及配套建设达到
国家二类标准，１８所初中达到三类标准。累计救助４７４０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中小学教
师符合 《教师法》规定学历达标率９２１９％。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９９３％，其中女
童入学率９８３％，小学在校学生辍学率０５％，毕业率９９５％，１５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

完成率 ９８８％。有初级中学 ２９
所，在校学生１８２２１人。初中阶
段入学率９８１％，初中在校学生
辍学率 １４％，毕业率 ９９６％，
１７周岁人口中初级中等教育完成
率９０６％，１５周岁人口中文盲
率０６％，７至１５周岁残疾儿童
入学率８１３％。乡镇及村社建立
起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和初等学校

（扫盲班），对农民进行扫除文盲

教育。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扫除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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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省、地验收。青壮年非文盲人口２５７４万人，非文盲率达到９８９％，培训实用技术
人才２１万人次。１９９７年，全省 “普九”县工作汇报会在静宁召开，“静宁为国扶贫困县

‘普九’提供了示范”。９月经省、地验收，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
壮年文盲。１２月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 “全国扫盲先进县”称号。

１９９８年后，“两基”的重心向 “两高”转移，基础教育的重心向素质教育转移，办

学条件的重心向标准化转移，职业教育的重心向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转移，“两基”

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２００１年３月，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展计划委员会授
予 “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称号。２００２年，开展 “师德建设年”活动，提高教师的师

德素养。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为重点，加大教师专业能力特别是新课改培训力度，

累计培训教师１８万人次。初中阶段入学率９６５％，毕业率１００％，１７周岁人口中初级

上学途中

中等教育完成率 ９５４％，初中在
校学生辍学率 ２１％，１５周岁人
口中文盲率０５％。小学毕业班全
县统考双科合格率５２９４％，优秀
率３２９％；初中毕业生全省会考
六科 合 格 率 ２９９％，优 秀 率
８４２％。高考连续２８年稳居全区
之首，成为全省继会宁之后的又

一个高考 “状元”县。

静宁人以长期的实践告诉人

们：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重

教兴学、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奠定了静宁教育的根基；是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的 “四苦”精神，

造就了静宁人 “教育立县”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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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学技术

早在原始社会，平凉境内的先民们打制石器，人工取火，开始了走向文明的探索历

程，耕作佃渔，纺织制陶等等。自有科技演进，而平凉有确切记载的科技活动则应从清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试种棉花开始。
民国年间，引进国光苹果、草木栖、野豌豆草和始用制革新技术等。新中国成立后，

各行各业重视科技引进、推广，特别是１９７８年以后，仅全区农业系统参与承包科技项目
的人员达到２５０４人，科技承包面积达到３００多万亩，约占全区耕地面积的５０％左右，农
业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８０４％。至２００２年，获奖的科技人员达３４８５人 （次）。科技进步

已成为全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节　机　构

清末，泾州、灵台设有试验场。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后，各县成立农事试验场。１７年
（１９２８），平凉增设省农事试验场。２８年 （１９３９），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于平凉成立陇东区
实验场。３０年 （１９４１），成立泾川县农业推广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３１、３５年平凉、静宁相继试验推广单位，逐步建立
新的科技机构。

一、管理机构

平凉地区行政公署科技处 （简称科技处）　１９５８年７月，成立平凉专区科学技术工
作委员会 （简称科工委）。１９６０年４月，更名为平凉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科委），

后与文教卫生局、计划委员会、农业局等单位合设 （参 《政权政协》）。至２００２年，科技

平凉市科学技术大会

处内设人秘科、计划科、科技管

理科，下设科技情报研究所、科

技服务站、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计算机中心。

二、科研及技术推广机构

５０年代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先后
建立农业、林业、农业机械化、

水土保持、地方病防治、工业、

科技情报和核桃８个科研机构。
地、县 （市）、乡镇建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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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服务机构３１２个，其中农业技术推广站 （中心）１３７个，畜牧兽医工作站 （中心）

１３７个，植保植检站５个，种子公司１６个，林业技术推广站９个，林业病虫害防治站８
个，共有职工２２９０人。

三、科学技术协会

地区科协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成立平凉分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１９５８年９月，更名为专
区科学技术协会。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科协瘫痪。１９７８年３月恢复，１０月，科协与科
委合署办公。１９８３年９月，科协并入科技处，保留科协牌子。１９８４年７月分设，编制
７人。

县 （市）科协　１９５６年，全区７县 （市）均成立科学技术普及协会。１９５８年后，陆
续更名为县 （市）科协。“文革”中瘫痪。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相继恢复。并与科委合署办
公，科委主任兼科协主席。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县科协与科委分
设。此后，各县科协与科委时分时合。２００２年，泾川、华亭县科协分设，其余５县 （市）

科协与科技局合署办公，分别设有专兼职主席或副主席。

乡 （镇）科协　１９５８年全区１０３个人民公社、１１４５个生产大队成立科协和科协小
组，会员１万余人。１９６１年，全区农村共建立起９４０个专业研究小组。“文革”开始后，
科协活动停止。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４年，全区乡 （镇）建起科协１３１个，有会员４０９８人。１９８８
年，全区乡 （镇）科协会员达到９１０８人，建起农村科协１００１个，占行政村数的５９％，
专业研究会１５１个，会员１６４６人。２００２年，全区有乡镇科协１３０个，村级分会１１５７个，
会员１０９５７人。

专业学 （协）及农研会　１９５６年，专区科协设置了医学、农学、理工学会。１９５８
年，建立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科协委员会１２７个，会员１８８９７人。１９６１年，全区有
群众性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小组２８９４个，会员２３２４９人。专区建立地理、医药卫生两个
学组。泾川县建立农业、畜牧、医学、气象、教育５个学会。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后，

活动中断。１９７８年３月，地、县学 （协）会相继恢复成立，地区恢复成立中华医学会平

凉分会、中华护理学会平凉分会。１９７９年，全区建立学 （协）会３３个，会员９３８人。地
区恢复农学会、林学会、气象学会、畜牧兽医学会、水利学会。１９８０年，地区成立农机
学会、中医学会。１９８１年，成立标准计量学会、地震学会。１９８２年，成立会计学会、金
融学会。１９８４年，成立人口学会、化学教学研究会。１９８５年，成立卫生经济学会、农业
经济学会、种子协会、科技情报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税务学会、包装装潢协会、

建筑学会、工交学会。全区共有地直学 （协）会 ２５个，县 （市）学 （协）会 ８５个。
１９８６年，地区成立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１９８７年，成立幼教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摄
影协会、珠算协会。１９８８年，成立 ５２０３厂科协。全区共有学 （协）会 １５５个，会员
１２３０９人，其中地属学 （协）会４４个，会员７３６８人，县 （市）学 （协）会１１１个，会
员４９４１人。１９９０年，地区成立人才协会、水利会计学会、水土保持学会、档案学会、中
华预防医学会、教育学会、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皇甫谧医学研究会、皇甫谧气功科

学研究会等 ９个学会。１９９１年，地区学 （协）会总数达到 ４４个。共有会员 ７３１５人，
１９９２年，成立平凉崆峒武术研究会。同年对地直学 （协）会、研究会进行复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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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多数取得了法人资格。１９９３年，成立土地学会。至此，全区地直学 （协）会总数

达４６个。１９９８年注销地震学会、中华养生益智功研究会、包装装潢协会、教育学会、数
学教学研究会、物理教研会、化学教研会、地理教研会、生物教研会、卫生经济学会等

１０个学 （协）会，地区档案学会等１０个学 （协）会降格按非法人社团登记管理。同年，

地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并入地区林学会。２００２年，合法法人资格予以保留的地直学
（协）会总数２５个，全市共有专业学协会１２９个，农研会２８６个。另有厂矿科协５９个，
其中地区级１６个，县属４３个。

第二节　队　伍

一、人员分布

民国时期，区内主要是一些中等学校教师、医院医师及公路、邮电、农业、畜牧、

气象专业技术人员。造纸、陶瓷、皮毛、纺织、印刷、制造等行业，仅有一些工匠师傅。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员日益增多。至１９７８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有科技人员３６７２
人，其中农业５６９人，工程４７０人，科研７６人，卫生１７０３人，文化教育８５４人。１９８８
年，增加到６７５３人，其中农业９００人，工程１１８０人，科研９１人，卫生２３０６人，文化教
育２２７６人。
２００２年，全区有科技人员２６７２１人，其中农业１２２５人，占４５８％；工程１６５１人，

占６１８％；卫生３７７５人，占１４１３％；文化教育１８９１２人，占７０７８％；其他１１５８人，
占４３３％。

二、职称评定

１９７９年１至１０月，地区行署先后３次对２０名科技人员评定职称，地区卫生部门任
命了６名主治医师和６６名医师。同时，先后成立地、县 （市）及地直局 （委）技术职称

评定委员会。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有１７７２人确定技术职称，其中高级职称５人，中级职称
１７２人，初级职称１５９５人。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区开始了事业单位专业职务评聘工作。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２６７２１
名技术人员获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中高级职称５７６名，中级职称８００１名，初级
职称１８１４４名。

第三节　研　究

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４月，泾州直隶州试验场租民地２９３５亩试种棉花。
民国期间，灵台县农事试验场除试种农作物外，还进行畜禽改良、农具研究。３３年

（１９４４），泾川县种棉花６０亩，产棉１０市担；次年种棉花６８亩，产棉１３市担。
１９５３年开始安排科技事业费。１９５８年开始编制下达科技年度计划，组织开展科技研

究，指导工农业生产。１９６８年４月，专区科工委主持编制了 《平凉专区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科
学技术事业发展规划 （草案）》。尔后地区科技处又相继主持编制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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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大纲 （被征稿）》、《平凉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第七个五年计

划、规划 （草案）》、《平凉地区 “八五”科技发展规划》。这是规划提出了各个时期科技

研究的方向，项目和课题。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地区科委主持编制了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
科学技术发展纲要 （草案）》。１９８１年４月，成立平凉地区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 （１９８９年
６月，更名为平凉地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专门管理科技成果及其奖励。尔后地
区科技处又相继主持编制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平凉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大纲
（被征稿）》、《平凉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规划 （草案）》、《平凉地区 “八

五”科技发展规划》。这是规划提出了各个时期科技研究的方向，项目和课题。１９８６年
开始组织实施国家 “星火计划”项目，至２００２年，５０年间全区共安排科技经费８２８９５９
万元，年均１６５７９万元。全区１９８２至２００２年共取得获奖科技成果７８９项 （次），其中工

交４６项，农业５０８项，医药卫生１９６项，综合科技３９项。
全区所获科技成果，仅按农作物种植方面的有：“冬小麦显性雄性核不育基因Ｔ２Ｊ转

育及其利用研究”、“旱地土壤肥力培育与旱作节水技术研究”、“抗病丰产胡麻天亚５号
推广”、“特早熟、早熟玉米新品种推广”和陕西省合作完成的 “北方冬麦区冬小麦条锈

病中长期预测预报技术”共计５项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八倍体小偃麦的选育和Ｔ２１
基因附加兰标记性状研究成果填补省内空白，在国内尚属首次；“黑垆土区磷肥规范化施

用技术研究”、“太统山野生黄花—北黄花菜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寒旱生态型蓝单体及

缺体小麦转育研究”、“甜荞麦新品种平荞２号”和省内协作完成的 “甘肃省１８００—２６００
米高寒阴湿贫困区粮食作物丰产技术示范推广”、“甘肃省高寒阴湿区粮油作物丰产技术

试验研究与大面积示范推广”、“甘肃陇东测土施肥研究”、“陇东陇南旱地７６万亩粮食作
物高产技术示范”共计８项成果达国内同类地区、同类项目领先水平；“平凉地区双千田
工程”、“小麦条锈病夏孢子生物捕捉法研究”、“蔬菜杂交种优势利用示范推广”、“粮食

作物主要害虫监测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山药丰产栽培技术及贮藏加工试验”、“籽用

南瓜良种选育及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四法种植技术推广”、“陇东旱地粮食作物高产、

稳产、低成本栽培技术研究”、“玉米综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２０万亩旱地油纤
兼用亚麻栽培技术推广”、“平凉地区３５万亩低产田改造工程”、“复种豆青肥地增产技术
示范推广”、“双五百田工程”、“粮食双季丰产工程”、“优质酿造工程”、“冬小麦抗黄矮

病兼抗条锈染色体工程育种”、“马铃薯脱毒微型种薯生产技术研究”、“胡麻漏油虫综合

防治技术研究”、“油用向日葵杂交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和省内协作完成的 “甘肃省地下

害鼠综合防治研究与示范”、“甘肃省玉米主要害虫综合防治试验示范”、“甘肃省小麦条

锈病预测预报技术研究”、“甘肃省农田鼠害种类调查及发生规律、综合防治研究”、“甘

肃省储粮害虫调查及综合防治试验示范”、“甘肃省麦蚜、黄矮病发生规律与综合防治方

法研究”、“甘肃省植保专业统计技术研究”共计２６项成果达国内先进水平；“平凉地区
玉米模式化栽培技术”、“５０万亩旱农丰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平凉地区３５万亩瘠薄
梯田改造技术承包”、“平凉地区冬小麦优化配方施肥技术试验示范”、“丰产、多抗、早

熟优质小麦品种蓝天４号推广”、“丰产抗病油纤兼用胡麻新品种陇亚七号推广”、“旱地
玉米地膜集流增墒覆盖技术示范”、“黑垆土区几种主要作物土壤有效磷临界值”、“伊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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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小烘房加工干制技术研究”、 “豌豆根腐病原及防治技术研究”、 “旱坡地集优种植研

究”、“平凉地区３５万亩瘠薄梯田改造技术承包 （第二轮）”、“平凉地区玉米施用锌肥技

术推广”、“３５万亩低产田综合改造技术承包”、“农业生态村建设与研究”、“陇东柿树丰
产栽培技术研究”、“豌蚕豆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中药材引进与开发”、“小麦白粉病

测报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酿造型高粱新品种选育”、“崇信县西部贫困山区发展小尾

寒羊综合科技开发扶贫研究”、“鸡粪饲料化利用研究”、“绿萝卜新品种———平凉脆青选

育”和省内协作完成的 “甘肃省农田杂草调查与防治”、“丰产、早熟冬小麦品种兰天４
号”、“甘荞一号”共计２６项达到省内领先水平；“旱塬区冬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栽培技
术研究”、“旱作玉米地膜覆盖技术推广”、“温饱工程———贫困地区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推

广”、“中熟玉米自交系平系７号选育”、“平凉南部贫困山区适用技术开发研究”５项达
到省内同类地区领先水平；“泾河一熟制灌区２０万亩丰产栽培试验示范”、“旱地土壤培
肥研究”、“冬小麦系列抗锈品种的试验繁殖推广”、“低产田综合改造”、“２２万亩北海道
荞麦推广”、“防止洋芋种薯退化技术试验示范”、“中药材资源及产业开发”、“陇东干旱

塬区优质烤烟种植及烘烤技术开发”等４３项达到省内先进和省内同类地区先进水平。以
上１１３项 （其中协作项目１５项，区内完成项目９８项）占农作物种植获奖项目２８４项的
３９７９％。各类技术应用到大田的面积，在８０年代就已达到年均５００—６００万亩次，平均
每亩至少有１—２项技术实施，年增产粮食１５亿公斤左右。尤以地膜覆盖技术、杂交良
种推广、氮磷化肥配方施用等单项技术的综合应用亩增产７５％以上。经核算农业科技贡
献率达３９％，其中种植业３８％。

第四节　推　广

一、农业技术推广

农作物良种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平凉推广所在３４６户农户中推广金大西北３０２、红
金麦、蓝麦。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５年，以推广地方品种为主。１９５６年开始推广玉米、高粱、胡麻
良种。１９５９年起推广小麦良种。１９７８年起，进行规范化良种推广。１９７９至２００１年，平
均每年引进推广春播作物良种１７４４万亩，占７１６％；推广秋播作物良种２２１９１万亩，
占８８８％。至 ２００２年，共引进农作物良种 １１２１个，主要推广 ７３３个，推广率为
６５３８％；自育１４１个，主要推广１１６个，推广率为８２９６％。

农业机械　新中国成立至２００１年，全区推广农业机械化项目３３个。主要有２ＢＦ—７
型分层施肥播种机引进推广 （深耕、深松）；２Ｆ—２型化肥深施器使用推广；黄土高原旱
作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深耕、深松）；ＴＬＬＸＦ—１２５（１３０）悬挂单铧双向翻转犁试验推
广；机械化修筑反坡梯田技术示范推广；地膜覆盖机械化引进推广；泾河灌区２０万亩丰
产栽培试验示范；小四轮拖拉机配套旋耕机引进示范推广；陇东地区３０万亩粮田农业机
械化示范推广；山塬旱地一熟区冬小麦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陇东一熟制农业区农林、

牧、机一体化技术服务示范推广；谷物联合收割机引进、示范推广；旱作农区适用综合

机械化技术推广；节水农业及机械覆盖穴播小麦技术推广；节种及精少量播种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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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旱作农区适用综合机械化技术推广达到国内项目先进水平。

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２年良种推广面积表

项
目

年 度

春　播　作　物

种植

面积

良种

面积

良种率

（％）

秋　播　作　物

种植

面积

良种

面积

良种率

（％）

１９７９ １７７８５ １１２３３ ６３２ ２１５０５ １７８５５ ８３

１９８０ １７０５５ １０９５５ ６４４ ２２７８８ １８４６８ ８１

１９８１ １７９４８ １１５２ ６４ ２３５５６ １８９６７ ８０５

１９８２ １９２５５ １１６６８ ６０６ ２５８３ １８１７ ７０３

１９８３ １８３７５ １１８７ ６４６ ２６８２ ２１８２ ８１４

１９８４ １７５５３ １１５０５ ６５５ ２７９３ ２３９３ ８５７

１９８５ １６９３６ ９４８８ ５６ ２６３６４ １９５７６ ７４２

１９８６ １７８４３ １０７９６ ６０５ ２５９３３ ２１５５ ８３１

１９８７ ２４４７３ １０８４５ ４４４ ２５１６４ ２１８７９ ８６９

１９８８ ２２１７１ １４２６８ ６４５ ２５３５４ ２３１１７ ９１２

１９８９ ２６１０９ １４２４３ ５４６ ２５５７５ ２２９７４ ８９８

１９９０ ２５０７６ １７８１６ ７１１ ２５６３４ ２３６７９ ９２４

１９９１ ２５０３７ １７９０１ ７１５ ２５０５５ ２２８７９ ９０１

１９９２ ２９９４４ ２３４４６ ７８３ ２５２３７ ２１９１９ ８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７０６８ １９４３１ ９２ ２５７８７ ２４２２７ ９６２

１９９４ ３０３０１ ２１１０９ ７０ ２４４８１ ２２５８３ ９３５

１９９５ ２８０６８ ２０８８ ７４４ ２５００６ ２３７６３ ９５

１９９６ ２７０４６ ２２３２５ ８２５ ２４３８ ２３０７４ ９４

１９９７ ２９０９５ ２４０５７ ８２７ ２５７２５ ２４５１７ ９４５

１９９８ ２７４５２ ２４７０９ ９０ ２４７５９ ２３７８５ ９６１

１９９９ ３２７４ ２８００４ ８５５ ２４５４６ ２２４６８ ９１５

２０００ ３１４７３ ２６４４３ ８４ ２３６０７ ２３２２５ ９８４

２００１ ３０９７６ ２６５２５ ８５６ ２３５ ２３３９５ ９９６

２００２ ３１１２３ ２６７７ ８６ ２１０４１ ２０２ ９６

２０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农作物栽培　传统为轮歇、倒茬一年一熟制，耕种多以老犁条播和撒播，玉米、洋
芋地里点种蔬菜。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重视伏、秋、春三耕熟化土壤，改变撒播粗种为
条、串播，洋芋、瓜菜为坑、垄种植，逐步发展荞麦、糜子等作物复种；７０年代推广四
法种植 （山地水平沟、川塬垄沟、间作套种、油豆草生物肥田），密植作物推广条播、机

播，洋芋坑种芽栽；８０年代初，开始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先在蔬菜、玉米作物上应
用，后发展到洋芋、胡麻、谷子等多种作物，提倡粮粮、粮经、粮菜、粮果间、套、带

种植，使旱作农业区向一年两熟或多熟制转变。９０年代，进一步发展地膜覆盖多作物、
多形式的双五百田 （亩收５００斤粮，经济作物收入５００元），双八百田、双千田和吨粮田
综合栽培技术及小麦、玉米模式化栽培技术和洋芋坑种技术、蔬菜日光温室栽培技术等。

至２００２年，区内地膜覆盖总面积达到１４５２６万亩，玉米作物地膜覆盖集流增墒种植面积
９０５１万亩，玉米实现地膜覆盖化。小麦全生育期地膜覆盖穴播、膜侧种植１９４７万亩。
蔬菜塑料大棚栽培９７００亩，日光温室１１０００亩。

化肥施用　由单一肥撒施变为混合肥深施，进而达到更科学的测土施肥；由简单的
根施推广为根施、叶喷、混合立体施肥。亩施用量由６公斤上升到４０多公斤，使氮、磷、
钾三要素和硼、锌等微肥相配合获得高产。

节水灌溉　传统灌溉为打坝蓄水，引水漫灌。７０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畦灌、沟灌。
８０年代发展滴、喷、渗灌技术。至２００２年，喷、滴灌面积３７０万亩。

农作物病虫防治　５０年代推广药剂播种，主要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玉米丝黑穗病、
洋芋晚疫病。８０年代综合防治，由单一的防治变为大面积机动喷雾联防、土壤处理、药
剂播种、选用抗病品种、生物防治相结合。

二、林业技术推广

林木良种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华亭县从天水引进种植刺槐成功。３１年 （１９４２），
同生公司以马车从兰州麻家寺林场拉来白杨枝条在静宁插育。是年，平凉、泾川引进苹

果、梨。

１９５３至２００２年，共从外地引进树种 （品系）６４４个，其中用材树种３７１个，果树经
济林树种１５类２２１个，城市绿化观赏园艺树种５２个。用材树种推广面积大的有：油松已
造林５４００公顷；华北落叶松２５４７４公顷，日本落叶松５７０公顷；泡桐４２７１公顷。杨树
引种已获成功。经济树主要推广品种：苹果以红富士、秦冠、红星、新红星、乔纳金、

金冠、金矮生为主；梨已形成集中产区的有早酥梨，砀山酥梨、锦丰梨、雪花梨、爱宕

梨；杏已经成片的有兰州大接杏、曹杏、仁用杏；桃为白风 （日本品种），大久保 （日本

品种），岗山白、春艳、肥城桃、天津水蜜、春蕾、安农１８号、油桃等；枣为晋枣、马
牙枣和酸枣等；葡萄主要有大葡萄、无核白、牛奶头、马奶子、水晶子、白水晶、龙眼

和紫葡萄等，其中巨峰 （原产日本），乍娜 （阿尔巴尼亚产）产量高，分布比较广泛；核

桃主要为武威薄皮核桃，新疆薄皮核桃、隔年核桃等；花椒主栽品种为大红袍、秦椒和

秦安１号；李有美国黑李子、郑州３号、黄河李子、牛心李、杏李、梅李、紫皮李子等。
引进推广的还有樱桃、山楂、枸杞、杜仲、山萸等。

林木栽培　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至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统领武威军甘肃平庆泾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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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焘栽植左公柳的要点是 “乘时而莳，不先不后，必须其天也；博植而种，勿助勿忘，

必致其性也；辨曲直以为弃取，废燥湿以勤燮调；审孳息以笃栽培，仿虞衡以严防卫”。

民国时期，育苗常用扦插和播种２种方法。后在实践中逐步改进扦插技术，将插条
龄由２年生条穗改为１年生条穗，将扦穗长度由４０厘米改为２０—３０厘米；把扦插时间由
春季发展为春、秋２季。果农总结的栽培经验和技术至今仍在沿用的有：桃树春季芽接、
枣树根接、核桃对皮接、涂泥防治苹果腐烂病等。

５０年代后期，经过观察研究，改青岗树秋播为春播，将青岗种子用室内落叶混沙层
积贮藏，提高了成活率和发芽率。杨、桑等小粒种子育苗成功，并开始用小畦作业。同

时，进行适地造林研究。

６０年代，大力推行 “适地适树、细微整地、良种壮苗、合理密植、抚育保护、改革

工具”等林业基本技术措施。根据地形和当地降雨量因地制宜的采用水平沟、水平阶、

鱼鳞坑等形式进行整地造林，保证成活。开始研究实试密植、混植和造林后的抚育。油

松、华北落叶松引种育苗获得成功，开始小片造林。

７０年代，采用开水浸种、冷水浸泡、增温催芽、农药拌种等办法处理种子，进行土
壤消毒。开展 “中华鼢鼠防治试验”、“杨树良种引进选用研究”，效果显著，广泛应用。

“用砷平液和７％的碱水、沥青、接蜡涂抹防治苹果腐烂病”、“引进推广速生泡桐”、“苹
果高接换头”、“山地核桃栽培管理”、“核桃嫁接”等技术，为全区首批聘请专家鉴定验

收的科研项目。

８０年代至今，推广应用林业技术多达３０余项，诸如：容器育苗造林；泡桐温床催根
育苗；新疆杨清水浸泡，高锰酸钾处理扦穗育苗；苹果当年育苗、当年嫁接；把刺槐春

季造林改为春秋两季造林；将随整地随栽植改为春整地秋栽植、秋整地春栽植；采用水

平阶、反坡卯田、水平沟、鱼鳞坑等方式进行整地；土窑洞贮藏苹果；幼林苹果早丰；

泡桐叶防治；核桃低产园改造；无病毒苹果引进；花椒丰产栽培；杏树良种引进；毛泡

桐培育；经济林 （干果）良种引进及栽培；杨树蛀干天牛综合防治；果树良种建设、杨

树品种更替；生态林业村建设；万亩油桃基地建设；综合科技示范村模型建设；经济果

树优质苗木建设；仁用杏基地建设；稀土微肥林用；奥普尔矿化有机液肥的施用；美国

黑核桃引进栽培；梨优良品种引进；半干旱地区薪炭林营造等。这一时期，在果树栽培

上，还普遍推广应用柳湖乡柳湖村总结的 “三大一好”（大坑、大肥、大水、好苗）栽培

法，“三选一定”（选好园址、选好品种、选好密度、根据树型和密度确定定杆高度）建

园法和 “三定一剪”（根据品种密度定树型、定第一层三大主枝，定中央领导杆、按品种

特性整形修剪）整形法，大力推广应用高接换优、规范树形、配方施肥、树盘覆膜、果

园复草、疏花疏果、摘叶转果、生化调控、铺反光膜、分期采果、果实套袋等新技术。

在造林中，甘肃省林业局委托兰州军区飞播大队在区内灵台县百里乡老虎沟、平凉市南

部山区和崇信县龙尾沟４次飞播造林９１３万亩。区内还在１７处人工模拟飞播造林２６７
万亩。全区科技兴林兴果明显进步，科技对林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７３％提高到２３％，
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４０％，在适宜地区覆盖率达到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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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畜牧科技推广
良种引进　民国期间，畜禽良种未推广。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０２年，先后从国内外引进推广繁殖的畜禽良种达９０种之多。迄

今渐次形成的推广栽桩品种：牛为秦川牛、早胜牛、瑞士西门塔尔牛、法国利木赞牛、

丹麦红牛、荷兰黑白花奶牛等；驴为庆阳驴，关中驴；马为顿河马 （前苏联）、河曲马、

天祝岔口驿马、山丹马等；猪为八眉猪、四川内江猪、盘克猪以及国外品种巴克夏 （英

国）、长白 （丹麦）、大约克 （英国）、苏联大白、约克夏、杜洛克，还有新培育的 “甘

肃黑猪”等；羊为新疆细毛羊、甘南高山细毛羊、山东小尾寒羊、辽宁盖山绒山羊、陕

西关中奶山羊、瑞士沙能奶山羊等；鸡为本地良种静宁鸡和引进品种芦花鸡 （美国）、澳

州黑鸡、罗斯鸡 （英国）、新布罗鸡 （加拿大）、来航鸡 （意大利）、罗曼鸡 （德国）、伊

沙褐鸡 （法国）、星杂２８８鸡 （加拿大）等；兔多为引进品种，有青紫兰 （法国）、大耳

白 （日本）安哥拉兔、长毛兔 （西德）等；鸭为北京鸭、康具尔鸭、澳大利亚狄高旱鸭；

蜂为意峰；鹿为梅花鹿、马鹿。

引进各类鱼１１种。繁殖鲤鱼、草鱼、鲢鱼成功，繁殖甲鱼取得重大突破。
绵羊改良　１９５８年开始，先后引进新疆细毛羊和高山细毛羊，坚持采用人工授精等

办法，进行繁殖改良。至２００２年，繁活细毛及改良羊达到８８４万只，存栏量占总量的
３２４８％。

青贮氨化饲草　１９５８年开始，１９８６年重新起步推广，累计投资１９７７１４万元，共建
青贮氨化窖 （池）５５００个，累计青贮氨化饲草７１５万吨。２００２年青贮氨化饲草３６２５
万吨。

黄牛冷冻精液人工授精　１９７９年开始推广，先后引进国内外良种牛 （冷冻精液颗

粒）作父本，本地黄牛作母本，开展常温人工配种。相继建立冻配点１００处，累计授配
适龄黄牛４０万头，使黄牛良种率提高到８１％。

冬季塑料暖棚养畜　１９９０年立项推广，新建扣棚面积７０８６万平方米，改造圈舍２
万间１２万平方米，塑料暖棚养畜总数为１２０多万头。

瘦肉型猪杂交改良　９０年代初开始推广，以引进良种猪为父本，以甘黑及其改良后
代为母本，采取二元、三元杂交措施，提高商品猪的瘦肉率，建有猪供精站１９处，授配
点１４处，累计授配母猪５０多万头，繁活瘦肉型商品猪６０４万多头，头均增值１００元。

农户畜禽综合规模养殖　１９９５年开始推广，迄今区内规模养殖户已发展到３６０万
多户。

肉牛育肥　１９９６年组织畜牧兽医科技人员，依托农业部列 “良种肉牛及配套增产技

术”和省列 “肉牛育肥综合配套技术推广”项目，在平凉、泾川、灵台、华亭 ４县
（市）３４乡、３９６村、１７２２社推广应用了以肉牛短期育肥为核心的肉牛育肥技术。已建成
千头育肥场７个，百头育肥场２２个。肉牛经３个月育肥，平均日增重由０４０公斤提高到
０８０公斤，头均净增４４８０公斤。３年间投入８０５万元，育肥出栏肉牛８０５万头，新增
总产量３６０６４万公斤，新增总产值３６０６４０万元，产投比４５０∶１。

肉牛胚胎移植　从加拿大引进夏洛来、安格斯、皮尔蒙特、利木辛、盖洛威、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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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６个品种肉牛冷冻胚胎１７５枚，共为１６１头受体母牛实施了胚胎移植，移植妊娠母牛
８３头，移植妊娠５１６％，共产犊６９头，产犊率８６３％，繁活４５头，繁活率６５２％。项
目总体水平达国内先进。

四、水保水利科技推广

先后开展水库蓄清排浑，水力吸泥试验，水资源调查，灌溉丰产示范，小流域治理

开发，梯田优化建设，水土流失规律研究等８０多项。其中由地、县两级水利水保工程技
术人员经过多年研究治理的泾川县 “茜家沟流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项目，为全区小流

域综合治理开发、梯田化建设及梯田建设优化技术推广树立了典型。在全区２０多条重点
小流域中广泛推广应用。

五、工业科技推广

煤　炭　１９５４年，安口煤矿采用畜力立井提煤；１９５６年采用房柱式采煤法和爆破落
煤。１９５８年，各矿陆续采用人工打眼、填装粉剂黑白炸药，插入雷管、导火索，明火点
然引爆，实行 “巷采法”。１９５９年，安口窑煤矿已应用井巷砌石技术。６０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大矿、老矿采用短壁后退，全部垮落采煤法和荆芭夹石假顶分层采煤技术。７０年代，
主要矿井建起了绞车、充电、选煤、配电、压风、石泵室 （站）及调度室。８０年代前
后，华亭、新窑等煤矿广泛采用水平分层金属网假顶走向长壁采煤，安口、东峡、杨家

沟煤矿创出摩擦支柱铰接顶梁支护开采大倾角 （４０度左右）长壁工作面成套技术经验，
取代了高落式采煤法。１９７９年开始，华亭、安口煤矿将光爆锚喷技术应用于施工岩巷。
１９８２年，崇信新窑煤矿开展倾斜分层走向长壁金属网假顶黄泥灌浆采煤法试验。１９８５
年，华亭煤矿开展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水平分层采煤方法试验，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１９８７年新窑煤矿开展缓倾斜特厚煤层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采煤技术试验。１９８８年杨家
沟煤矿河下采煤取得成功。

纺　织　１９５７年，省手工业管理局调配平凉毛织社英国产三联两层梳毛机和２４０锭
纺纱机各１台，替代了手工纺纱。１９６５年，平凉市毛纺织厂购进英国产纺纱机２台、上
海产梳毛机１台，毛衣织造机２台，从此全部用机械纺纱造毛衣、毛裤。７０年代，平凉
市毛纺厂先后引进４台提花毛织机、１台钢丝起毛机、１台二联梳毛机，双针角式绷缝
机、棉毛机、高速包缝机和罗纹机等专用织造设备２０多台。８０年代，平凉市毛纺厂研制
出的冰峰牌方围巾，出口科威特、伊拉克等１０多个国家。平凉市二针厂设计开发出了腈
纶、化纤提花大毯等新产品，其中腈纶野餐毯出口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水　泥　８０年代，在水泥生产中，预加水成球技术、添加晶种煅烧技术、ＩＹＦ系列
节能风机和控制减少无功功率节电等先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全区水泥生产企业均推广

应用微机控制配件、微机自动控制包装等项技术。华亭县水泥厂 “利用电厂煤灰渣与华

亭烟煤兑掺代替焦炭生产水泥试验”项目，解决了华亭煤生产水泥质量低、能耗高，不

能稳定生产４２５号以上水泥的技术难题，使电厂废炉渣得到综合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
机　械　８０年代地区印刷机械厂应用微电子高新技术研制开发的ＱＺＫ—１３００型程控

切印机，集机、电、液、光、气于一身的机电一体化产品，为该企业年新增直接经济效

益６０万元，并可替代进口产品，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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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电瓷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瓷工汪振婺等人从上海、天津、豫州买回石兰，烧成兰
花瓷碗。４年 （１９１５），瓷工汪如海兄弟二人烧成琉璃瓷，后因不得要领，失传。８年
（１９１９），从山西省阳城引进釉料配方，用石兰 （氧化钴）绘于白陶坯体，烧制成釉下青

花二细瓷。是年，安口陶工刘瑞去江苏省宜兴学习紫陶工艺后，试烧成了紫砂陶器，工

匠王廷太仿制出耀州碗形的穿衣白二碗。２５年 （１９３６），朱志明、赵尔英等３人从江西省
九江学习返回，采集白砂、长石、石英、结合石灰石等原料，设计出普瓷坯釉料配方，

生产出兰边碗，串珠莲碗、苜蓿花碗等普通瓷器，瓷质由陶器进化为瓷器。２６年
（１９３７），温步颐试成低压电瓷。１９４５年，山西省宁武县李友恒和永城瓷厂技师李长庆、
李茂生来安口用二氧化锡和重铬酸钾等化学原料研制出了瓷红、瓷绿颜料，创烧成功红

花碗等色釉瓷。３６年 （１９４７），江西省景德镇技师万鹏逵等人在安口用耐火材料建成８排
烤火炉，带来低温五彩绘瓷颜料和贴花纸。

１９５４年推广应用江西省景德镇粉彩、新彩绘画、贴花、红炉烧烤技术和熬制乳香油
料工艺，使安口瓷器由釉下青花发展为釉上五彩产品。１９５７年引进间歇式烤花锦窑技术，
开始生产烤花产品。

１９６５年，又从河北省唐山市引进栗釉和海绵擦底釉技术。１９６９年推广景德镇双刀施
压成型法，进一步完善了机械成型技术。

制　革　清光绪时用植物鞣泡制生牛皮。民国时期，平凉制革应用硝钙法，中药五
倍子水泡制法及明矶、黑矾水泡制法。３７年 （１９４８），出现了第一个用新材料———兰矾、
烤胶制革。１９６１年，应用推广硝铝鞣皮法。７０年代引进推广鞣制技术，试验成功了酶软
化、甲醛鞣、铝铬鞣等新工艺，产品出口欧美各地。

造　纸　１９７２年，国营平凉县造纸厂派人去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学习，回厂后以枝桠
材、玉米秸秆为原料，用１５７５纸机生产出２８克打字纸；１９７４年，达部颁标准，后获得
地区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５年，生产的３号 “雪竹牌”皱纹纸在全省纸品评比会上获优质产

品称号，２号打字纸获全省第二名；１９８６年立项 “妇女药物卫生纸试验研究”课题，当

年通过技术鉴定。

粮油储存　８０年代，在对储粮的防治技术上，由单纯的季仓熏蒸发展为低药量、长
时间的密闭消毒防虫，以及对仓粮拌和防护剂。

玻璃制品　１９８０年，安口灯泡厂引进 “电解水”制取氢氧和氧气先进设备，结束了

土法制氢和外购氧气。同年从西安引进五色套料花瓶生产技术，先后生产出大红、翠绿

等７种颜色的贴花翻沿豪华型花瓶。１９８１年，建起换热式双柱顶４吨玻璃池炉，自行设
计建造起西北第一座煤烧玻璃池炉，在１９８２年甘肃省第一届科技交流大会上被列为普推
成果。１９８３年，“煤炭制造水煤气生产灯泡的试验”项目被列入地区科技发展计划。１９８５
年，从杭州灯泡厂引进炉池全保温新技术，提高玻璃溶化率、解决化料不匀等现象，使

池炉寿命由２５年延长到３５—５年，灯泡利用率由５８％提高到７０％。
酿　造　平凉市副食厂以小麦为原料，采用微生物技术和机械化通风制曲法生产的

玄鹤洞牌一级米香醋在陇东、天水一带享有盛誉，畅销陕、甘、宁３省区。研制出的醋
酸菌，替代了酒精发酵，提高了出品率，引进并采用蒸汽水循环加热，低盐低温固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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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使食酱年产量增加了１倍，达１２００吨。
工艺美术　１９７３年，平凉市雕漆厂开发研制出的屏风等新产品，销往美国、法国、

日本、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８年，雕漆厂引进福州罗甸花纹先进工艺，用罗甸
花纹贴磨一次成功，开发出酒柜、电视柜、茶几、沙发桌、餐桌、小型陈列座屏等新产

品，共１２０多个花色。庄浪县草编工艺厂开发研制的 “天然纤维编织物后处理”工艺技

术，漂白达到国家一级出口标准，染色技术也达到国家出口标准，开发新产品５１种，其
中３种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１９８９年，灵台县地毯厂与原电子工业部四十五所以２年时
间联合研制的 “微机控制恒温洗毯技术”，解决了因季节变化和料液温差给洗毯带来的疵

点，使洗毯一次合格率由６８％提高到９８％以上。
六、综合科技推广

地、县 （市）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了 “华亭县煤矿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采煤技

术试验”、“以林为主，农、林、牧综合发展的科学试验”、“应用科学技术综合开发资源

建设乡 （镇）试验”等３０多项获奖科技兴工、兴农项目。在实施 “星火计划”中，组

织地、县科技管理人员开展了 《平凉市中部贫困地区星火计划实施途径及对策研究》和

《科技示范村》等６０多项农村 “短、平、快”项目，使贫困地区近２０％的农户借 “星

火”科技项目的推广应用走上了致富路。在建立和发展农业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方面通

过国家农业部立项，引进了日本先进的荞麦脱壳设备；通过向省科委申请立项，组织实

施了 “反刍动物超级浓缩饲料系列产品开发”；配合地区 “双百双五”粮食丰产工程，实

施了 “５０万亩坑种洋芋技术示范”，在平凉、庄浪、静宁、华亭建立了洋芋淀粉、粉丝
加工科技示范企业；同庄浪县科委、省商科所、省粮油公司共同在庄浪县开发 “蕨菜及

山野菜鲜包装技术”。

第五节　情　报

平凉地区科技情报工作始于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建立科技情报资料室，１９６３年停止活
动，１９７６年恢复。１９７９年，平凉地区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至１９８４年，全区共建立各种
科技情报室 （站）４１个，有专兼职情报资料人员８３人。１９８５年，成立了 “甘肃省科技

信息网平凉分网”，参加单位６１个。同年又组织中央、省驻平单位有外语翻译能力的科
技人员组成平凉科技文献代译网。１９８６年，全区７县 （市）先后成立科技信息分网。继

１９８８年泾川县成立科技情报所后，其他６县 （市）亦相继设立情报资料室。平凉市科协

加入 “深圳———南北科技经济信息联络网”。当年全区信息网成员已有成员单位３８３个，
农村科技情报示范户１６７个。９０年代，地区情报研究所参加 “两北” （华北、西北）网

陕、甘、川毗邻十二方经联会科技分会等网际活动，并于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平凉筹备召开了
“两北”网年会及科技成果展览展销会。１９９８年５月，地区计算机中心成功地接通因特网
（即国际互联网），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查新、检索获取信息，实行有偿化科技信息服务。

大、中、小情报网络结合，形成了全区科技情报骨架。

１９５９年，有各种科技资料２５９种，印发农业技术资料１６种５２０份。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７年，

８０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地区科技情报研究所订阅专业刊物２２８种、科技小报和报纸４５种，藏存科技图书５０００余
册，编目整理资料、刊物８００余册，供其阅览和利用。地区科委、科协等单位编办各种
科技期刊、小报６种：《平凉科技》、《平凉农业科技》、《平凉林业科技信息》、《农技简
报》、《平凉科技报》、《科技经济信息》（后改为平凉科技信息）；各县 （市）编办各种期

刊、简报８种。１９８５年９月，华亭县举办首届技术经济协作交易会，为用户提供技术专
题资料信息８３７条，成果转让信息４５４条，出售技术专业资料５５４份。１９８６年地区科技
信息网，与平凉市技术信息中心联合举办了平凉市 “星火计划”适用技术、经济信息发

布会，两天发布信息５７０条，展出资料１１０８种，发放各类资料２３００份。静宁县先后召开
信息发布会３次，信息５００多条，参加３０００人次。华亭县西华乡富民科技信息咨询部对
省内外２９００多人 （次）进行了科技信息咨询，油印信息刊物１６期，发行３６００份，提供
各种信息２００余条，提供良种１２２０公斤，草莓１５００株。泾川县科技情报示范户常有权，
从地区 《科技经济信息》上获得一亩葡萄可成为万元户的信息后，自费出外考察，引种

栽培１９个优良品种，带动全村７０多户定植葡萄园１５０多亩。２００１年地区科技情报研究
所与全国１９８０多个科技信息单位建立了情报网络关系，每年从外地寄入的各种刊物、资
料多达千余份。

第六节　专　利

１９８６年４月，区内有专利代理人。是年８月，正式开始承办专利申请业务。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成立 “甘肃省专利服务中心平凉代办处”，正式办理专利申请、受理

专利案件的咨询等工作。时有从事专利工作的人员５人，取得专利代理资格的２人。至
２００２年，专利申请４２１件，经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有１２０件，分布在７县 （市）和

地直单位，专利申请最多的是地区经协办的何俊秋、平凉市的戴笠人各５项，专利授权
最多的是地区经协办的何俊秋，共获得专利５项。据不完全统计，授权专利中实施较好
者有：“全波整流组合机头Ｘ线机”（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于建瑞、朱解璞、董建设。
专利申请号８６２１１０３９４。专利申请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专利权人：于建瑞，专利证
书号：第１２０７２号。授权人公告日：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４日。被南京、天津医疗器械厂和北京
Ｘ线机厂采用，淘汰了传统的自整流Ｘ线机。

“多功能畜力耕播机” （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王生钰、张向波、董四术、姚万

程、张定国、杨晓春、聂春柏。专利申请号：９１２２９３２１７。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１
日。专利权人：甘肃省平凉地区农机机械化研究所。授权公告日：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专利证书号：第９２７７８号。已推广应用到区内及周边地区农业生产中。

“轻型逆流式洗砂机”（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苟贵州。专利申请号：ＺＬ９２２３９９１４８。
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专利权人：苟贵州。授权公告日：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９日。
专利证书号：第１４８６１９号。此件从１９９２年转化后已生产４０多台应用于建材企业，实现
产值２００多万元，利税１６０万元。

“多人听诊器” （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蒙文成。专利申请号：ＺＬ９３２１６９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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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３日。专利权人：蒙文成。授权公告日：１９９５年１月８日。专
利证书号：第１９１１９３号。“多人听诊器”是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接收转换成电能输入，再
用扬声器转换成声能输出，供２—１０人听诊，同步检查。兼有录音功能的多功能临床检
测、教学用听诊器，已在全省医学教学单位应用。１９９６年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参麻益智胶囊　一种治疗脑动脉硬化病的胶囊，后定名。发明人：杨旭义。专利申
请号：ＺＬ９５１０９３１１８。国际专利分类号：Ａ６１Ｂ３５／７８。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专
利权人：杨旭义。授权公告日：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２５日。专利证书号：第 ６１５２０号。该药
１９９６年被平凉地区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９６年９月获 “第八届西交会金奖”，同年１２
月荣获 “９６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与新产品交易会金奖”。此药应用于临床，效果显著。

防治果树腐烂病的农药 （发明名称），发明人黄银宝。专利申请号：ＺＩ９８１０８５７３３，
国际专利分类号：ＡＯＩＮ６３／０２。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专利权人：黄银宝。授
权公告日：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专利证书号第１１８８９８号。此药从１９９８年转化以后，跨省
区推广３０多万亩。３年新增产值１６４５万元，利税５１４万元。挽回损失２０５４万元。

新型数码盘锁 （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朱绍忠、朱绍学。专利申请号

ＺＬ９９２０９４７５５。专利申请日：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专利权人：朱绍忠、朱绍学。已转化制
锁企业。

输卵管节育栓 （实用新型名称），设计人：葛新。专利申请号：ＺＬＯ２２５９００７２。专利
申请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专利权人：葛新。授权公告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此件已
推广应用于区内医院和各计生部门。

第七节　奖　励

一、国家级奖 （７项）
１９７８年，“冬小麦优良品种培育 （平凉１—２２号）”成果 （完成单位：地区农科所。

完成人员：刘万诚等），与 “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原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完成人员朱昌仁等）。各获全国、全省科学大会奖。

１９８６年，“陇东黄土高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平凉地区农业区划

办公室与庆阳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完成人员：潘士明、田平）与 “平凉市综合农业区

划”成果 （完成单位：平凉市农业区划办公室。完成人员：王文浩、白生林、汪焕然、

阎发、陈行军等）各获国家区划委员会区划成果三等奖。

１９８８年，“ＤＺ８６４—１—１３天然纤维编织物后处理”成果 （完成单位：庄浪县科委，

庄浪县草编工艺厂。完成人员：张世彪、王耀玺、崔国军、胡跟才、李居恒等），获国家

和甘肃省星火科技奖。

１９８９年，“华亭煤矿急倾斜特厚易然煤层采煤方法技术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华

亭县华亭煤矿、甘肃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甘肃省煤炭科学研究所。完成人员：荣宗海、

李志信、姜希孟、王利民、王正元、张守强、吴炳尚、李效儒、何春等）与 “茜家沟流

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成果 （完成单位：泾川县茜家沟流域治理指挥部。平凉地区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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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研究所。完成人员：胡继东、蒋心肇、孙尚海、范钦武、吴位敏、石俊明等人），各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上年依次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等奖。

二、省 （部）级奖

获一、二等奖者２１项 （不包括３项复获国家级奖者）。
１９７８年， “扁壳桥”成果 （完成单位：地区公路总段，完成人员：张显鹄等）与

“人工牛黄”成果 （完成单位：原地区肉联厂），各获全省科学大会奖。是年，朱昌仁等

完成的 “超声波诊断技术研究”成果获卫生部奖。

１９８５年，“黄斑星天牛防治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甘肃省林科所，平凉地区林科

所。完成人员：程同浩、杜宝善、贾长安、刘春梅、蒋正海、杨仓东、崔正亚等），获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８６年，“甘肃黑猪培育”成果，（完成单位：甘肃省牧研所、平凉地区兽医站。完
成人员：雷致中、翟玉林、黄金诚、路生辉、王建发、蒋士增等），获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

１９８８年，“星火科技培训……”成果 （完成单位：庄浪县科委、县农技推广中心。

完成人员：李兆坤、李高社、朱富林、梁振科、马文杰等），获省星火人才培训奖。

“对本省五加属植物资源的药用研究———倒卵叶五加和藤五加的开发利用”成果 （完

成单位：平凉制药厂、平凉地区药检所。完成人员：录德勤、荆复礼、钮心一等），获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８９年，“静宁县肉兔开发一条龙示范”成果 （完成单位：静宁县农牧局。完成人

员：毛志强、李存时、马保成、李望连、孙卫国等），获省星火科技奖。“灵台县地毯厂

星火示范企业”成果 （完成人员：李纯兴、曹博、李明玉、卢金保、魏向荣等），获省星

火示范企业奖。

１９９０年，“应用科学技术，综合开发资源，建设乡镇试验”成果 （完成单位：华亭

县东华镇人民政府。完成人员：张治学、马鸿俊、魏鹏科、孙学忠、石彦峰、张和平、

马保旺、陈九同、吴宏周等），与 “平凉中部贫困地区星火计划实施途径及对策研究”成

果 （完成单位：地区科技处。完成人员：郭明德、成明合、景平、王哲夫、张晓龙等），

各获甘肃省星火二等奖。

１９９１年，“系列抗锈冬小麦品种 （系）推广”成果 （完成单位：平凉地区种子公司。

完成人员：马振钧、雷存禄、强生槐、章仲希、曹劲虎、李友德、李巨英、毛宏伟、杨

积会等），获农业部推广二等奖。

１９９３年，“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灌木研究”（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北京林业大
学、平凉地区水保所。完成人员：赵金荣、朱金兆、孙尚海、张淑芝、卞义宁等）与

“高应力软岩支护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华亭矿务局、安口煤矿。完成人员：赵引功、

刘耀明、王晓利、郭长林、王宗彦、韩庆达、杨志礼等），两项成果，各获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１９９５年，“水平梯田试验研究”成果 （完成单位：甘肃省水保局、甘肃省水保所、

平凉地区水保所。完成人员：郑宝宿、刘海峰、牟朝相、王立军、陈瑾、王膺期、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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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周波、乔生彩等），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９６年，华亭县华亭煤矿、华亭县科委委派李志信、王正元、李前、王中保、
吕世宏、保兴旺、关志勇、刘奇琛、李仁杰等人完成的 “华亭煤矿科技先导型企业建设”

成果，获省星火一等奖。

１９９７年，甘肃省农业大学、灵台县人民政府委派胡恒觉、高旺盛、段廷璧、牛俊义、
李新文、张仁陟、夏阳、王积运、孙海涛等人完成的 “陇东旱塬中低产区农业持续增产

技术体系研究”成果与泾川县人民政府、平凉地区水利处委派吴位敏、史文印、赵永奎、

巩鸿有、张显儒、赵永瑞、樊荣、卢桂琴、王启睿诸人完成的 “黄土高原沟壑区县级区

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途径与效益研究”成果，各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平凉市煤气公司派程明朝、白本君、贺玉廷、郭映霞、刘吉平、王兆元等人完成的

“ＦⅡＹ—反火煤制气装置”成果，获省星火二等奖。
１９９８年，信息产业部第四十五研究所李万河、李志南、李晋湘、姚立新、高权、

蔡丹、任继东、王惠霞等人完成的 “强力磨削大直径金刚石超薄刀具制造技术”获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

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水保所、庄浪县水保局、平凉地区水保总站共同指派孙尚海、
蒲玉宏、吴位敏、张嘉科、巩鸿有、姚西文、段义宇、陈泾瑞、任烨诸人完成的 “庄浪县

梯田化建设及开发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０年，甘肃省牧研所、平凉地区良种猪场、泾川及会宁、华亭畜牧中心组织刘丑
生、魏彩虹、郑炳辉、豆有院、董碧兰、何钊、王德春、马振东、曾昭利等人完成的

“猪脂肪细胞抗体和代谢酶特性及其与生产性能关系的应用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获省部级三等奖者７４项：
１９８３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山药快速繁殖技术”，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农科所，陕西农科院 “小麦条锈菌夏孢子生物捕捉法”；平凉地

区水土保持试验站 “沙打旺引种、繁育、推广试验”，平凉地区关山林业总场 “油松、华

山松、落叶松育苗和造林技术研究”，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北岔集水库水力吸泥试

验”，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７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高粱杂交种 ‘平杂四号’”、“山药丰产栽培技术和贮藏

加工试验”、“旱塬区冬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栽培技术”、“陇东地区测土施肥研究”，均

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８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旱地土壤培肥研究”、 “中熟优良玉米单交种 ‘平单２
号’”。项目课题 “平凉西北部山塬区农、林、牧生产结构调整试验研究与应用”，泾川县

林业局 “泡桐营造技术试验”，平凉地区林科所、静宁县林业局 “以林为主，农、林、牧

综合发展的科学试验”，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９年，省供销社联合社平凉地区办事处、平凉土特产品公司 “平凉地区黄花菜优

良品种与丰产技术推广”，泾川县渔场 “泾川县大面积连片鱼池高产稳产养鱼试验”，国

营虹光电子管厂职工医院 “推广消痔灵医疗法取得满意临床效果”，平凉市爱委会、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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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办公室、省地方病防治所 “氯鼠酮城乡灭鼠一役达标研究”，平凉地区水利处、中心

灌溉站 “灌溉试验成果示范推广 （中试）万亩丰产方”，《平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纲

要》编写组 “平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纲要”，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０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５０万亩旱农丰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平凉地区土壤普
查办公室 “平凉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平凉地区农科所 “平凉南部山区适用技术开

发研究”，华亭县水泥厂 “利用电厂煤灰渣与华亭烟煤兑掺代替焦炭生产水泥试验”，均

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１年，平凉地区农科所、平凉地区农机推广站 “泾河灌区二十万亩丰产栽培技术

示范推广”，获农牧渔业部丰收三等奖。

平凉地区农技站、庄浪、静宁、华亭、平凉农技中心 “平凉地区３５亩瘠薄梯田改造
技术承包”，平凉地区农科所 “黑垆土区磷肥规范化施用技术研究”，平凉地区农科所

“籽用南瓜良种选育及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平凉地区森防站、庄浪县森防站 “柳尖胸沫

蝉研究”，华亭县安口陶瓷厂 “细瓷滚压泥料技术及产品开发”，平凉地区水利处、中心

灌溉站与平凉、静宁、泾川水利局 “平凉灌区２１万亩灌溉丰产示范”，均获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１９９２年，平凉地区农机所、平凉市三天门农机修造厂 “ⅡＦ—１３０型悬挂单铧双向翻
转犁研制推广”，平凉地区水利处中心灌溉试验站 “平凉地区冬小麦灌溉制度试验”，平

凉地区农机所与灵台、平凉、静宁、庄浪４县 （市）农机推广站 “陇东地区５０万亩粮田
农业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平凉地区农科所 “耐寒耐旱类型蓝单体及其缺体小麦转育研

究”，灵台县科委、水产站、甲鱼场 “甲鱼人工孵化及饲养技术研究”，平凉地区畜牧兽

医站 “平凉地区畜禽疫病流行病学及其防治应用研究”，平凉地区科技处 “泾川黄家铺乡

科技管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灵台县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灵台电器厂 “低耗电度表节电器”，获省星火三等奖。

平凉地区农牧处、平凉地区农机推广站 “山塬旱地一熟区冬小麦机械化播种技术推

广”，获农牧渔业部丰收三等奖。

１９９３年，华亭县煤矿、西安矿业学院 “华亭县煤矿放顶煤回采巷道快硬水泥木锚杆

支护研究”，甘肃省水利科研所、平凉地区水利处、平凉市水利局 “平凉崆峒水库蓄清排

洪试验研究”，平凉地区行署农业办公室 “陇东黄土高原旱涝趋势的研究与应用”，平凉

地区种子管理站 “二十二万亩北海道荞麦推广”，甘肃省畜牧研究所，静宁县畜牧兽医技

术中心、平凉地区农牧处、灵台县畜牧站 “平凉干旱地区种草养畜发展牧业途径和方法

的研究”，平凉地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山楂水保经济林丰产栽培

技术研究与推广”，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灵台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肉牛基地建设技术示范”，泾川县林业果树技术推广站

“旱塬苹果早丰综合技术示范”各获省星火三等奖。

１９９５年，平凉地区水保所 “应用耗散结构理论配置水保林体系及效益研究”，庄浪

县堡子沟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与平凉地区水保所、水保总站 “堡子沟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的水沙调控及提高环境容量的研究”，平凉地区水利处、中心灌溉站与平凉、静宁、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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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平凉地区３５万亩灌溉丰产示范推广”，兰州农校、泾川县种子公司、平凉地区
种子公司等 “冬小麦品种清农４号”，平凉农校 “百合枯萎病研究”，平凉地区农技推广

站与泾川、平凉、灵台、庄浪、静宁５县 （市）农技中心 “冬小麦优化配方施肥技术试

验示范”，平凉地区、灵台县、平凉市森防站 “平凉地区森林病虫鼠普查”，平凉地区科

技处 “平凉地区 ‘八五’至二○○○年科技发展战略思路与对策研究”，均获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１９９６年，华亭县煤矿 “华亭县华亭煤矿大倾角带式输送机应用研究”，获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

崇信县新窑煤矿 “科技管理培训创新示范企业试点”，获省星火三等奖。

１９９７年，平凉地区农兴机械化研究所、崇信、泾川、庄浪农兴机械化技术、甘肃省
农机推广总站 “旱作农区适用综合机械化技术推广”，平凉地区农科所 “平凉脆青绿萝卜

新品种选育”，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 “ＴＷ—１电力图文信息系统”，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平凉地区种猪场等 “甘肃黑猪瘦肉型新品系选育及杂交繁殖体系研究”，均获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８年，华亭矿务局、安口煤矿 “安口煤矿棒条多幅琴弦组合振动筛研制”，平凉

地区林科所 “平凉地区经济果树优质苗木建设及推广”，各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烟草脱毒种苗生产技术研究”，平凉市医院 “区域引导

经纤支镜肺内穿刺针吸活检对肺周围孤立性块影的诊断价值”，平凉地区农科所 “陇东贫

困地区胡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示范”，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２０００年，平凉地区电力工业局 “ＺＧＣ—５０—１型直流高压测试仪”，平凉地区农科所
“平杂６号 （兼用型高粱杂交种组合 ＴＺ６２２Ａ×８３８５），甘肃省农科院、平凉地区农科所、
静宁县农技中心、静宁县水利局 “陇中半干旱区集中高效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均获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

平凉地区农牧处、农机推广站与７县 （市）农机局 “节水农业及机械覆膜穴播小麦

技术”，获农业部丰收三等奖。

２００１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高产优质冬小麦新品种平凉４０号选育”，平凉地区农牧
处、平凉地区畜牧站 “肉牛胚胎移植应用研究”，平凉地区农科所 “陇东贫困地区豆类产

业化基地建设试验示范”，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三、地厅级奖

授予科技进步一等奖者９９项 （进入国家级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者２６项，在此不
再记述）：

１９８５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土壤酶活性与土壤肥力”、“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研究”、

“玉米丝黑穗病防治方法研究”、“太统山野生黄花———北黄花菜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平

凉地区农技站 “平凉地区大面积推广平凉２１号冬小麦良种”，平凉地区良种猪场 “优良

种猪饲养推广以及改良当地猪的经济效益”，泾川县种子公司 “杂交玉米制种及推广”，

华亭县煤矿 “光爆锚喷新技术推广应用”，泾川县水利局 “清水灌区改、扩建为清洪两

用”，平凉地区水保站 “纸坊沟径流泥沙整理”，静宁县 “东峡水库蓄清排洪试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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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地区医院 “一例幼儿上臂离断２５小时再植成功”，平凉市林业局 “林业区划”。

１９８７年，平凉地县 （市）科技部门 “科技示范村与科技示范村建设”，崇信县林业

局 “新疆杨水浸催根育苗技术试验推广”，甘肃省太阳能办公室、平凉地区标准计量所

“用于太阳能热水器的自动定温放水装置”，平凉地区防疫站 “生活饮用水水质和水性疾

病调查”，平凉地区区划办公室 “综合农业区划”，平凉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 “水利资源

区划”，平凉市种子公司 “冬小麦品种７１２５引试推广”。
１９８８年，平凉地区农业区划办公室 “林业区划”，灵台县地毯厂 “微机控制 ‘恒温

洗毯’”新技术研究，平凉地区农技站、７县 （市）农技站 “旱作玉米地膜覆盖栽培

技术”。

１９８９年，平凉卫校 “拉汉、汉拉植物词汇及植物学拉丁”，华亭县安口电瓷厂 “ＺＷ
ＰＬ—７高压线路耐污盘形悬式瓷绝缘子及高强度配方研制”。
１９９０年，静宁县农技中心 “玉米螟颗粒剂研制及防治示范”，静宁县林业局 “苹果

乔砧密植栽培早丰产试验示范”。

１９９１年，平凉地区公安处 “青少年违法犯罪根源及预防治理对策研究”，平凉地区

纸织画社 “纸织画织机”。

１９９３年，平凉地区种兔厂 “西德原种长毛兔风土驯化及杂交改良推广”。

１９９５年，平凉地区水保总站 “三十万亩梯田建设优化技术试验示范”，平凉地区科

委 “科学技术志”，庄浪县人民医院 “黄龙汤治疗混合性中风临床研究”。

１９９６年，静宁县医院 “阴囊中隔袋蒂皮片翻转修复尿道下裂技术研究”，甘肃农业

大学农学系、灵台县农技中心和种子公司 “农作物综合增产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平凉地

区地方志办公室 “平凉地区７县 （市）志书编写研究”，平凉地区防疫站 “居民食物结

构及营养状况调研分析”。

１９９７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马铃薯脱毒微型种薯生产技术研究”，平凉地区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 “硬壳溢流坝的示范应用”，平凉地区水保总站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人工生

态系统措施体系配置技术及效益评价”，平凉地区医院 “鼠伤寒沙门氏菌和福氏志贺氏菌

耐药质粒的研究”、“柴胡注射液制备工艺的研究”、“导管介入热化疗的临床研究”，平

凉地直房产开发公司 “人工挖土灰土桩复合地基在多层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中的研究与

应用”，华亭县煤矿 “现代化综合信息管理技术应用”，平凉地区水电设计院 “折线拱渡

槽的应用及推广”。

１９９８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冬小麦显性雄性核不育基因转育及其利用研究”，平凉

地区农技站 “冬小麦全生育期地膜覆盖穴播栽培技术示范”，平凉地区气象局 “防灾减灾

‘３２１’工程”，静宁县水利局 “黄土干旱区水泥沙浆固壁内衬塑膜防渗水窖的试验研究与

应用”，平凉市中医院 “乙肝转阴冲剂研究”，平凉地区水保所 “应用水土保持科学技术

成果快速建设小康村试验示范”。

１９９９年，平凉地区水保所 “庄浪县梯田信息管理系统及其应用研究”，平凉地区水

保总站 “庄浪县梯田化深层次开发利用与发展潜力分析”，平凉地区水利处中心灌溉站

“冬小麦生产中水肥关系及其优化灌溉施肥模型试验研究”，庄浪县水保局 “水土保持

５１５１第十九编　教育科技



志”，平凉地区农科所 “特种蔬菜引进丰产栽培技术试验”、“陇东地区主要耕作土壤尿酶

活性状况研究及抑制剂筛选”，平凉农校 “崆峒山昆虫资源调查”，庄浪县畜牧中心

“ＩＢＤ组织灭活疫苗及高免卵黄制备技术研究”，泾川县医院 “单侧多平面抗扭转骨外固

定器”，平凉市医院 “ＣＴ定位床边锥颅钻孔穿刺抽血治疗高血压脑出血”，静宁县卫生防
疫站 “结核病控制监测研究”，静宁县医院 “裸眼直视下中耳传音机构修造术研究与应

用”，平凉地直房产公司 “双灰桩复合地基在我区深层软土地基中的推广应用”，庄浪县

医院 “中西结合治疗胆石病３２７例临床研究”，平凉地区医院 “颈动脉内综合用药治疗急

性脑梗塞”、“清热解毒治疗难治性肾病研究”、“唇裂缝补术加肌功能修复与传统唇裂修

补术二种术式之临床比较”和 “导尿管的改进与临床应用”。

２０００年，平凉地区医院 “食管胃主动脉弓上吻合术治食管中上段癌”、“ＣＴ导引下
介入诊断和治疗”、“中药治疗膀胱阴道漏临床研究”、“套管针股静脉穿刺输液在危重休

克病人中应用”及 “食管狭窄沙克斯管扩张术应用研究”，平凉市医院 “酒精储存异体胎

儿骨及临床应用”与 “碘水选择性支气管造影对支气管肺部疾病诊断”，平凉市中医院

“银平胶囊合银平膏治疗银屑病疗效观察”，静宁县医院 “改良皮瓣固定法在乳癌根治术

中的研究与应用”，庄浪县医院 “支气管断裂伤诊断治疗技术”，平凉地区农科所 “高蛋

白冬小麦品种平凉３９号选育”、“绿萝卜新品种选育及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庄浪县农技
中心 “冬小麦新品种庄浪９号选育”。
２００１年，兰州农校、平凉地区种子公司、天水农校 “冬小麦旱地品种兰天５号”及

“高产、多抗冬小麦品种兰天６号”，平凉卫校 “尸体防腐用液中甲醛浓度监测技术”，平

凉红会医院 “口腔溃疡丸治疗口腔溃疡的临床研究”，平凉地区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麻风

流行特征与防治”，平凉地区医院 “８—甲氧补骨脂素与光化学治疗白癜风临床应用研
究”，平凉市医院 “前列腺切除术中白芨粉止血的临床应用”。

２００２年，平凉普业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ＱＺＢ１３００程控切纸机研制与开发”，静
宁县陇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导爆管雷管，瞬发、延期电雷管系列产品研制开发”，平凉

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高产优质冬油菜新品种延油２号选育推广”，灵台县独店职业中
学、灵台县种子公司 “冬小麦品种灵台１号选育”，平凉地区卫校 “尼可刹米对呼吸抑制

的解救及地西泮的抗惊厥作用药理实验技术革新”，平凉地区卫校、平凉地区人民医院

“用益肾统血方法治疗子宫出血１０００例的临床应用研究”，平凉市中医院 “中药肾区热敷

灌肠导泻法在治疗重症流行性出血热少尿期临床研究”，静宁县人民医院 “聚肌胞滴鼻液

在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中的研究与应用”与 “低血钾引起维持量狄高辛中毒临床研究”。

授予星火科技一等奖者１项（５项复获省部级奖者在此不再记述）：
１９９５年，平凉地区农技站 “３５万亩低产田综合改造技术承包”。
授予农技推广和成果推广一等奖者１４项 （２项复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者在此不再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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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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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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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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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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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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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７

２
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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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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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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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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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９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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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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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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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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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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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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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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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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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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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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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软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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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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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平凉地区农技站 “旱地冬小麦模式化栽培技术推广”。

１９９３年，平凉地区农科所 “旱地土壤肥力培育及旱作节水技术研究”。

１９９４年，静宁县水保局 “甘肃省水平梯田建设优化技术推广”。

１９９６年，平凉地区农牧处 “平凉地区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术”。

平凉地区农技站 “平凉地区玉米综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及应用”。

１９９７年，平凉地区农技站 “平凉地区３０万亩低产田改造工程”。
１９９８年，平凉地区水利勘测设计院 “渠首溢流坝顶架设公路桥技术应用”。

庄浪县中医院 “超声引导下自动活检枪穿刺术应用研究”。

１９９９年，庄浪县科委 “１３５万亩洋芋整薯坑种丰产栽培技术推广”。
２０００年，泾川县科委 “地膜洋芋 ‘三早’栽培技术示范”。

平凉地区农科所 “陇东果树蚧壳虫化防技术研究与示范”、“陇东冬油菜新品种引进

及丰产栽培”。

平凉地区畜牧站 “平凉地区仔猪大肠杆菌病流行病学调查防治”。

２００１年，平凉地区医院 “三联术治疗继发性青光眼”。

第八节　学术交流

１９５８年，专区科协成立后，主要是组织开展科普知识报告会，举办学术讲座、论文
报告会、经验交流会等活动。１９８０年４月召开的全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
的农业科技人员１０５人，撰写发表农业科技论文 ２０多篇。１９８２至 １９８３年，全区各学
（协）会共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活动１３１次，６０００多人 （次）参加。举办各类比赛３８次，
１４７１人 （次）参加。专业考察２１次，１７６人参加。医学会诊攻关１９次，２１人参加。专
题讨论６４次，２９０７人 （次）参加。学科学术年会６６次，１２７９０人 （次）参加。提出咨

询建议４０３项、１３４８条。１９８３年９、１０月，地区科协组织召开了林业学术讲座会，邀请
西北农业学院等大专院校专家讲座。１９８６年，地区举办西北地区多种经营展览，巡回各
县 （市）展出。是年举办微电脑培训班，培训 ４５人。全区 １９８６至 １９８８年各专业学
（协）会累计举办学术报告会６４次，参加３３００人 （次）；学术讲座３００次，参加３万多
人 （次）；学科学年会２５９次；专业考察２２６次，参加２１７１人；医疗会诊攻关１７１次，
２６５０人 （次）参加；表演比赛活动７９次，参加２１１６人；技术推广活动３０７次，参加
３２７万人 （次）；咨询建议３６５项、１４３１条。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１日，地区科协组织召开了
《重建陇东粮仓》学术研讨会，会上共交流、介绍了地区农学会、林学会及灵台、静宁、

平凉等县 （市）学协会优秀论文１１篇。同年９月，地区农机学会与省农机学会联合举办
了 《甘肃省山地机械化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地区农机学会推荐的１９篇学术论文，有９
篇获论文一等奖，其中７篇在全国学术会上交流。在 “四一”科技致富燎原活动中，全

区学协会共办科技展览１１０多场，参展１１７万人 （次）；放科技电影录像７３５场，观众
２３９万人 （次）；举办科技广播讲座８７１次，听众５１万人 （次）；提供信息８４１条，科持
技咨询３４９３条、６４０３４人 （次）；举办巡回宣讲８８０多场，听众７９３４２人。各种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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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期，２３９２１８人参加学习和培训；各种学术交流４１５次，撰写论文１２４２篇，报送省级
学会论文６２４篇。水保、水利、农、林学会利用开学会年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发表论文
６５篇。同时接待２名来平考察的日本友人。１９９１年１月，地区畜牧兽医学会举办学术交
流会，共交流学术论文８９篇，在各级刊物上发表７６篇，其中获地区科技兴农有奖征文一
等奖１篇，二等奖２篇，三等奖５篇，评出优秀论文奖１０篇。１９９３年９月，地区财政学
会、水保学会、生物教学研究会被中国科协学会评选为 “全国地方科协先进学会”。

第九节　科技普及

一、城乡科普活动

１９５６年，科普支会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科普宣传。１９５７年，建立演讲站４６处，作讲演
８６次，听众１３５７万人。放映幻灯、电影６６场次，观众６２５６０人。举办展览３次，观众
１３７９万人，利用广播宣传农、林、水、牧、医药卫生等知识。各县 （市）的科普小报

开辟 “科学知识”专栏，在街头设立黑板报、专栏，剧院制有科普标语、漫画、幻灯，

举办科普讲座。１９５８年，各县整顿扩建县、社展览馆 （室）２２２个。１９５９年，举办广播
讲座、组织幻灯、电影下乡，举办铀矿地质知识、化验知识培训班。泾川县高平公社科

科普宣传

普组织创、仿、改农具１５种，先后大量
推广使用。专区医院、平凉市医院科协

发动会员研制出中药长劳散、猫儿眼膏

药等新技术、新方法５０多项。此后，在
企业挖潜、农业生产中涌现出许多致力

于科学普及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科学种

田能手。１９７８年，地区成立科教电影放
映队。１９７９年，全区举办各种技术训练
班７８期２６１６人参加，编印和发放科技
资料、期刊３０７６０册。是年，全区７县
（市）均成立科教电影队，搞科教电影

１３６场，观众１４４６万人。１９８０年，平凉
市科协与广播站联合举办 “学科学”节目，全年共播放５０次。次年，在船舱街的１７个
门市部组织 “科普一条街”活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３年，各县 （市）普遍举办科普集市，赠

送科技图片资料２３７８３份，播放录音、电影５３场，观众３万人，销售化肥１８０多吨，兑
换良种６４７公斤。《平凉科技报》编印１２期，分发５１９万份。地、市科协开始配备科普
宣传车。１９８４年，元旦、春节期间，地、市科协在平凉市境内联合举办科普集市。是年，
西北五省区普及科学技术，破除封建迷信展览在７县 （市）巡回展出，接待观众１１万
人。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和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上，灵台县邵寨乡农民王峰、平凉市香莲乡党委书记、乡科协主席宋殿选受到表

彰。华亭县科协电影队孟忠良、地区气象学会李顺万、平凉市中医学会者仲仁获个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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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１９８６年初，在全区各乡 （镇）巡回举办西北地区多种经营科普展览，展出半年时

间。在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上，泾川县党原乡科普会、泾川县科协主席王斌科受到表彰。

１９８７年全区组织实施 “四一” （发现一个能人，培养一门技术，兴办一个项目，帮助带

动一片富起来）燎原活动，举办各种技术培训７３８次，参加９６１９３人 （次），帮助科技脱

贫６３７８人。１９８８年，累计建起乡 （镇）农民技术学校７９所，农民科普资料阅览室３９
个，农村科技咨询服务站５１个，各种科普宣传设施１９８台 （件）。选能人１５０２人，确定
项目５５个，普及培训３４万多人 （次），有６５０６户依靠科技能人带动达到脱贫标准，科

农技知识咨询

技培训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４３８４０人。是年，
泾川县科协派人赴海南岛学习西瓜栽培技术，举

办西瓜研究会，指导全县栽培西瓜５０００亩，获得
好收成。１９８９年，咨询服务站５１个。在 “四一”

燎原活动中，共发现、培养科技能人７２８６人，通
过能人带动，普及推广各类技术项目 ８５６项。
１９９０年，全区继续开展科技致富 “四一”燎原活

动，全区共培养掌握一至二项实用技术的能人

９８０７人，帮助带动４７４５户贫困户脱了贫，其中有
２０００户达到致富标准。共培训回乡知识青年、复
退军人５万余人，评定农民技术职称２１３７人，其
中技师３９５人，助理技师５４７人，技术员９３７人，
助理技术员２５６人。是年４月，在全区组织开展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 “科技兴农、重建陇东粮仓”的科普宣传月活动。借鉴庆阳经验，成立

农函大平凉分校，并在平凉市大寨乡和华亭县安口镇开设农函大辅导班，招收学员１０２
人。１９９４年在全区开展 “科普之冬 （春）”活动，主要举办科技展览、科技讲座、科技

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科普集市，并开展 “学科学知识，比科学生活，建文明家庭”活动，

围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题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举办技术培训讲座，发放

科普宣传队下乡宣传

《平凉地区实用技术汇编》６００多册。在
全区确定 “金桥工程”项目 １３３个。
１９９５年４月，开展 “科普宣传月”活

动，邀请甘农大和省社科院讲师给地直

副县级以上、平凉市科级以上６００多名
干部作了现代科技知识报告。同时，在

全区开始实施 “１２３０”工程 （即每一农

户有一个懂技术、会经营的明白人，家

家户户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实用技术，

各县市每年推广３０项家用技术）。１９９６
年，重点组织实施了 “１２３０”工程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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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提出的１０万人科技培训计划，当年培训５６８０人，培训科技明白当家人５６万人，推广
实用技术３０项。１９９７年，静宁县农函大分校被评为全国５０所 “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实

用技术示范基地”之一。１９９８年，地区科协先后组织机关干部和农、林、水方面的专家
及地区农校园艺专业的学生，到崇信县黄花乡、平凉市大寨、寨河、四十里铺等乡镇开

展科普宣传，为６个行政村修剪果树１０００多亩、５万余株。全区农村科普宣传覆盖面乡
镇一级达到１００％，村社达到８０％，农村劳动力受教育面达到８５％以上。至年底，全区
累计已有１１８９１人取得农民技术职称，其中高级技师１５人、技师８０５人、助理技师１９９５
人、技术员９０７６人。华亭、崇信、灵台５县还组织人员到山东寿光、河北肉牛中心等地
学习培训，并邀请上海、兰州、山东寿光、甘农大、省农科院等外地高校、科研专家、

教授来本地授课指导，以普及、培训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二、青少年科技活动

５０年代中、后期，各中小学普遍建立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无线电组、半导体研究
组、石膏模型组、小学生养兔组等科技活动组织，开展少年科技活动。平凉师范科协组

织７０％以上的青少年参加沼气实验。各研究、兴趣小组结合教育、生产劳动制成多种直
观教具，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６年，全区青少年开办小农场、小丰产试验
田、百花园、小土肥厂、小气象站等，进行小研究和小试验。学校团组织、科协组织编

写青少年科技知识普及读物，利用校刊、广播、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向青少年进行科技

宣传教育。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各学校青少年创造和制作多种先进的教具。１９７９年，各
县 （市）相继建立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组织兴趣小组开辟 “第二课堂”，举办 “小

发明、小创造、科技小论文的 ‘三小’活动”。举办中、小学数理化竞赛活动 ７１次，
１９００多人参加。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３年，全区开展各种青少年科技活动９０次，１８万人参加。同
年，平凉市举办各种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展出３００多件作品，有１３件作品参加全省
“三小”展览，５件作品受到奖励，１件作品参加全国 “三小”竞赛，荣获二等奖。１９８４
年，平凉市二中１名学生创作的３件作品获省奖，并参加全国青少年在三峡考察夏令营活

少年儿童参加科技宣传活动

动。１９８５年，地区科协购置 ＬＡＳＥＲ—
３１０微机１０台，当年举办青少年电脑培
训班２期，培训１５０多人。１９８６年地区
科协、教育处、团地委、工会、体委联

合成立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举办全区

第一届青少年 “三小”作品竞赛评比活

动。平凉市辅协等３个单位选送作品６４
件，评选表彰奖励２５件。同年，地区
科协举办 “三小”作者和部分学会会员

６１人参加的科技夏令营活动，举办４５
人参加的微电脑培训班。１９８７年，全
区７县 （市）建起青少年科技辅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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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中、小学普遍开展兴趣小组活动和 “第二课堂”活动。同年，举办第二次青少年

科技 “三小”评选活动，奖励作品５１件。灵台县一中教师余慎清获 “全国优秀科技辅导

员”称号。１９８８年，在全省第四届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和科学讨论会上，区内７人
分别获论文、作品奖和鼓励奖。全区举办青少年科技活动１１６次，参加１３８８０人 （次），

地区青辅协秘书长毛毳受到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的通报表彰。１９９０年，泾川县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获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集体”称号，灵台一中余慎清、平

凉市解放路小学于其雪、泾川一中吴朝翰、平凉师范高维衡被评为优秀科技辅导员。

１９９１年，在全省第一届青少年生物百项科技活动中，平凉地区共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
项、三等奖１４项。１９９２年，在甘肃省第六届青少年创造发明比赛和科学讨论上，平凉地
区获创造发明作品类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论文类一等奖３项。１９９７年，在甘肃省
第四届青少年生物百项科技活动中，平凉地区获优秀项目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优秀
项目鼓励奖２项。平凉农校程亚青、毛姬辉、冯理、李建忠被评为优秀辅导教师。１９９８
年，地区组织参加了甘肃省第九届青少年发明创造比赛和科学讨论会，获三等奖４项，
鼓励奖４项，优秀奖辅导员３名，平凉农校荣获先进集体，平凉地区科协荣获全国青少年
科技活动优秀组织奖。

三、厂矿科技活动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全区厂矿科协组织企业技术人员，围绕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新工
艺开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崇信县新窑煤矿等６个厂矿科协评为全省厂矿科协先进
集体，并得到省科协的表彰奖励。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各企业科协在深化企业改革、改制过
程中，以技术创新为重点，大力开展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积极组织实施中国科协

“金桥工程”。１９９１年，华亭煤矿科协获国家计委、中国科协颁发的奉献奖。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６
年，全区厂矿科协在全省 “讲、比”活动中累计获５项先进集体奖、２项先进个人奖。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华亭煤矿李志信获第六届全国 “讲、比”活动先进个人，受到中国科协、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的表彰奖励。至１９９８年底，全区厂矿科协组织实施 “金桥工程”

１３７项，获经济效益７８９９４万元。举办科技报告会、科普讲座２０４场 （次），组织学术交

流２３４场 （次），引进推广新技术２６项，完成技术攻关３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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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间文艺

早在远古时期，陇山东西两侧的先民们，就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经千百年来的继

承、发展与创新，逐渐孕育、形成了极有个性的地域文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搜集整理
的歌谣达７１００多首，神话、传说、故事有２８００多篇；此外，还有众多的民间乐曲、舞
蹈、地方小戏、曲艺、皮影、谚语等等；其总量之浩瀚，内容之丰厚，形式之多样，格

调之雄浑或清新，均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节　民间文学

一、歌　谣
从 《诗经》中的 《公刘》、《七月》等篇及后来的 《白云谣》、《穆天子谣》、《西王

母吟》乃至北朝乐府民歌 《陇头歌辞》、《陇头流水》等，皆为古代民谣，是当时平凉社

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１９８９年秋整理编印的 《平凉地区歌谣集成》收７１００多首，其内容分为 “劳动歌”、

“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等，除描绘山川秀

美、传播生活知识、倾诉劳动者的苦难等等之外，大多是感人的 “情歌”。

境内民歌中的山歌，多为 “泾渭花儿”及 “河湟花儿”的继承和流变。“泾渭花儿”

其曲调可分为 “麦客花儿”、“关山花儿”、“脚户花儿”、“南山花儿”、“河州花儿的变种

异化”、“山歌小令”等。

“麦客花儿”的曲调，流布较广。但陇山两侧的唱法上差异明显，每个歌手在演唱时

多有即兴发挥之作。

“关山花儿”的曲调较为简单平实，节奏也较规整，在叙述性中透出深沉苍凉。有的

歌手吸收河州花儿 “阿哥的肉呀”的拖腔，尤显别致。

“脚户花儿”的曲调悠扬起伏间尤突出明亮高亢的特色。全曲结构为上下两句体，但

在意犹未尽时又来一个加衬句重复，扩充为三句体。其演唱中的变异性同上述两种。

“南山花儿”仅见于崇信县内。

“河州花儿的变种异化”是指在华亭县回族聚居的北阳洼村及平凉市西川，盛行用平

凉方言演唱。专家们认为是河州小调 《山丹红花开》的变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河州花

儿 《白牡丹令》及 《河州三令》、《河州二令》的变体。

“山歌小令”多为短小精巧，直抒胸臆，风格多变，各有特色。

此外尚有劳动号子———夯歌，多是一人领唱众人齐声接唱，曲调悠扬粗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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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中除有传授知识或旨在游戏、催眠的 “童谣”外，多数与现实生活贴得比较紧，

如 《吆老牛》、《玉米面》、《十二月》、《人们跌进福里头》等。就句式看，有较规整的七

字句、五字句、四字句，也有自由体。押韵也是多种多样。在修辞手法上，除常见的比

兴、夸张外，还有重复、象征、谐音、双关、叠音、摹声等等。

附： 平凉民歌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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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　事
境内流传的２８００多则故事，其神话内容可分为开天辟地神话、创世神话、关于日月

星辰等天象神话、其他自然界神话、人类繁衍神话、文化及创造发明神话以及神性英雄

等神话。流传久远且范围较广的有 《盘古制世》、《伏羲降生》、《龙王换头》、《狗咬月

亮》、《神禹开凿五龙峡》、《海龙圣母》、《小金龙》、《嫦娥奔月》等。

故事中的传说，内容分人物、史事及地方传说３类。地方传说又分为山峰、岩石、
洞穴、沟谷、河流、湖沼、泉潭、城郭、寺庙、宫观、楼台、亭阁、桥梁、道路、关隘、

墟场、牌坊、碑幢、陵墓、地名和动植物中的走兽、禽鸟、昆虫、树木、花草、农作物、

蔬菜、瓜果、草药以及土特产、民间工艺、风俗等３０多个小类。每篇传说都有相应的情
节、人物 （或 “主角”），多能保持民间口语的特点。

民间文学中特指的 “故事”，其内容分神仙、精灵、人与人、人和动物及鬼狐等４０
多类。其主旨或深切同情善良而忠厚的弱者，或入木三分地揭露鞭笞恶人坏人的卑鄙灵

魂，或热情地赞赏诚实劳动者和忠贞的爱情，或鞭辟入里地嘲讽、针砭贪婪成性、阴险

奸诈的邪恶世象。

静宁王知三搜集整理的长篇民间故事 《长蛇洞》发表于 《民间文学》 （１９８７年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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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他人的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

三、笑　话
笑话绝大多数蕴含出人意外的智慧，其内容多有讽刺成分。这些笑话显示出平凉人

的机智与幽默。

四、寓　言
寓言以 《文房四宝》、《蝙蝠》、《自我欣慰的驴》、《谁的本领高》、《蛆虫的自满》

等篇为著，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五、谜　语
境内流传的谜语，多为物谜、事谜、字谜。一般不讲究谜格，事物谜多以隐喻、会

意法将谜面与谜底联系在一起。

另有快板、鼓词、“说王变”等以语言为主的民间文学形式，或因其处于弱势，或因

其流布地域有限，仅在此提及。

第二节　民间艺术

一、造型艺术

１剪纸
民间剪纸艺术多与春节、婚嫁等风俗相联系。人们用白纸或彩色纸剪成花鸟鱼虫或

家畜家禽以及古今人物，贴在窗上和墙上。此风在较偏僻乡村尤盛。一些剪纸能手可完

正　月

全凭经验和感觉，不打图样，不必

临摹，只凭灵气和巧手即可剪出

“喜鹊登梅”、“麒麟送子”、“鸣凤

朝阳”、“鹤鹿同春”、“吉庆有余”、

“莲里坐娃”、“万事如意”、“刘海

戏 金蟾”、 “和合二仙”、 “八仙

图”、“子孙万代”以及戏曲人物等

形象来。

静宁的民间刻纸艺人，借鉴皮

影刻制之法，用特制的刻刀刻成

“降马云子” （意为 “天降天马”）。

“降马”图案多为彩球、流苏；云

子则有牡丹、莲花或龙、凤等，均

取吉祥、富贵、福寿之意。其风格

古朴，类似透花木雕，多在春节装

点门庭。中华民国期间，又多称 “春签吊云”或 “春签子”。

１９４９年后，剪纸艺术登上 “大雅之堂”，各县 （市）都不止一次地举办多种形式剪

纸艺术展览，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剪纸能手，曾以多彩多姿的创新精神，备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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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事

１９８６年，庄浪县良邑乡张月珍的 “站八仙”等 １６
幅作品参加省群艺馆展出，受到好评，随后被中国

民间剪纸研究会吸收为会员。灵台县的李斌学老人

的剪纸作品，被当地政府作为礼品赠送嘉宾。还有

何霞、张煜旋等一批后起之秀，学习借鉴，时有

创新。

２刺绣
常见的是在袄、裙边缘，披肩和袖口，还有枕

套、手帕、枕顶、荷包、虎头鞋、寿幛，尤其在兜

肚、鞋垫、袜底、缠腰子上绣狮子滚绣球、喜鹊闹

梅、彩蝶恋花、鸳鸯戏水、孔雀戏牡丹、方胜、如

意头、回纹 “云”字等图案，以寄情思。

静宁、庄浪２县的绣品，多为生活日用品；平
凉、华亭、泾川、崇信、灵台５县，除生活用品外，
更注重观赏性，在丝棉线配色上对比强烈，色调反

差大，针法平、齐、整，绣品较厚实、大方。

崇信县文化馆收藏民国时期的“八百永年”、“松

青鹤寿”等３幅寿幛，从图案的布局、色调到针工的细
密有致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３雕塑
境内石雕以南石窟寺的石佛像最为著名。其刻划比较细腻，是北魏晚期作品。早于

南石窟寺的石雕佛像是西王母宫内的塔柱四面和窟壁的众多造像。其宏大精美、形象生

泥　塑

动都体现出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此外，华亭县的石拱

寺石窟，庄浪县的云崖寺石窟和陈家洞石窟，分别为北

魏、北周和唐代开凿的，无论是佛像还是窟顶窟壁的装

饰，形象生动逼真，石面打磨光滑匀称，技法纯熟。崆

峒山的建筑物中，宋代的蟠龙石柱、经幢和元、明、清

各代的石碑碑额、碑座、石坊以及寺观的石质装饰，均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砖雕和木雕，民间住房上多见。砖雕多刻喜鹊登

梅、松鹤同寿等吉祥物图案；木刻中还有线装书木版

等。佛、道教寺观和民居建筑上至今犹存。

根雕起步虽晚，但近些年已蔚然成风，各县 （市）

皆有精品问世。平凉市黄毅、华亭县阎振邦、静宁县樊

晓峰等人的根雕作品，缘物生情，形神兼顾，赋根枝以

灵性，化腐朽为神奇，栩栩如生，颇受时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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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多为寺观内的造像。各种 “神”、“佛”名分不同，寺观殿堂或佛 （神）龛大小

不一，工匠艺人则量体裁衣，突出不同的个性，如菩萨的慈祥、关羽的庄重、天王的叱

咤风云、罗汉的千姿百态等，仅在崆峒山各寺观即可窥其一斑。清嘉庆年间，庄浪县泥

塑艺人石延秀以艺精而名闻遐迩。其后的唐国祥家族，历时五世，老牛师家族历时三代，

还有张光祖、卢长柏等皆名噪一时，他们的足迹远至青海、陕西、宁夏各地。平凉的高

鹏程、张耀彩也是颇有名气的泥塑艺人。１９８０年之后，平凉市的戴国华师从高鹏程，又
经刻苦学习和不断实践，为崆峒山栖云寺塑造的西方三圣等佛像及榆中县兴隆山的成吉

思汗彩塑，形神兼备。其所塑崆峒山观音堂 “千手千眼观音”像，为国内罕见。

面塑多在端午、中秋节前显露特色和魅力。妇女们以刀、顶针、瓶盖等为 “工具”，

做成鸡、鸭、鹅、孔雀、凤凰、牛、羊、马、猪、犬、猴、鱼、蛙、鳖、虾、蝴蝶、蜻

蜓、蛇以及荷花、桃、石榴、柿子和烟袋、提篮、荷包等品类，生动朴拙，极具观赏

价值。

此外，雕漆工艺品也颇有独特风格 （参 《工业》）。

二、表演艺术

１小戏
“小曲子”俗称 “弦子腔”，也有称 “老桄社火”、 “地摊子”或 “刨土坑”的。此

外，在灵台县境流传的 “灯盏头”，亦称碗碗腔，最早叫 “锣鼓噪”。平凉市和静家、庄

浪县部分区域流传 “笑谈 （摊）”以及历时较短的 “眉户戏”、“陇东道情”等。

曲子戏　据考证，最晚从宋代开始在境内传唱，清末民初相当兴盛，遍及 ７县
（市）。１９４９年以后，秦腔普及，曲子戏多在偏僻乡村传唱，民众仍乐此不疲。１９５６年
底，平凉市柳湖乡曾以曲子戏 《老换少》参加甘肃省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大会，受到

好评，此后曾一度活跃于附近城乡。 “文革”十年，曲子戏几乎无人问津。８０年代后，
曲子戏被视为民间文化遗产而得到重视。华亭县于１９８１年元旦举行全县曲子戏调演，此
后成为惯例，全县各乡几乎都有曲子戏的演出活动。其他６县 （市）农村也多在春节期

间以此形式演出。

全国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华亭曲子戏

曲子戏的主要特点是主题集中，短

小精悍。题材除部分源于秦腔本戏的片

段外，由艺人结合现实生活编创的占绝

对优势。较流行的有 《断桥亭》、 《李

彦贵卖水》、 《四郎探母》、 《刺目劝

学》、《莺莺降香》、《白蛇盗草》、《张

连卖布》、《老少换》《打懒婆娘》、《刘

三抽烟》、 《春姐找父》、 《闹老爷》、

《相面》、 《二瓜子吆车》、 《捅乱子休

妻》、《双喜接妹》、《王婆骂鸡》、《大

夫小妻》、 《瓜女婿拜寿》、 《白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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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白先生看病》、《十八摸》、《货郎担担子》、《跛子送丈母》、《两亲家打架》、《告

斧头》、《张三背板凳》、《啃羊头》、《拉猴》、《瞎子接亲》、《瞎子嚷店》、《李志英站

店》、《推磨》、《花子拾金》、《下四川》、《顶花砖》、《当皮袄》、《货郎背包袱》、《剜蔓

菁》、《卖豆腐》等。曲子戏演出场地可大可小。在乐器伴奏上，文场面以三弦为主，配

以板胡、二胡、笛子；武场面原以四页瓦、碰铃为主，后来加上干鼓、铙钹、勾锣等。

曲调颇为丰富，但大多数与流传的 “眉户戏”曲牌有着血缘关系，而在具体演唱时却存

在明显差异；其整个声腔体系由１００多个曲牌组成；就表达感情上看，可分为 “苦 （哭）

音类”和 “花 （欢）音类”。其音乐调式属 “征调式”。

进入９０年代，电视普及，舞会等文娱活动兴起，曲子戏受到冷落，尚待关注。
灯盏头　灯盏头因在演唱时以小铁棒敲击灯碗作响器伴唱而得名。明代中叶，即由

民间艺人在演唱民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而逐渐形成。初以皮影的形式演出，后搬上舞台。

在表演程式、服饰、化妆等方面皆借鉴于秦腔，其独特处在于唱腔别有风味儿，打击乐

器的灯碗更能体现民间特色。

灯盏头主要流行于灵台县和泾川县的部分山区乡村，尤以灵台县的新集、龙门、星火、

上良等乡为盛。民国时期，灵台曾有３个灯盏头影子戏班（社）。１９５８年，灵台县将其搬上
“大戏”舞台，并在各方面进行改进创新。同年底，原灵台县秦剧团改为“灯盏头剧团”，曾多

次参加甘肃省和平凉地区的调演、会演，先后获得集体或演员个人奖６次。灯盏头具有
较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和人文价值。

笑谈 （摊、坛）　流行在平凉市北塬一带和静宁、庄浪县境，至今未形成固定的音
乐体系和表演程式。特点是每出戏都以丑角为主，逗观者开心。演出不受场地限制，唱

腔多取自当地民歌小调，但亦可 “自由”地借用曲子戏、秦腔乃至京剧的某些曲调；有

的曲目以快板或说白为主，甚至完全是数板或说白；相反，有的从头至尾完全由唱词完

成，近于曲艺说唱。

笑谈小戏的内容多为民间日常生活的纠葛、琐事，也有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

２社火
清乾隆时期，社火已盛行于乡间。道光年间，已分文、武两种。武社火有跑旗、耍

狮子、划旱船、打彩灯、踩拐子 （俗称柳木腿、橛把，即高跷）、摆阵 （如 “五雷阵”、

“诸仙阵”、 “天绝阵”）等多种形式，没有唱白，只盛行于灵台等地。文社火，平凉叫

“拉花儿”、“小场子”、“花场子”、“打秧歌”，庄浪称 “小唱”、“蕤唱”，华亭县称为

“曲子戏”、“秧歌小调”，灵台叫 “地台”，静宁称为 “文地摊”或 “小唱”。“文社火”

演唱时，多有简单动作，但善于发挥的民间艺人也会即兴适情适景地表演。较为普遍的

有马社火，即演员扮作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全副 “盔甲”，手持相应的 “兵器”，骑在马

上行进，人物多少则由 “历史故事”本身决定；车社火是站或坐在车上，后又发展为手

扶拖拉机、汽车，除人物外还有简单而醒目的 “布景”、“道具”以示逼真；高芯子，也

叫高台 （抬）或高亭，由最初的面捏人物造型发展为七八岁小孩扮演历史人物，装扮之

后即固定在铁柱 （即铁芯子）上，高达两三丈，铁芯 （柱）子固定在车上 （初为较大的

方桌），饰以彩带、瓶、镜或彩衣、花草等，以不使铁芯子外露为宜，以富丽、精致、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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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为盛；此外还有跑驴、纸马 （竹马）、花轿、舞龙、霸王鞭、吆牛、扭秧歌等表演形

式。新中国成立后，社火也增加了新内容，如改造二流子、宣传婚姻法等。１９７９年后，
宣传计划生育、种草种树、科学种田、水利工程建设乃至商品广告等内容也融入其中。

社火中的春官缘于古代农官劝农活动，故被视为尊者。多穿长袍、戴礼帽、执羽扇，

不化妆，步行或骑马、乘车，每到一处，即兴说诗，故扮演者须思维敏捷，且口齿伶俐。

春官是社火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接待者不得怠慢，有的还专为春官披红。“害婆娘”和

“叫花子”，均以丑角身份出现，被视为能给人带来吉祥的角色。“害婆娘”多由男子装

扮，挎着篮子，手拿笤帚，随时为愿意祛除自身 “晦气”者扫身，亦接受人们随意赐给

的糕点或现金。“叫花子”则用自己面部敷的黑墨子抹在求吉求福者的额头，取避凶趋吉

之意，同样收受薄礼。

华亭社火

社火表演多以舞为主，如狮

舞、龙舞、秧歌舞等，都讲究舞

姿、节奏和表情。

流传于崇信县杨安村的 “跑

旗”和泾川县王村乡的 “仙鹤舞”

独具一格。

耍社火都在春节期间进行，

但具体时间却不一样。庄浪县从

正月初五 “闹五穷”开始，直到

农历二月初二 “龙抬头”结束；

平凉市多在正月初六筹办社火，

称为 “破纸活”或 “社火立坛日”，至农历正月二十三日禳庄、卸将。其他县开始时间不

一，多在正月十六日后停止。

３皮影　俗称 “灯影子”、“影子戏”、“牛皮灯影子”。皮影社班多由五六人组成。

农忙时务农，农闲或在红白喜事、还愿酬神以及庙会期间应邀演出。各县 （市）几乎都

有皮影世家；有的县 （市）皮影班社多达２０多个，主要活动在农村。皮影身子多为皮革

静宁皮影

制作，风格粗犷，色调浓重。演

出的剧目多为神话和历史题材。

静宁籍皮影收藏家马德昌收集

（含自刻的）皮影身子 （含舞台砌

末）达７大箱、３１００多幅，其中
有明代和清代的珍品，如 《吕洞

宾三戏白牡丹》、 《猪八戒拜观

音》、《龙王巡海》、《南极寿星乘

鹿》、《元始天尊云游》等等，其

作品被收入 《中国美术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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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有专文介绍。１９９０年，他应邀在北京亚运会艺术节期间进行皮影
展销，带去的４００多件作品被中外客商抢购一空。

泾川县王村乡文化站曾多次举办皮影戏演出，县文化馆工作人员郭志远刻制的现代

人物于１９６５年参加全省皮影调演时被评为第一，《文汇报》、《光明日报》都曾载文予以
介绍。庄浪县１９８７年用皮影戏排演了历史剧 《剪红灯》，参加地区调演获一等奖。９０年
代后，皮影戏演出减少，而山区人们对它仍有解不开的情结。

第三节　民间采风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静宁县各区乡采集歌谣俚语，并汇编成册。此为西北地区最早的
采风活动。

１９７９年后，平凉地区群艺馆及各县 （市）文化馆对民歌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普查、

采集。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按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以刘正华为主任、徐志贤为副主
任兼主编的平凉地区文化集成志书编纂委员会，历经９年，组织普查和编辑 《平凉地区

戏曲志》、《平凉地区歌谣集成》、《平凉地区故事集成》、《平凉地区民歌集成》、《平凉地

区谚语集成》等１０部 “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稿。全区有１８６人参与采风普查或编辑，搜
集文字资料１８６０余万字，编选资料本计１４部、４６６万字、３２８幅图表，为甘肃省和国家
编辑各类集成、史志提供了部分入选资料。与此同时，全区７县 （市）也编印了相应的

资料本，其中静宁、泾川编辑了曲艺、故事、歌谣、谚语铅印送审本 （稿）。对此，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

文艺研究会表彰、奖励了平凉的集体和个人。其中 《灵台县戏曲志》受到国务院文化部

表彰，徐志贤、麻泥浪、尹益庚、王知三、张怀群也同时受到表彰。

编纂 “民间文艺集成”初稿启动之初，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由王知三、徐志贤、麻泥浪发
起组织 “关陇民俗学会”，至２００２年有会员２１６人。期间曾编印 《关陇民俗会刊》１９
期；先后在甘南、宁夏、青海３省 （区）举行学术研讨会２８次；部分会员的学术论文和
田野调查报告，曾与日本、法国、美国及台湾、香港的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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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创作

第一节　诗　词

唐代，祖籍陇西成纪的李白被誉为 “诗仙”；“大历十才子”之一的皇甫冉，以工诗

闻名于世，冉乃安定 （今泾川县）人。

五代时灵台人牛峤，系花间派主要成员之一，工诗， “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另有

牛峤之侄牛希济也是花间派著名词家。

明代平凉赵时春诗名甚隆。清代静宁江瑞芝及其子刘曰萃，还有赵青藜及王源瀚、

王曜南等也为陇右之妙手。已知诗集即达１０多部 （见 《著述书目简表》）。

民国时，诗集、游记近 １０本。还有吴瑞霞、孙克昌、王尧天、朱国华、傅永科、
姚佑生、郭又?等均有诗作留世。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爱好者日众。旧体诗以赵宗理、郭歌、孔晓风、杨柳、刘昭、

司尚德、王智华、孟祥瑞等为代表，“新诗”以姚学礼、雷鸣等为代表。

１９６６至１９８０年，“工农兵文艺”诗人师日新、戴笠人、靳志义、姚学礼等引起人们
的关注。１９８１年，成立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平凉分会，一年后解体。１９８７年姚学礼组诗
《山乡春讯》获甘肃省第二届优秀文学作品奖，１９９０年 《姚学礼海外诗选》获甘肃省第

三届优秀文学作品奖。２００１年７月，姚学礼以 《随便走楠溪江》获得中国 “奥康杯”文

学艺术大赛诗歌一等奖，同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出席了全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雷鸣的
长诗 《世纪放歌》于２００１年获文化部等联合举办的全国 “八喜杯征文”比赛二等奖；

邵小平诗歌 《握笔者说》曾获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金

鼎奖’三等奖”。

各县 （市）都有一批业余诗作者，经常发表作品的有６０多人，其中较有影响者如邵
小平、李政民、张光复、何岗、独化、西可、魏向迥、李小林、师榕、樊晓敏、王韶华、

李满强、张评、黄忠龙等１０多人。

第二节　小　说 （含传记、传奇）

平凉小说，首推唐牛僧孺。《中国文学史简编》称传奇小说 “当以牛僧孺的 《玄怪

录》为最重要”。另有皇甫枚，主要活动时间在晚唐至五代初，作品以 《非 （飞）烟传》

（一名 《步飞烟》）影响较大。现存传奇集 《三水小牍》二卷，又存逸文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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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未见平凉人以 “小说”名世者。直到民国期间，有 《梦芸女士遗著》印行，内

收小说数篇。

１９４９年后，地方报纸偶刊 “小小说”，但未留下有影响的作品。进入７０年代，小说
作品日渐增多。黄权裕的乡土长篇小说 《道路向阳》，兰必让的长篇小说 《草原歼匪》先

后问世，张映文的长篇小说 《扶我上战马的人》于１９８０年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除地
方文艺刊物和地方报纸上刊载外，也有一些短、中篇小说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庄浪县

李岁芳的 《忏悔》（１９８８年 《中国青年报》）获作文大赛三等奖；崇信县杨静福的 《丑陋

的陶盆》刊于１９８６年的 《羊城晚报》，章国玺的 《车上有个空座儿》被 《未来作家群》

选用，并获海南极短文学大赛一等奖。蔡学士的中篇小说 《大院逸事》刊于１９８７第７期
《飞天》。１９９６年，荆爱民、杨维周合写的传记文学 《赵时春传》出版。１９９８年，李广兴
的长篇小说 《月蚀》出版，同年８月，省文联、省作协和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专题作
品研讨会，２０００年获甘肃省委、省政府 “甘肃省第三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２００１年，
另一长篇 《日蚀》又与读者见面，旋于２００２年获北京东方伯乐杯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第四
届 “伯乐杯”文学大奖赛二等奖。姚学礼的中篇小说集 《根儿本儿》获甘肃省黄河文学

奖，另有 《崆峒传奇》也有一定影响。灵台籍郭梦林的纪实小说 《西路军血铸丰碑》于

２００２年获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第四届敦煌文艺三等奖。
涉足小说领域并有一定影响的作者还有林恩瑜、张怀群、王兴发、柏夫、李新立、

郭馨允、武国荣、苏胜才、高俊才、马宇龙等。

第三节　散　文①

东汉时，梁竦的 《七序》颇为时人所重，班固曾言：“孔子著 《春秋》而乱臣贼子

惧，梁竦作 《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惜已佚，仅存 《悼骚赋》１篇。
魏晋时，朝那人皇甫谧著作颇丰，其 《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晏春

秋》，皆为后世所重。

隋唐时有名气者有牛弘、皇甫诞、牛仙客、皇甫无逸、皇甫
+

、皇甫镛、梁肃、

李翱等。梁肃文得独孤及传授，崇尚古朴，为韩愈、李翱等所师法，是唐代古文运动的

先驱。李翱曾从韩愈学古文，他的 《来南录》为日记体文章，另有 《李文公集》１８卷。
宋时吴的 《复撒离喝书》和元代王柏的 《五龙庙记》皆较为出名。

明清以来文人辈出。赵时春、慕天颜的文章倍受称许。李贽评赵文曰： “所为文若

诗，豪宕闳肆，伸纸行墨，滚滚而出；若不经意，而于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说者以

为有司马子长、李太白之风，不虚也！”地方官吏中胡松的 《仰止书院记》，胡缵宗的

《思正堂集》，康海的 《乡贤祠记》和 《重修学宫记》，李必敷的 《题名记》，吴同春的

《游崆峒记》，吕时中的 《全守关西道改建泾州记》，温应璧的 《重修水泉上寺记》等等，

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都颇具文采。其后，赵贡玉的 《吴山遗稿》，刘钺的 《虚谷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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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赵青藜的 《爱日山房文集》，吴镇的 《松花庵全集》、苏履吉的 《重修灵台县学宫

记》、关山巍的 《重修隐形山碑记》、朱禨的 《游崆峒纪》、闫佐武的 《晋取举人考文四

篇》、黄廷钰的 《游西岩记》、左宗棠的 《祭宋三将军文》、张廷福的 《旷如亭记》、

许振伟的 《泾州直隶州创建试院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平凉散文的领域，丰富

了平凉散文的内涵。

民国期间，留下散文作品的有郑?、潘伟观、姜辅周、幸邦隆、宋祝平、吕器等。

新中国成立后，５０至６０年代在省级报刊发表散文作品的有庄浪县丁广学的 《等待不

得》（《甘肃日报》１９５６年）、崇信县张永福的 《秀才找宝》（《甘肃日报》１９６１年）、平
凉县姚学礼的 《我和海南岛》 （１９６５年 《中国青年》杂志）、李秀峰的 《晴岚碧海话

崆峒》。

１９７９年后，出现 “散文热”。１９８０年姚学礼的散文有 《啊，崆峒山》（《香港文学》

第３期）及 《陇东初录》、《陇东人》散文集。９０年代，由张光复等主编的 “爱我平凉丛

书”，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共出版１６３本，其中散文集近百本，是 “文学陇东军”的一次亮相

与检阅，“丛书”获全省 “五个一工程”奖。姚学礼、雷鸣、张怀群、荆爱民、第广龙、

何小龙等时有佳作，曾产生一定影响。

生长于平凉、现客居海南的单正平的 《行走在边缘》、《膝盖下的思想》、《闲话女人

———迷你男权主义》３本散文集，表现了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也引起社会较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丁天光、张黎明、杜文辉、王韶华、白恒玺、李世恩、景颢、李玉成、

李利军、李业辉、宋凌云、谷伟学等的散文常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并有一定影响。

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散文选刊》曾推出 “雷鸣散文特辑”专门推介。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驼铃

·写真世界》刊出魏柏树、古月 《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山高僧》长篇纪实文学。张旭升

的报告文学 《“窗口”人》于２００２年获 《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在西安公安战线工作

的王作人，先后出版 《警方报告》和 《警坛忠魂》报告文学集。

第四节　剧　本

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的 《群音类选》，收入安定人泰安子编的杂剧 《男

风记》、《桂花风》。清康熙前期，有人以发生在平凉的故事编成 《老少换妻》剧本 （亦

名 《老少换》，今仍为小曲戏保留剧目之一）；后被改编为昆曲 《巧换》而流布于大江南

北。另有光绪元年的手抄本 《韩湘子传》系出自静宁作者之手。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灵台县戏班班主苟俊文曾编小秦剧 《蔡艺娃返南川》。此后，３１
年 （１９４２），王亲师为平凉晋声社编的大型蒲剧剧本 《一枝桃花梅》和翌年屈武进创作的

大型蒲剧剧本 《百灵庙》，都给平凉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 《百灵庙》是以当时傅

作义部队在内蒙古百灵庙镇痛歼日寇的现实素材而新编的戏曲剧本，引人注目。

新中国成立后，平凉戏剧改革委员会改编的秦腔 《白毛女》，由平凉中学首先搬上舞

台，使平凉城的观众耳目一新。屈直哉写的大型秦腔 《李纲与宗泽》于１９５５年由新民剧
社排演参加甘肃省首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１９７２年，全省文艺汇演时，张世元等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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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战歌》和杨鹏英、董华创作的 《踏遍青山》参加演出，得到好评。此后，曾多次编

写戏曲或话剧剧本的作者有泥浪、杨柳、仇非、戴笠人、张世元、黎廷刚、尹益庚、

高延仁、张永福、王曦焕、邵宏中、赵之理、李东和、魏俊仓等，其中在省、地报刊发表

或出版、印行并由地、县戏曲剧团正式上演过的剧作计有１００多部。其中获取地级以上
创作奖的有张世元、黎廷刚的 《杏子黄了》、《应受尊敬的人》、《暖泉》、《钟馗择婿》、

《新来的部长》，赵之理的 《荷包情》 《郊外》，曹明的 《致富女婿》；崇信县张永福的

《一筐核桃》、《山里金》和高延仁的 《破镜重圆》、《巧姻缘》、《巧劝娘》、《巧缝衣》；

平凉县仇非、戴笠人的 《胭脂案》和戴笠人的 《成双成对》；泾川县王曦焕创作的 《大

木匠钻箱》、《徐延昭斩子》、《梁九品》、《中心户长》；灵台县王作人创作的话剧 《北方

来客》、《古墓新尸》、《唐陵迷雾》、《一见钟情》、《黄昏时分》、《展销会上》，均在西安

市排演，并获好评或获奖。戴笠人的 《成双成对》，杨柳的 《喜相逢》、杨鹏英、董华合

编的 《踏遍青山》，张世元、黎廷刚、邸金俊、麻泥浪合编的 《泾河战歌》都曾一度引起

社会的关注。

第五节　文艺研究

隋牛弘在 《五乱》中阐述过自己的文艺观点。唐梁肃倡导古文运动，形成一种潮流。

李翱的 《来南录》中有部分对文艺观点的议论。明清以来赵时春、李应奇、刘钺、

赵青藜及民国时期的孙积善等皆对为文之道作过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平凉的文艺研究和评论，多在 《新平凉报》、《平凉农民报》、《平凉

日报》、《崆峒》杂志、《泾河》杂志的文艺评论专栏中发表。业余评论作者有８０多人，
其中姚学礼写的 《西部诗的华变———后乡土诗论之一》发表于１９８１年６月６日泰国 《世

界日报》，《中国乡土诗的美学特征———兼论玄鹤诗歌在华文诗潮中的影响》刊于１９８８年
３月１８日菲律宾 《世界日报》，《诗的困扰》发表于１９８８年８月 《星星》诗刊，《香港百

年诗人》１９９７年７月在 《诗刊》发表，诗论 《香港百年心》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６日 《人民

日报》文艺版发表。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后，曾有 《姚学礼陇山风研究集》、《扎根本土，超越本土———论姚学

礼的诗兼及陇山风》、《我读姚学礼现代诗》、《崆峒钟声海外闻》、《读 〈姚学礼海外诗

选〉》、《恋着根恋着土的爱的方言———读 〈姚学礼海外诗选〉》等专著研究评介姚学礼。

姚学礼的 《平凉诗歌简论》、《平凉文学史简论》、《姚学礼文论集》、《隔岸观潮———

姚学礼海外文论集》等论文及专著，多能把握时代脉搏，思考陇东文学，反映其对新乡

土诗的探索与追求。

姚义 （灵台籍）先后整理出版了研究陇东文艺的 《呼唤集》、《折枝集》等专著。

孙明君 （静宁籍，清华大学教授）的 《解读诗史精神》、《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

２０世纪 〈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展望》等７０多篇论文引人注目，还参与编著 《汉末士

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政治视野中的汉魏文学》、《昨夜星辰—中国古典

诗歌品鉴》等教材及其辅助读物，在全国文坛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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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正平的文学评论及文艺理论专著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主义与中国文

学》皆正式出版，他还常在 《天涯》刊物上发表文艺、美学等论文和译文，后者已集结

为 《现象学与审美现象》出版。

杨柳民间文艺研究论文 《泾渭花儿初探》刊于 《甘肃民间文化论文集》 （１９９３年）
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所编 《社会音乐研究论文集》（１９９４年），该论文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８日
获第二届中国北方民间文学二等奖。“用他长期搜集积累的资料提出了 ‘泾渭花儿说’，

打破了以前花儿只有两大类：即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之说”。

另一关注平凉文艺发展和评介的是华亭籍的王继儒，他的 《黄土魂》对平凉部分作

者的作品作了评述。李广兴的 《李广兴文集》中也有对平凉文艺发展的评论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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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艺术创作

第一节　绘　画

传说古成纪出生的伏羲画卦，为中国绘画的开始，此后缺载。唐代泾川人胡翼，系

宫廷画家，传记收入 《中国古代画家辞典》。

清代静宁人刘曰萃，工画，以墨竹之独特和营造梅花神韵名世。其后，静宁人

赵为卿以画驴著称。清道光至同治年间，客居庄浪的普庆善画人物、山水，《钟馗图》尤

为后世称道，其作品多不题上款，署名则为 “普庆”、“安澜”或 “北京正黄旗”、“天水

郡古齐”。清末民国初，静宁人田洲以绘画为业，翎毛、人物、花卉颇具匠心，尤以山水

画著称，名播陇原。静宁画家赵西岩，以师从齐白石并第一个把齐派艺术引入陇原，促

进了陇上画风的转变。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庄浪县的王耿光，诗书画俱佳，山水画注
重意境，清幽淡远。

民国期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平凉人汪若南潜心于竹、兰，谙其形而通其质，故形

之于笔则绰约多姿，所作春夏秋冬之竹４幅，刻石藏于崆峒山，供人鉴赏。书画造诣与
之并列的有张观雪、曾鲁斋、刘芳铭。张观雪以干笔山水画闻名于世，所画 《芦雁》，曾

与汪若南的墨竹一起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送往苏联莫斯科参展。曾鲁斋致力于人物、山
水，善于捕捉对象之特点，故常一挥而就，人称快手。刘芳铭 （回族）师从曾鲁斋，博

采众长，常有匠心独运之作。泾川县杨凤翔擅长山水，且能诗文，懂医道，人品画品俱

佳。华亭县李宝箴擅长花鸟，并有多幅作品传世。王效儒师从李宝箴，以紫藤见长。庄

浪县的柳晋泮，崇信县的梁子祥、梁晓峰、李鸣皋、许廷祯等，都因水墨画而闻名乡里。

灵台县的李继唐以卖画为业，先致力于花卉翎毛，后醉心于人物，所作 《蒙古民族围猎

图》、《耕读渔樵四业图》、《陶渊明赏菊图》，颇得时人赞评；从传世的 《饮中八仙图》

可见其艺术学养与运笔之功力。贾怀谨的 《下山虎》，气势逼人，颇具动感。

新中国成立后，平凉师范、平凉一中、二中美术教师洪云禅、刘国士、水天中、朱

幼华、李静一等，在培育绘画人才的同时，坚持不懈地作画示范，各有佳作留世。

１９８３年５月，由平凉、天水地区文化处、群艺馆倡导发起，连同定西、陇南、庆阳
五地区美术作品联展，至１９８７年结束，历时５年。全区计有１５０幅国画、油画、版画参
展，其中李鸿文、刘海林、刘灵、陈书馨、刘亚明、翟万杰等１３人的佳作获 “五区联

展”优秀作品奖。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全区 “陇原书画展”，先后在西安美术家画廊、甘肃

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群艺馆展出。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地区文联、美协先后组织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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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宝鸡、平凉与渭南书画交流展。

王崇人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其 《人物画技法》多次再版，发行４０余万册。他以画
雏鸡闻名。

徐鸿钧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参 《人物简介》）。

李鸿文作品多取材于西部地区群山大漠驼队等景物。画面上常于写意中透出雄浑，

意境悠长。１９９１年，《驼铃》被国务院主办的 《中南海》收藏。

刘海林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获奖。１９７６年创作的连环画 《铁牛奔驰》、《优秀

党员张金生》正式出版发行１０万册 （张），油画 《惜别》、《开镰》获甘肃油画佳作奖。

刘灵的国画 《秋艳》在１９８８年６月香港 《文汇报》４０年报庆 “全国名家中国画大

展”中获金奖。１９８９年５月，《山妹子》获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和台湾雄狮美术社联
合举办的 “当代水墨新人奖”银奖。其作品笔简意幽。

蒋志鑫甘肃省第一位进入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的画家，有４幅作品被该馆
收藏。其后，曾在韩、法等国举办画展 （参 《人物》）。

王天波继承传统的纸织画技艺，并发明了纸织画织机，使这一艺术品种成为平凉旅

游产品的名牌之一。他倾心画竹，技艺精进，笔法创新，被画坛权威人士所推许：“其笔腾

踔纵横，力可扛鼎，韵溢九霄，出神入化，悉在妙理。”他自己在题诗中也道出心曲：“数十年

来画竹枝，废纸如山墨成池。写得高节凌云意，岁寒冰心只自知。”

胡晓云从１９８２年后，在江苏、兰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陇原四月》在１９９８年第六
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鹏城杯”文艺奖中获三等奖。作品曾在 《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

报》、《中国书法》等报刊上发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胡晓云画集》由中国画报社出版。
刘新平的画长于山水，意象凝重。１９９４年创作的国画 《雁叫声声》入选中国文化部

和中国美协主办的 “第八届全国美展”，荣获 “甘肃省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美展”二等奖，

部分国画作品编入 《中国美术选集》等书。

陈书馨早年擅画花鸟、人物，近年致力于崆山山景的描绘，善于捕捉其特点，以简

驭繁，其作品在８０年代即进入书画市场。
张建中书画清丽精微。１９９３年出版 《张建中画选》专集。２００１年 《清韵》 （重彩

画）获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主办的 “中国首届重彩画大展”优秀

作品奖。

张凤仓的国画多取材于西部特有的山水，巧于变化。１９９４年国画 《黄塬深深》入选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甘肃美术、书法、摄影艺术展览”；１９９５年其作品入选 “九五中国体

育书画大展”赛。作品曾在 《中国青年》、《解放军报》等多家报刊登载。

万亚林国画作品气象高古清丽。国画工笔花鸟获甘肃省文化厅主办的 “新千年书画

大展”创作奖，国画 《荷》入选甘肃省纪念 “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６０周年”美展等。国画小品入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首届中国书画小品大展》优

秀作品集，部分国画作品在 《宁夏日报》、 《甘肃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

发表。

李鹏翔擅长写意山水，其画作曾获中国美协举办的庆祝建国５０周年全国诗书画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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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奖，或入选并参展中国美协、云南世博会共同举办的 《世纪·中国风情》国画展。

作品入编 《中国黄河魂艺术大展精品集》、《世纪·中国风情中国画展作品集》、《全国绘

画实力派作品集》等多部画集。

潘守军擅长画山水、花鸟，国画作品多次参加省地 （市）书画展并获奖。

张涛擅长山水写意。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地 （市）、省内外书画展并获奖。

在美术创作中成绩显著的还有梁俊秀、王顺发、翟万杰、崔振世、张纬中、王宏谋、

刘毓学、刘亚明、者存贵、王进川、刘文君、王顶和、龚泽军、王发昌、赵磊、张树兴

等。

第二节　书　法

安定乌氏人梁鹄以 “八分”汉隶名世，汉灵帝刘宏爱其书法，鹄以此举孝廉为郎。

曹操亦常将其墨迹悬于账中或壁间观赏。梁鹄的书法被视为 “上上品”、“妙品”，其八分

书体现了龙威虎震、刚健雄逸的风格 （参 《人物》）。皇甫规妻，史载其 “善草书”，惜

今佚。南宋时，名将吴曾留墨迹于 “闽中锦屏山”，“其书，奇伟可爱”。元代商挺，曾

莅临崆峒山东台宝庆寺，撰书 “宝庆寺记碑”碑文，其墨迹颇受称道。明代第七代韩王

朱旭阾，书艺娴熟，有 《千文法帖》留世。静宁人杨仪，书艺老到，人谓得仙客指授。

清代至民国，庄浪籍的赵贡玉，善书法，其字端庄秀丽。普庆，亦善狂草，兴之所至，

或用笔、或用指、或用棉团，皆挥洒自如，妙趣天成。梁仰峰，其字显雍容华贵。

杜友房、王耿光、李毓华、柳难岳、李文敏、柳逢源、王作堂、史良贵、朱秉衡、孙克昌

等，皆系庄浪人引以为荣之善书法者。静宁籍或在静宁留下墨宝者有叶桂、赵为卿、

刘曰萃、刘仿穆、叶增庆、刘继穆、穆钦元、李应太、董霖、冷文炜、明福、谢威风、

裴应祥、田洲、刘祖禹、陈桂山、马蕴山、李文渊、戴孔颜、李树敏、王廷兰、戴敦礼、

吴云卿、王尔全、王谨文、刘思恭等。平凉有刘连升、刘瑞年、杨学震、王如用、

汪若南、张观雪等皆精于书艺。灵台工于书艺的有多富文、关山巍等。

１９４９年后，热心于书法艺术者日众，较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有牛相乾、张彦、张少观、
梁受百等。随后，翟万益、刘国士以草书和楷书引人注目。８０年代后期，全区逐渐形成
醉心于书法的群体约有３６０多人，有甘肃书法家协会会员３５人。２００２年，除中国书协会
员外，为人们较普遍认可、书艺较具影响者有葛纪熙、章岚、戴履中、张宗裕、何清荣、

焦克敏、戴季昀、刘浚、慕鹏军、任继军、李再武、龚秀山、李佐文、崔振世、李玉轩、

杨家凤、王晖、王怀罡、王亚斌、王友璧、白金仁、杨帆、刘伯夫、李正清、王顶和、

胡学明、程万恭、林玉峰、丁仁杰、雷鸣等。

翟万益、马荣胜、王刚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作品见前）。

翟万益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曾获 “敦煌文艺奖”一等奖，

多次参加全国书法 （篆刻）展并获奖，著作有 《砖刻拾掇》、《翟万益篆刻集》出版。

马荣胜的作品曾入选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和全国第五届楹联展，尤擅篆刻，作品先

后入选第三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和西泠印社第三届篆刻评展，也曾多次在 《书法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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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篆刻》、《中国书画报》等多家专业报刊上刊载。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书法报》在
《书苑荐秀》栏介绍马荣胜书法和篆刻成就，并刊篆刻作品６幅。２００２年在甘肃全省篆刻
展上获一等奖，同年又以 “瘦金书”书法作品获 《书法报》举办的书法篆刻大赛银奖。

王刚的作品４次入选全国书展， 《中国书法》、 《中国书画报》等报刊杂志曾刊其
作品。

葛纪熙的作品１９８０年入选西北五省 （区）书法篆刻展。

何清荣的书法作品入选 “敦煌艺术节”全国小品展，首届全国老年书法作品展特

邀展。

雷鸣的书法作品于２００２年曾入选中国美协、书协主办的全国艺术节作品展。
王崇人的篆书古朴苍劲，空灵飘逸，布局结体雄浑大气，线条中流动着金石韵律。

第三节　摄　影

清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瑞典籍基督教牧师多宝将摄影术传入平凉。３０年代末至
４０年代初，照相馆在平凉相继创建并兴起 （参 《商贸》）。

１９５０年后，新闻摄影兴起。１９７４年，由毛地引进彩色摄影。１９７９年，在甘肃省庆祝
国庆３０周年举办的摄影艺术展中，５位作者１５幅作品入选，毛地、崔振世、宋敬孚的作
品分获二、三等奖。１９８１年，毛地被吸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１９８０年有崔振世，
１９８２年有史怀琨、刘仲海、马芳忠相继被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此后，地区多
次举办摄影艺术学习班及摄影艺术展。１９８３年，刘仲海的 《惬意》、《黑旦》入选省部级

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并被收入 《人像摄影艺术作品集》。１９８７年，由毛地、崔振世等
发起组织 “平凉摄影协会”，推动了摄影工作开展。１９８９年，甘肃省庆祝国庆４０周年举
办摄影艺术展时，毛地拍摄的 《山乡灯节》获彩色一等奖，王兆麟拍的 《动脉》获黑白

二等奖，史怀琨拍的 《月光如水》获黑白三等奖。１９９０年４月，马芳忠拍摄的 《芽与

根》获首届中国老年 “红光杯”入选奖。

１９９２年元旦，由地区文联和新成立的地区摄影家协会举办 《“关山杯”摄影艺术作

品展览》，共展出作品２０８幅，地直和各县 （市）均有作品参展。同年１０月，地区群艺
馆、平凉摄影艺术研究会联合举办全区摄影艺术１０年回顾展，参展作品不少是曾在全国
或全省获奖的作品。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７年，地区相继举办５次摄影艺术展，加快了摄影艺术的普及与发展，开
阔了视野，培养了新人。

１９９６年，由平凉摄影艺术研究会策划、毛地主编的 《平凉摄影作品选》正式出版。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２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并迎接澳门回归，
地委宣传部、地区文联、地区影协联合举办全区摄影作品展，有８０多位作者送交１０００多
幅作品。入选参展４５８幅，评出一等奖８名，二等奖１６名，三等奖、优秀奖３８名。
２０００年５月，吴烨、张国银、孙廷永代表平凉地区摄影家协会赴上海参加徐汇区文

化艺术节，期间举办 《大西北风情摄影作品展》，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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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８月，举办 《“华煤杯”摄影大奖赛》，中国摄影家协会党组书记于健、副秘

书长韩学廷、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与省、地摄影工作者一起下矿井、

登关山、访农村，拍摄数千幅作品展出。区内孙廷永、陈光泰、陈爱民、刘自峰、孙勇

获奖。同年，张国银、吴烨、孙廷永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地区书法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联合创办 《书法摄影》报。同年，

地区影协的３０多名会员为画册 《平凉辉煌五十年》选送千余幅图片。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有一定影响的摄影作者还有曹经纬、刘国政、程元魁、
樊晓峰、鲍国和、雷鸣、金秀礼、韩力、王宗智、黄毅、祁玉成、朱克生、马志远、

吴勇、刘官清、冯文华、郝栓福、孙自强、杨治均、杨晔、张永强、宋国伟、王旭、

王怀珍、刘涛、史可晖等。

１９９２年，曹经纬第一个举办个人摄影展。此后，吴烨、张国银、孙廷永、朱克生、
韩力、赵志敏、陈可、李延福等人相继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

第四节　音乐歌舞

新中国成立后，平凉师范音乐教师洪云禅、杨文煊、杨文炯和在剧团从事音乐工作

的伊安慰、杨柳、赵世海、叶复兴、康复元、吕恒全等人，在工作之余搜集整理民间音

乐，进行歌曲创作。杨文煊的声乐作品 《崆峒胜峨嵋》、《中华，伟大的妈妈》及 《祖国

颂歌》或在全省播放，或获省级奖励。其论文 《和声与伴奏》曾收入 《甘肃省中师音乐

课必选教材》一书。叶复兴的 《爱我金色的北京》曾被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赞

歌一曲唱园丁》曾获甘肃省庆祝国庆３０周年文艺作品三等奖。康复元为歌剧 《葫芦信》，

话剧 《暖泉》，歌舞剧 《绿意》，舞蹈 《美丽的崆峒》及电视短剧 《过河》等１０多部剧
作、作曲配乐，较有影响的创作歌曲有 《走不出这片土地》、《黄河滩上唱支歌》、《共和

国的土地》、《火红的秧歌》、《大西北的春天》等，《陇东高原的呼唤》于１９９０年获省级
创作二等奖，《麦子黄了》（合作）于１９９１年获全省文艺汇演作曲、配器特别奖。

吕恒全、付作海创作的少儿歌曲 《花儿朵朵红》编排成舞蹈后，于１９８７年６月获甘
肃省少儿节目优秀演出奖，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央电视台 “七巧板”栏目播出。

平凉一中曾演出过 《铃铃舞》。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平凉地区中专艺校设有舞蹈班，
宝顺平曾排演 《洗衣歌》。平凉市艺校排演舞蹈 《快乐的罗索》、《丰收乐》等，在不同

场合公演。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期间，城乡群众兴跳所谓的 “革命战斗舞”、“忠”字舞。平凉地区

文工团排演过舞剧 《白毛女》、 《沂蒙颂》和舞蹈 《拥军水》，余凤英排导过舞蹈 《鱼

舞》、《弓舞》、《金凤开花》，平凉市秦剧团肖峰编导过 《军民鱼水情》、《半夜鸡叫》等。

１９７７年后，地区文工团排演 《美丽的崆峒》、《有喜了》、《赶海的小姑娘》、《小草之

歌》、《天竺少女》、《铁窗泪》、《红军不怕远征难》、《青草坡》，社会各界编排并演出的

舞蹈有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亚洲雄风》、 《红星照我去战斗》、 《崆峒仙姿》、 《山妹

子》、《青春的旋律》、《祖国颂》、《家乡的春天》、《世界是个小天地》、《牧羊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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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军民鱼水情》、《春江花月夜》、《得奖路上》、《萤火虫和小蜜蜂》、《七

巧板》、《走西口》、《我的中国心》、《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民歌联唱》（舞蹈）、《长

征》等歌舞。

１９８６年，由杨柳编剧、作曲，袁秀芳、张胜利编舞的三人舞蹈 《崆峒仙鹤喜人间》

获全省舞蹈调演三等奖。

９０年代，《跑旗》、《仙鹤舞》、《喜迎宾》、《王母夜宴》、《腾飞》、《锦毯飞花》、
《泾水情长》、《花棍舞》、《养路哥哥回来了》、《公路修到咱山区》、《黄帝问道》、《江山

西部开发颂歌咏赛

多娇》、《花儿与少年》、《姨娘的

故事》、 《哈萨克娃上大学》等曾

引起人们的关注。１９９１年，全省
残疾人文艺汇演中，吕恒全等创编

的舞蹈 《拥抱太阳》获创作一等

奖和演出二等奖。１９９４年，静宁
县集体编导的舞蹈 《伏羲画卦》

被推荐在兰州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艺

术节上作广场表演。同年，由吕恒

全、赵自力、沙莎创编的舞蹈

《燎疳》获省第二届中学生文艺汇

演二等奖。在１９９７年迎香港回归演出中，《欢庆》、《六盘颂》、《黄河魂》、《迎香港回
归》、《月光梦幻》、《心愿》、《春天故事》、《逛平凉》、《喜庆回归》等，创意新颖，获

得好评。１９９８年在地区举办的 《泾水欢歌》调演中，参演的舞蹈节目主要有 《希望的中

国》、《九月九的酒》、《好汉歌》、《儿啊儿》、《堆雪人》、《春花》、《喜庆丰收年》等。

同年，庆祝改革开放２０周年文艺演出中，参演的节目有 《欢腾》等。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８日，
舞协举办 《长城颂》文艺晚会庆祝 “八一”建军节，演出新的舞蹈节目有 《绿军装的

梦》、《飞向二十一世纪》，舞蹈保留节目 《欢庆》、 《六盘颂》、 《兵哥哥》、 《儿啊儿》

等。同年，庆祝建国５０周年文艺晚会，上演了 《喜庆》、《爱我家园》、《跨世纪的少年》

和 《祖国不会忘记》以及庄浪县舞蹈节目 《庄浪魂》。１２月，在庆祝澳门回归文艺晚会，
上演的节目有 《喜迎回归》、《金葵花》、《娃娃的故事》和 《女兵新曲》等。

１９９９年，吴烨、吕恒全等创编、摄制的 ＭＴＶ《黄土塬谣》，在全国第三届百家电视
台音乐节目展评中获银奖。

２０００年 “六一”儿童节期间，地区舞协组织全区少儿歌舞比赛，有４６个单位参加，
舞蹈 《守株待兔》、《逃出虎口》、《西部情韵》获一等奖。７月１７日至２８日，全省第二
届群星艺术节在兰州举行。地区选送的舞蹈 《皮影娃娃》获银奖，舞蹈 《爱我家园》、

《奔向未来》均获铜获。

２０００年前后，曾邀请全国著名歌星来区内献艺交流，产生过积极影响。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著名歌星宋祖英、韩红等应邀在平凉柳湖体育馆演唱，观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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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 “零点”乐队来平凉在柳湖体育场演唱，观众近万人。５月３１
日，著名歌星腾格尔应邀在平凉人民剧院演唱，观众６０００多人。８月１５日，著名歌星
毛阿敏应邀来平凉演唱，６０００多人观赏。８月２２日，歌星江涛应邀来平凉演唱，观者达
千人。

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著名歌星董文华应邀在平凉体育馆演唱，观众６０００多人。８月
１０日，著名歌星田震应邀来平凉演唱，观众６０００多人。

第五节　戏　剧

一、剧　种
秦　腔　秦腔源于陕、甘，乃西北五省人民喜闻乐见又独具特色的大剧种，分东府

秦腔 （同州梆子）、西安乱弹 （关中秦腔）和西府秦腔三个分支。平凉地区流传的是西府

秦腔。

秦腔在区内传播至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初为凤翔、宝鸡、岐山等地艺人来区内演

出，后有人渐次在境内落脚扎根。至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平凉城的平乐社融西府秦腔与
关中秦腔为一体，形成有浓厚乡土气息的 “平凉秦腔”。

眉　户　又称 “迷糊戏”。１９４９年前，眉户剧以皮影演出形式传入区内。后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平部队文工团上演 《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等，后来传入的新编现代

戏 《梁秋燕》，博得观众的喜爱，成为区内仅次于秦腔的剧种。

另有京剧、蒲剧、豫剧都曾在平凉落脚。

话剧、歌舞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平凉城区即有话剧演出。１９４９年７月后，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平部队曾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平凉城区人民演出话剧和歌舞。此后，业余

和专业文工团都曾以话剧或歌舞的形式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和方针，但配合形势宣

传的保留节目甚少。

陇　剧　１９５８年，陇东道情引入区内。平凉地区新陇剧团曾排演现代戏 《迎春花

儿》和古装戏 《旌表记》、《描容上路》等。１９７９年，平凉地区文工团排演大型陇剧现代
戏 《蜜月风波》，引起过一定的反响。

另有曲子戏、灯盏头等地方小戏。

二、表演团体

早在宋元时平凉境内已有戏曲演出活动。以何种形式演出已无考。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庄浪县水洛人刘世福置办戏装供戏班租赁演出之需。其后，
泾川人常腾甲创办 “常家班子”，为区内有记载的第一个戏班。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创建
的戏班大顺舞台，由擅长须生兼演花脸的常俊德领班，除在平凉城区有固定演出场所外，

亦常到当时陇东１７县巡回演出，至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解体。戏班里的罗大净、刘大净
（名皆不详）、秦鸿德、徐生华等演技颇佳，仍 “活”在老一辈人们的口碑中。民国期间，

各县均有私人组建戏班出现，活动时间较长的有泾川县的 “高皗班”，系党原人高应元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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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从民国元年维持到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较有影响的有静宁县阳山川 （今属庄浪县）

人张世成创办的 “双盛班”，极盛时有演员５０多人，较著名的有刘丽、刘生财、刘喜元
等，自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延续到２９年。崇信县柏树人孙富奎等创办的 “三胜班”，直到

１９４９年终止活动；还有庄浪县岳堡 （村）的 “蔡廷试班”，聘 “西北著名小生演员

李景华”等搭班演出，曾兴盛一时，到１９５２年停演。
创建于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夏的 “平乐社”，一度唱红了平凉。初由驻平凉国民军１３

师参谋主任张本仁任社长，由名演员高希中主持社务，后由屈直哉接任。杨渠统 （杨子

恒）出任陇东绥靖司令后，接管剧社，并易名为陇东平乐学社，在平凉城日见兴盛。２３
年冬，戏班易名 “平乐社新生游艺队”，随调防于河南的杨渠统先后辗转于洛阳、驻马

店、周口、罗山、信阳、归德府 （商丘）、郑州、开封等地演出。２６年，游艺队遣返，
部分演员回平凉后重组 “复兴平乐社”。３４年春演 《塞上风云》，曾红火一时。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文教处接管，后改名为平凉剧社，１９５０年初上演 《还我河

山》后停演。平乐社在平凉活动近２０年，曾培养出薛再平、阎更平、张方平、乔良平、
焦云平、刘文乐、屈效梅、王彩霞等名角。

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春，陕西陇县聚义社在平凉城演出，后扎根于平凉，曾与平乐社
争夺名角，争夺观众，时人称为 “戏剧大战”。３４年到固原演出时，被当地军阀强制收
编。剧社有姜旺秦、王秉秦、高致秦、汤秉中、崔晓中、姜瑶中等一批颇受观众赞誉的演员。

京剧长春社于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在平凉成立，著名坤伶黄灵芝、黄宝芬颇得京剧爱
好者推崇。初由黄文录主持，后由高继善接办，易名新春社。演员新兰芳自编连台戏

《狸猫换太子》２４本，并亲自主演，轰动一时。３５年底迁往兰州。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５月，应平凉山西商务会邀请，以上官震海、吴庆昌为班长的蒲

剧晋声社由庆阳西峰来平落脚。翌年８月，名伶阎逢春、孙广胜、筱月来、筱兰香等来
晋声社搭班，一时声誉鹊起。３２年夏，秦腔名角高希中、牛利民、傅荣启等欣然加盟晋
声社，秦、蒲剧同台异调，别具风格，时人称为 “风搅雪”。排演过以反映傅作义部队在

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军事迹新编剧目 《百灵庙》，是平凉戏曲史上 “推陈出新”之作。３３
年，蒲剧名角王秀兰 （即后来扮演戏曲影片 《窦娥冤》中的主演）、李玉兰、袁筱亭等亦

慕名到晋声社搭班。王秀兰主演的 《柜中缘》，她与秦腔名须生袁兴民合作演出的 《走

雪》，极受观众赞许。３７年秋停。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７月，以樊粹庭为团长的狮吼剧团由宝鸡来平凉，在平凉县城演

出。剧种、剧目和演员都令当地观众耳目一新，很快打开局面。演出的 《女贞花》、《齿

痕记》、《巾帼侠》、《凌云志》、《霄壤恨》、《锦荣归》、《酬笺拷红》、《叶含嫣》、《桃花

庵》等，都颇受观众喜爱。后应邀赴兰州演出。

３７年 （１９４８）冬，由曹子道、高炳新组建的新道豫剧团在平凉城落脚，演出多为传
统剧目。因驻军骚扰，于翌年底离开。１９５０年前后，有有声豫剧社和群众豫剧社在平凉
城区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平凉城区的秦腔艺人组建起新民联合社，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改为平凉
专区新民剧团，１９５５年平、庆合并，又改名新陇秦腔剧团。１９６３年初，各县 （市）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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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新陇剧团的演员为农村业余剧团排练剧目

剧团裁减，合并成立平凉秦剧团总

团，团部设在原新陇秦腔剧团院内，

下设４个演出队。１９６４年，经整编后
留下１３０多人分别组成平凉专区秦剧
团和平凉专区陇剧团。排演的现代戏

有 《三世仇》、《说书阵地》、《龙马

精神》、《江姐》、《李双双》、《崆峒

风云》等。１９６６年３月，专区秦剧团
与陇剧团合并为平凉专区秦剧团，编

制 ７０多人，其余人员分流到各县
“乌兰牧骑文工队”。１９６９年并入毛
泽东思想宣传站。排演陇剧 《沙家

浜》，曾先后在平凉、兰州演出３个多月。１９７０年，宣传站 （队）撤销，组建平凉地区

文工团。１９７２年７月，文工团分设秦剧、京剧两个队。１９７４年４月，秦剧队从文工团析
出，仍称地区秦剧团。同年１０月，成立文艺学习班，招收新学员。１９７７年，演出秦剧
《小刀会》。１９７８年，接连排演 《逼上梁山》、《十五贯》、《杨门女将》、《三滴血》等古

装戏，曾两次到兰州演出，载誉而归。１９８３年，地区的专业戏曲学校成立。此后，电视、
录像的普及，秦剧演出陷入困境。至２００２年底，地区秦剧团在编演职员１４０名，其中演
员８７名，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演员的有７名。在３０多年里，上演本戏近３０多本，其中
《山花烂漫》、《赵家父子》、《钟馗择婿》、《山外风》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期间获省级

奖励的剧目有 《钟馗择婿》、 《山外风》，获省级以上个人表演、伴奏、舞美奖励的有

２６人。
１９６４年底，成立平凉专区文工团。翌年以眉户剧 《老代表》为主参加在兰州举办的

“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１９６６年２月，原陇剧团部分演员调入。１９６９年并入毛
泽东思想宣传站。１９７０年８月，宣传站撤销，与专区秦剧团合并，称平凉专区文工团。
１９７１年５月，上演芭蕾舞剧 《白毛女》，１９７４年底排演大型舞剧 《沂蒙颂》，１９７５年排
演 《毕业新歌》，曾两度进京汇报演出。１９７６年排演歌剧 《白毛女》，此后排演过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救救他》、《西安事变》、《葫芦信》、《洪湖赤卫队》、《八·二六前

夜》和戏曲 《蜜月风波》等。其中自编的话剧 《暖泉》、《新来的部长》、《杏子黄了》、

《应受尊敬的人》等多次在省、地 （市）文艺调 （汇）演中获奖。１９８０年改为平凉地区
话剧团，１９８１年恢复原名地区文工团。此后，多以歌舞、音乐和小品等形式演出兼及营业
性舞会等文化产业，１９９４年并入地区秦剧团。

全区７县 （市）剧团，多以秦腔为主。１９５０年底，曾成立平凉市秦剧团。平凉县与
华亭县合并后，亦称平华剧团，不久又分设，１９６３年初撤销。同年８月平凉县由１３人组
成乌兰牧骑宣传队，１９６９年并入毛泽东思想宣传站。１９７４年成立县文工团，有演职人员
６０多名。１９７７年初，上演 《洪湖赤卫队》等引起较大反响。秋季，排演 《逼上梁山》，

连演２９场，随后又推出 《十五贯》，连续演出６５场，创空前纪录。１９７９年３月，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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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秦剧团，演出的折子戏 《庵堂认母》、《舍子》、《牧羊》、《起解》、《三堂会审》、《冷

房》，均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１９８５年初，老演员王超民、王彩霞各以应工戏
《挑袍》和 《赶坡》应邀到兰州参加春节联欢录像演出。１９９５年，剧团并入平凉市城建
开发公司。１９９９年，排演刘彦春编写的 《古道情》，受到好评。２０００年后，剧团以下乡
演出为主。

１９５３年庄浪县建起和平剧团，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并入静宁县秦剧团，后几起几落，１９８２
年改称庄浪县秦剧团。１９９０年徐仲科、孙自勇编写的现代戏 《燕归来》，在地区汇报演

出时获好评。１９９９年排演大型话剧 《庄浪人》，参加地区国庆５０周年献演中获一等奖。
２０００年后，长年活动于农村，年演出２６０场以上。

静宁县于１９５１年初由著名演员李景华牵头，组建静宁县人民剧团 （集体性质）。

１９５５年，县上组建静宁县文化剧团，社会集资建起可容纳１５００名观众的文化剧院。此
后，亦历经撤并、重建等过程，直到１９７８年定名为静宁县秦剧团。１９８６年，排演刘浚创
作的秦剧 《千秋恨》，参加地区演出，收到良好的效果。１９９９年排演邵宏中创作的 《山

魂》，参加全省国庆献演获二等奖。２０００年后，剧团以农村演出为主，年约２８０场。
泾川县于１９５２年接收原平凉民艺社，改名文光剧团，１９５４年成为专业剧团，１９６４年

并入地区秦剧团二队。几经反复，至１９７９年改名县文工团，１９８０年复改名为县秦剧团。
１９９０年王喜焕创作眉户剧 《大木匠钻箱》，参加地区演出获一等奖。１９９５年，王曦焕创
作剧本 《梁九品》，再次获地区演出一等奖。１９９９年，该剧参加全省国庆献演时获一等
奖。２００２年，新排现代戏 《苦情》，受到群众的高度好评，并赴周边各县巡演出。

华亭剧团的演员们在农村

华亭县于 １９５２年成立人民剧团，
１９５５年改称声剧团，１９５８年又改称
崇华剧团，不久又改称平华剧团。１９６１
年以现代戏 《两颗铃》参加西北五省汇

报演出获优胜奖，１９６２年复改名为华
亭剧团。“文革”中剧团解散，艺人改

行。１９７４年县上组建文工队，后改为
文工团，至１９７９年定名为华亭县秦剧
团。１９８６年剧团以 《仪州案》参加地

区会演获演出一等奖。１９９２年又以
《麦子黄了》 （编剧孟泽仁等）参加全

省文化下乡戏剧调演获特别奖；同年被

国家文化部、劳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在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表彰会

上，剧团代表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并集体合影。１９９９年，由田涛编剧的 《矿山

情》，在全省国庆献演时获三等奖。此后，剧团一直活动在农村，年演出３００场左右。
灵台县于１９５２年成立群众剧团。１９５８年改称灯盏头剧团，１９６２年恢复原称，１９６４

年改称平凉秦剧团四队。 “文革”中机构瘫痪，到１９７５年又正式成立灵台县秦剧团。
１９８６年，剧团排演袁相杰创作的 《双诗帕》获地区二等奖；１９９５年排演王忠学创作的大

０５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中）



型灯盏头 《金牛湾》获地区演出一等奖。此后，以下乡演出为主。

崇信县于１９５４年在五三剧社基础上成立和平秦剧团。１９５８年并入华亭县声剧团。
“文革”期间，改称县农村文化工作队，１９７８年称为崇信县秦剧团。剧团因演出市场出
现困境，活动时有时停。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平部队和武警８６７０部队都曾建有文艺宣传队，主要服务于
部队。创作和演出极具特色，在兰州军区乃至全军会演中曾多次获得过一等奖和二等奖。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专业剧团８个 （其中秦剧团７个），演职人员３２８人，其中文艺二
级演员５人；有公用房屋７１９６平方米；是年演出计１３４２场，多在农村活动。

三、剧　目
清末至２００２年，各县 （市）上演过的传统戏、历史剧、现代剧 （含当地作者创作的

大小剧目）计有１２００多出，保留剧目约２００多出。１９４９年前，平凉县城上演过秦腔 《软

玉屏》、《比翼鸟》、《鱼水缘》、《人月圆》、《爱国奇女》、《火烟恨》、《庚娘传》、《李秀

成》、《韩宝英》、《血战扬州》、《棠棣之花》、《黄花岗》、《卧薪尝胆》、《大婚姻谈》、

《塞上风云》、《盗虎符》、《九江口》、《搭子沟》、《铁公鸡》、《淤泥河》、《九龙杯》、

《伐子都》、《盗玉马》等，晋剧 《狸猫换太子》，豫剧 《女贞花》、 《齿痕记》、 《巾帼

侠》、《凌云志》、《霄壤恨》、《锦荣归》、《叶含嫣》、《桃花庵》等。

剧　照

１９６４年后，地区秦剧团上演过本
戏 《翰墨缘》、 《软王屏》 （前、后两

本）、 《回荆州》、 《天波楼》、 《三篙

恨》、《玉蝉泪》、《金碗钗》、《李离伏

剑》、 《文嫣之梦》、 《杨八姐盗刀》、

《金麒麟》、《八件衣》、《铡美案》、《赵

氏孤儿》、《夺锦楼》、《窦娥冤》、《湖

阳春梦》、《春秋配》、《四进士》、《法

门寺》、《哑女告状》、《恩仇记》、《卧

薪尝胆》、 《玉堂春》、 《辕门斩子》、

《忠保国》等，折子戏主要有 《四贤

册》、 《杀庙》、 《三对面》、 《赶坡》、

《杀狗》、《断桥》、《苏三起解》、《别

窑》、《教学》、《卖酒》、《放饭》、《藏

舟》、《打镇台》、《杨三小》、《取长沙》、《白逼宫》、《柜中缘》、《拾玉镯》、《小姑贤》、

《香山还愿》、《三堂会审》、《打柴劝弟》、《安安送米》、《荒郊义救》、《三娘教子》、《刘

贞哭祖》、《山花烂漫》、《赵家父子》、《山外风》、《钟馗择婿》等。

平凉市秦剧团上演过 《斩姚期》、 《下河东》、 《斩黄袍》、 《狸猫换太子》、 《铡美

案》、《潘杨讼》、《枫洛池》、《“八一”风暴》、《两颗铃》、《夺印》、《李双双》、《口袋

阵》、《卷 筒》、《胭脂案》、《彩楼配》、《五典坡》、《三凤求凰》、《假婿乘龙》、《出五

关》、《金沙滩》、《闯宫抱斗》、《桃李梅》、《海瑞驯虎》、《双明珠》、《徐九经升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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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席筒》剧照

《三休樊梨花》、 《八件衣》、 《风雨洞房》、

《串龙珠》、 《玉虎坠》、 《抬花轿》、 《金玉

奴》、《忠保国》、《回荆州》、《孙安动本》、

《穆柯寨》、《状元媒》、《长板坡》、《哑女告

状》、 《血溅乌纱》、 《华佗》、 《窦娥冤》、

《凤冠梦》、 《伐东吴》、 《小包公》、 《惊尸

案》、《赵氏孤儿》、《秦香莲后传》、《张古

董借妻》（眉户）、《母子情》（现代戏）等；

折子戏有 《马超哭头》、《庵堂认母》、《三娘

教子》、《二堂舍子》、《庚娘杀仇》、《苏武

牧羊》、《柜中缘》、《杀狗》、《祭灵》、《反

西凉》、《哭祖庙》、《断桥》、《拷红》、《放

饭》、《打銮驾》、《柴桑关》、《斩单童》、《斩李广》、《走雪》、《杀驿》、《卖华山》、《临

潼山》、《黄鹤楼》、《打镇台》、《打孟良》、《打焦赞》、《下河东》、《白虎堂》、《打砂

锅》、《挡马》等。

庄浪县除传统剧目外，上演过 《三打祝家庄》、《烈火扬州》、《卧薪尝胆》、《屈原》、

《木兰从军》、《棠棣之花》、《梁秋燕》、《高山流水》、《和尚原》、《燕归来》、《汉武哭

宫》等。

静宁县秦剧团除传统剧目外，上演过 《二进宫》、《大报仇》、《大登殿》、《太湖城》、

《火烧绵山》、《火焰驹》、《天台山》、《天河配》、《水灌晋阳》、《四郎探母》、《白蛇传》、

《穷人恨》、《游西湖》、《三滴血》、《打金枝》、《鱼腹山》、《彩楼配》、《劈山救母》等。

泾川县、灵台县、崇信县秦剧团除传统剧目外，上演过 《白帝城》、《将相和》、《康

王告状》、《穷人恨》等。

四、演出场所

宋、元时，境内已有戏楼出现。明清时，县城和一些较大集镇在修建庙宇时多修戏

楼。民国年间，全区有明代修建的戏楼８处、清代的１３９处、民国时１７处。静宁县有固
定场所９２处，庄浪县为７６处，平凉县仅 “古庙台２８座”。

新中国成立后，各县先后兴建起较大的影剧院。１９７９年建起 “平凉影剧院”，位于

西门口路北，主体建筑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观众座位１３３２个，内有电、暖、水、风扇等设
备，另有售票房等附属设备，是区内戏剧演出和电影放映的最大场地。

平凉人民剧院，位于南门什字路北，建于１９５８年。剧院设１１１６个观众固定座椅，演
员化装室、乐池与舞台构成一个整体，灯光和隔音设施齐备。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晚，因电
器线路发生短路，引燃房顶天花板导致火灾。２００２年在原址动工兴建新的崆峒大剧院。
１９７９至２００２年，各县较大村镇都建起舞台。静宁县现有大小舞台２００余座，庄浪县

多达３００多座，其中多数为钢筋水泥结构。
五、戏剧调演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艺调演中，平凉地区文工团以独幕话剧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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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歌》代表甘肃省参加演出。同年国庆期间，再度赴京参加献演活动。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５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和陕西省文联、陕西省剧
协等联合举办的 “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在西安举行，平凉地区代表团的演员王晓东获

清唱一等奖，张卫珍获清唱二等奖，赵敏霞获清唱三等奖。

１９６０年　月，平凉专区新陇剧团移植排演 《杨八姐盗刀》，参加甘肃省首届青年演

员汇演，以演员阵容整齐，排演精良，音乐优美而引起轰动效果，５名青年演员演奏员获
得奖章。

１９７２年５月，为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３０周年，甘肃省举
办文艺调演，平凉地区秦剧团以陇剧 《泾河战歌》、平凉县业余组以眉户剧 《踏遍青山》

赴兰州参演。

１９７４年，全省文艺调演，平凉地区文工团以独幕话剧 《阳山新人》 （后改名为 《毕

业新歌》）参演。

１９７８年８至９月，在兰州举办全省戏剧调演，平凉地区文工团以独幕话剧 《杏子黄

了》、《应受尊敬的人》参演，分别获创作二、三等奖。同年全省 “农业学大寨”戏剧调

演在兰州举行，平凉地区代表队演出秦腔 《又一次较量》和灯盏头 《新苗茁壮》。

１９８１年，全省在兰州举办戏剧调演，平凉地区文工团以陇剧现代戏 《蜜月风波》

参演。

１９８４年，平凉地区文工团排演的六场话剧 《暖泉》赴兰州参加部分地区进京剧目调

演选拔。

１９８５年，全省青年演员调演在兰州举行，平凉地区代表队演出秦腔折子戏 《卓文

君》、《拷红》、《鬼怨》、《临潼山》、《柜中缘》。除获集体文明奖外，李琳演出的 《拷

红》获二等奖，鲁丽娟演出的 《柜中缘》和贺忠宏演出的 《临潼山》皆获三等奖，

郭宝宝在 《柜中缘》中扮演淘气获最佳配角奖。同年１２月，全省自编戏剧调演在兰州举
行，地区代表队以秦腔 《钟馗择婿》获创作、演出二等奖，以话剧 《新来的部长》获创

作、演出三等奖。

１９９１年４月４日至１４日，甘肃省 “文化下乡”剧 （节）目调演分别在庆阳、平凉

举行。平凉代表队以现代眉户剧 《麦子黄了》参演 （华亭县秦剧团演出），荣获特别奖。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至９日，甘肃省新创剧目调演在兰州举行。平凉地区秦剧团以 《山

外风》参演。荣获剧目奖、编剧奖、优秀导演奖、作曲奖、演奏奖，表演一等、二等、

三等共７项奖，是获奖最多的地区之一。“９７甘肃省青年演员大奖赛”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１２日至２２日在兰州举行。平凉地区秦剧团苏凤丽演出的 《探窑》获表演一等奖；贾小菊

演出的 《杀狗》，赵敏霞演出的 《断桥》，王晓东演出的 《白逼宫》皆获表演二等奖，华

亭县秦剧团杨小军演出的 《白逼宫》获表演三等奖；地区秦剧团张卫珍演出的 《哭墓》，

华亭县秦剧团姬亚红演出的 《斩姚期》获参赛奖。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至１７日，庆祝建国５０周年献礼演出暨新创剧目调演在兰举办。泾
川县秦剧团的眉户剧 《梁九品》、静宁县秦剧团的眉户剧 《山魂》、华亭县秦剧团的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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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矿山情》参演。地区文化出版处获组织工作奖，参演的三台戏获取５项一等奖。
于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地区曾举办庆祝建国３０周年文艺会演。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至２２日，在平凉举办平凉地区秦剧老艺人舞台生涯３０年纪念演出

和青年演员调演。

１９８４年在平凉举行全区第二次青年演员调演。
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在平凉举行全区自编实验剧目观摩评奖演出。
１９８９年国庆节期间举办全区第二届自编实验剧目调演。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至５日在平凉举行全区第三届自编现代剧汇演。
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至１２日在天水市举行 “羲皇杯”戏剧中青年演员大奖赛，平凉地区

５名演员参加。
全区国庆５０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暨新创剧目调演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在平

凉举行。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５至２９日，在平凉举办全区专业演奏员器乐比赛。
２００２年元月１日至８日，举办了 “中粮杯”平凉 “泾河之声”秦腔大赛暨戏剧名家

邀请演出活动。来自全区及庆阳、固原、天水、宝鸡和兰州等周边地市１３０多名专业、
业余演员参赛。从西安、兰州等地邀请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友仙、李梅等登台助兴演

出，６０余名优秀演员获１７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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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化社团

平凉地区文学艺术联合会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３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会。１９９１年５
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召开第二次代表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召开第三次代表会。
下辖作家、美术家、戏剧家、书法家、摄影家、舞蹈家、音乐家、民间文艺家等 ８个
协会。

作家协会　１９５８年，兰州作家协会平凉分会成立。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３日，成立地区作家
协会。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５日，召开第二届文学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１９９９年１月９日，召开
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至２００２年，有会员１６８人。

美术家协会　１９５８年，平凉成立美术工作者协会。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３日，地区召开美
术、摄影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５日，召开第一届美术工作者协会代表大
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召开美术家代表大会。现有省协会会员３４人，地区协会会员
１３０人。

戏剧家协会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３日，召开戏剧音乐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１９９１年５月
２５日，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１９９９年１月２日，召开戏剧家协会代表大会。至２００２年有
会员２０５人。

书法家协会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５日，召开第一届书法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协
会。１９９９年２月９日，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至２００２年，有会员２５６人。

摄影家协会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５日，召开第一届摄影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成立地区摄
影家协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至２００２年，有会员２３５人。

舞蹈家协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召开第一届舞蹈家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协会。至２００２
年，有会员８８人。

音乐家协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地区召开第一届音乐家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协会。２００２年，有会
员９７人。

民间文艺家协会　１９９８年成立，现有会员２２５人。
崆峒诗词学会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成立，至２００２年，有会员５６人，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７人。编辑出版会刊 《崆峒诗词》２４期，并在省内外交流。挂靠地区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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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图　书

民国以前，图书购销渠道无考。图书收藏，代不乏人。而有记载的图书经销店铺始

于民国年间。１５年 （１９２６），崇信县城文庙内名宦祠设通俗书报社，经销学生课本和其他
书籍。静宁、平凉、灵台等县先后出现以经营图书为主业的私人书店，除经销课本外，

还销售 “四书五经”、通俗小说和剧本等图书。

第一节　经　销

民国年间，平凉城较具影响的有德义书店、西北书店、隆泰堂书店、秦陇书店、大

酉书店、正中书局、青年书店，另有教育用品供销合作社兼营印刷等。民国 ３３年
（１９４４），仅泾川县即有书店２２家。１９４９年底，平凉城的德义、隆泰、秦陇等多家私人书
店加入新成立的西北新华书店平凉分店。

一、国营书店

平凉地区新华书店　１９４９年９月，成立西北新华书店平凉分店，国营事业单位。当
时主要发行政治理论、思想教育读物并供应中小学课本。１９５０年８月更名为新华书店平
凉支店，隶属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１９５１年７月交新华书店甘肃省分店。经销政治、哲
学、经济、历史、文学、文化教育及自然科学等图书。１９６８年更名为平凉专区新华书店，
经营范围缩小，主要销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书籍。１９７９年
１０月，重归甘肃省新华书店管理，下辖泾川、灵台、华亭、崇信、静宁、庄浪６店。

１９６６年前的１７年，销售总额不足１０万元。改革搞活后的１９７９年销售额为８０多万
元。１９８７年全区图书销售总额达３４０万元，１９９９年上升为３３５０万元，创利税２０５万元。
５０年代，文艺类和政治类图书销售趋旺，６０年代，毛泽东著作畅销。１９７７年后教辅

图书成为热门，１９７８年，人们为买高考复习丛书，书店门前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排队，
古典名著曾凭票供应。８０年代，各类图书发行较畅。９０年代，注重购买能学到实用知识
技能的图书。图书载体也随之变化，如磁带、碟片、光盘发行逐步发展，成为新的销售

热点。

１９９２年平凉新华书店被评为全国图书二级中转店先进单位。
华亭县新华书店　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属地区新华书店下辖单位。
庄浪县新华书店　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属地区新华书店下辖单位。
静宁县新华书店　１９５０年９月，为县教育科开设的国营图书门市部。１９５２年改为新

华书店甘肃省分店静宁支店。１９５６年７月，营业员何国基被评为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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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１９７９年４月，陈有仓被评为全国书店系统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４年４月，在国家教委主
办的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读书教育活动中，静宁县新华书店荣获优秀组织奖。１９９７
年４月，静宁县新华书店被中国书刊发行协会授予 “全国新华书店双优先进单位”称号，

同年１２月，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评为 “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１９９９年７月，又分别被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和甘肃省新华书店授予 “甘肃省新闻出版系统

先进单位”和 “甘肃省新华书店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泾川县新华书店　１９５１年为新华书店泾川分店。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分别被省委宣传部、
省新闻出版局评为 “甘肃省新华书店系统标兵单位”、“送书下乡先进单位”。

崇信县新华书店　１９５２年为新华书店崇信门市部。１９５６年６月改为新华书店崇信支
店，后更名为崇信县新华书店。

灵台县新华书店　１９５３年４月为陇东新华书店，１９６２年更名为新华书店灵台支店。
１９７０年恢复为灵台县新华书店。

二、私营书店

１９８８年以后私人书店发展很快，全区有私人书店１３１家，年销售总额约６００万元左
右。２００２年减为７２家，年经营总额约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万元。

第二节　收　藏

明清以来，平凉、泾川、静宁等地的书院都有数量不等的藏书，多为经史子集。民

国时，各县民众教育馆内有少量藏书，除部分古籍外，多为当时的政治类小册子。

一、图书馆 （室）收藏

“文革”期间农村流动书箱

平凉市 （县）图书馆　１９５６年成
立平凉县图书馆，藏书 １９６万册，
１９６４年藏书达６２万余册。１９６６年后，
损失严重，宋版 《大藏经》等一批古籍

被毁。１９７１年，重新整理开放。１９８５
年藏书 ５６万册。２００２年藏书 ８１
万册。

１９７９年起，试办乡文化站，至
２００２年６月，藏书计２５３万册。

企事业单位和科技、医疗部门藏书

在万册以上的有平凉地委党校、平凉农

校、平凉卫校、平凉地区医院、平凉市

委党校、平凉二中、平凉四中、平凉市

科委 （含科协）、省畜牧研究所。平凉师范藏书１０万余册，平凉一中近１０万册，虹光厂
３８万册，４５研究所３１４万册。

泾川县图书馆　１９５７年成立县图书馆，有藏书８４５４册，１９７８年为２８９万册，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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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馆藏图书２６万册，２００２年底藏书３３４万册。
泾川县１９所中学计有藏书５８６万册。１８个乡 （镇）文化站藏书１３万册，村文化

室藏书４万余册。
灵台县图书馆　１９７９年后，文化馆内设图书阅览室，１９９９年图书馆迁入新址，藏书

１８万余册，２００２年藏书３万册。
灵台县立第一、二、三３个中学皆设图书室，均有供师生阅览的常见图书。
华亭县图书馆　１９６１年，县文化馆始设图书室和阅览室，至１９６６年藏书１万余册，

１９８０年１５２万余册，１９８７年成立图书馆，藏书为１７２万余册，２００２年底藏书２１３万册。
崇信县图书馆　１９５４年县文化馆设图书室，１９８５年成立县图书馆，２０００年馆藏图书

２３万册。
另有乡镇文化站藏书１１７万册。
静宁县图书馆　１９４９年，文化馆承担公共图书的收藏、阅览等业务。１９５４年，馆藏

图书２０６０册。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成立图书馆，１９７２年图书为１２万册，１９８２年藏书２２万册，
２００２年藏书６万册。

静宁一中　藏书近２万册，其他各学校藏书计有１万余册。
庄浪县图书馆　１９５８年，县文化馆收藏图书２６万册，１９８９年成立县图书馆，馆藏

图书２２万册，２００２年为３５１万册。
另有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计有藏书３２８万册。
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县 （市）有公共图书馆７个，工作人员５０人；订阅报刊３０１万

份，藏书总量２３１万册，其中古籍９６００册。
二、私人藏书

清道光年间，庄浪县南湖乡举人崔家修注重藏书，其子崔奎瑞 （进士）承继父业，

职工文化图书室

罗致各种图书近万册。咸丰年间，

庄浪县私人藏书３０００册以上的有
刘庙赵氏，所藏图书多钤 “小莲

花山馆”或 “六椿轩藏”印章。

另有朱店崔氏、阳川王氏，光绪

年间水洛人孙氏、阳川人李氏皆

循耕读传家之教，喜藏书。

各县皆有藏书家，可惜皆已

失载。新中国成立初，藏书未成

风气，进入 ９０年代后，温饱之
余，读书藏书渐成时尚。１９９９年，

平凉市文化部门曾发起 “十佳藏书家庭”评比活动。２０００年１月，对家藏３０００册以上图
书的王蕾、钟生贵、刘毓学等１０户家庭予以表彰奖励。２００２年，静宁县的魏柏树藏书
８０００余册，平凉市的张连举藏书４０００余册，孙廷永、毛煜藏书各３０００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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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群众文化

第一节　活动场所

一、民众教育馆

民国时期，各县均设民众教育馆。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成立的静宁县民众教育馆，除
开展图书阅览等工作外，还负责文物保管。２２年 （１９３３），该馆改名为 “静宁通俗图书

馆”。１９４９年８月，改名为静宁县文化馆。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崇信县设立通俗教育馆，２３年 （１９３４）改为民众教育馆。１９４９

年８月成立崇信县文化馆。
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庄浪县设立民众教育馆，１９４９年８月改称庄浪县人民教育馆。
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灵台县设民众教育馆，负责图书阅览及文物保管。３３年

（１９４４），增设巡回教学队，以讲演、图片展览等形式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并开展民众识字教学。１９４９年８月改为灵台县文化馆。

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泾川县成立中山民众教育馆，管理文化娱乐、图书阅览和文物
等工作。１９４９年８月改为泾川县文化馆。

平凉县民教馆成立时间待考。３６年 （１９４７）改为甘肃省立平凉民众教育馆。１９４９年
８月，改为人民文化教育馆。

二、群众艺术馆

平凉地区群众艺术馆位于平凉市中山街７８号，即民国时期 “山陕会馆”馆址。

１９６５年初成立平凉专区中心文化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并入平凉专区 “毛泽东思想宣

传站”，１９７０年成立平凉地区展览馆，１９７３年更名为平凉地区文化馆。主要举办大型展
览及小型宣传活动，兼收零散文物，对全区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进行普查，发掘了平凉

市庙庄古墓群。１９９９年５月，迁至平凉影剧院西侧新址。
三、文化馆 （站、室）

平凉市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人民文化教育馆。１９５３年，更名为文化馆。至１９８５
年，全市２３个乡镇先后建起文化站，另有村文化室２０３个。２００２年，地改市后更名为崆
峒区文化馆。

泾川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县文化馆。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全县１８个公社先后
建立文化站，１９９９年底全县有２０１个行政村建起文化室。近几年因农村乡镇机构变化，
文化站随之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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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灵台县文化馆。２００２年６月，全县１６个乡、镇先后
建起１６个文化中心 （站）、１８０个文化室。

崇信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１９７９年建成４个公社文化室，１９８０年，铜城人民
公社左营沟生产大队文化室受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表彰。１９９０年有文化室７９个。至
２００２年，崇信县文化室保持相对稳定。

静宁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迁入 “成纪文化城”新址。１９８５年，
全县３０个乡、镇全部建起文化站 （其中高界、威戎为文化中心）、７４个村文化室。至
２００２年少数文化站仍存。

庄浪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设人民教育馆，１９５３年，改称文化馆，１９８６年迁至
紫荆山。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６月，除水洛镇外，全县乡镇 （公社）均有文化站。１９８２年
１１月，通边文化站获全省 “农村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文化部给该
站站长徐仲科颁发 “全国先进文化站长”荣誉证书。至２００２年，文化站因乡镇机构压缩
而锐减。

华亭县文化馆　１９４９年８月成立。全县有农村文化站１２个。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文化馆８个 （包括地区群众艺术馆），计有干部职工１２２人。有乡镇

文化站１３３个，有文化专干１３８人。２００２年后，农村文化站因机构变化，有部分名存实
亡，场地、活动健全的约占三分之一。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有群众艺术馆１个、文化馆７个、文化站１３３个，其中省级示范乡
镇文化站有：静宁界石铺镇，崆峒区 （原平凉市）四十里铺镇，泾川王村镇、窑店镇，

灵台什字镇、独店镇，崇信新窑镇，庄浪万泉镇；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计有９０人 （不含乡

镇文化站１１８名工作人员），其中高、中级职称２８人。办公及活动场地１１５万平方米。
是年举办各种展览１０４次，组织文艺活动９３次。

第二节　文化活动

一、刊　物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平凉地区群艺馆编印演唱材料８期，发至全区各公社。１９７９年５

月创刊 《平凉文艺》，１９８１年改名 《崆峒》，至１９８３年底，共出８期，发至全区各县、
乡、镇，与全国部分群艺馆、文化馆交流。１９８４年 《崆峒》移交地区文联主办，１９９６年
停刊。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地区文联创办 《泾河》文学杂志。２００２年，出刊两期。
平凉市文化馆于１９８１年创办文艺刊物 《暖泉》，每期印发１０００册。２００２年更名为崆

峒区文化馆后与区文联合办 《崆峒山》年刊二期。

华亭县文化馆于１９７９年创办 《水》小报，编印５期后于１９８１年停刊。后又编印
《文学交流》、《源》、《声》等小报和刊物。

泾川县文化馆从１９５２年开始，每年春节编印 《群众演唱材料》发至各乡，１９６０年停
刊。１９７５年１月创办 《群众演唱》，１９７９年５月改名 《泾川文艺》，１９８１年９月又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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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钟》。共印发１３期，１９８７年下半年停办。
静宁县文化馆在７０年代创办 《六盘山》，８０年代创办 《静宁春节文化通讯》。１９９５

年创办 《成纪文学》，１９９８年改为 《成纪之光》（综合版）小报和 《成纪文苑》刊物。

庄浪县文化馆从１９８２年创办 《紫荆花》，１９８４年停刊，共出５期。
灵台县文化馆从１９７３年创办 《溪河新歌》，出刊６期；后改为 《灵台文艺》，继续

出刊。

二、展　览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展览多以配合中心工作为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３日，全区纪念 “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３０周

年”，举办平凉地区美术、摄影艺术及文物展览。

１９７４年秋，接待甘肃省美术展览巡回展出 （其后所办书画、摄影展览参见 “绘画”、

“书法”、“摄影”各节）。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平凉地区摄影艺术作品展在泾川展出

１９９４年，举 办 全 区 工 艺 品
展览。

１９９５年，平凉地区举办 “崆峒

主题”书画展览。

１９９６年春节期间，举办春联大
展。９月，在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
期间，平凉地区举办 “平凉名人书

画展”、“庄浪书画作品展”。

１９９９年９月，在地区群艺馆举
办天水、平凉、庆阳三地市书画联

展，展出１５０幅作品。
２０００年国庆期间举办全区书画

展，展出作品１２０件，甘肃省文化厅厅长李文衡出席开幕式。
２００１年５月，全区举办首届崆峒艺术品博览会，展出书法、绘画、根雕、奇石、盆

景等各类工艺美术品１３万余件。
三、业余演出

５０年代初，平凉市 （县）城乡多组织业余剧团 （宣传队）。１９５６年后，演出传统戏
曲、相声、快板、河南坠子以及话剧、歌舞、表演唱等。曾组织７次文艺汇演和多次文
艺骨干训练班。“文革”时期，唱 “语录歌”、跳 “忠字舞”成为 “时尚”。１９７１年起，
每逢“５·２３”组织文艺汇演、调演或其他群众文化活动，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发表。１９７５年２月，在崆峒水库举办全县农村业余戏剧调演，８月，举办
城区文艺调演。１９７６年５月，举办 “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

１９７７年后，城乡有５０个业余剧团。
驻平凉的红峰厂、运输公司、虹光厂、建华厂等也经常组织业余演出活动。８０年代，

平凉一中、平凉技校、卫校、地区医院、市自来水公司以及一些中、小学和幼儿园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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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秦腔自乐班

的文艺节目也一度兴盛。９０年代，
平凉公路总段、平凉电厂、市公交

公司等单位注重业余文艺演出活

动，着眼于企业形象塑造，增强职

工的凝聚力。２００２年，除电厂之
外，一中、四中、卫校、农校、市

幼儿园、平师、崆峒区幼儿园、小

天鹅舞蹈学校、敦煌舞蹈班，成为

市区群众文化骨干单位。

庄浪县农村从 １９５１年始，村
村搭台唱戏，１９５６年组建业余剧团

３２７个，用公益金置办简单服装道具。“文革”时，戏箱多被焚毁，有２６０个生产大队成
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 “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１９７９年，
业余演出活动再度兴起，１９８５年，全县农村有业余剧团３６４个，全年演出３３１９场。１９９９
年以来，略有减少，但仍有３００多个业余文艺演出团体在春节期间活动。

静宁县农村业余剧团较多，而以城川乡的大寨村、靳寺村、吴庙村，治平乡樊家大

庄村，七里乡李堡村，原安乡吉林村，祁川乡张家小河村，曹务乡曹大村、张山村，新

店乡新店村，甘沟乡张俊国业余剧团等１５家最为有名。１９８５年，较大的业余剧团有２５
家。此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业余文艺团体大大减少，只限于在春节期间

活动。

泾川县早在１９５０年有高平史肇荣、窑店王宁治、荔堡王西山业余剧团。１９５６年，全
县有业余剧团４１个，１９５７年后相继解散。其后时兴时衰。２００２年，仅有四五个业余剧团
间断性活动。

华亭县于１９６０年后，西华、山寨、策底及安口煤矿、瓷厂有业余剧团，“文革”开
始后停止活动。１９７２年后，厂矿和农村又成立业余剧团，以排演 “样板戏”和歌舞节目

为主。１９７９年后，全县１２个乡 （镇）都建起舞台供业余演出之用，至１９８７年，全县农
村和厂矿计有业余剧团１５个。２００２年底，农村业余团体锐减，而城市文化工作兴起，以
华亭职教中学、县幼儿园、东大街幼儿园、一中、邮电局等为代表的业余文艺队已成为

华亭群众文化的骨干力量。

灵台县１９８５年有业余剧团４个，另有集体皮影剧社１８个。近年来只有２个木偶剧团
间断性活动。

崇信县从１９６４年起，锦屏、九功、高庄、黄花、赤城、新窑等人民公社组建业余剧
团。另有平头沟、东街、西街等２１个生产大队亦组织业余剧团。崇信农村文化活动大都
集中在春节期间，以村镇为活动的重点。

四、会演与调演

地区举办的会演有：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２日，全区第一届业余文艺会演在平凉
举办，演出１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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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文化馆木偶剧团为群众演出

１９６３年７月至８月，全区皮影
现代戏调演在平凉举办。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３１日至 １９６５年
元月１２日，全区第一届农村业余
剧团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平凉

举办。

１９６６年１月，专区举办第二届
农村业余剧团现代戏观摩演出

大会。

１９７２年 ５月，为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３０周年，地区举办业余文艺会演。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５日，全区业余文艺会演在平凉举办。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全区业余文艺调演在平凉举办。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３日，地区文化出版处在平凉地区影剧院举办全区第一届 “泾水欢歌”

音乐会。８月，平凉地区群众艺术馆举办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文艺演唱会。１０
月，地区文化出版处举办崆峒主题文化工程第一届 “陇上明珠”小型节目调演。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举办 “庆七一迎回归”大型群众文艺演唱会。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３日至２８日，地区文化出版处举办崆峒主题文化工程第二届 “泾水欢

歌”音乐会。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１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８周年全区群众歌咏比赛。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５至２９日，举办平凉地区 “西部开发颂”群众歌咏比赛，全区有２２８

个单位参加，参演人数１３００人，参演歌曲７００多首，其中自创歌曲６９首，共演８场。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举办全区职工文艺汇演。有７２个单位参演，参演节目１１２个，

参演者达１５００多人，共演出６场。

参加全省会演：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８日，全省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在
兰州举行，平凉柳湖的曲子戏 《老换少》、民间舞蹈 《二鬼绊跤》，崇信、庄浪等县的民

间音乐舞蹈节目，参加演出并获奖。

１９５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６日，全省第一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大会在兰州举行，平凉代表
队演出 《送茶》等３５个节目。
１９６６年，华亭县王有福改制的锣鼓架，先后参加全省和全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

调演。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全省业余文艺会演中，崇信县农民作者张永福创作的小型眉户剧
《女会计》获剧本二等奖。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华亭县王有福演奏的鼓乐架 《春到玉门关》（杨柳作曲）参加全国民

间音乐、独唱、歌舞调演，获文化部 “丰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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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全省故事调讲，平凉市崆峒乡朱玉芳获优秀演员奖。
１９８６年，全省民间音乐舞蹈调演，平凉地区群艺馆组织代表队以 《崆峒仙鹤喜人

间》参演。

１９８６年，全省故事调讲，平凉市袁庆惠参讲杨柳创作的故事 《人鬼姻缘》，获优秀

演员奖。

１９９０年，全省第二届少儿艺术节，３名学生获奖。地区群艺馆袁秀芳获童话剧编导
三等奖。

１９９２年，全省故事小品调演，地区代表队获演出二等奖，赵自立创作的 《共同的月

亮》获优秀创作奖。

１９９４年全省少儿艺术节调演，平凉市黄家园小学代表地区参加演出 《这里是天国》，

获演出三等奖和编导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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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管理

第一节　文化产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１９８４年夏，平凉柳湖公
园露天舞场开始售票。不久，城区的卡拉ＯＫ厅、录像厅、书画交流、艺术培训、打字复
印、收藏、文物古玩、信息服务、电子游戏、音像制品经销、文艺演出、应时仪仗队、

报刊零售、书画装裱、家庭影院、台球、网吧、文化旅游、专业广告、保龄球、红白喜

事、摄影录像等陆续出现，又从城区扩展到集镇、农村，从平凉城扩展到各县县城和集

镇，日见兴盛。至９０年代末，全区各种文化产业总计达１２４０多家 （摊点）。有个体、私

营的，也有集体开办的。

２００２年底，全区计有卡拉ＯＫ歌舞厅９２家，游戏厅１０家，台球室 （摊）３６０家，书
画店４２家，古玩店２９家，录像放映厅２１家，音像制品出租零售１２５家，打字、复印、
印刷１６０家，艺术培训８家，游泳馆５家，保龄球２家，报刊零售亭９１家，茶楼、茶秀、
茶座２０余家，“网吧”出现后发展迅速。

第二节　市场管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全区各种文化产业中出现盲目无序地发展势头，违法经营的
现象亦伴随产生。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平凉地区与平凉市的文化管理部门协同抽调人员对平凉
城区文化市场进行摸底检查，收缴过一些当时认为不健康的或明显有宣扬淫秽色情书刊、

录像带等，对外地文艺团体到区内演出，或收取管理费或劝其离开。如已办理相应手续

的剧团则多予协助。１９８７年，华亭县率先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开展相应工作。
１９８９年底，地区文化处设立新闻出版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在此前后，平凉、华亭、

静宁、灵台４县 （市）也相继组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泾川、庄浪、崇信３县虽未设
专门管理机构，但也着手抓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随着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进展的需要，

１９９６年８月，泾川县组建文化市场稽查队，１９９９年后各县 （市）相继组建起文化市场稽

查队，纳入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文化产业逐渐走上健康有序、规范化经营的轨道。

全区各县 （市）文化市场管理部门除每月平均昼夜巡视检查２０次之外，每年还安排
４次集中治理和 “扫黄打非”活动。

进入新世纪后，电子游戏、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在参与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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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青少年中出现了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国务院和省有关部门的要求，２００１
年底，全区所有电子游戏厅完全关闭。随后根据信息产业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管理办法的规定，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２年，全区对
“网吧”进行专项治理、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 “黑网吧”和违法营业的 “网吧”，原有

近百家的 “网吧”，经整治和 “压缩总量”，至２００２年底只剩下５０家。
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计查处大要案１１件、查处一般违规案件１３６件，责令停业整顿

１２８家，限期整改２１９家，取缔无证经营６８家，吊销许可证３９家，警告１８６家。在查处
工作中，查缴非法出版物 １４６５万册，盗版录像带、光碟 ４５３万盒 （张），非法软件

１６２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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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著述综录

一、民国以前著述

书　名 编著者 时　代 备　注

射法三篇 李　广 西　汉

李陵集 李　陵 西　汉 二卷

潜夫论 王　符 十卷

七序 梁　辣 西　汉

皇甫规集 皇甫规 东　汉 二十七卷，今存清代张澍辑《皇甫司农集》一卷

帝王世纪 皇甫谧 魏　晋 计十卷

高士传 皇甫谧 魏　晋 三卷

逸士传 皇甫谧 魏　晋

列女传 皇甫谧 魏　晋 六卷

玄晏春秋 皇甫谧 魏　晋 三卷

甲乙经 皇甫谧 魏　晋 八卷

周易张氏义 张　轨 西　晋 佚

张骏集 张　骏 佚

文集 牛　弘 隋 十三卷

文笔诗赋 李大师 隋 十卷

牛弘文集 牛　弘 唐 佚

梁肃文集 梁　肃 唐 《全唐文》载梁肃文六卷

玄怪录 牛僧孺 唐 存十卷

后汉书注 李　贤 唐 一百卷

牛峤文集 牛　峤 唐 《花间集》收牛峤词作三十二首

三水小牍 皇甫枚 唐 存

惠迪堂集 朱冲 明 佚

冰壶遗稿 朱旭阾 明 佚

浚谷文集 赵时春 明 存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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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时　代 备　注

浚谷诗集 赵时春 明 存六卷

《平凉府志》 赵时春 明 十三卷

苍崖集 王延龄 明 佚

山水纪诗 张　炜 明 佚

泾上篇 朱敬聚 明 二卷，已佚

素位录 王　珙 明 存

陇干文献录 王　珙 明 存

袜线集 王　琪 明 存

芝兰斋诗 王
,

明 存

里　音 张东山 明 佚

屏明魔文 杨可立 明

学庸统述 杨可立 明 佚

物外清音 杨可立 明 佚

春秋题旨 江　勃 明 佚

七才子传奇 柳翘才 明 佚

虚谷斋文集 刘　钺 清 佚

青读堂诗草 刘　钺 清 佚

抚吴封事 慕天颜 清

楚黔封事 慕天颜 清

督漕封事 慕天颜 清

辑瑞陈言 慕天颜 清

泾川诗话 赵知希 清 佚

都门杂感 赵贡玉 清 佚

吴山遗稿 赵贡玉 清 通渭牛树梅编辑

三梅斋诗稿 刘曰萃 清 存

峒鹤山房诗草 朱愉梅 清 存

崆峒纪游集 赵青藜等 清 存

爱日山房诗草 赵青藜 清 佚

河清赋 张星南 清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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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时　代 备　注

唐诗品试帖 张星南 清 佚

二十四品文 张星南 清 佚

西崖时文 张星南 清 佚

六戊诗草 王源瀚 清 存六卷

解虚斋文集 李仿梧 清

绍香堂诗文集 王连珍 清

立身说 王汝蕃 清

医治验略 王汝蕃 清

闻见集 王汝蕃 清

历代史览纪略 王汝蕃 清

易经数 王汝蕃 清

诗韵摘艳 王汝蕃 清

蝉鸣小草 江瑞芝 清 一作刘瑞芝

杏村诗草 李杏村

天算图说 孙云锦 清

尚远堂附骥草 化鼎吉

犊奴小草 孙积善 民　国

新定古文大学 孙积善 民　国

博达游记 受庆龙 民　国

松芸诗集 吴梦芸 民　国 存

梦芸女士遗著 吴梦芸 民　国 存

玉伯诗集 朱秉衡 民　国

大学古本 朱秉衡 民　国 一卷

论语类纂 朱秉衡 民　国 二卷

读《易》臆说 李　桢 民　国

明远堂家训 刘祖禹 民　国

三乡文集 幸邦隆 民　国

中和惜阴录 幸邦隆 民　国

陇耕杂记 尚政治 民　国

普僧文艺集 曹汉勋 民　国

长夜集 刘思恭 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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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著作 （港、台及出版社不明者未录）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草原歼匪 兰必让 １９７１５ 甘肃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胭脂案 戴笠人　仇　非 １９８１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剧　本

华　佗 仇　非 １９８２ 青海人民出版社 剧　本

评莫尔根的历史观 武文军 １９８３ 三联出版社 专　著

古汉语语法常识 刘瑞明 等 １９８４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资本论创作史话 武文军 １９８５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泾河龙 姚学礼 １９８５１０ 新疆青年出版社 诗　歌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

线和政策的主要特征
武文军 １９８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折枝集 姚　义 １９８７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专　著

姚学礼海外诗选 姚学礼 １９８８１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诗　歌

陇东初录 姚学礼　陇山风 １９８８５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散　文

当代教条主义沉思 武文军 １９８９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专　著

姚学礼论 郭馨允 １９８９２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

香港当代诗选 姚学礼 选编 １９８９５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　歌

拜金主义的过去

与现在
武文军 １９９０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铜　壶 西　可 １９９０５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灵的轨迹 姚学礼 １９９０５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散　文

陇东人 姚学礼 １９９０１０ 北方文艺出版社 散　文

吴吴瞞资料汇编 柳　林 等编 １９９０１０ 甘肃人民出版社 资料汇编

中国古二月 姚学礼 １９９１１ 三秦出版社

剑横崆峒 仇　非 １９９１４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

初恋岁月 何　岗 １９９１５ 敦煌文艺出版社 诗　集

西湖秋水 李广兴 １９９１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散　文

姚学礼爱情诗选 姚学礼 １９９１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诗　歌

天下趣闻奇观录（四篇） 戴笠人 编 １９９２４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杂　录

母亲颂 史征波　彭金山 １９９２４ 甘肃少儿出版社 诗　集

平凉揽胜 李广兴 １９９２１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散　文

花季的潇洒 张　宏 １９９２１２ 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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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关贸总协定与入关对策 武文军 １９９３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论 武文军 主编 １９９３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专　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 武文军 主编 １９９３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　著

香港考察与研究 武文军 １９９３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　著

农村庭院经济技术

开发指南
郭明德 １９９３ 甘肃民族出版社 专　著

父亲颂 彭金山　史征波 １９９３３ 诗　集

西王母传奇 荆爱民 １９９３５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静宁古今诗词选 魏柏树 编 １９９３７ 甘肃文化出版社 诗　集

今冬无雪 师　榕 １９９３８ 甘肃民族出版社 诗　集

恋爱季节 樊晓敏 １９９３１０ 敦煌文艺出版社

警坛忠魂 王作人 １９９４２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报告文学集

平凉生产布局研究 郭　峰 １９９４５ 甘肃文化出版社 论文集

甘肃散文诗十家 姚学礼 等１０人 １９９４５ 哈尔滨出版社 散文诗集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贡献
武文军 １９９４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专　著

现代企业制度引论 武文军 １９９４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专　著

天体与人生 武文军 １９９５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企业破产机制新论 武文军 １９９５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崆峒山神话

故事（一、二）
王生杰 １９９５２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故事集

灵台意象 邵小平 １９９５５ 成都出版社 诗　集

与你同行 何　岗 １９９５９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诗　集

何岗五言诗选 何　岗 １９９５１１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诗　集

人生踏歌 张国斌 １９９５１１ 甘肃人民出版社

新故事集（上、下） 王生杰 １９９６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故事集

水　筮 姚学礼 １９９６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柔　土 姚学礼 １９９６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风雨故人来 刘振华 １９９６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水流西北 姚学礼 １９９６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散　文

人生风景 王韶华　李玉成 １９９６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散　文

平凉史话 陈长江　张映乾 １９９６１ 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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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静宁州志 魏柏树 点校 １９９６４ 兰州大学出版社

故　垒 西　可 １９９６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泾川情愫 李小林 １９９６５ 兰州大学出版社

静宁当代诗词选 王举章 选编 １９９６５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王母万碑林

入刻作品大典
张怀群 编 １９９６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平凉古今诗

歌选（上、下）
姚学礼 选编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诗歌 彭凯雷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咏 张光复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礼赞 雷　鸣 选编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古今散文选
宋凌云　何小龙

选编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静宁当代散文选
李世恩　王毅斌

选编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赵时春传 荆爱民　杨维周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篇传记文学

平凉古地名初探 李春茂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史　地

皇甫谧评传 李春茂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传　记

平凉游踪 李广兴 １９９６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散　文

见　夜 张怀群 １９９６１２ 敦煌文艺出版社

动　性 张怀群 １９９６１２ 敦煌文艺出版社

泾州之秘 张怀群 １９９６１２ 敦煌文艺出版社

你的造化 张怀群 １９９６１２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新修崆峒山志 仇 非 主编 １９９６１２ 甘肃人民出版社 志　书

恋在源头 曹　科 １９９６１２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
价值系统

程金城 １９９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月光下的葫芦河 刘思斌 １９９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广成子传 姚学礼 １９９７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初恋的冬天 师　榕 １９９７５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微雨尘梦 刘廷璧 １９９７５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２７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中）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姚学礼文论集 姚学礼 １９９７５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文学综合集

土炕夜话 姚学礼 １９９７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散　文

庚辰年间的乡村情妇 西　可 １９９７９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韶华诗抄 王韶华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雷鸣诗选 雷　鸣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百景颂 张光复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小吃录 张怀群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古今散文
张怀群　樊晓敏

选编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与西王母 张怀群 李小林 编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瞬间的灿烂 张黎明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散笔 樊晓敏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谷　地 西　可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读月亮 景　颢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玻璃楼 白恒玺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芳　邻 李世恩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荆爱民中篇小说选 荆爱民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静静的河 张怀群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包公别案 戴笠人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章回体长篇

李广兴文集 李广兴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文学综合集

伏羲文化论集 司尚德　王举章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平凉名人巡礼 张　琦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与古今名人 张怀群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泾川史话 张怀宁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静宁民间故事选 王知三 编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成纪神话故事 王知三　席荣 编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成纪李氏
高世祥　魏柏树

王科社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皇甫谧作品选译 张光复　李春茂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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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梁肃作品选译 赵管仲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牛僧孺作品选译 张建华　米晓娟 １９９７９ 兰州大学出版社

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
武文军 １９９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专　著

月　蚀 李广兴 １９９８２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长篇小说

阳光地带 漆应得 １９９８５ 兰州大学出版社 散文集

欣欣集 马启孝 １９９８５ 石油工业出版社

李鸿文画集 李鸿文 １９９８７ 东方出版社

鸟过天空 姚慧玲 １９９８８ 三秦出版社

原型批判与重释 程金城 １９９８ 东方出版社

迈向新世纪———

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报告
李世奇 主编 １９９８９ 甘肃人民出版社

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理

论与实践
武文军 １９９８ 兰州大学出版社

勤政廉政心经 武文军 １９９８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心露集 何　岗 １９９９３ 甘肃文化出版社 诗　集

于右任静宁

墨迹选
魏柏树 樊晓峰 编 １９９９５ 甘肃文化出版社

祖国赞歌 何　岗 １９９９８ 甘肃文化出版社 诗　集

雪　月 武国荣 １９９９８ 甘肃文化出版社 长篇小说

心声随录 张新民 １９９９８ 华夏文化出版社

平凉５０年文学作品选 姚学礼 主编 １９９９１０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心海滔声 何小龙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母亲河 张　钧 １９９９１０ 中国文联出版社 散文集

爱是人生的愿望 李业辉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诗　集

黄忠龙抒情诗选 黄忠龙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平凉百友唱和集 张光复 选编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崆峒百景颂 张光复　李春茂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灵台诗韵 张新民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刘正华诗词选 刘正华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燕无集续 王知三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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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一个人的城市 李满强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水·黄土·生命 王贵龙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闲话“闲话” 袁德文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杂文集

岁月随想 李业辉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散文集

梅霖散文小说选集 巩麦生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隔岸观潮·姚学礼

海外文论集
姚学礼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文学评论

呼唤集 姚　义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黄土魂 王继儒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文学艺术论 王韶华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恋崆系泾 刘正华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王建太文论集 王建太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西王母的故事 刘伯夫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泾河人物录 卢永锋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梁肃文集注释 李春茂 选编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赵时春诗集 张砚田 编 １９９９１０ 三秦出版社

红尘有爱 何　岗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诗　集

小城春秋 何　岗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散文集

庄浪民间故事选 魏俊仓 编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庄浪歌谣选 孙志勇 编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庄浪胜景 徐光禄 编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刘沪与水洛城 王克生 １９９９１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崆峒传说故事集 王生杰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大西北有着遥远的爱 姚学礼 １９９９１２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　铃 西　可 １９９９１２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关山风景线 史征波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李世军诗词 李飞舟 张丽萍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姚学礼散文精选 姚学礼 １９９９１２ 作家出版社

泾川见闻录 卢永锋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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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庄浪散文集（上、下）
陈振铎　刘廷璧

选编
１９９９１２ 甘肃文化出版社

北地之春 雷　鸣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姚学礼陇东小说集 姚学礼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李广兴评论集 李广兴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李世军文集 王克江 王有华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李庆芬文集 李世恩 王敏霞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崆峒碑文楹联选
范朝晖　李学纯

选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阿阳风情 王知三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羲皇颂 王举章　席荣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成纪曲子 王知三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飞鸿集 李丹 王毅斌 编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庄浪文物
丁广学　程晓钟

李晓斌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庄浪历史文化简论 李维仓　柳文清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崆峒山下军民情
张和平　马社弟

主编
１９９９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三曹与中国诗史 孙明君 １９９９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记忆像深深的海洋 王　锦　张建华 １９９９１２ 三秦出版社

做个知本家 张黎明　张　琦 ２０００２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回望家园 李利军 ２０００７ 三秦出版社

张怀群散文选 张怀群 ２０００９ 三秦出版社

泾河入海情 樊晓敏 ２０００９ 三秦出版社

诗词选萃 徐光祖 ２０００１０ 甘肃文化出版社

胡晓云画集 胡晓云 ２０００１０ 中国画报出版社

歌谣故事 孙志勇　魏俊仓 ２０００１０ 甘肃文化出版社

皇甫枚文集 荆爱民 张怀宁 编 ２０００１０ 三秦出版社

晓风诗词 孔晓风 ２０００１１ 三秦出版社

通天红粉 仇　非 ２０００１２ 作家出版社 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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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备　注

昨夜星辰

———中国古典诗歌品鉴
孙明君 ２０００ 清华大学出版社

表现主义与中国

２０世纪文学
程金城　徐行言 ２０００ 安徽教育出版社

西部大开发读本 武文军 ２０００ 宁夏人民出版社

远古神韵

———中国彩陶艺述论纲
程金城 ２００１１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专　著

灵台史话 朱建唐 主编 ２００１３ 三秦出版社

山　气 姚学礼 ２００１５ 作家出版社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单正平 ２００１６ 南海出版公司

灵台春秋 郭明德 ２００１６ 三秦出版社

谢天谢地 姚学礼 ２００１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散　文

西部情结 邓志涛 ２００１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放飞新思绪 张光复 ２００１９ 华夏出版社

日　蚀 李广兴 ２００１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小说

中国彩陶艺术论 程金城 ２００１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入世战略与应策 武文军 ２００１ 宁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的

重大发展
武文军 ２００１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艺术 程金城 ２００２１ 敦煌文艺出版社

仇非诗集 仇　非 ２００２２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倾残塬 马宇龙 ２００２３ 花山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民族主义与中国

文学论（第一卷）
单正平 ２００２６ 南海出版公司

吴烨摄影作品集 吴　烨 ２００２６ 九州出版社 摄影集

西部不远 雷　鸣　温首道 ２００２９ 三秦出版社

中国西部大案 王作人 ２００２１０ 新世界出版社 报告文学集

千年万里 张怀群 ２００２１１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陇东的遗产 张怀群 ２００２１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泾川与世界遗产：

西王母圣地
张怀群 ２００２１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政治视野中的汉魏文学 孙明君 ２００２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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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档　案

明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韩王府设立黄册库，专门收藏古代文献、王朝律令、地图、地
籍、户籍、赋役及所辖州县各自形成的文书档案。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崇文书院也开始收
藏档案、典籍。清代无详细资料。民国初，道、区署内设立文牍室或文牍股，兼搞档案

工作。３０年代开始，各级政府设案卷室、管卷股，负责管理档案。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５日，成立平凉专区档案馆，编制２人。此后，时撤时设，处、馆时分

时合 （参 《行政机构》）。２００２年，平凉地区档案处 （馆）共有１４人。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３年５月，崇信、华亭、静宁、庄浪、泾川、灵台相继建立县档

案馆，编制计１９人。１９８０年３月至１９８１年９月，各县 （市）档案局先后成立，与档案

馆合署办公。１９８３年，各县 （市）局相继撤销，１９８４年４月又相继恢复。２００２年，７县
（市）档案局编制１７人，实有２９人；档案馆编制２３人，实有２７人。

平凉地区档案局 （馆）

１９５９至２００２年，各县 （市）城建局管

理城市建设档案。主要有城市勘测及规划、

建设管理、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筑工

程、园林绿化、名胜古迹、工程设计、地下

管线等１４大类，其中图纸７２５０８张，文字资
料５１１卷，照片１２７５张。

１９５１年，各级机关开始建立档案室。
１９８９年开始晋等升级工作，全区４３个单位
成为第一批省级机关档案室。至２００２年底，
全区各级机关普遍建立档案室，档案资料

１００卷以上应升级的７４６个机关档案室全部
晋等升级，占１００％。其中省一级３４３个，省二级３３６个，省三级６７个。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全区工交系统机关、厂矿、事业单位建立技术档案室２８个，至１９９８

年底，全区１１个县级科技事业单位档案室全部达到省一级标准。
１９８３年起，一些企业相继开始综合档案或情报信息的收管。１９９２年，全区１６个企业

综合档案室 （科）达省一级标准，５４个达省二级标准。２００２年底，对拥有百万元固定资
产的４２户企业档案，进行了工作目标认定，仅有１５户达到省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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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馆内业务

一、收　集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专、县各机关所形成的文书资料由各部门收集。１９５８年后，专、县

档案馆主要收集党委机关档案。至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全区馆、室收集保存档案１１０个全宗
２１６５卷，其中静宁县馆收存民国县政府档案２个全宗８４０卷。１９６４年，在 “保密三查”

活动中，全区收集进馆基层单位文件２３１万份，个人手中文件２６万多份，工作笔记
７４３４本。１９６５年，收集原区乡土改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档案１３３３４卷，其他档案
１３６万卷。１９８０年，地区馆接收了地区公安局代管的民国政权档案１０个全宗１９８６０卷
（未整理卷）及民国平凉中学和高平中学的档案，接收了１９６７年前工商局等２１个全宗
３７１９卷文书档案。各县民国时期的散存档案也由各县 （市）馆接收保存。１９８２年底，全
区收集保存３２７个全宗的档案资料３６７２７３卷 （册）。１９８４年，地区馆接收中级法院民国
档案７１０８卷。１９８８年起，根据 《档案法》规定，定期收集各单位保管满１０年的档案。
１９９０年８月，地区馆接收平凉市柳湖乡十里铺村王磨农民刘凤英家藏清代、民国和解放
初期的田地、房屋买卖契约、土地管理执照、纳税凭据等档案的捐赠。１９９１年，地区馆
收集保存了胡耀邦视察静宁以及杨虎城在平凉期间的照片、清光绪皇帝谕旨复印件。

１９９４年以来，地、县 （市）馆先后收集了一些名人、名事、名胜古迹、谷产品的档案资

料。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档案馆收集保存档案资料２６１５３３３卷 （册），其中地区馆存６６６８３
卷 （册）。

二、整理鉴定与销毁

档案处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

１９５８至１９５９年，对全区馆藏中２９３９１个
卷按永久、长期、短期三类期限重新进行鉴

定整理。１９６０年，在全区开展社队档案的整
理鉴定工作。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５年，全区共清理鉴
定党政军和政法及其他部门文书档案 １２２７８
卷，技术档案５９卷，技术资料１０７卷，底图
５３６张。１９７０至 １９７２年，贯彻上级档案要
“少而精”的指示，７０％左右的档案资料被销
毁。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后，全区推广平凉县白水公
社和泾川县党原公社磨家大队先进经验，将

分散的文书及财会档案集中在公社档案室和

大队档案柜保管。１９７８年，着重清理鉴定各
技术单位的科技档案。１９８２年，地区档案处
制定印发了 《地区级机关文书立卷归档试行

办法》和 《关于印发地区级机关文书档案案卷质量标准试行办法》，１９８６年，档案馆印
发了 《会计档案实施办法》、《会计档案管理检查验收标准》。依据规定，全区４９６个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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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所保存的１７８２０６卷会计档案中，对其中３９７５６卷不需再保存的档案进行了销毁。
１９８８年，制定和转发了科技档案、企业档案、宣传报道档案、基建档案、学校档案、农
业档案管理办法和验收标准。２００２年，档案馆 （室）结合晋等升级，对其档案进行规范

化整理鉴定。全区馆藏文书档案７０１个全宗２１８３８３卷，鉴定后开放３８６２４卷。
三、保　管
随着各级档案室、档案馆的建立，党、政、工、团档案开始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６５年

底，全区档案馆、室保管的文书档案１２２７８卷，技术档案５９卷，技术资料１０７卷，图纸
５３６张；明、清、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近１万卷 （册）。

“文革”期间，一些档案室被砸，部分档案被抢、烧、涂抹、撕毁和丢失。

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４年，逐步建立健全了档案馆、室的管理、查借阅、保密、统计等各项制
度，制订和加强了防火、防盗、防鼠、防虫、防潮等措施，系统地重新编排了全宗。

１９８５年，开始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法制化管理。地区和各县 （市）全部

建起新馆，改善了保管条件。在装具上，推广使用无酸卷皮和标准铁皮柜；普遍采用温

度计、防虫药、通风、吸尘等手段保护馆室档案；开展执法检查和晋等升级等措施促进

档案保管工作。现代化配套设施方面，主要是运用微机管理。

四、抢　救
１９８４年，开始进行档案抢救工作，是年抢救档案１５０卷。１９８５年，中央财政拨款支

持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档案抢救工作。全区 ８个综合馆对 ４９８个全宗的 ８０７７８卷档案和
２７９２种１５６０３册资料，以及地县直档案室５８３个全宗的２０３３８８卷文书档案、３０４４卷科技
档案进行全面普查，共清理已急需裱糊、誊抄、复制和恢复字迹的历史档案１０５００多卷，
解放至６０年代的现行档案３万多卷。至２０００年，除静宁馆仍有近１０００卷民国档案未抢
救外，其余各馆已基本完成任务。

五、提供利用

建馆之初，确定以 “利用工作为纲”。８０年代以前，档案工作主要为政治服务。１９８３
年后，随着经济建设和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档案利用工作出现了新局面，１９８８年达到
高峰。１９８９年，平凉市土地局查阅了市档案馆保存的地籍档案，解决了与宁夏泾源县地
界权属问题，重新划回了大阴山２平方公里的土地。１９９０年６月，平凉市水泥厂技术科
利用厂档案室科技档案，对生产车间下料溜子进行改造，使其由原来１月更换１次，延长
到４个月更换１次，可使每月检修时间减少９天。１９９２年，泾川县科协利用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７
年试验的西瓜地膜 “三旱”栽培技术档案资料，在全县推广地膜西瓜４０００亩，使西瓜成
熟期平均提前１６天，增加经济效益１１４万元。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４年，泾川县计生委利用 “一

卡七簿”计生档案，使孕检对象、生育指标、节育对象落实到人，育龄妇女节育率由

８２７８％上升到８８０８％，少出生４６万人。１９９４年，华亭县档案馆主动为工商局提供档
案资料５５卷 （册），解决了安口镇市场用地问题上的争端，挽回经济损失３７５万元、土
地１５亩。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１年，全区８个综合档案馆共接待查档者１４７９万人 （次），利用档

案２２２７万卷，查阅资料１６９万册，摘抄复印２９３７万页。２００２年查档者３６０万人次，
利用档案８７３１卷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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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对馆藏３０年的档案，全部进行鉴定，逐年逐批向社会公布开放。至
２００２年底，先后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２４９个全宗３８６２６卷 （册），１９４９年以前档案
２７个全宗７０９７卷 （册）。

六、整理编纂

１９５８年，全区编制各种检索工具５１０件。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共编制案卷目录８０８１
本，全引目录３７２５本，专题目录２９５７万卷 （条），卡片９０４万张，其中地区馆编制案
卷目录１３２９本，全引目录１７９本，专题目录２５５２万张 （条），专题卡片２３９０万张。此
外，还编制了全宗名称对照表、存放表、档案资料存放地点索引、重要文件目录、人名

索引、会议记录索引等。

档案史料的编纂始于解放初，主要是编纂敌特分子及外国传教士名单及基本情况的

资料。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中，编纂各种档案资料２３７４件。１９７４至２００１年，全区共编纂
档案史料２２８种５３２８３万字，其中地区馆先后编纂了 《平凉自然灾害情况辑录》（解放

前至１９７５年）、《平凉地区党政领导干部任免一览表》、《平凉地下党》、《龙嘴子革命根
据地调查》、《平凉调查》、《一年早知道》、《崆峒山修补计划》、《打字文印经验选编》、

《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地区大事记略》、《地下党的活动》、《平凉解放》、《日寇轰
炸平凉的罪行》、《王孝锡事迹》、《１９４９至１９９４年历史资料目录》、《平凉军管会、中共
平凉地委、平凉地区行署、平凉地区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历任领导干

查阅档案

部一览表》、 《中共平凉地区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７４—１９８７１０）》、《基础数字汇编》、《重要
文件汇编》、《平凉地区名优新特工业产品介绍》、

《平凉名胜介绍》、《平凉地区 “一五”建设的伟

大成就》、《平凉 “两西”扶贫建设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 《平凉地区 “二五”建设情况概述》、

《平凉地区档案志简报》等；平凉市档案馆从

１９７９至２００１年，先后编纂了 《平凉县县级机关

单位组织机构设置一览表》、《历届党代会、人代

会简介》、 《平凉县 （市）区乡、公社行政区划

沿革表》、 《县 （市）党代会、人代会简介》、

《平凉县 （市）区乡沿革》、 《区乡全宗考证》、

《中共平凉县委发文汇编》、《组织史资料》、《平

凉市档案志》、《平凉市自然灾害汇编》、《先进

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名录》等；崇信县档案馆自１９７９年起，先后编了 《历届党代

会，人代会简介》、《崇信县地理概况》、《农业生产情况一览表》、《山区及穷队建设资料

辑录》、《组织史资料》等；庄浪县档案馆１９７７年起编纂了 《庄浪近代名人》、《胡耀邦

视察庄浪前前后后》、《庄浪出版物综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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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监督指导

平凉解放前夕，张可夫代表平东工委给平凉专县各工委写信，要求保护好旧政权机

关的公文、档案。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军管会 《布告》中指出，凡保护档案文件或告知下

落者，给予奖励，对隐瞒不报、破坏或私自转移者，一经查出，定予严惩。１９５１年７月，
地委秘书处和专署办公室召开全区文秘工作会议，要求党政机关设立专管档案机构，集

中管理机关的文书档案。

１９６０年，地委召开全区第三次档案工作会议，要求对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开发利用；
建立健全技术档案；鉴定整理档案馆室积存的文件和档案。１９６２年，地委秘书处发出通
知，要求各级档案馆室要经常化、多样化、手续方便化地提供利用；绝对维护档案的安

全完整；要求报送 《档案机构、人员编制情况表》。是年１０月底，全区专县８个综合档
案室，除庄浪９个全宗５０３卷和静宁旧政权档案２个全宗８４０卷未整理外，其余均已整理
归卷。

１９６３年，在平凉召开了平庆两专区档案工作会议，会后专县相继建立了档案处、局，
恢复了档案馆。１９６４年，档案处派人深入基层指导，一是弄清了旧政权档案的卷数和保
管场所；二是清查收回了零散文件和有保密内容的笔记，并注意收集家史、村史、社史

资料；三是加强档案管理；四是要求由文书处理部门坚持平时立卷的原则；五是印发了

“机关文书保管期限表”。

１９６５年，专、县均成立了鉴定委员会或领导小组，鉴定销毁了一些 “文书材料”。

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２年，错误地销毁了大量档案文件，其中地区档案馆原存１５１７４卷中只留５３２０
卷，砍掉６５％，县馆共存５２２３５卷中只留９９４６卷，砍掉了８０％；地县级机关档案室只留
原数的１／３或１／４。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年，加强了科技档案的管理。１９８４年，加大指导、检查和监督力度。
１９８７年，召开全区档案业务座谈会，学习 《档案法》；通过电视举办档案知识竞赛，

参与干部职工１００人，受教育面达１０万人。
１９８９年，企业档案室率先开始达标升级工作，至２００１年底，８个综合档案馆全部达

到省二级以上标准，地区级机关档案室及１１个县级科技事业单位全部达到省一级标准，
１５个企业达到省级档案室标准。

１９５８年开始，全区建起人民公社档案室 １０４个，生产大队大多数有了档案专柜。
１９５９年４月，专区级档案工作会议后，秘书处派专人轮回７县 （市）检查、督促指导。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７日，地委批转 《平凉市委关于立即整理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档案的安排

意见》，要求社队将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路线斗争、教育和文化、爱国卫生事业等方

面形成的档案资料管好用好。１９６１年５月３日，地委秘书处在 《关于档案工作当前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意见》中指出：有些社队把档案当枕头，糊房子，包菜籽，卷烟吃。要求

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理鉴定和保管好档案文件。至１９６２年底，全区社队档案基本清理
结束。１９６５年，全区共整理原区乡土改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甄别材料、阶级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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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分校定材料档案１３３３４卷。“文革”中，社队档案又重新回到乱堆乱放、无人管理状
态。１９７４年，华亭县率先恢复和建立档案专柜。平凉县白水公社建立了综合档案室。至
１９７６年底，全区１０８个公社全部进行了清理鉴定，建立了档案室，１４１８个生产大队已建
立档案专柜的有１２５４个，占８８％。其中，庄浪和崇信两县达１００％。１９７７年，全区召开
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１０月，提倡社队搞好农业科技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１９８０年召开
的全区科技档案工作会上，平凉县白水公社星光大队、崇信县黄寨公社甘庄大队介绍了

农业科技档案工作经验，推动了社队档案的发展。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全区７县 （市）档案馆将各乡 （镇）１９８４年底以前的档案全部接收
进馆。１９９４年，全区加强了农村档案检查指导。１９９８年，在乡镇和农业科技部门实行升
级达标、在行政村和乡镇企业、民办企业、村级企业实行建档工作，并开始建立县、乡、

村三级农业科技档案信息网。

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１３１个乡镇全部达到省级标准，占１００％；有６８个农业科技部门
和１７１３个行政村建起了档案室或档案专柜，建档行政村占１００％。全区１３２个乡镇室藏
档案９万多卷，１７１３个行政村保存档案１５万卷 （册）。

监督指导，首先重视了档案的宣传工作。５０年代，开始组织单位订阅档案报刊书籍，
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区订阅９万多份；另外，在广播电台报道档案工作方面的新闻１３６０次，
电视台播放录像及专题片２５８次，印刷宣传资料１５万多份，张贴标语、横幅２３万多条；
组织各级档案部门、工作人员向报刊投稿，被刊载５００多篇，其中张俊录等３人的论文受
到国家和省档案学会表彰奖励。静宁县档案局利用成纪文化城落成庆典之机，举办档案

展览，展出馆藏历史资料、民国档案、音像档案、机关档案、革命历史档案、民俗民风

档案、农业和农村档案、科技档案等１９种２０００多卷 （册），参加庆典的省、地、县、乡

领导和干部群众１万人参观了展览，收到良好的效果。

１９９１年８月，国家档案局、国家人事部授予华亭煤矿张仲文 “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

作者”称号。１９８２年，省委、省政府表彰平凉县档案局、平凉地区科委、地区农机研究
所、地区食品公司为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卫翊元、王彬、江汉荣、李治、肖志红为

档案工作先进个人。

第三节　档案简介

２００２年底，全市两级综合档案馆，共藏档案２０１个全宗２１７７６４卷，其中１９４９年前
档案１２４７５卷、７件，新中国成立后档案２００２８３卷、５４０件；录音、录像档案４６７卷，照
片档案１２５７２张、底图９７５张 （地区档案馆１２５个全宗５１５３２卷，音像档案４１２盘，照片
２６９９张）。

全区馆藏清代档案９卷、１３件。主要内容是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
年间买卖田地、房屋、财产的契约，共７卷；最早的是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的地契，藏静
宁档案馆。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教学管理方面的档案１卷，光绪谕旨复印件１卷；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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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光绪年间地契

湖书院志木刻版 １件，光绪丁酉年
（１８９７）佐武考取举人木版考文及考官批
语６件。

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至 ３８年 （１９４９）
档案１２４５卷、６件。主要内容涉及民国甘
肃第二专署、西北公路特别党部、甘肃省

高等法院平凉分院、平凉地方法院、西北

盐务局陇东盐务分局、省立平凉中学、平

凉师范、高平中学、平凉私立力行中学、

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国立陇东师范学校、

财政部甘宁青直属税务平凉分局、平凉保

安一团党部共８２３１卷；平凉、泾川、灵
台、崇信、华亭、静宁县党部、政府、三青团、参议会、执委会、童子军理事会、警察

局、司法处、看守所、教育局和平凉县、华亭县商业运输同业会，平凉县实验、晓星、

馆藏家谱

芳济学校，花所镇及双桥、白水、盘

龙乡公所，华亭县安口镇公所及县初

中、安口女子中心小学等单位共４２２８
卷。内容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财政、司法、交通、土地、户

籍、人事、机构、禁毒等问题的指令、

训令、委状、条例、规章、公函、通

告、布告、电报、花名册、会议记录，

预决算书及民刑事案件等。

反映中共早期在平凉活动的文件

材料，散见于民国政权机关的档案中，

共８４件。主要有省立平凉中学全宗档案中关于王孝锡烈士和平凉解放的材料；省第二、
三行政专员公署全宗中关于中共地下党员、党的军队活动的材料；静宁县政府全宗中关

于红军、八路军活动的材料及各机关、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各类

文件材料。另外，在照片档案中，有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海原大地震实情照片，关山大会
战照片，民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杨子恒在平凉活动的照片，崇信地下党及游击队员

照片。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２００２年的文书档案１９６７４２卷、５６９件。主要为地县 （市）乡三级党

政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其中照片档案共１２５２５
张。主要内容有：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平凉、静宁、庄浪的照片；各种代表会议照片；乡

俗民情照片；庄浪梯田建设及城乡公路桥梁建设照片等。音像档案共４８６盘 （盒）。主要

内容为县党代会、人代会新闻录像及其他专题录音录像。会计档案共１３８２０卷。内容系
地、县 （市）各级已撤销机关及例行机关移交的会计报表、凭证、账簿。地、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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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单位因机构撤销或更换而作废的旧印章１２３９枚。中央、省领导视察平凉的题词和各
单位在工作中获得奖牌等实物档案共２７７件。地、县 （市）离退休干部、职工和精简下

放、死亡干部职工档案及无投递人员档案６６８３卷 （袋）。科技档案有关人防、建筑、农

业区划、村镇建设、农林水及交通工程、地质勘探、卫生防疫等图纸资料２７１５卷 （册）。

全区地、县 （市）档案馆共收藏有关经典著作、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教育体育、语言文学艺术、史地、自然科学、综合等书籍１２大类、２０００多种４３１５０
册。其中地区馆藏１２大类１５６１０册。历史书籍主要有 “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以及人

名、地名索引、图册等。地方史志主要有清康熙年间刊印的 《静宁州志》、《崇信县志》，

乾隆年间刊印的 《泾州志》、《静宁州志》、嘉庆年间刊印的 《崆峒山志》、民国期间刊印

的 《重修灵台县志》、《华亭县志》、《平凉县志》、《增修华亭县志》；解放后出版的新编

各县 （市）志，专业志，地县 （市）党史、文史，各县兵要志，地区邻近府州县的志书

及地方出版的报刊等。文献汇编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陕甘宁边区及省、地、

县有关文件选集、汇编、选编等，工具书籍有主要为辞海、辞典、年鉴、年表等。其他

资料有古今经典小说、档案编研资料、检索工具、专业报刊书籍等。

５８５１第二十编　文　化



第十章　志谱编修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代代赓续，连绵不断。但平凉最早

明代平凉府志及部分县志

记载的是元代编修的 《德顺州志》。

明初，太祖连续三次下诏 “类

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书”，“令有司

上山川险易图”，“令朝觐官上土地

人民图”。永乐十年 （１４１２）、十
六年 （１４１８），明成祖两次颁发
《修志凡例 》。嘉靖到万历年间，

全国出现修志高潮，平凉府、州、

县普遍开始修志。分别由知府、知州和知县主持，组织文人编修。

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多次令各地编修志书，府县普遍设立志局或志馆，

由知府、知州、知县任总纂或总修，另有纂辑、编次、参校、督工、采访等若干人。清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编纂 《泾州乡土志》、三十四年，编纂 《崇信县采访乡土志》。

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北洋政府内务府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纂修地方志书。１８年，国民
政府颁布 《修志事例概要》。３３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 《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

省志３０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１５年纂修一次，“由各省、市、县政府设立修志馆负责
办理”。“志书印刷完成后，应分送行政院、内政部、国防部、教育部、中央图书馆暨有

关机关备查”。崇信、华亭、泾川、灵台、静宁和平凉县均组织修志。全国有民国志书

１６２９种，平凉仅有６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要求全国

各县市迅速地编写出新的地方志。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制定出 《关于新

修方志的几点意见》。１９６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国家档案局 《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但平凉市组织人员编修未果。１９８２年７
月，甘肃省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了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平凉地区各县

（市）的修志工作陆续展开。１９８３年８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颁发了 《关于 （新编地方

志工作条例）的建议》，要求 “以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资料编修新型省志、市 （地、州）

志、县志”。１９８５年４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了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

修志目的、志书体例、组织领导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平凉地区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指导各县 （市）的修志工作，全区掀起新的修志热潮。１９９８年，平凉地区
行政公署决定编修 《平凉地区志》。至２００２年底，全区编修各类志书４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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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地区历代修志表

志 类

朝 代　
府志 州志 县志 专 （业）志 乡土志 小计

元　代 １ １

明　代 １ ２ ６ １ １０

清　代 １ ５ １２ ２ ２ ２２

民　国 ７ １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 ７

小　计 ２ ８ ３２ ４ ２ ４８

第一节　府　志

《平凉府志》

明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赵时春纂修。全书共１３卷１０册，每卷１７门，前３卷为府

点校整理的历代旧志书

志，此后各卷依次为平凉县、泾州、

灵台县、静宁州、庄浪县、固原州、

镇原县、华亭县、崇信县、隆德县县

志。志书内容分设建革、山川、户

口、田赋、物产、坛祠、藩封、官

师、兵制、学校、人物、孝节、风

俗、河渠、寇戎、寺观、祥异等。因

其考证有据，记述准确，敢言民生疾

苦，在明代关中诸志中最为有名，后

被收入 《四库提要存目》。

惜 “陇中之无传本”。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张维在北平图书馆见后，
“函平钞录一本”，３３年进行校补，
“此志乃大略可读”。１９９９年，地区
志办公室组织，魏柏树等校勘，内部

刊印。

《平凉府志》

成书于清代，成书时间待考。名佚。全书共３６卷４册。主要编目：建置、山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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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公署、学校、关梁、祠祀、贡赋、兵防、水利、驿递、物产、风俗、古迹、封爵、

职官、人物和艺文。光绪时曾补修。北京、南京图书馆存抄本。

第二节　州　志

　从元代的 《德顺州志》到清宣统元年的 《泾州采访志》，平凉地区共修州志８部。较
著名的有清康熙五十五年黄廷钰修、吴之?纂的 《静宁州志》，乾隆十八年张延福编纂的

《泾州志》。

《德顺州志》

成书于元代，已佚。编纂者及志书主要内容无法稽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郭钺编纂，成书于明正德六年 （１５１１）。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刘默编纂，成书于明万历二十六年 （１５９８）。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李民圣编纂，成书于清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已佚，内容无考。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黄廷钰修，吴之?纂，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志书１４卷４册，
主要编目有：疆里、建置、赋役、风土、典礼、官师、宦迹、选举、人物、武备、轶事、

安定监、艺文。

《静宁州志》

静宁知州王?纂。成书于清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志书８卷４册，主要编目有疆域、
建置、赋役、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集。

上述二志由魏柏树点校，合为一册。１９９６年４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泾州志》

泾州知州田一井纂修于明万历年间，已佚。

《泾州志》

泾州知州张延福修，州判李瑾纂。清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修，十九年 （１７５４）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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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下卷，主要编目有：天文、地舆、建置、赋役、官师、人物、选举、武备、吏役、

寇氛、祥异、艺文。木刻本存泾川县文化馆，１９８０年重印石印本。

《泾州采访志》

泾州知州杨丙荣纂，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抄本。志书１册，主要编目有：地理、城
建、古迹、贡赋、蠲恤、祥异、风俗、兵防、驿递、职官、艺文。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第三节　县　志

　自明嘉靖十四年曹麒纂 《华亭县志》至１９９８年，平凉地区共修县志３２部。

《华亭县志》

训导王金与贡生曹麒纂修，成书于明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据 《平凉府志》卷十一记

载，此志为华亭修志开端。后佚。

《华亭县志》

华亭知县佟希尧修，马魁选纂。清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成书，２卷１册。内列方舆、
建置、赋役、秩官、人物。此志昔遭兵燹，曾散失。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新集华亭县志》

华亭县教谕赵先甲纂，１册。清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成书。内列地理、建置、祠祀、
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手抄本存华亭县档案馆。

《华亭县志 （手稿）》

清宣统年间贡生尚政治编纂，仅见手抄本。内设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

公署、学校、关梁、祀祠、贡赋、兵防、驿递、蠲恤、盐法、物产、风俗、古迹、祥异、

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忠节、孝义、烈女、艺文、杂记等篇。复印本存华亭县地方

志办公室。

《增修华亭县志》

县长张次房修，幸邦隆纂。共６卷４册。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５月石印出版。内设地
理、建置、政事、经济、礼俗、灾异、大事、名宦、人物、艺文１０篇。志首有序文、凡
例，志尾缀附录。较前诸志规模宏大，体例严整，内容详备。

幸邦隆还有 《续修华亭县志 （手稿）》，记载前志断限至民国３８年 （１９４９）的许多
重要史料，并补正了前志中一些不确之处，但散失较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从废纸中拣得极
少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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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志》

华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尚振魁、景泰、张和平。编委会办

公室主任余有全，总编辑姚维孝、冯天言。１９８６年春征集资料，１９８７年７月开始编写，
１９９１年底完成总纂稿，１９９３年３月通过终审定稿，１９９６年８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溯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８７年。全志２２篇、１０１章、８３８万字，图片７８帧，地图１２幅。
设建置、自然地理、资源、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城建环保、

经济综合管理、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人事、军事、教育、科学技术、

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人物。首列概述、大事记，末缀附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华亭县
志》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翌年５月、１２月，分别获第五届甘肃省社会科学 “兴

陇奖”三等奖和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柳仲庭编纂。明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成书。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武全文纂。清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成书，原抄本１卷。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
重抄３卷。存上海东方图书馆。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于元煜修，刘显世纂。分上下卷，附芮谷志１卷。清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
成书。上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物产、赋役、城堡７纲；下卷分学校、坛庙、
寺观、官师、人物、利弊、灾异７纲。北京图书馆存刻本，上海、甘肃图书馆存胶卷。

《崇信县续志稿》

薛笃弼纂。清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成书，抄本。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知县庞笃补辑。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成书，抄本。已佚。

《崇信县志》

崇信县知事张明道修，任瀛翰纂。志书４卷２册，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编修。１７年
（１９２８）石印出版。全志分舆地志、建置志、经政志、官师志、选举志、学校志、武备
志、古迹志、人物志、艺文志及志余、轶事。存北京、上海、南京、甘肃省图书馆。崇

信县档案馆、文化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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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志》

崇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杨治科、周祖光、刘登堂。编委会

办公室主任王锦发 （兼），主编赵管仲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９０年６月）、王锦发。志书编修
始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完成总纂，１９９７年８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自事物发端，下
止１９９０年。全志３７章、１８３节，７５万字，图片７０帧，地图７幅。有概述、大事记、自
然地理、建置沿革、人口民族、农村经济制度变革、农业、畜牧业、林业、水利、工业、

煤炭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物资、粮油购销、财政税收、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

中国共产党、党派群团、权力机构、政府机构、检察审判、议政机构、军事武装、公安

司法、民政、劳动人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医疗卫生、宗教、风俗

习惯、方言、人物传记、附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庄浪县志》

邑人马负图私人编修。明嘉靖四十五年 （１５６６）庄浪知县窦文得、马负图草本，纂
修成历史上第一部 《庄浪县志》。已佚。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卫东鲁续纂。明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成书。佚。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王钟鸣修，卢必培纂。清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成书。７卷。存抄本。

《庄浪县志》

庄浪知县胡赓昌续修。清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成书。已佚。

《庄浪县志略》

庄浪知县邵陆纂修。清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成书，分原图、星野气候、疆域沿革、
山川古迹、城池公署、坛庙、田赋杂税、盐法、兵制、风俗、物产、学校、科举、职官、

名宦、乡贤、人物、节烈、灾祥、艺文２０卷，前有序、凡例，后有跋。２００２年庄浪县志
办点校刊印。

《庄浪志略 （抄本）》

邵陆原纂，庄浪县丞耿光文于清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增订，全书２０卷，今存。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和３２年 （１９４３），庄浪县两次组建修志机构，但仅草成人物志的
《群材》、《义勇》等卷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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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志》

庄浪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孟建邦、王建华、杜东海、何兴荣、

马鸿俊、王浩林。县志办公室主任先后由丁广学、曹希彰、王邵泽、李迎才担任，主编

王邵泽、谢东。１９８６年３月开始征集资料，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志１８编８９
章，９９９万字，图片１０４帧，地图３幅。上自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９０年。分列概述、大事
记、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服务、城乡建设、财税金融、党群政协、政权

政务、军事、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教育、医药卫生、文化体育、生活风俗、人物、艺

文。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
成果一等奖。

《灵台县志》

灵台知县张凤池修纂，明万历三十七年 （１６０９）成书。仅见记载，志书无存。

《灵台县志》

灵台知县黄居中修，杨淳纂。共４卷，清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刻本。分设方舆、建
置、赋役、秩官、人物。原著仅存１部。１９９７年９月，郑行健校注后内部刊印。

《灵台县志》

灵台县长张东野修，王朝俊等人编纂。共４卷６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７月南京京
华印书馆铅印。卷首有序、衔名、纲目、凡例，卷一方舆图外，有沿革、星野、疆域、

山川、城池、学校、风俗、物产、古迹等目，卷二官师表有职官、选举、封赠、游寓、

艺文等目，卷三风土志设田赋、户口、仓储、癅政、庶政、祠祀武备等目，卷四人物传

立孝义、群材、节妇、贞女、贤淑、蓍瑞、仙逸、杂记、后序、跋。另附专集两册：上

册载古迹风景图片６６帧，下册收名人题字２００幅。

《灵台县志》

灵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崔树森、郭继芳、郑显璋。县志办公

室主任王泽民，主编尹新野。１９８３年开始征集资料，１９８４年编修，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内部印
行。全志４１章１７０节，上自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８５年，７２万字，图片５０帧，地图１４幅。
分概述、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计划经济、农业、林业、牧业、

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工商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城乡建设、教

育、文化、文物、卫生、科技、体育、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权力机构、

政府机构、人民政协、司法、检察、公安、民政、劳动人事、群众团体、军事、宗教会

道门、风俗、方言、人物、大事记和附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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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县志》

举人郑?、王安民编纂。共４卷２册。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成书。分设图考、
沿革考、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杂记。手稿存甘肃省图书馆。

《平凉县志》

平凉专员兼平凉县长刘兴沛修，甘肃民政厅长郑?、县志局局长朱离明编纂。共４
卷２册。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陇东日报社铅印。分设地理、赋税、物产、职官、建置、教
育、风俗、人物、祥异、杂俎、艺文。存平凉市档案馆。

《平凉市志》

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李世奇、李烈江、张和平、关志忠。

办公室主任刘吉仁，主编李树生、仇非。１９８７年８月开始征集资料，１９８９年１月试写，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完成初稿，１９９３年７月通过终审定稿。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志书
２６卷１２０章。上自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８５年，１０１４万字，图片７５帧，地图４幅。分列概
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城乡建设、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贸、财税

金融、经济管理、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教育、文化、

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民族宗教、民俗方言、旅游资源、人物、辑补。１９９６年１２
月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１９９９年
１月，获第六届甘肃省社会科学 “兴陇奖”三等奖。

《泾川县采访新志》

泾川县长张振江编纂。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抄本１册。分建置、职官、蠲恤、交通、
礼俗、教育、方言、灾异、人物、兵事、轶闻诸编。手抄本存甘肃省图书馆。

《泾川县志稿》

邹光鲁编纂。２３卷３册。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编写，内设：大事记、地舆、物产、职
官、建置、民政、财赋、教育、建设、交通、政党、选举、人物、金石、文征、掌故、

轶闻。手抄本存平凉市档案馆。

《泾川县志》

泾川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吕立君、丁国民、张秉科。编委会办

公室主任吕福元，主编吕立君。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征集资料，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开始编写专志和分
志，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全面总纂和审改。１９９６年３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志书２２个专志
９５章。上自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８８年。７８万字、图片６３帧、地图２幅。有概述、大事记、
行政建置志、自然地理志、人口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农业志、林业志、工业电力志、

交通邮电志、城乡建设志、商业志、财政金融志、党派群团志、政权政协志、军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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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志、民政劳动人事志、教育科技志、文化志、艺文志、卫生体育志、社会志、人物

志、附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平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
秀成果一等奖。

《静宁县志》

受庆龙、王尔全编纂，６卷，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编写。篇目分列官师、人物、选举、军事、艺
文、杂记。中途夭折，仅存半部手稿。

《静宁县志》

静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历任编委会主任范劲宇、金福存、韩豫平，主编魏柏

树。１９８６年征集资料，１９８８年开始编写，１９８９年９月完成初稿，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终审定稿，
１９９３年６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志书６编５１章，上自事物发端，下止１９８５年，８０
万字，图片４３帧，地图２幅。大编式结构，主要篇目有地理 （区域位置、建置沿革、行

政区划、县域乡镇、人口民族、自然概况灾害）、经济 （经济制度变革、农业、林业、畜

牧业、副业、水利、农业机具、能源、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物价、工

商管理、财政、金融、计量、土特产品）、政治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

政党、政协、群众团体、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档案）、

社会 （社会福利、风俗习惯、方言、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讳语、民间传说、奇闻轶事、

宗教团体、会道门、人民生活）、人物 （传略、简介、名表、名录）。志书前列概述和大

事记，后缀附录。

１９９３年９月，在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首次评奖中获一等奖。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获平
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四节　专　志

《崆峒山志》

庆州知州、邑人李应奇撰著。明万历年十三年 （１５８５）面世。已佚。

《柳湖书院志》

河南白沟知县、邑人朱愉梅撰著。５卷１册。清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成书。志书分列
建革 （附图）、形胜、条规、题咏、科第５卷。存平凉市档案馆。

《崆峒山志》

平凉知府张伯魁 （春溪）撰著。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成书。２卷２册。分列古迹、
名胜、寺观、仙踪、隐逸、物产、诗赋、记、论。存平凉市档案馆。以上二志１９９３年由
仇非标点刊印。

４９５１ 平凉地区志 （中）



《静宁罐子峡煤田地质志》

王永焱编著。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成书。散佚。

《平凉地区公路交通史》

平凉地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编纂。主编张汉文。全书３篇１１章７６节，４２３万字，
图片５５帧，地图４幅。１９８９年８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静宁县农牧志》

静宁县农牧局编纂。主编王统华。

全志６篇１８章７７节，３０万字。主要篇
目有概况、生产关系变革、农业自然条

件的改变、农业技术推广、畜牧兽医、

农业机构与教育。１９９０年４月甘肃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

平凉市公路交通志编委会编纂。主

编骞纯文。全志１０章３２节，２９７万字，
图片１８帧，地图３幅。１９９３年６月兰州
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修崆峒山志》

崆峒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崆峒学研究会、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主编仇非，

摄影黄毅。全志１０章３８节，２１７万字，分列环境、胜景、建设、道教、佛教、文物、
旅游、艺文、管理、杂志１０章。图片４４帧、旅游示意图１幅。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甘肃人民出
版社出版。

《静宁县税务志》

静宁税务志编辑组编纂。主编马玉清、苟彦忠。全志８章２０节，１７万字，图片１７
帧。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崆峒山植物志》

高维衡编著。全志记录了崆峒山维管植物１００６种，分述于１２９科、４５５属。发现正
种２个，变种１０多个。也记载了平凉市境内、泾川县境内的个别植物。全志１１５万字、
２１６幅插图。１９９８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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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山动物志》

主编赵明星。全志２５万字，分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两大类，记述了崆峒山２７０个
动物，附有插图。其中记述有鹿、豹、鹰、雕、金猫、朱雀等稀有动物数十种。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三秦出版社出版。

《庄浪县第一中学校史》

庄浪一中校史编写组编纂。主编徐光祖。全书３０６万字。２０００年５月兰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

《静宁县财政志》

静宁财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主编王维军。全志８章３１节，１９１万字，图片１３帧。
纲目设凡例、概述、大事记、财政收入、支出、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财政信用、国有

资产管理、财政监督、机构人员、附录等。２００１年１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五节　方志序选

陕西 《平凉府志》序

弗稽于古，罔以徵今。无徵于今，罔以训后。莫高匪天，莫逖如七政，而史氏能审

之。盖求诸故，以致夫新也。郡邑民政之迩，地理物则之章，至易著也，而或未前闻焉。

翳秦去诸侯以为官吏，而列城之史官亡，先正之典训日废，而一切便宜之术行，吏胥得

以文奸，而民无所措手足矣！

平凉居雍凉之交，襟带戎羌，控制要害。自汉分北地为安定郡以迄于今，千六百余

年。大抵中原有故，则地重官尊，而史不绝书；治道四达，则奉令循常，而漫无可考。

岂其人之贤愚相远哉，抑势则然也。由是言之，平凉其治否，有以占天下之休戚，郡志

可无述乎！

成化时，督学按察副使、临川伍公福；正德末，信阳何公景明；嘉靖癸卯，礼部侍

郎、高陵吕公籹，光禄卿三原马公理，颇载之 《陕西通志》而弗详。时春深用是惧，自

初元距今垂四十年，家居凡三十余，目受耳属，人情物理，每忆胸臆。兹者分守参政滁

阳胡公松，任邑李公景萃，兵备按察副使任丘史公载德，分巡佥事襄垣姚公九功，请于

抚按，命有司?故实，胥以为时春重加参考，爬罗遗漏，黜浮为雅，核伪存质，勒成

《府志》，共一十三卷，使书史新建袁迪缮写，太守江陵邵君大爵遂命工刊梨以传。

胡公既序，述志宏纲于卷端，而时春因为附其凡例，曰：乾坤奠位，山泽辨方，民

安土壤，不主故常，故图城郭、山川，而首建革；图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叙论山川、

里居；户赋民政之急，故继之；驿递民，物产利民，去而后利可兴，故先驿递而后

物产；民之大事莫如祀，而主治由于长上，故次坛祠必典，守典以藩封；官师，官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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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毕具，而人之善恶皆师也；民之大故莫如兵，故兵制间之；政成而风俗可见，故风

俗次之；西陲地高而水驶浅，故乏津梁而详河渠；近边鄙而守戎狄，故次寇戎；异技、

淫祠坏风俗而招寇戎，故附其后；三才之数极，而物理之吉凶兆，故以祥异终焉。

其象纬失度，非民所共，弗敢录也，亦存乎星官焉。若夫指喻近而意象远，显幽微

而章淑慝，即小以明大，推人而之夭，余盖府志焉，而力弗任也。世有作者，其尚起余乎。

嘉靖庚申日南至奉旨听调前巡抚山西提督雁门等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平凉县人赵

时春谨序。

《静宁州志》序

　康熙五十年冬十有二月，廷钰奉檄来牧兹土。比年告饥，爰集哀鸿。顷复有事西庭，
悉索敞赋，虽与州人士乘间论文，思以移易风俗，然已日不暇给矣！乙丙二岁，叠荷免

租。方春灵雨，兆维丰年。于是州人士群谒廷钰，请修图经，其志将以补残缺、捃流失、

备观览也。

余维郡邑之志，非徒记载其文而已夫，有其职焉。古之为政者，莫不辨方程土，稽

古察俗，错综上下数百年之得失，以斟酌乎穷变通久之道，而彰其物以著其劝戒也。凡

此者皆吾之治教存焉，所谓职也，徒具文乎，且夫文亦难言矣。夫志者史之流也，而非

史比也。盖上之无金柜玉版之藏，下之无兰台石渠之任。刻期从事，塞责成编，如屠沽

账簿，姑记名数，无复精神。而至出之以褊心，行之以曲笔，使一方文献都成冤录，则

昌黎所云，不有天刑，必有人祸者，其重又与史埒，如静宁故志者是已。

故志二刻，既皆谬戾，又复缺失。补缀无从，爰取更张。因检历史及赵公浚谷 《平

凉府志》，参以邻封信书，核其故实。而近今轶事，则取故家遗文散牒，旁质之以父老传

闻，莫不核其本真，发其幽隐，详取而慎用之。委江彝珍孝廉辈分局胪列，各为实录，

授吴子乾玉抽其芳华，撰成十一志、二表共若干卷。吴子深于史法，尝著 《襄武人物

志》，知言者谓其得龙门庐陵之遗。今兹载笔，参以鄙见，不知其视古人何如？要之，静

宁掌故自此具矣。

是 《志》也，脱稿于丙申春二月，越秋九月梓成。剞劂之资，悉捐薄俸。《志》中创

获有二：揭陇水之名，辨渭州之域，厥乱石之号，及他一切考订，剥极而复，事倍于前，

文则减之，所谓足资观者已。若夫自某承乏以来，向有创制，一书再书，哆然不讳，费

徒饰为观美，亦聊以述所职尔。后有治教之责者，尚将有取于斯夫！奉天黄廷钰自序。

乾隆 《泾州志》序

　史以考治乱，志以征废举，均重也。然史设颛官有注录章疏之可据，而志无司存与
纪事者，其载笔之难易既异势矣。史以褒贬昭劝戒，志以见闻备记载，其体裁又异指矣。

且志有三善：志实不志虚，志信不志疑，志质不志文，夫然志也而进于史矣，顾不重哉！

泾州古义渠地，当陕甘之冲，为汉名郡。唐宋以来，诸名臣后先经略安抚，以故
-

其山

川，考其疆域，回?并峙，泾分流，而一种雄伟峭拔之气，实与关陇名山大川相发挥。

余于壬申岁奉命来陕，荷上宪题署平庆道篆。抵任后，即亟取郡志披阅之，奈多残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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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志复久失窃，欲拾采旧闻，与州牧共编辑之，未遑也。甲戌春初，州牧张名延福者手

持二编告余曰：“泾故无志，而边地质野，文献无征，远搜近采，就所闻见者笔之于书。

幸佥判李谨素亦留心志乘，共相与排纂次第之，今告成矣，敢以序请。”余因细阅全卷，

其中古今之兴废，上下之规制，人事之善败，风土之美恶，莫不缕析条分。且去其诞妄，

删其疑似，除其浮靡，一篇之中三善备焉。所谓志实不志虚，志信不志疑，志质不志文

者非耶？余不觉神为飞动，拍案喜曰：“牧之志可征诸治牧之治，始可及于志矣。”尤冀

以皎然不欺其心者永怀勉励，庶几仰副皇猷，勤宣宪德，将见人才蒸蒸蔚起，风俗戛戛

日上，谓仅存历代之典章文物而已哉！为志言之，又不止为志言之也。爰举而寿之梓，

即以斯志为国之史也可，是为序。时乾隆十九年岁在甲戌仲春之吉，诰授中宪大夫，分

巡平庆兵备道榕亭庄年撰。

《崆峒山志》序

盖闻星分金野，正当斗极之垣，地近瑶池，直接昆仑之脉，是以北极。空桐，名已

传于尔雅。西连泾谷，形曾附乎山经。况黄帝、广成之所居，昔闻至道。秦皇汉武之所

到，代有仙踪 也哉。尔其五台竞秀，万壑争流。泾水绕其前，涌出云涛石海，笄山耸其

后，宛然雾鬓烟鬟。鹤洞元云，或翱翔乎缑岭，凤山彩雾，时掩映于朝阳。虹跨仙桥，

海外飞来锧 ，龟浮莲叶，台中擎出芙蓉。狮子崖高，肖狻猊之蹲踞，马鬃峰峻，俨骐

骥之腾骧。翡翠屏开，绘出丹崖碧嶂，琉璃泉涌，喷来玉液琼浆。峰名蜡烛，游人不夜

之灯，台号香炉，仙子长春之篆。崎万状，有非郭璞之所能名，突兀千寻，亦非卢教

之所能至者矣。乃于唐宋兵戈之际，久芜没于断梗荒榛。而自元明创建以来，遂大营乎。

琳宫梵刹，羽客缁衣时往来而留寓，文人学士多唱和以留题。于是李鹤崖创修斯志，传

流已过百年。王秋浦手集成编，采访曾经廿载余也。钦承简命，出守名邦，见其山川秀

拔，洵属神皋奥区。卷帙浩繁，如入琼林瑶圃。重加纂修，爰授剞劂，非等齐谐之志怪，

岂同庄叟之谈元。抑又闻之，名山作镇，每著风云雷雨之功，维岳降神，诞生特达圭璋

之彦。将见际金瓯而调玉烛，既为国家祝丰乐之休，赋鹿鸣而歌兔置，更为朝廷庆人才

之盛。岂徒效谢灵运之游山，柳宗元之作记云尔哉。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夏五月　中宪大夫知平凉府事海盐张伯魁春溪氏题

《重修灵台县志》序

国史所以明治乱兴亡之迹，县志所以纪风土人物之情。国史为县志之总汇，县志是

国史之源流。二者，皆所以示后世、传不朽、留为世间法之考信也。然县志之作难矣！

不难于其人，必难于其时。有博识好学之人，而时不可为也，则固不可；时而可为，而

无博识好学之人，则尤不可。故纪言纪事之文，可以藏之金匮、石室，伟业丕著，令典

昭垂此，岂苟简所可以事哉？盖一县之山川、河流、名胜、文献、制度、典章、风俗、

古迹，与夫忠孝节义，阐发民族之光辉，表扬国粹之精神，罔不详搜博采志之其中。其

责任与关系之重大，有如此者。东野半生戎马，学识荒落，何敢倡修一代之信史？只以

滥竽邑事，两载于兹，责之所在，不敢怠荒，心之所知，焉忍袖手。原于民国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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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提倡重修文王之 “灵台”，询知灵志已三百年失修。民初至今，虽已设馆兴修，但屡

修屡辍，念年来，皆未得成，乃不禁相与叹息，欲续修之。适邑之闻人杨子恒先生暨邑

之志士仁人，均皆有志于此议，以续修为请。于是筹款开馆征稿，仍聘王君杰臣、张君

明新为编纂，复聘张明新、贾从众、张馨如、杜逢春、关子高、张伦五、梁俊卿、薛茂

蔚、姚达丞、刘肇汉、左雅儒、关维藩、苟鸿山、多昆山、董仲仁、薛得霖、曹生瑞、

朱锦堂、梁国辅、杜生麟、杨耀丛、杜培基、汪顷波、李洪都诸君暨合县各界知名之士

与区长等二十余人，组织编审委员会，缺者补之，误者正之，体制咸宜，不涉虚张。诸

编审饱学宏文，褒贬笔削，主持正大。稿成，犹恐间有不妥，复请陈乃疆、汪顷波二先

生加以审核。盖欲免咎戾于万一，不得不敬慎其事也。志内有 《灵台专集》二本，为余

集重修 “灵台”题字、序、跋并影照风景古迹而成之者。恢复往哲之盛德，补充灵邑之

文献，使数千年历史文化之圣迹与宇宙得以同存，令人想见姬周盛治而发思古之幽情，

此实为余引为平生快慰之事，而亦邑士绅父老之所乐许也。因刊印有日，乃书数语，聊

以纪实，文之工拙，未遑计焉。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秋七月中浣　潜山张东野撰

第六节　方志研究

穷　　记

明·王　宁

　水纪于 《禹贡》。《广韵》：“音儒。”《说文》：“，从水从内，训曰两水合流之

谓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质其实，雍豫二州，有专名之者，有通名之者。专名

者以义也，通名者以类也。以类通名，如会于渭，东过洛是也。盖渭自鸟鼠而东逝，

泾出笄头而北来，二水至高陵而汇于河，经龙门东注豫州，洛由熊耳东北入河。既皆小

水入大水，且两流合为一，以故不曰泾渭而曰渭，不曰河洛而曰洛。由此推之，则

凡诸州之水，类于是者皆不拘于定名，而得通称为也。以义专名者，泾属渭是也。

在华亭城东三里，乃两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陇山之马峡，俗呼北河，南源西

出陇山之仙谷峪，俗呼南河。北河环朝那山前，盖山有古朝那王庙，其西北有湫，东去

县东三里而别称为雨山。南源环王母山，山巅有古王母宫，东去四里别称为仪山，俗呼

为回头山，仪州实以是名也。仪雨两山，南北对峙，豁开如门，故两水合而东流，名之

曰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专名为也。汇为深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台，高

广平夷，荆榛瓦砾错杂，相传为禹王庙也。北陟两山之巅，遥见东南隐隐峰峦侵入太虚，

陇州吴山也。沿峡石三十里，皆断崖摧壁，神禹疏凿之迹也。峡行十五里，南?有女

神之庙，扁曰 “坻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读为茹，茹孺同音。庙东十五里至石

堡，北受柴底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阳，而阴即为泾水。又东五里至安口岘牛心山，南

受武村水，至是益大。北有断万山，自马铺岭柴底而来。南有五马山，自石柜寺武村

而至。两壁削立，砏岩百仞，束于中，雪浪湍激。经行五里为屯城，唐李元谅屯兵扼

吐蕃者也。屯东为崇信川，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可乱，行旅皆袒而济。又东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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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北过崇信县城，崇信人曰水。绕北又东七十里，东过泾州，过回山，乃属于泾。

弘治戊午，督学宪副虎谷王公按泾州试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宫，宁从行。王公东

眺曰：“北流而浊者何水乎？”宁对曰：“泾也。”公曰：“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宁对曰：

“也。”公曰：“是 《禹贡》雍州属泾之乎？周 《职方》其川泾乎？昔公刘有 ‘

鞫之即’。吾过豳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泾是何名乎？”宁曰： “灵台之达溪也。”

公曰：“朱子注鞫之即曰豳，地旷也。试且广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宁曰：“去华亭西

北三十五里，山朝那湫阴有泉百余，为泾源，乃百泉也。”公曰： “有溥原乎？”宁曰：

“亭口、灵台之西，千阳、陇州之北，华亭、龙门之东，有广原，唐尉迟敬德破突厥，郭

子仪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谅开美田千顷，号曰良原，今为溥润原。”公又曰：“此与吴

山南北乎？”宁曰：“正相南北。”公曰：“必兹西去百里外有两水合流者，始可谓之矣。

若其穷之乎？”宁计华亭至泾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还白之。公曰： “朱子注诗，

言水出吴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穷源溯流也。今遂谓出陇州，东入于泾，今陇

水乃入渭，去泾远矣，且将置溥原于何地乎？”

芮

清·武全文

　芮，古文字。《尔雅》：“水北曰，又小水入大水之名，盖两水合流之内也。故从
水从内。”《禹贡》称，亦无定名，曰 “会于渭，东过洛”是也。独泾属渭，

有定名。考源，起自华亭南北两泉下合为一。东行五十里至崇信峡口，断万山峙其北，

乌龙山、五马山峙其南。水自北注者，曰左峪、湫峪、殿子坡峪、散化峪。自南注者，

曰五马峪、通峪、红土峪、西寺峪、城东峪。合三山九峪之水，流孔大，其势澄泓。

越四十里，过崇信城。又七十里，抵泾州回中山，遂属于泾。计源于华亭，盛于崇信，

统于泾水，合众水以成名。揆诸 《尔雅》水北之文，虽曰不合，实则与从水从内之义，

文异义同。观者曰：“美哉，吾莫名其德。”凡水之名也以已，之名也，独以众

与泾大相当也。曾不二百里而东合于泾，不与泾争。泾至浊，至清，清与浊也不相入，

而其属于泾也。匿垢藏洁而如有容，美哉，吾莫名其德。

拽兵原寺名辩

清·武全文

　唐武康郡王李元谅屯城，西北旧有黄巢寺，余深讶之！谓寺不应以巢名也，而巢亦
不应起此寺。及有事郡城，自拽兵原，反驰至其所，则寺址宏敞。兵火后，犹见荒垣古

木，鸟音啾啾不已云。因忆 《唐史》，巢乃山东盐徒，起自关东，后乃西入长安，僭窃称

号，初未尝身至平凉也。即寓寺窃油，亦里巷不根之谈，殊非实据。乃崇人不审，何故

以此寺属巢。近寺而居土人，有黄姓名者，名其地曰黄家寨，已属可诋。且北原一带载

在版图，至今称拽兵里，曰此巢当日败唐军弃甲拽兵处。呜呼！何其妄也。余订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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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既改正。以是里为唐李元谅屯兵战守，吐蕃败北遗迹。谕近寺居人不得附会巢名，更

以浼寺者浼其子若孙矣。独是巢贼倡乱，海内震动，流毒甚惨。其死也已千有余年，而

其积秽之名，乃遗及于此寺。寺之远近人不辩真伪，指而称之如一口，是可以昭巢之恶，

并以戒天下后世之为巢者存其辩，以示警。

乱池神辩

清·黄廷钰

　按 《史记》：秦祀湫渊于朝那。惠文王使张仪阴谋伐楚，为文投湫中，诅之曰：“敢

昭告于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辜。”赵氏浚谷 《平凉 （府）志》考定，以今华亭

西北湫头山，即是湫渊 （按：湫在今庄浪郑河乡）。

平凉高山，在在有之。而其最著者，自湫头以外，隆德东北亦有灵湫一，土人分为

南北乱池云。《方言》：水神曰乱。按 《说文》，绝流而渡为乱。 《书》曰： “乱于河。”

《诗》云：“涉渭为乱。”是也。而以此号神，非礼也。静宁又转 “池”为 “石”，其 《旧

祠记》有云：乱石神者，宋乾德间陇干人严氏，伯曰辉，仲曰茂，以智勇御西夏有功，

进爵为公，又格杀境内虎，为民除患，卒于乾德三年八月三日，进爵为王。仲封南乱石，

祀章麻林，即华亭湫。伯封北乱石，祀陇干南郊，即隆德湫。盖湫神显应，雨泽山川，

故一州二县所祷赛也。 《记》又称：伯仲举子九，登进士者八。曰士仁，曰士义，曰士

礼，曰士智，曰士信，伯出。曰士良，曰士贤，曰士孝，仲出。惟孝不应举，以道学闻。

其言似为凿凿，然不见史册，而故 《志》亦未列之人物、选举，所谓荒略弗可深考，荐

绅先生难言之者矣。

余尝读浚谷 《朝那神庙碑》，根据前史，足破俚谈。又 《碑》言，相传湫神为朝那县

令，虽其详无征，而神之名巫咸，则可据也。《隆德志》载元人 《灵湫记》，亦称是湫肇

于春秋，与赵 《碑》隐合而不悖于史。然则静 《记》所云，非无稽耶？或者求其说而不

得，以巫咸之神，至宋更代，而严氏伯仲乃继其职，亦理或然。

然神道幽远，固非世人所知；即使可知，而元人当早知之。夫元人实先我而不知之，

而我又乌从知之。夫言既不本于古昔，而其所言者，又前乎我者之所未知，则其言真天

下之妄言也。妄诞不经，矫诬神明，司典礼庸默默乎！按湫神号，华亭称为盖国大王，

静宁、隆德称惠泽大王。赵浚谷曰：“盖国之称无所据，而名不正。”黄廷钰曰：若惠泽

者，其近义乎。

猃狁考辨 （节录）

薛方昱

　猃狁，是我国西周之时活动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强悍部族，曾同周人断断续续
地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给周人带来严重威胁。它的历史，前贤时哲作了大量研究，

由于史料缺乏，许多问题仍疑而未决，黄盛璋先生在 《猃狁新考》一文中，已综述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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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猃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主要争论。本文不拟对猃狁历史作全面考察，只就几个问题

提出自己粗浅的意见，求教于大雅方家。

一、猃狁与寺洼文化的关系

解放以前，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两岸的寺洼山首次发现了寺洼文化。解放以后，寺

洼文化不仅在洮河流域有大量发现，而且在渭水流域的漳县、庄浪，泾河流域的陇东地

区和陕西的长武、宝鸡以及陇南白龙江流域，都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东界起自子午岭

西侧，西界到达洮河流域，北界位于甘、宁两省接壤地带，南界深入陕西省旬邑、长武

等县和宝鸡市南郊以及甘肃陇南地区。东西长约八百、南北宽约二百公里。其地望属今

日甘肃省庆阳、平凉两地区全部，天水、定西和武都三地区的部分以及陕西省咸阳、宝

鸡两地区的北部边缘。

寺洼文化是我国商周时代西北民族的文化。由于陶器制作上的差异，可以分为洮河

流域寺洼文化和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两种类型。从时间上看，前者早于后者，即陇东安

国式寺洼文化是洮河流域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关于陇东及其附近安国式寺洼文化的年

代，据合水县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碳 －１４测定为公元前１３７５±１５５年。另据宝鸡市竹园
沟西周墓中出土的马鞍口形双耳陶罐等寺洼文化与西周早期铜器共存的情况看，陇东寺

洼文化的下限可能晚到西周早期。

洮河流域寺洼文化和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的主人是哪一民族，他们之间有无联系呢？

今据文献的记载，试作浅释。

洮河流域的今临洮、康乐等地，在战国及其以前为狄戎所居。 《后汉书·西羌传》

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

有狄、錶、絡、翼之戎。”这里所说的狄戎，就是指居住在洮河流域的狄戎。战国时，秦

灭狄戎后，在其地置狄道县，《汉书·地理志》有陇西郡狄道县，颜师古注云：“其地有

狄种，故云狄道。”又 《西羌传》章怀注云： “狄即狄道。”古之狄道就是今天的临洮、

康乐县和渭源县的西部。这些地方正是寺洼文化分布之地，可见洮河流域寺洼文化的居

民是上古羌族一支的狄戎部族。夏鼐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推定洮河流域寺洼文化是氐羌

一支的遗存。俞伟超先生认为卡约、寺洼、辛店文化 “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

遗存”。这也说明先秦时代，西北民族往往戎狄混称，未必如后世那样分为西戎、北狄。

今陇东泾河流域，殷商时期为周人所居，《史记·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

于豳。”《正义》引 《括地志》云：“豳州新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

又云：“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汉之漆县、唐之

新平，即今陕西彬县；唐三水县，即今陕西旬邑县。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泾河流域的

陕西长武县下孟村、碾子坡和甘肃庆阳、平凉两地区的部分县发现了不少先周文化遗址，

从而证明周人先祖所属的豳地就在这一带。

但是，这里寺洼文化的主人不是周人，因为寺洼文化的陶器制作比较原始，其形制

与先周文化及周文化差别较大。那么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的主人是哪一民族呢？

《周本纪》载：古公父时，“薰育戎狄攻之”，“乃与其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

梁山，止于岐下”。孟子说： “昔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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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也。”从这些文献中看到，击败古公父的薰育、狄人，名称虽异，实为一个种

族，即狄戎。又 《诗经·小雅·采薇》毛诗序云：“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居之。”这里，周人视猃狁为戎狄。由此言之，进入豳地迫使周

人南迁的戎狄，只能是獯育，即周代的猃狁、入春秋后的犬戎。他们是陇东安国式寺洼

文化的主人。胡谦盈先生已指出此种文化 “是獯育戎狄的遗留”，这是正确的。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居陇东泾河流域的獯育、猃狁戎狄不仅和居陇西洮

河流域的狄戎名称一致，而且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寺洼文化及火葬习俗，当属同一民族，

拟即洮河流域的狄戎，有一部分东迁，于商代中期进入陇山以西的今葫芦河和陇山以东

的泾河上游流域，与周人为邻，后击败周人迫使其南迁岐山之下，占据了周人原居之豳地。

二、猃狁所居太原的地理位置

黄盛璋指出，“有关猃狁的历史地理问题”，“其中争论最大的就是西周太原何在”，

古今释太原者纷纷，至今莫能定其所在，确为周代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概括学者意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说在今山西太原市境，即晋国之太原；一说在今宁

夏固原及甘肃镇原、平凉，即唐代之原州；一说在今包头以西的河套地，即秦九原郡、

汉五原郡；一说在今晋西、陕北东部之地，即汉太原、西河、河东三郡地。另外，还有

说在今晋西南盆地或泛指今陕北黄土高原。说者皆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我们认为，西周时之太原，不是一地之名，正如黄先生说的： “实为一地区之名”，

我们在这里要寻找的太原所在，即猃狁东迁后的定居地，亦即西周的太原。笔者征诸史

事，察其地形，细审近年出土文物，初步认为猃狁所居之太原，就是今天的陇东黄土高

原。其具体方位是：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以西，岐、梁二山 （今俗称关山）之北，六

盘山之东，甘肃庆阳地区北部和宁夏、陕西交界的分水岭以南的泾河中上游及支流马莲

河流域。它包括今甘肃的庆阳地区、平凉地区 （不含静宁、庄浪）、陕西的长武、旬邑、

彬县和宁夏固原地区东南之地。

猃狁攻周之地：（略）

泾阳　当为泾水下游泾河之北。即今泾阳县境。
犬丘　见《后汉书·西羌传》。秦曰废丘，汉曰槐里，地在今陕西兴平县西、渭水北岸。
周伐猃狁之地：

洛之阳　见 《虢季子白盘》铭文。洛，王国维说是北洛水。也就是洛水上游之地，

地接陇东泾河流域。

龚　世杨冢见 《多友鼎》铭文。 ，李学勤认为是漆。即汉之漆县，亦即今之彬

县，龚，李学勤说是共。即西周初年的共国，其地在今甘肃泾川县。解放后在县城北五

华里的水泉寺发现了共国都城遗址。世和杨冢无考。从 《多友鼎》记述的这次战役的路

线是从东南向西北的方向来看，疑其地当在今之泾河流域。

综上可见，猃狁与周的战争是在今陕西关中及陇东之间的泾水、洛水和西喻三个地

区进行的。猃狁攻周的方向是向东南，以太原为根据地，夺取以宗周为中心的关中平原。

周伐猃狁的方向是向西北，旨在保卫王畿，抗御强敌，夺取太原，以消除猃狁对周畿的威胁。

陇东距周京二百公里，地处周京西北近地。正因为如此，才能给周京带来威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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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猃狁所居的西周太原在今山西，他们向外扩张，首先攻打的当是晋国，不致舍晋而越

晋封疆，千里迢迢越山河险阻去攻周畿，我们也没有看到猃狁在进军途中有晋军阻击，

难道晋侯不屏蕃周室么？因之，可见猃狁生息的太原，是在离周京西北不远的地方，陇

东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正符此地理方位。晋太原在宗周东北，正如顾炎武所说：“计周人

之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

综观猃狁的分布和当时的战争形势及地理环境，所谓西周太原，就是今之陇东黄土

高原，泾水中、上游流域。这里需要指出：西周猃狁活动的地方，不只限于陇东。他控

制之域，东至今陕北的洛河中、上游之地，西到陇山以西的渭水支流今葫芦河流域。地

广人众，回旋余地大，故能割据称雄，与周廷抗衡。

唐代的陇右牧、八马坊①

祝世林

　一、陇右牧的范围
唐代的陇右牧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经营的最大牧场之一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历史

上官办牧场多是失败的，唯独陇右牧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封建时期的治史学者不重视畜

牧，对这一重要牧场缺少完整的记载。宋代 《新唐书》的著者已深感史料不足，现在能

见到的有关陇右牧的史料更少，从以下零星记载可以知道陇右牧的大致范围：

（一）张说 《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牧颂德碑》（以下简称 《颂德碑》）记：“大唐接周

隋离乱之后，承天下争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

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德，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

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天水、平凉四郡之地，

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

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

这一 《颂德碑》作于唐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之时，正是陇古牧兴旺时期，可惜

文章偏重于歌诵兼群牧使王毛仲的功绩，对陇右牧的具体情况记的太少，仅略提建场的

历史及牧场的大体轮廓，所言及牧场的范围是：“跨陇西、金城、天水、平凉四郡之地，

幅员千里。”

（二）《元和郡县志》卷三、关内道三、原州条下记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

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东，原州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

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原州西南临

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五十监，

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

约四百里。天宝十二年诸监见在，马总３１９３８７匹，内有１３３５９８匹骒马。”②

４０６１ 平凉地区志 （中）

①

②

此文于１９９１年发表于 《西北史地》。

《全唐文》卷２２６，《张说之集》卷１２。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宪宗元和之时，为宰相李吉甫领导

编纂，是官办志书，虽然那时陇右已陷于吐蕃，陇右牧已不存在，但上距陇右陷没仅四

十余年，为时不久，国家典籍俱在，所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三）《旧唐书》未见关于监牧的记载，《新唐书》在 《兵志》和 《百官志》中都有

简略叙述，但内容零星杂乱。《兵志》中有一段可补 《元和郡县志》所记者：“（前略）

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 （应为监）若泾川、亭川、阙、

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峡、万福东使统之，

它皆失传。”

西使十六监仅能举出二监，北使七监仅能举出一监，可见其资料残缺的程度。其中

南使所辖监列举较多，是值得珍贵的，因为它给我们指出了陇右牧的东境：泾川作为县

名始于后来的金代，此处应指平凉西部的泾河川，包括现在的泾源县；亭川就是华亭县，

《旧唐书·地理志》华亭县条：“垂拱二年改亭川，神龙元年复旧。”审其意，此处不可能

指整个的华亭一县，应指今华亭县的河上游；水洛即今庄浪县城，赤城在今崇信县境。

据此可知陇右牧的东境已跨越陇山，包括了陇山东麓一带。

以上资料，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辖监数不同，可能是因时间不同，机构上有所变动。

《颂德碑》说：“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元和郡县志》所记的四至

可以作为跨四郡的解释：唐代的渭州陇西郡领襄武、陇西、彰、渭源四县，陇西是最靠

北的县，其余皆在郡治之南。秦州天水郡领上絡、成纪、伏羌、陇城、清水五县，成纪

唐初治今静宁县的治平，后移秦安县的显亲，陇城在今秦安县的东北境，秦州最北的县

为成纪与陇城。兰州金城领金城、狄道、广武三县，最东的县是狄道，即今临洮县。会

州会宁郡领会宁、乌兰二县，都在今靖远县境内；原州平凉郡领平高、平凉、百泉、萧

关四县，最西边的县为平高，即今固原县。《元和郡县志》所列举的四至，以现在的地名

说就是：陇西与秦安县以北，靖远县以南，临洮县以东，固原县以西，都属陇右牧。《元

和郡县志》所说 “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是切合实际的。《元和郡县志》未谈到的

榆中县，古为宛川，是自汉代以来的养马之地①，隋代有宛川十二马牧，唐代监牧是在隋

代马牧基础上建立的，宛川一定在陇右牧之内，则陇右牧的西境已接近兰州；如前所述，

其东南境已到达今之崇信，《颂德碑》说 “幅员千里”也不算夸大。

陇右牧的辖境在古代是地旷人稀的地方，占有汉代的阿阳、平襄、勇士、祖厉等县

旧地，如按现在的行政建制，则应占有榆中、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隆德、

泾源、西吉、海原等县，以及固原、平凉、华亭、崇信的部分地区。

在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无县的建制，除掉周边区域与郡县所属的土地接壤，不可

避免地会犬牙交错，按一般推理在牧区内不可能有散在的行政编户，可以从两方面说明

这一问题：其一，陇右牧所占有的地域是地旷人稀，其邻县也是如此。如东部的兰州金

城郡领县三，有户１６７５，口７３０５，平均一县只有户５５８，口２６３５；再靠东的渭州陇西郡
领县四，有户１９８９，口９０２８，平均每县只有户４９７，口２２５７（据 《旧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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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经注》卷二，宛川水又北迳牧师宛，故汉牧师苑之地也……有东西二宛城，相去七里。



这样少的户口聚居本土已很嫌不足，显然无力散居牧区。其二， 《旧唐书·地理志》记

秦、渭、兰、会四州唐初户口合计为１４１８２户，天宝最盛时的户数也仅达到３８７３５①，而
《颂德碑》记述陇右牧在开元十三年已有长户３５０００（见下节），可知牧区内的户口已超
过四州的总数。而且牧区疆域辽阔，如有少数编户散居牧区，在生活上，管理上都不方

便，很难存在。所以笔者认为陇右牧范围内的土地居民与周围郡县无关，应自成体系。

二、南使城

未查到唐代关于南使城的记载，须从后来的宋代说起。

宋代常把南使城写作南市城，西使城写作西市城，如 《宋史》卷２５１、外国八 《吐

蕃传》记，“大中祥符九年秦州曹玮言：熟户郭斯敦赏样丹皆大族，样丹辄作文法谋叛，

斯敦以密告，约半月杀之，至是果携样丹首来。上以斯敦密害样丹，不欲明加恩赏，以

疑惧诸侯，时方议筑南使城，遂以斯敦献地为名，诏授顺州刺史，”此条叙述了复筑南使

城的过程，明确提出是南使城。又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８８，大中祥符九年三月 “曹

玮议筑南市城……”此处便写作 “南市”，作者随着作了解释，“南市本曰南使、蕃语讹

谓之南市。”李焘的这一解释很重要，证明宋代的南市城即唐代的南使城，西市城即唐代

的西使城。

《武经总要》泾原仪渭德顺军路记静边寨：“静边寨，在边壕外，祥符中蕃部献南市

地，天禧初赐今名。”同书秦风阶成路也记静边寨，“祥符中筑于南市城。” 《武经总要》

所记与前述两条是一致的，但提供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南使城就是后来的静边寨，静边

寨是在南使废城的基础上建立的。

静边寨是北宋山外四寨之一，金代曾一度置县，后废。其方位里程 《武经总要》、

《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都有详细记载，而且这些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地址

应在今静宁城附近。但是现在还存在争议，固原地区和隆德县认为静宁县城就是静边寨，

静宁县不同意②。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论证，笔者同意固原的意见，但不是现在的静宁城，

今城为元代所筑，故城在今县城南七里，清康熙时黄廷钰修 《静宁州志》曾有记载，据

静宁考证在今城川乡吕家河东，解放后遗迹尚在，改土时被平整。

三、陇右牧的机构设置

《元和郡县志》简单叙述了陇右牧的组织机构，即 “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

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

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

监是直接管理生产的基层单位，《新唐书·百官志三》卷４８，记诸监牧：“凡马五千
匹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 “上牧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各一人，

正六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中牧监，监正六品下，副监从六品下，

丞正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下牧监，监从六品下，副监正七品下，丞正九品下，主簿

６０６１ 平凉地区志 （中）

①

②

引 《旧唐书·地理志》记州县户口有唐初与天宝时的两种，本文用唐初户口。

隆德县认为笼干城，德顺军、德顺州都在隆德，静宁是静边寨，元代废德顺州，在静边寨置静宁州静宁认为
德顺军于元八年移至静宁。



从九品下。”当时县令仅是六七品，佐贰仅有丞、主簿，尉各一人，二者相较，牧监主管

人员的品级、佐贰人员的数量都超过一般县。

《唐书·百官志》未记四使品级，仅记：“南使西使丞各二人，从七品下，录事各二

人，从九品下；北使监牧使丞各一人，从七品下。”《颂德碑》曾提到 “明威将军行右卫

郎将南使梁守忠，忠武将军行左羽林中郎将西使冯嘉泰，右千牛长史北使张知古。”明威

将军为从四品下，忠武将军为正四品上，其官阶已接近一般州的刺史，《颂德碑》还提到

与南使监并列为五使之一的盐州牧使为左骁卫中郎将盐州刺史兼盐州监牧使张景遵，似

监牧与刺史是同级。

《元和郡县志》记：“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此

说不够全面，可能是初期情况，以后监牧有重大发展，马匹既关乎军事建设，又有重大

经济收益，遂为朝廷所重视，《唐会要》卷６６《群牧使》条：“（前略）仪凤三年十月太
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牧监牧使，自兹始有使号。其后苏干、夏侯亮、阳道昕、张仁德、

张思廉、宋之爽、周履冰、魏元忠、李道广、贺兰爽、姚元之、宗禁客、平王隆基、宋

王成器、王同蛟、王毛仲、牛仙客……相继为之。”所记为监牧都使者多是当时名臣宰

执，且有平王隆基、宋王成器在内，可见对群牧的重视，远非原州刺史可比。但他们都

是兼职遥领，不亲政事，实际任事者是副使，任副使者多带太仆寺卿衔，如陇右牧的创

办者张万岁，始建都使号的李思文，都是太仆少卿，开元十三年随唐玄宗东封泰山的监

牧都副使为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张景顺。《唐代官制》的作者张国刚说：“高

宗仪凤三年于监牧使之上设都监牧使，并置副使及制官等，于是太仆寺之权尽为所夺①。”

这是因为陇右牧的畜牧在全国畜牧业中占的比重太大了，如果说负责具体业务的都副使

为了方便工作与地方长官互相兼职是可能的。

《元和郡县志》所列举的四使有 “东宫使”，初疑为东使之误，后来见到 《新唐书·

百官志》记诸监牧，只有南使、西使、北使，而无东使，又见到前引 《颂德碑》所列举

的南、西、北三使之后，为 “陇州别驾修武县男东宫监牧韦衡”。《新唐书·百官志》在

陇右牧之外另列有 “东宫九牧，监丞二人正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掌牧养牛马以

供皇太子之用。”《元和郡县志》所记的东宫使正是管九监，数字相同，可能就是指的同

一事。看来是陇右牧无东使，东宫使是由都监牧使兼领的。《新唐书·兵志》记 “木峡，

万福东使统之。”万福已无可考，木峡可能与木峡关有关系，木峡关在原州东颓沙山上，

即今固原的海子峡附近。陇右牧诸监是相连的，东宫使所辖九监应在原州之西，离原州

不远。元载的 《请城原州疏》说：“原州以西皆监牧故地②，”大概原州以东无监牧地。

《颂德碑》有一与 《元和郡县志》很不同的记载，《颂德碑》是把盐州监牧包括在陇

右牧之内的，通名之为五使而不是四使，《颂德碑》中的数字是以五使为基础统计的。五

使是南使，西使、北使、东宫使、盐州使。盐州牧领八监，唐代盐州属关内道，以地域

论不在陇右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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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代官制》１９８７年三秦出版杜。
元载 《请城原州疏》是著名的秦议，多有转载，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４，大历六年。



陇右牧牧地总数无记载，人口据 《颂德碑》为 “五使长户三万一千”。他们不仅经营

畜牧也经营农业，《颂德碑》说：“五使长户数盈三万，垦田给食，粮不外资。”他们不仅

自给，还要纳税，《颂德碑》记：“纳长户隐田税万六千石。”此说是隐田税，当然是为了

避免纳税才隐瞒田地。还要种植牧草，《颂德碑》说，“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

《颂德碑》把牧区内从事畜牧者名之为 “长户”，又向牧场纳税，似乎不是牧卒。

《大唐六典》的 《屯田员外郎》记陇右牧的屯田有 “南使六屯，西使十屯。”似属军垦。

此二者笔者未能找到根据，其性质尚无法作出解释。

四、陇右牧的大致历程

综合片断史料，按时间先后顺序梳理，陇右牧的大致历程如下：

毫无疑义，唐代陇右牧是在隋代马牧基础上建立的，可惜隋代遗留下来的资料太少，

无法知其详情。《隋书·百官志》记：“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其骅骝牧

及二十四军马牧，每牧置仪同与丞、大都督、帅都督等员，驴骡牧置帅都督及尉。原州

羊牧置大都督及尉，又有皮毛监、副监及录事。又盐州牧监置监及副监、置丞、统诸羊

牧。苑川十二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帅都督一人。”可见陇右牧在隋代就有

了，原州、盐州都是畜牧的重要据点，苑川附近建立了十二马牧。又见 《资治通鉴》卷

１７５记：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春二月 “帝遣亲卫大将军长安屈突通陇西检窍群牧，得隐慝马

二万余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

奈何以畜户之故杀千有余人，臣敢以死请，……”马至二万余匹，欲斩的管理人员至一

千五百余人，可见其规模是巨大的。隋末，薛举起兵于金城，“奴贼”起义于平凉，据说

其主要成员就是上述马牧的牧卒。牧卒参加起义，牧马充作战马，隋代在陇右一带的马

牧机构就在大动乱中崩溃了。

唐初承离乱之后，仅搜集到牝牡三千，初置于赤岸泽 （在陕西大荔县西南），《颂德

碑》《元和郡县志》《唐会要》《新唐书》都说于贞观中移至陇右，都无具体时间，又都

说与张万岁关系密切，张是陇右牧的创办者，《唐会要》卷６６《群牧使》记：“一十五年
尚承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据此，贞观十五年就是马牧由赤岸泽移至陇右

的时间。

张万岁两唐书无传，他负责陇右牧的时期取得重大成绩，张氏曾三代典牧，恩信布

于陇右，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由三千匹发展至七十万六千匹，马多地狭，陇右牧不

能容，又分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

陇右牧畜牧业大发展影响了全国马价普遍下降。这是陇右牧第一个兴旺时期。

《新唐书·太宗本记》记：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去灵州，“八月庚辰至泾州，丙戍逾陇

山关，次瓦亭，观马政，”就是记载唐太宗曾亲自到陇右视察养马业。此瓦亭指西瓦亭，

在今西吉县兴隆镇附近①。

陇右牧取得重大成就，引起朝野普遍重视，于高宗仪凤元年设陇右诸监牧都使，首

任为太仆少卿李思文，以后的监牧都使多为宰相亲王兼任，见本文上节引证，但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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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亭有东西两个，西瓦亭在陇山西，东瓦亭在陇山东。关于西瓦亭的记载见《水经注》卷１７、渭水、新阳崖水。



是兼职遥领，不亲政事。自张氏之后，马政颇废，日益损耗。到开元初仅有马二十四万匹。

在这一段时间内，陇右牧曾受到外族三次劫掠：武则天久视元年 （７００）突厥掠陇右
马万余匹。中宗神龙二年 （７０６），突厥进寇原州、会州，掠陇右马万余匹。玄宗开元二
年 （公元７１４年）吐蕃寇临洮军，进至兰、渭等州，掠取监牧羊马①。后来，唐玄宗以王
毛仲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毛仲部统严整，群牧孳息，至开元十三年马增至四十三

万匹，牛羊皆数倍。《颂德碑》曾列举了这一时期的增殖数字：“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

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初有牛三万五千头，是年亦五万头；初有羊十一万二千口，是年

羊至二十八万六千口。”玄宗东封泰山，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五云

锦。《颂德碑》描绘了这一威武雄壮的场面：“大驾百里，烟尘一色，又有闲人万夫，散

马千队，骨心殊貌，毛不离群，行如动地，止如屯云。”这是陇右牧第二个兴旺时期。

上述 “至开元十三年乃至四十三万匹”，这一数字与 《唐会要》所记不同。 《唐会

要》卷７２《马》记：“开元十三年六月一日陇右牧都使秦：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
监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就群牧点交：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匹 （头）口，马三十二万五

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千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牦牛，

驼五百六十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驴一头。”同是开元十三年数字为何相差许

多？疑四十三万是全国数字，三十二万是陇右牧的实际数字，如果是这样，则陇右牧畜

产占全国总数的７６％。
前引 《元和郡县志》所记：“天宝十二年诸监现在，马总三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七匹，

内有一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八匹骒马。”尚接近开元十三年数字。天宝十五年 （即至德元

年）安禄山陷京师，玄宗自马嵬入四川，太子李亨仓皇北上，《新唐书·肃宗记》：“夕次

永寿，通夜驰三百里，至安定郡……辛丑西至平凉郡，阅监牧马，得马数万匹，军威始

振。”所得之马，就是陇右牧的马匹，对肃宗中兴起了重要作用。

直到肃宗末年宝应时，“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新唐书》语）。这

一庞大的牧场就彻底被毁了。

如以贞观十五年为建场时间，至宝应元年 （６４１—７６２）陇右牧共历时１２１年。
五、八马坊

史书对八马坊的记载更少于陇右牧，有的说是七马坊，《新唐书》的 《兵志》把陇右

牧与八马坊混在一起，已经说不清楚。② 对地域时间更是众说纷纭，可靠资料应推郄昂撰

的 《岐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以下简称 《八马坊颂碑》）。《八马坊颂碑》见于 《全唐

文》卷３６１，《甘肃省通志》、《平凉府志》都有转载。作者郄昂 《全唐文》只注为高平

人，生平不详。此碑是歌颂当时兼任监牧都使的国公牛仙客，文体全效 《颂德碑》，虽

然是满篇颂辞，但也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原始资料。对八马坊的以下三个问题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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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旧唐书》突厥传，《通鉴》卷２０８。
《新唐书》卷５０《兵志》记监牧：“……置八马坊岐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

狭不容，又析为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是把陇右牧和八马坊混在一起的。



（一）八马坊规模

《八马坊颂碑》提出了八坊比较确切的所在地： “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土晚寒，

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草丰，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其

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下边列出了八坊的名字：保乐、甘露、南普

润、北普润、岐阳，这五坊在岐州，太平坊在宁州，宜禄坊在州，安定坊在泾州。《八

马坊颂碑》还记：“八坊营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分置十屯。”陇右牧的牧地面积未见记

载，后来明代设置在这一带的苑马寺，在嘉靖时已由六监二十四苑缩小为二监七苑，犹

有牧地１７７１６１顷，八马坊仅相当于明代牧场的１／１３３。把八坊平均计算，每坊只有一百
五十余顷，可见八坊的规模很小，远不能和陇右牧相比。陇右牧的牧地是集中连片占了

十几个县的面积，八马坊面积小是插入各州县领地之内的。把八坊牧地分置十屯，似乎

是军事编制，不同于陇右牧的 “长户”。

（二）八马坊设置的时间

《颂德碑》未言及八马坊，说明八马坊的建立应在开元十三年以后。这一 《八马坊颂

碑》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九年之间，因为它是歌颂 “公”的，牛仙客于开元

二十五年七月始封国公，天宝元年就死了。前引 《八马坊颂碑》“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

……”，既言 “先是”，建立八马坊必在牛仙客任闲厩使以前，牛仙客的前任是王毛仲，

王毛仲于开元十九年因罪赐死，所以就不提他了。以此推论，八马坊是在王毛仲时期建

立的。其时间在开元十三年至十九年之间。

二碑都载有一个韦绩，在 《颂德碑》中名列五使之后，署名为 “总监韦绩”，《八马

坊颂碑》为 “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似原职未变。《八马坊颂碑》有一段说：“内厩

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能任者以领诸坊；则必鈋之、艾之、行之、节

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裌，然后入之。”似乎是内厩马的外厩，也可能与陇右牧有联系。

八马坊的具体地址已很难考证，今灵台县西南部，达溪河以南一带山区多有唐代养

马遗址，不知是北普润坊①还是安定坊。父老相传当时按毛色分群饲养，白马川养白马、

过河川养黑马、大花沟小花沟养花马。因之，笔者怀疑八马坊开始所养的马就是开元十

三年玄宗东封泰山，“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五云锦”的马匹，东封后这些精选的马匹没有

回原牧场，被安置于京师附近，成为监牧与内厩的中间过渡单位。

（三）八马坊结束的时间

宪宗元和时曾因马坊牧地发生一件公案：闲厩使张茂宗向凤翔节度李维简索要岐阳

马坊旧地。《旧唐书》卷１４１《张茂宗传》记此事甚详，有一段云：“西戎陷陇右，国马
尽散，其地利因归闲厩使。宝应中凤翔节度使请以监牧赋与贫民为业地者，相承十数年

矣，又有别?赐诸寺观，凡千余顷。”争地之事与本文无关，这里只探讨所提出的时间。

宝应是肃宗最后一年的年号，是年吐蕃陷陇右，陇右牧陷没。四月肃宗死，代宗立；次

年为广德元年，吐蕃入大震关陷长安。但 《张茂宗传》所记的 “宝应中”不是八马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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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润县旧址。一说在万家城。一说在麻夫镇。都在灵台县百里镇南。离灵台县境不远。疑达溪河南的唐代马牧

遗址为北普润坊。



废的时间，而是凤翔节度使把八坊牧地分给贫民的时间，显然八坊之废应在宝应以前，

与 “西戎陷陇右”无关。考查唐代这一段的历史，八马坊之废应在至德元年安禄山陷长

安前后，根据有四：其一，封常清败于东京，征发各路兵赴潼关，八坊之马应在征发之

列。其二，《通鉴》卷２１８记杨国忠畏哥舒翰，奏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不久，
潼关告急，上 “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可见长安危急时曾征用了牧卒，八马坊近

甸，一定在征调之列。其三，太子李亨由马嵬北上，一夜驰三百里，州、泾州太守皆

弃郡逃走，想来八坊放牧卒也不会坚守牧地。李亨北上未经过岐州，宜禄坊是必经之地，

太平坊与安定坊也相离不远，却都未提及。其四，再后，肃宗自灵武南来，进军京师，

曾在凤翔驻跸六个多月 （至德元年七月改岐州为凤翔），凤翔乃是岐阳等五个马坊所在之

地，也从未提及。说明八马坊早已不存在了。

所以，可以认定八马坊不是被征调后废于长安陷落以前，就是被冲击散失于长安陷

落之后，以后国家多事再未能恢复，过了六年到宝应时，凤翔节度使看牧地荒废可惜，

才请将牧地分给贫民，这是很合乎情理的。

八马坊建立的时间如以开元十三年计算，到至德元年 （７２５—７５６）共历时３１年。
虽然关于八马坊见到的资料还很不够，有些问题还没考查清楚，但已可以得出简单

的结论：八马坊规模不大，时间不长。

第七节　家　谱

　中国家谱，导源于上古，延续至现代，上下数千年，家谱上万种。经过不断演变，
传统家谱内容已基本定型，一般由序文、凡例、目录、世系、世表、源流、宗派、像赞、

别传、墓志、祠堂记、家规、家训、墓记、墓图、艺文、人物等为基本构架。修谱时，

一般遵循十二大原则：论姓别、谈姓源、究姓义、叙地望、讲移民、述混合、提名人、

书名媛、列史迹、叙文物、议边裔、说邻邦。海外华人纂修的家谱除追踪肇始渊源、开

宗始祖，衍派系谱、尽录先贤列传，藉以垂范后世外，更注重移民海外的坎坷历史与表

彰在海外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近年，通过研究平凉所见古今谱谍，发现其体例融合欧阳修横排和苏洵竖排而各有

创新。《义门金氏重修宗谱》，从汉代金日銸记起，至５９代世孙金沧海公第２９代世孙金
福祺。开篇为像图 （历代遗像）、像赞、?命、功名、肇绪总派分派谱序、世系表 （含生

卒及嫁娶）、住址、葬地、考证。此后，依时间先后翻阅 《三槐堂静宁王氏家谱》、《吴氏

宗谱》、《枣园安氏族谱》、《魏氏家谱》、《谯家庄东头吕氏家谱》、《宁县宫张氏家谱》、

《静宁赵氏家谱》度 宁五合欧阳修横排和苏洵竖排而各有创新，合、提名人、本内容已

经 、《龙翻头李氏族谱》、《孙庵孙氏一族家谱》、《静宁段家庄段氏家谱》、《泾川县罗汉

洞土堑坳西面院张门家谱》、《塬头王家宗谱》、《平凉草峰荷草村雷氏家谱》、《马氏家

谱》、《华亭西关辛氏家谱》、《陇东慕氏族谱》、《华亭张氏族谱》、《幸氏宗谱》、《吴氏

家谱》、《刘氏族谱》、《张家小河张氏祖传家谱》等２０多部，内容丰富，可谓别出心裁。
最早见到 《静宁刘氏家谱》 （记刘沪一族）残卷，极简。后得清进士慕琛所修 《慕

１１６１第二十编　文　化



氏族谱》，记其上下八代，正如 “序”中所写，“不敢假饰以为文”，“不敢附会以为荣”，

有经有纬，不僭不紊，堪为谱中范本。《家谱实用大全》（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第
１版）讲家谱范例，列出 “总谱”、“本宗祭祀神主谱”、“本宗现存人口谱”、“女儿出嫁

流向谱”、“本宗姻宗谱”５个部分，提出体例上改用 “卷、篇、章、节体，按事物归类，

设章立节”。在总谱中写 “宗规家训”、“字辈”、“堂号”、“避讳”、“纂修”、“世祖遗

像”、“世祖墓图”、“世系图谱”。纵览平凉家谱结构，或卷下分目、子目，或卷下立章、

节，然后目、子目。姓氏不同，顺序排列不同，其构思记法各异。

谱则有以下二十六项：

一、谱名，又称谱牒、玉牒、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

支谱等等。一般在名前冠有地名、修次及祖先官职、字号等附加语。通过谱名反映居地、

修谱历史、本谱状况。

二、画像、遗像、照片 （含祖先及族中重要人物的遗容、遗物、村庄、宅室等）、绘

画、印章、图腾等。

三、题辞、楹联、贺诗、赞词、铭文、遗墨、贺幛、奖状、奖章、命令、寄语、地

图、迁徙图等。

四、谱序、献词、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

五、凡例，又叫例言、谱例。简说本族的历史、族望、历次修家谱情况，本谱的编

纂原则、说明、起讫时间、范围等。

六、目次，或称目录。

七、谱论、谱记，又称谱说、弁言、说明。对修谱的历史、意义、原则和方法进行

阐发。有的设综述或概述。

八、恩荣录。皇帝对其家族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敕命、诰命、赐字、赐匾、赐诗、

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

九、宗规家法。有宗约、祖训、宝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箴、家议、家

法、族规、宗禁等。有的还附录乡约。

十、五服图、世派。

十一、世系。分世系表、次序表、世系图等。在一些统谱、会谱或大族家谱中，还

得依房派、居地分别立表，制图。

十二、谱纪，亦称世系录。记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寿数、

科第、官职、葬地。妻室，正妻及续娶的姓氏，子女，人数、名字、有无出嗣、出嫁何

人。如果是官宦名人，包括履历、科第、政绩、功勋、著作、学说等。有些单设姻戚，

有的另设功德录。

十三、人物。含行状、行实、事状、传略、志略、考略、寿文、贺序、碑记、墓志、

祭文、年谱以及抄自史志介绍该人的资料等，有些则以传略、名录、简介等分类列记。

十四、源流考、氏考、世系考、先世考 （有些将此列为第一）。述渊源和迁徙、各支

派间远近关系等。

十五、风俗。包括年俗、祭俗、禁忌、婚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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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古迹。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金石、铁券、山水、桥梁、亭台、堂舍、

庵寺、书院等。

十七、祠堂。有祠堂图、祠记、祠规、神位世次、配享祭祀规定和崇祀情况、建祠

人名等。

十八、族产。记录族中田产，坟田、义庄、义塾、山林、房屋及管理制度、租佃文

契等。

十九、坟茔。墓地图及形胜，祖坟、各支派墓址分布等。

二十、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有奏疏、殿试文、悼词、屏文。诗词、文赋、信函、

书画等。

二十一、派语。登载族人排行的字语、取名依据等。

二十二、后序、卷尾、跋、后记。

二十三、附录、拾遗杂纪。对归不进以上诸项但与家族有联系的心得、通讯、报道

崇信关和氏族志

事件、传说佳话、奇闻、轶事、方案及考证、纪

要、追忆、辑补各类证书、纪念章、文影 （又称

老案）、文件、通报、发言稿，历史上同姓人物

简介等参考资料，捐资名单及款额等。

二十四、余庆录。谱末留空白纸数页，意待

后世子 孙填续，以示绵延不绝。

二十五、索引。

二十六、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

的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现存家谱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祖考的论据不

足，追溯先祖只录荣耀的名人，放大祖先的光

环。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胡适为绩溪旺川曹氏写
过一篇 “序”，序中指出：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

毛病，就是 “源远流长”的迷信，家家都是古代

静宁张家小河张氏家谱

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

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所以，不修

则罢，修则一定要真实，连祖宗都假

了，修谱有什么意义呢。

３１６１第二十编　文　化



第十一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报　纸

一、专 （地）区报纸

《新陇民报》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１０月，中共党员刘伯坚等随国民军冯玉祥部来平
凉。１１月，以国民党和国民军名义创办 《新陇民报》，社长吴天长，总编冀明信，油印

八开一版，间日刊。社址平凉西大街万寿宫 （今地区工人俱乐部址）。主要宣传大革命时

期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形势任务，宣传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１６年 （１９２７）４月，中共平凉特别支部成立后，报纸改为石印四开二版，增
加编辑记者２人。主要刊登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上海工人的罪行，追悼
革命烈士李大钊，平凉工人的请愿游行等活动。７月大革命失败后，报纸主要刊登国际国
内新闻。９月被国民党查封。

１９４７年出版的 《陇东日报》

《陇东日报》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陇东绥
靖司令陈皀璋在平凉截获青海军阀马步芳从上

海购置的一套老五号宋体铅印设备，办起 《陇

东日报》，为八开二版铅印，刊载国际国内新闻

和平凉地方新闻。翌年 ２月停办。民国 ３１年
（１９４２）复刊，仍为八开二版，土报纸印刷，由
国民党中央委员田昆山任董事长、韩志颖任社

长、陈黎民任经理兼主编。３５年 （１９４６），平凉
县参议会会长李翰任董事长、曹恭任社长。主

要刊登国民党发动内战进行剿共等活动及平凉

地方新闻。３８年 （１９４９）６月，因揭露平凉专
员康冠儒、县长姚佑生与地方驻军八十二军军

长马继援互相勾结，向平凉县人民强征自卫特

捐，以在西安购枪为名兑换黄金白银进行私分

的消息，马继援等派侍卫化装成伤兵砸坏报社

印刷器械，并将社长曹恭抓捕至八十二军军部

拘留一夜，报纸停办，不久继续出版。７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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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民党党政机关逃离平凉，报纸停办。

《新陇日报》　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３月，陇东绥靖司令杨渠统 （杨子恒），将 《陇东

日报》改为 《新陇日报》。２２年 （１９３３）国民军三十八军接办，改出四开四版，中共驻
平凉国民军三十八军支部参与协办，增设 《警涛》、《中学生》、《小学生》、《医药卫生》

等副刊及 《三八旬刊》，突出宣传团结抗日和国民军中的有关活动。历任社长有刘鸣舞、

朱静安 （朱生灿）、张文郁。经费由陇东１７县随粮附加解决。２３年 （１９３４）春，国民军
三十八军调防，陇东绥靖司令部撤销，由陇东地方人士王自治 （王立轩）、朱静安代表陇

东１７县接管报社，改为民办，为八开二版。朱静安任社长。主要刊登国际国内时事、地
方新闻、文艺等。２３年 （１９３４）３月，甘肃省平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成立后，专员范
朴斋将报纸改为官办，由专署秘书程海寰兼任社长。仍为八开二版，除刊载国际国内新

闻及文艺等外，曾报道红军长征经过平凉地区的消息、张学良、邓宝珊在平凉会晤及张

学良向平凉中等学校师生和平凉军政界的讲话等。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５月，平凉专员胡
公冕派秘书程海寰继办，因经费无着，曾出 《平凉通讯》，为八开二版。７月，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恢复 《新陇日报》，社长朱静安，总编王自治 （王立轩）。为四开四版，突

出宣传平凉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刊登国际国内主要新闻、地方新闻和文艺等

副刊。

《人民日报》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月，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刘兴沛和东北军六十
七军政治部在中共驻东北军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成立平凉人民委员会，将 《新陇日报》

改为 《人民日报》，王岐三任社长，共产党员冯启贤参与编辑。主要宣传 “西安事变”及

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 “八项主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平凉学生联合救

国会、工人救国会抗日救国宣言，工人、学生、商民慰问红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等活动。

３月，东北军调防后，《人民日报》停办。
《西北日报·平凉版》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后季，因经费无着，《新陇日报》由兰

州 《西北日报》接管，改为 《西北日报·平凉版》。郗晓峰任社长，为八开二版。日机轰

炸平凉时，曾先后搬至三天门、纸坊沟窑洞、庙里办报。３０年 （１９４１），因经费问题，由
国民党平凉县党部接办，改出 《平凉日报》，八开二版，由县党部书记长李上林兼社长，

郗晓峰主持在平凉筹建土报纸厂，用土报纸印刷。

《新平凉报》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陇东日报》社，出版

《新闻快报》，为八开二版，地址西大街。１０月７日，由中共平凉地方委员会接办，改为
《新平凉报》。地委成立党报委员会，由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王作易兼任主任。报纸为

老五号宋体铅印八开二版、间日刊。头版地方新闻、国内要闻，二版分设生产建设、医

药卫生、读者来信、党的生活、文艺等专栏。

《平凉农民报》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日，《新平凉报》改为 《平凉农民报》，五号楷体简

化字铅印横排、四开四版、五日刊。仍为中共平凉地委机关报，社址平凉法院街魏家巷

南口 （今红旗街行署巷南口），设主编 （宣传部长兼任）、副主编１人，下设编辑组、通
采组和总务科。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改出周双刊，１９５８年２月改出周三刊，设经济组、政治文
化组、通讯报道组、总务科、印刷厂。报纸以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要宣传对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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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镇各行各业，为地方通俗报纸。头版为要闻版，二版为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互助

合作专版，三版为文艺副刊、党的生活、读报人来信、批评建议 （专栏照照镜子），四版

为时事政策、学习、卫生常识等。

《平凉报》　１９５８年９月，为扩大读者对象和适应 “大跃进”的需要，将 《平凉农

民报》改为 《平凉报》，四开四版、周六刊 （星期一无报），设总编 （宣传部长兼）、副

总编２人，下设农业、工业财贸、政治文化组和办公室、总务科、印刷厂。头版为要闻
版，二版为工农业财贸，三版为文化教育，四版为时事政策、理论学习、读者来信等。

１９５９年７月改为周双刊，１２月改为周三刊。１９６１年７月，省委 《关于报纸整顿的意见》

下发后停刊。

《平凉日报》　１９８４年１月３０日，地委决定 《平凉报》复刊，地址在平凉红旗街新

风巷。１０月２日正式出版，为四开四版、周二刊，新五号仿宋体、楷体混合使用。１９９１

《平凉报》复刊后的试刊号

年１月改出周三刊，１９９３年８月使用照排胶印设备，告
别铅与火。１９９４年１月改为周四刊，１９９６年１月，改
为周五刊，并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更名为 《平凉日

报》，１９９８年１月改为周六刊 （星期六无报）。报社成

立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６年增设社委会，实行社长负责制。
兼总编１人，副社长、副社长、副总编４人，下设办公
室、要闻部、经济部、政文部、副刊部、星期天专刊

部、通联部、广告部和印刷总厂 （包括印报厂和印刷

厂）。报纸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任

务，围绕本地区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一版为

要闻版，主要栏目有陇花、周末谈、城乡见闻、读者论

坛；二版为经济科技版，主要栏目有工作研究、经济政

策、基层来信、监督台、经济透视、献计献策及农村天

地专页等；三版为政文时事版，主要栏目有 《街语村

言》、《泾河新风》、《体育之窗》、《法制园地》、《子弟

兵》、《读者来信》、《卫生与健康》等；四版为副刊版，

设有 《泾水》、《文摘》、《论坛》、《书画》等专页，主要栏目有 《崆峒碎语》、《文艺评

论》、《纪实散文》、《小小说》、《平凉人物》、《平凉文史》、《陇东民俗》等。１９９４年１
月增刊 《星期天版》，１９９５年１月增设 《经济信息》版。

２００２年初，报社对机构版面进行了调整，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专刊部、社
会周刊部、通联部和广告部，编制４５人。根据全国报纸发展的总体要求，优化办报思
路，对报纸版面设置进行了改革，版面内容和栏目设置：一版为要闻版，主要栏目有

《通讯》、《特写》、《现场短新闻》、《有感而发》（言论）；二版为本地新闻版，主要栏目

有 《经济访谈》（言论）、《通讯》、《特写》；三版为专题版，主要栏目有 《百姓故事》、

《特别报道》、《民主热线》、《警线传真》、《泾水》；四版为国内国际新闻版，主要栏目有

《新闻快递》。“社会周刊”主要栏目有 《关注》、《目击》、《生活》、《影视》、《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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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等。１２月创办 《平凉日报》网络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上旬已出版２１０期，转
载新华社新华网及国内著名的新闻网或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及美国网站等媒体的新

闻１０００多篇。
《平凉广播电视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由平凉电视台主办，为四开八版，周一刊

（每周星期一出版）。地址在平凉市行署巷。报社设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和总编室。

设报社社长、总编辑、常务总编辑各１人，编采人员６人，广告发行人员１５人。报纸面
向全区发行，以报道平凉地方新闻、经济信息、文化生活、介绍平凉电视台和全国电视

台主要节目为主。各版主要栏目：一版要闻版有 《一周要闻》、 《百姓话题》、 《记者调

查》等；二版为节目预告；三版综合版有 《商海弄潮》、《信息风铃》、《经济棱镜》、《市

场巡礼》、《消费指南》等栏目；四版纪实大观有 《法制焦点》、《人物写真》、《警钟长

鸣》、《法庭传真》、《人间万象》等栏目；五版影视采风有 《名人轶事》、《焦点新闻》、

《影人行踪》、《荧屏聚焦》、《影视消息》等栏目；六版生活时空有 《婚恋风景》、《健康

顾问》、《家教点滴》、《教你一招》、《知识窗》、《广电春秋》、《摄影园地》等栏目；七

版社会经纬有 《轶闻趣事》、《市民热线》等栏目；八版文化世界有 《平凉文史》、《平凉

人》、《史海钩沉》、《老照片》、《古城旧事》、《文苑撷英》、《平凉民俗》等栏目。至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已出版１１４期。
二、县 （市）报纸

《平凉日报》 《平凉简报》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国民党平凉县党部接办 《西北日

报·平凉版》改出 《平凉日报》 （参前）。３５年 （１９４６）秋，县党部主办 《平凉简报》，

石印四开二版。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停办。
《崇信周报》《崇信简报》　民国２９年 （１９４０）５月，国民党崇信县党部主办 《崇信

周报》。３５年 （１９４６）改为 《崇信简报》，为５日刊，同年１２月改油印为石印。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停办。

《灵台周报》 《灵台简报》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国民党灵台县党部主办 《灵台周

报》，油印。３３年 （１９４４）改出 《灵台简报》。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停办。
《新泾川报》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３月，国民党泾川县党部主办，石印，四开二版

为间日刊。３８年 （１９４９）７月停办。
《新静宁》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国民党静宁县党部主办。３６年 （１９４７）冬停办。
《新庄浪报》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国民党庄浪县党部主办，石印，四开二版，一年

后停办。

《华亭民报》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国民党华亭县党部主办。３８年 （１９４９）３月，
报纸发表 《差役重何时矣》，被县党部查封，社长王从中、编辑张得化被拘留，报纸

停办。

《平凉县报》《平凉市报》《平凉时报》　１９５５年６月，中共平凉县委主办 《平凉县

报》，铅印八开二版，周刊。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停刊，１９５８年复刊，１２月县市合并更名为 《平

凉市报》，１９５９年６月停办。１９９３年７月，中共平凉市委、市政府主办 《平凉时报》，初

为 《西北时报》，铅印周刊，１９９４年更名为 《平凉晚报》，１９９５年８月，国家新闻出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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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批准更名为 《平凉时报》，四开四版、周二刊。一版为要闻，二版综合新闻，三版社会

生活，后改为文化广场，四版文化副刊，后改为科教长廊。主要栏目有 《国内要闻》、

《百字新闻》、《袖珍新闻》、《小特写》、《经济茶座》、《商海观潮》、《热点透视》、《信息

窗》、《消费指南》、《社会写真》、《普通人的故事》、《乡下故事》、《往事回首》、《黄土

情》、《平凉史话》、《平凉风物》、《影视看台》、《文化视点》等。报社设社长、总编和常

务总编，下设编辑部、群工部、广告部和印刷厂。２００２年８月已出报８００期，
《静宁报》　１９５６年２月出版，为中共静宁县委机关报，铅印，八开二版周一刊，发

行２０００多份。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停刊，１９５８年６月复刊改为三日刊，１１月改为周二刊。１９５９
年５月停办。

１９５８年的 《庄浪报》

《泾川报》　１９５６年６月出版，石印四开二版周
一刊，为中共泾川县委机关报。１９５８年５月改为铅印，
１９５９年６月停刊。

《崇信报》　１９５６年７月出版，石印周刊，为中
共崇信县委机关报。１９５７年７月停办。

《华亭报》　 １９５６年６月出版，周刊，为中共华
亭县委机关报。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停刊，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复刊
改为 《华亭县报》，１２月随县制撤并停刊。

《庄浪报》　１９５６年 ５月出版，铅印四开四版，
五日刊，为中共庄浪县委机关报。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因纸张
短缺停办，１９５８年 ７月复刊，同年 １１月县制撤并
停办。

《灵台农民报》　１９５６年出版，石印周一刊，为
中共灵台县委机关报。１９５８年改为铅印，每期发行
３０００多份。１２月县制撤并停办。

《成纪之光报》　１９９８年静宁县各界联合创办，四开四版，月刊。至２００２年共出
６０期。

第二节　报　道

１９４９年８月以来，中共平凉地委和各县 （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报道工作，在宣传

部设新闻通讯干事或兼职通讯干事，地委宣传部委托 《新平凉报》社通讯采访组负责全

区的新闻报道工作。在地直和各县 （市）、区乡发展通讯员。西北 《群众日报》、《甘肃

日报》在平凉常驻记者，协助指导新闻报道工作。１９５１年，全区有通讯员５００多人，其
中选拔培养基干通讯员百余人，由地委宣传部、《新平凉报》社负责，每年召开一、二次

通讯员代表会议，安排部署新闻报道工作，表彰奖励优秀通讯员。１９５６年以后，各县
（市）报社、广播电台先后成立，在地直、各县 （市）乡社发展通讯员１０００余人，地直
各单位和区乡建立通讯报道组，社社有通讯员。主要任务是向中央、省、地县 （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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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广播电台投送地方新闻、通讯。《平凉报》社先后主办 《通讯业务》、《通讯与读报》

及向通讯员赠送 《甘肃日报》的 《业务通讯》，指导新闻报道工作。从各县 （市）委书

记、县长、劳动模范、基干通讯员中聘请一部分特约通讯员，组织专题报道。 《甘肃日

报》、省广播电台在平凉设记者站，协助指导新闻报道工作。１９５８年各县成立报道组。
１９６１年 《平凉报》停刊后，《甘肃日报》、省广播电台在平凉设记者站，地委宣传部设报

道组，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全区有县报道组７个，专职新闻报道人员２８人，业余通讯员４５０
多人。１９６９年地县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部设报道组，有专职报道员３５人，在地、县直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８日，全区新闻单位庆祝第一个记者节

机关、公社、企事业单位成立通

讯组４５０多个，有业余通讯员６００
多人。１９７３年地、县委恢复后，
县委宣传部设立 ３至 ５人的报道
组，发展通讯员 ８００多人。报道
组除向中央、省级报刊、电台投

送稿件、组织专题报道外，负责

业余通讯员的培训和优秀通讯员、

优秀稿件的组织评选工作。１９８４
年 《平 凉 报》 复 刊 后，在 县

（市）委报道组挂 《平凉报记者站》的牌子。《甘肃日报》、省广播电台、《甘肃经济日

报》等，先后设记者站。１９９２年地委报道组撤销，在宣传部设新闻科，统管全区新闻报
道工作，负责新闻报道干部的培训和新闻初级职称的评定工作，组织开展全区重大新闻

的联合采访、年度先进新闻工作者及优秀稿件的评选奖励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地直

和县 （市）新闻报道部门和通讯员印发一个时期的宣传报道要点，指导全区新闻工作，

负责向省委宣传部和新闻单位推荐先进新闻工作者和优秀稿件。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６年，地、县
（市）新闻科、报道组和各新闻单位、通讯员，向中央、省级报刊、广播、电视台等新闻

媒体发稿，被采用的８００多篇 （条、幅）。 《平凉日报》获全省 “十佳新闻单位称号。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成立平凉地区新闻工作者协会，地、县 （市）共有２２个会员单位，制定
了 《平凉地区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由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和新闻工作
者协会共同负责全区新闻报道，组织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到各县 （市）联合采访，组

织评选奖励每年一度的先进工作者和好新闻。同时实行新闻报道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

被省级以上新闻媒体采用的稿件１０００多件，有１５件在省级以上及全国地州 （市）报纸

评奖中获奖。１９９９年国庆５０周年时，地委宣传部、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与地区新闻工作
者协会，联合编印 《平凉地区优秀新闻作品选》一书，入选优秀新闻作品１７４篇，其中
报纸类９７篇、广播类６４篇、电视类１３篇。受省级以上奖励的新闻作品共５１篇 （件），

受省级以上奖励的新闻工作者２０多人 （次）。１９９８年 《平凉日报》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

“编校质量达标报纸”，１９９９年 《平凉日报》又获 “甘肃省十佳优秀报纸”称号。平凉地

区新闻工作者协会每年进行一次好新闻评选活动，至２００２年，全区累计评选出报纸类好
新闻２１８篇。其中受中央记协一、二、三等奖、优秀奖２５篇，受省记协一、二等奖２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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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名录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一、论文 （言论）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寻找指导性和可读性最佳结合点 二等奖 茹　坚

毛泽东新闻写作艺术略论 二等奖 张兵陶

打假需要持久战 二等奖 史仓顺

总编辑的风范 二等奖 李广兴

睁眼闭眼术 二等奖 冯扬潮

“杞人”忧地非自忧 三等奖 张兵陶

年轻记者应力戒浮躁 三等奖 李玉成

突出 “三性”扩大发展 优秀奖 张希和

二、通　讯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农家娃娃学电脑 一等奖 江冠洲

专员的剪刀 一等奖 李广兴

超越国界的奇迹 二等奖 张兵陶

政府围着农民转 二等奖 张兵陶　张逸霄

红星映照小康村 二等奖 李建军　罗淑兰

“泾龙”腾飞 二等奖 李玉成　王　玺　赵文科

夸父逐 “绿”起宏图 三等奖 张兵陶

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三等奖 王　玺　魏向迥

泾河岸边新聊斋 三等奖 李广兴

三、消　息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六盘山隧道顺利贯通 二等奖 李广兴

求神灵保佑不如请律师上门 二等奖 王　玺

韩歧忠绿化荒山献终身 三等奖 史仓顺

巨永红辞职办服装厂 三等奖 史仓顺

白庙乡大力发展无公害生产 三等奖 李建军　王　玺

崇信县加强外出流动党员管理 三等奖 罗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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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摄影报道

标　　题 等　级 作　者

责任应该谁来负？ 三等奖 赵　玫　杨　昕　雷　勇

五、好标题

标　 　题 作　者

拉着顾客手　跟着市场走 史仓顺

获甘肃省新闻奖名录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一、论文 （言论）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政治家办报贵在善断 二等奖 张兵陶

二、通　讯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新一代农户当家人 一等奖 张兵陶

凭增 “劳一”力 一等奖 张兵陶

少生优生福如海　致富防老寿比山 一等奖 赵　玫

三问自己贴民心 一等奖 王　玺

山圪一朵报春花 一等奖 罗淑兰

平凉地毯总厂产品打入国外 一等奖 赵文科

假劣柴油屡酿惨剧，执法部门狠挖祸根 一等奖 赵文科

理解在呼唤 二等奖 史仓顺

明天会更好 二等奖 李玉成

斩断黑手 二等奖 李玉成

陇东乌骨鸡种选育人 二等奖 柳　娜

关山忠魂 二等奖 王　玺

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杨晓明 二等奖 罗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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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消　息

标　 　题 等级 （奖） 作　者

６０名 “泥瓦匠”组团出国观光 一等奖 李广兴

张川父女 “嫁”马峡　老少恩爱一家亲 二等奖 赵　玫

吴克礼将继续壮游神州 二等奖 李广兴　王生笏

“张雨卿讲学基金会”首次颁奖 二等奖 冯扬潮

西部号角劲吹　农家思想不再封闭 二等奖 张逸霄

王村乡连续五年丧葬不占耕地 二等奖 赵文科

附：

甘肃日报平凉记者站

平凉记者站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是甘肃省委派出的机构，正处级单位设置。人员最
多时有３人。１９５２年灵台籍志愿军战士姚显儒，获共和国一等人民功臣、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战士荣誉二级勋章，１９５３年姚回乡探亲，甘肃日报记者蓝坪骑着毛驴到灵台
县新开乡底庄村采访，并在甘肃日报一版头条报道。１９６９年９月，《甘肃日报》社驻站记
者王志宏、邓元秋、高洁在崇信县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撰写了长篇通讯 《毛主

席的红小兵》，全面报道了崇信县黄花乡黄花原大队３个红小兵———李万宝、陈东惠、李
拴锁抢救集体羊群的英雄事迹，并配发社论 《向英雄的红小兵学习》，被甘肃省原小学试

用语文课本收入课文 《英雄的红小兵》。７０年代驻站记者陈国祥采写的长篇通讯 《前进

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和 《泾河两岸翻金波》在甘肃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

从８０年代起，平凉在甘肃日报见报的稿件逐年增加。由驻站记者惠程华采写的 《平凉红

牛走俏西北五省区》、《平凉金果漂洋过海》等新闻稿件及华亭煤矿矿长李志信、崆峒区

吴岳村党支部书记卢定华、泾川县党原乡丁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德良、静宁县武装部长黄

俊生、舍己救人的崆峒区花所中学学生张梅生、平凉供电公司优秀党员米祥仁、静宁县

小学教师李强、平凉医专学生张晓和华亭县代课教师刘霞等一批先进典型人物，在全省

反响强烈。在甘肃日报一版头条推出了庄浪县兴修梯田的 《众志成城治山水》长篇通讯

和泾川县各级干部群众数十年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秀美山川的 “泾川精神”等两个先进

典型群体。甘肃日报平凉记者站为平凉市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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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广播 电影 电视

１９５１年６月，平凉区收音站成立，设在地委宣传部，仅１名收音员抄收中央记录新
闻和联系指导各县市收音站工作。１９５２年６月，成立平凉区有线广播站。１９５６年７月，
平凉市广播站成立，有线广播站停播。１９５７年３月，成立平凉区广播服务部。１９５９年，
改为平凉专署广播管理站。１９６１年，改为平凉专署广播电影管理站，有职工７人。１９６７
年，改为平凉专署广播事业管理站。１９６８年３月，改为平凉专区广播管理修配站。１１月
将广播、电影、剧团３个机构合并，成立平凉专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１９７１年３月，复
为平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职工增至１４人。１９７５年３月，改为平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
局，县级建制，职工增至２５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改为平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划归地
区文化教育局管理。１９８１年５月，复为平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有职工３０人。１９８３年
９月，更名为平凉地区行政公署广播电视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被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
肃省广播电视厅树立为 “先进单位”。１９９７年８月，行署广播电视处定为事业单位。２００２
年６月，改名平凉地区广播电影电视局 （参 《政权政协》）。

各县市分别于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５年成立广播事业管理局。１９８３年后半年和１９８４年初，改
为广播电视工作站，１９８４年３至９月，更名为广播电视局。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华亭县广播电
视局被国家广播电视部授予 “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０年２月，泾川县
广播电视局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县市”称号。２００１年２月，
静宁县广播电视局被评为全省 “村村通”先进集体。

第一节　广　播

一、广播台站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平凉转播台　１９６５年８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平凉城区建成甘肃人
民广播电台平凉转播台，有职工５人。由甘肃省广播事业局事业处负责管理。１９７２年隶
属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有职工１６人。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投资８１３万元，在崆峒
乡养子寨重建。覆盖半径和面积分别为３０公里和２６公里、２８２７平方公里和２１２４平方公
里。主要承担转播中央、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实验压制境外敌台和平凉市区

内小功率调频广播的转播。１９９７年升为副县级建制。有１０千瓦固态发射机２台、１千瓦
中波发射机４台，占地２１１７亩，建筑面积２３９９３４平方米，有固定资产总值２２０万元。
先后被甘肃省广播电视厅树立为 “安全优质播出先进集体”、“技术管理先进集体”、“全

省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单位”，为全省 “达标台”、全区 “花园式单位”。２０００年５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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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９９年度全国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台站”。１２月，上划省
广播电影电视局统一管理。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静宁转播台　１９８９年在静宁县城北西岭始建，１９９１年建成，１９９２
年５月开播。配有１千瓦中波发射机２台、７６米高度单铁塔天线１座，转播甘肃人民广
播电台第一套节目。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上划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统一管理。

县市广播台站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甘肃省政府无线电台在各县建立分台，有台长、
报务员、机务员各１人，收录中央及甘肃消息。１９４９年，平凉县人民政府接收平凉 “福

音堂”１台美国产４０瓦扩大机，用于大型会议扩音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灵台有线广播

各县市普遍建立广播收音站，各站配备 “飞乐”

牌５０４型直流电收音机，配有收音员。１９５６年后，
各县市先后建起广播站。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建成平凉
市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６３年，静宁、泾川县广播站
与县文化馆合并 （后分设）。１９６４年６月，平凉市
改为县制后，平凉市人民广播电台随之撤销，复

为平凉县广播站。１９６８年，平凉、华亭、静宁、
庄浪县广播站改为 “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崇信、

泾川、灵台县广播站与电影队、文工队或文化馆、

新华书店合并，成立 “革命文化宣传队”、“毛泽

东思想宣传站”或 “毛泽东思想广播站”。１９７１
至１９７４年，先后恢复原名。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７年，分
别成立平凉、华亭、泾川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８９至

１９９１年，分别成立庄浪、灵台、静宁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８年２月，平凉、华亭、泾川、
庄浪、灵台、静宁人民广播电台重新登记后，分别改为县市广播电视台，崇信县广播站

改为广播电视站。均可开办１套广播节目和自办少量电视新闻、专题节目。
乡镇广播站　１９５８年，泾川县首先建起７个人民公社广播站和２个人民公社放大站。

１９６２至１９７２年，全区１００个人民公社有９１个建立广播放大站，１９８５年乡镇广播放大站
改为广播站。１９８８年乡镇广播站由县市广播电视局移交乡镇管理。至１９９３年相继建成４１
个乡镇标准化广播电视站，其他乡镇广播站全部改为乡镇广播电视站。

二、事业建设

有线广播　１９５２年６月，平凉区有线广播站有４０瓦扩音机、５００瓦发电机各１台、
２５瓦高音喇叭２只、１５瓦动圈喇叭１只。１９５４年更换为２５０瓦扩音机和５０００瓦发电机，
在十里长街安装高音喇叭２５只。１９５８年全区各县 （市）广播站安装喇叭１８３５只，借用
电话线路，有５６个人民公社通广播。１９６２年开始，加快广播线路建设。１９６６年，架设广
播信号传输线路１９９４杆公里，喇叭发展到３５４万只，喇叭入户率１１％。１９６９年，灵台
县被列为全省农网建设重点县。

１９７０年，人民公社广播通播率６３％，生产大队８９％，生产队８８％，入户喇叭７９６
万只。１９７２年，建设人民公社广播载波，推广崇信县实现广播载波化的经验。全区有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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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利用电话线路输送广播信号，发展小片广播网１０１９个，广播喇叭入户
率达到７０％。１９７３年，全区有１３４５个生产大队通广播，占大队总数的９４８％，有广播
喇叭２２万只，喇叭入户率８４４％。１９７６年，有３个县站、２０多个公社站实现自动开机，
１００多个生产大队实现音频倒闸，普遍增置避雷、限流电阻等设施。１９７９年人民公社广
播通播率占到８９％、生产大队９３％、生产队９６％，入户喇叭发展到２９１万只，农户通
广播占总户数的８５％。
８０年代，普遍开办广播水泥杆厂，自筹资金、自己设计、因陋就简生产 “工”字型

５米、６米广播水泥杆，建设县市至公社和公社至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水泥杆专线。１９８１
年学习上海市清浦县的经验，将灵台县朝那乡和平凉市白庙乡作为全区试点，埋设地下

广播线路。后因不便维护，改水泥杆明线。是年，全区各县市筹集资金５０多万元，用于
广播网整顿恢复。１９８４年９月，在灵台县召开全省农村广播网建设工作会议，推广平凉
地区广播网建设的经验。全区建成水泥杆专线７０６４杆公里，县至乡镇全部实现水泥杆专
线化，结束靠电话线路传输广播信号的历史，通水泥杆线路的行政村、自然村分别占总

数的９５％和７３％，１２９个乡镇全部通广播。１９８６年，泾川县广播站站长王建刚被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部授予 “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优秀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实行 “人员招

聘、线路承包、维护收费”的管理制度。特困户维护费当年免收，贫困户每年每户收取２
元，其他农户每年每户收取３至５元。７县市电台 （站）的广播设备全部更新。通广播的

行政村达到１６４６个，占总村数的９６２％，通广播的合作社８３８２个，占总社数的９０％。
有９９个行政村建起广播室。全区扩大机总功率１５８台／６４千瓦，入户喇叭３１４万只，入
户率９０３％，音响率８７％。
１９８９年元月，一场罕见的雾凇灾害，损失水泥杆３２００根，造成杆倒、线断、喇叭

哑，全区广播通播率、喇叭入户率和音响率都下降至６０％以下。１９９１年，广播线路恢复
到９８２６３杆公里，其中水泥杆线路７４０６杆公里。１１月，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广播科科
长毛忠义荣获 “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２年，各县市广播电台 （站）播

出和办公楼房建筑面积由１９８３年１１００平方米增加到９０１７平方米。１９９３年，广播 “三

率”基本恢复到雾凇灾害前的水平。灵台、泾川县１２个乡镇的行政村安装双向对讲机
１３８台，一线多用，为广播线路利用开辟新的途径。１９９４年，取消广播维护收费。１９９５
年后，广播 “三率”开始下降。

调频广播　１９８４年５月，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用５０瓦调频发射机在太统山发射广播
节目信号。后经一年多时间，建成平凉、华亭、泾川、庄浪、静宁、灵台６县 （市）高

山调频广播节目信号传送台。１９８６年，全区第一个县市调频广播电台平凉人民广播电台
建成后，华亭、泾川、庄浪、灵台、静宁县调频广播电台陆续建成，１９８９年建成崇信县
调频广播站。全区实现调频无线向乡镇发射广播节目信号，有调频发射机２０台。华亭县
麻庵乡建成全区第一个乡镇调频广播站。１９９０年，灵台县在县城街道和县直机关单位安
装调频喇叭６０只。１９９１年，平凉市在太统山、灵台县在朝那乡分别建成３００瓦调频立体
声广播发射台和１００瓦调频广播差转台。１９９２年，全区乡镇调频广播站达到１０座。建成
静宁中波广播转播台并开播。１９９４年，灵台县建成什字镇１０瓦、庄浪县建成朱店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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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太统山广播电视发射台、微波台

瓦调频广播站。庄浪、平凉、泾

川县 （市）在 ５个乡试建乡至村
调频广播传送信号获得成功。

１９９５年，灵台县建成蒲窝乡、邵
寨乡２０瓦调频广播站。１９９６年，
建成静宁县雷大乡１０瓦、灵台县
吊街、北沟、梁原乡２０瓦及庄浪
县阳川、水洛、韩店、永宁乡镇

３０瓦调频广播站。
１９９７年 ４月，参观推广灵台

县大力发展农村广播电视事业的

经验，是年建成灵台县上良、西

屯乡２０瓦及静宁县四河、古城乡
１０瓦调频广播站。崇信县县站购
置３００瓦调频发射机，建成柏树、

黄寨、木林、九功、铜城、黄花、高庄乡３０瓦、５０瓦调频广播站，县城各单位购置安装
５瓦调频喇叭６５只，村和户安装０５瓦、５瓦、１０瓦调频喇叭１５４０只。泾川县建成荔
堡、党原、城关、丰、泾明、窑店、飞云、黑河、梁河９个乡镇调频广播站。１９９８年，
建成静宁县三合乡、华亭县安口镇、南川乡调频广播站，泾川县１８个乡镇实现广播调频
化，总功率３６０瓦，入户喇叭５７４万只，广播覆盖率９５２％。全区累计建成调频广播站
６０座，广播覆盖率９４％。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开展 “村村通”（广播电视）建设，筹措资金５５０万元，３年完成
５５０个盲点 （乡３８个，村５１２个）建设任务，全部通过省级验收，合格率为１００％。全
区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９５４％。２００１年８月，静宁县广播电视局股长王天胜被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计划委员会评为 “全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先进个人”，受

到表彰奖励。

三、宣　传
节目设置　１９５１年，各收音站每天按时接收记录中央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择

其要者每天办一次黑板报，每周油印２期小报，或宣传员用话筒站在屋顶、土台上向群
众宣传。重大新闻，组织机关干部、群众直接收听，或宣传员带上收音机下乡组织群众

收听。静宁县收音站下乡一个月中，组织农民听广播达１万多人次。灵台县收音站被评
为全省先进收音站，受到表彰奖励。１９５２年，平凉区有线广播站成立后，每天向平凉市
区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自办节目以重播记录新闻和读报为主，编有少量的文艺

节目。１９５６年，除平凉市广播站每天播音３次外，多数站每天早上或晚上播音１次２小
时，主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甘

肃人民广播电台 “甘肃新闻”等节目，自办节目少且不固定。１９５８年，平凉市广播站自
办节目设置 “职工节目”、“农业节目”、“商业工作节目”、“对青少年广播”、“科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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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文艺节目主要是每周直播市秦腔剧团的节目。灵台县广播站设 “大办人民公

社”、“总路线宣传月”等栏目，自办节目播出时间增加到１小时３０分。１９５９年４月，平
凉市广播站被评为全省先进广播站，８月，全省广播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重
点推广平凉市广播站的经验。１９６２年后，大部分县市广播站每天播音增加到早、晚２次３
小时以上，自办节目播音时间均在１小时以上。１９６６年，各县市广播站每天播音时间增
加到早、中、晚３次５小时以上，自办节目有新闻性、文艺性、服务性、教育性节目，每
天播音时间增加到２小时左右。１９７０年后，各县市广播站节目设置除新闻节目外，多设
置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批判园地”、“农业学大寨”、“广播讲座”和 “革

命文艺”等节目。

１９７８年后，改革节目设置，延长播音时间。一般设 “本站新闻”、 “对农村广播”、

“法制园地”、“两户服务台”、“科技知识”、“少儿节目”和 “文艺节目”，有的还设置

“党的生活”、“思想政治工作”、“计划生育”等节目。播音时间６小时以上。各站全年
播出稿件７００至１５００件。１９８２年，平凉县广播站自办节目设置 “新闻”、“综合节目”、

“政策与理论”、“为您服务”、“文艺节目”等，还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办 “计

划生育突击月”、“全民文明礼貌月”、“安全生产月”等临时性的专题节目，每天播音时

间为６小时１０分，其中自办节目播音２小时１０分。华亭县在设置的 “新闻”、“科技”、

“学习”、“服务”、“专题”“文艺”６个固定节目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新
闻节目里增加 “今日快讯”、“一周要闻摘播”，在科技节目里增加 “专业户之友 ”，并增

设 “华亭新貌”节目，全年播出稿件由１９７７年５１２件增加到２０２４件。１９８４年３月，地
区行署广播电视处对平凉市广播站调整改革广播节目设置及宣传进行调查总结。１９８６年
６月，在华亭县召开全区广播宣传工作会议，借鉴３２家广播电台节目设置的经验，着重
解决宣传力量弱、节目设置不合理、文艺节目过少等问题。１９８８年，从事采、编、播的
宣传人员由 １９８５年的 ４１人增加到 ７１人。开始创办精办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名
（牌）优 （秀）节目，平凉台的 “农村话题”、泾川台的 “泾河浪花”、灵台站的 “溪河

之声”、静宁站的 “文学花絮”节目各具特色，能够吸引广大听众。崇信站的 “龙泉警

钟”和庄浪站的 “话说庄浪”节目被编入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听众称 “龙泉警钟”

是 “龙泉寺警钟长鸣，预防犯罪，普及法律，整顿治安”的节目。华亭台的 “科技节目”

曾参加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的县级广播台 （站）科技宣传座谈会交

流，荣获中共平凉地委、地区行署科学技术进步奖，被中共华亭县委、县人民政府树立

为农业科普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是年，各台站普遍对广播节目设置进行调整和改进。增

大新闻信息量，使当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和听众见面；办活文艺节目，播出时间由原来３０
分钟增加到１小时以上，平凉电台增加到每天７次３小时２５分，占播出时间的４７％；同
时增加服务性节目，常办教育性节目。全区电台 （站）全年播出稿件由１９８６年２４２万
件增加到２７８万件，全天播音时间由６小时３分上升为６小时２９分。
１９９０年后，各电台 （站）普遍利用音响增强宣传效果，初次采制播出现场报道、录

音报道、答记者问等有音响的消息，并注重典型报道、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等有深度的

宣传，开设广播讲座，乡镇经常利用广播站指导工作。１９９３年９月，在泾川县召开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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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县广播电台自办节目协作会议，交流自办节目经验，促进全区各电台 （站）调

整改进节目设置，增加播出时间，扩大信息量，充实采、编、播力量。全区各电台 （站）

均配齐男女播音员，采编播人员达到８３人。全天播音时间为６小时１５分，其中转播中央
电台和甘肃电台节目２小时４５分，自办节目３小时３５分，自办文艺节目时间增加到１小
时２０分。转播 “新闻和报纸摘要”、 “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和 “甘肃新

闻”、“对农村广播”等；自办节目主要为新闻、文艺、专题、综合节目。各电台（站）增购

唱片１１００张，录音磁带３００盒，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录制《平凉地区主要演员秦腔唱段选
集》供各电台（站）用。１９９５年，华亭人民广播电台获全省新闻系统“十佳”集体奖。１９９６
至１９９８年，７县市广播电台（站）全天播音３次４６小时２５分，平均６小时３８分。每年播出
稿件稳定在２８万件以上。采编播人员达到９９人，其中取得高级职称的４人、中级职称的
４６人。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各电台 （站）对节目设置进行调整，显示出各自的优势。泾川县电

台设置的 “科技园地”，采取讲座和知识问答的形式传播科学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灵台

县电台创办的 “经济透视”，架起了信息桥。全区年播出稿件２８至３２万件，被省以上
新闻单位采用２００多件。２００２年播出稿件２７６万件，在中央台播出新闻１２件，在省台
播出新闻１２０件。

宣传内容　５０年代初，主要是宣传 《土地改革法》和 《婚姻法》。抗美援朝运动中，

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宣传农业

合作化运动、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等。宣传 “总路线”、“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

化运动”，报道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治山治水、提高粮食产量的典型，也报道高指标、高

征购等 “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６０年代，突出农业第一线和工业支援农业的
报道。报道抓 “阶级斗争”的典型和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宣传大寨精神，

宣传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艺宣传主要是

“样板戏”、“语录歌”。７０年代，宣传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及 “大学大批

促大干、建设高标准大寨县”，宣传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揭

批 “四人帮”的罪行，宣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后期重点宣传

平反冤、假、错案。宣传党的工作重点转移。８０年代，开展 “五讲”（讲文明、讲礼貌、

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揭露以权谋私的行为，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配合中心工作，开办 “治穷致富大讨论”。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和生产力标准问题大讨论。因舆论导向把握得好，有的听众来信说：“今年广播讲了啥，

我们就干啥；我们干了啥，广播就讲啥；离我们近，跟形势紧”。

９０年代，突出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精神文明建
设、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宣传 “庆香港回归、迎十五大

召开”、“整村推进、奔向小康”、“兴旅游、促商贸、办盛会”及 “华煤精神”、“庄浪精

神”等。庄浪电台开办 “梯田建设群英谱”，宣传报道３０多年来为庄浪梯田建设做出突
出贡献的人和事，受到听众一致好评。静宁电台先后１４次深入双岘乡页沟村杨晓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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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采写独家新闻５５条，其中３５条被省、地广播电视台采用，把优秀党支部书记杨晓
明的先进事迹推广到全省。２０００年，突出宣传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宣传全区县处

级干部 “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开办 “西部大开发、平凉怎么办”

的大学习、大讨论系列报道。２００１年，开展 “九五”成就、“十五”展望及严打整治斗

争等的宣传。２００２年，宣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度不减，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伟大成就的热度不减，宣传党的建设新鲜经验的热度不减。

宣传质量　６０年代，各台站发展业余通讯员，定期召开通讯会议，发送报道提纲，
以提高业余通讯员的写作水平。１９７５年，崇信县首次举办有４２名业余通讯员参加的培训
班。１９８３年开始，每年组织全区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评选活动。评选项目有新闻、评

论、专稿和对农村广播节目、少儿节目、主持人节目等。鼓励采、编、播人员创名牌、

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１９８６年８月，全区首次举办播音员培训班，评出 “好播音”１２
人，其中有４人在甘肃省优秀播音评比中获三等奖。１９８８年２月，首次举办全区文艺节
目评比，评出平凉、华亭、静宁、泾川电台 （站）４组优秀文艺节目。全区业余通讯员
由１９８５年７９７人增加到９３２人。１９９０年，举办全区首次优秀广播节目创作研讨会，举办
全区广播电台 （站）文艺节目展播活动。１９９８年，开展检查评比活动，各电台 （站）的

播出形式由 “四季歌”变为 “时代歌”。泾川县电台获 “全省新闻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是年，举办全区第二届广播电视节目创优工作研讨会。全区累计评选出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３２２件。获全省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奖９２件，其中一等奖１９件，二等奖３１
件，三等奖４２件；获全国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奖１０件，其中一等奖２件，二等奖５
件，三等奖３件。
１９９９年７月，在平凉召开全省广播电视节目创优经验交流暨颁奖会议，对提高全区

宣传质量促进较大。静宁县电台在深入第一线采访报道上有较大突破，采录造林、改土

等现场报道２５０６件，占总播出稿件数的５０％。行署广播电视处与地区新闻工作者协会合
编印了２０万字的 《平凉地区优秀新闻作品选》。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全区评选出优秀广播节
目 （稿件）５９件。获全省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奖２１件，其中一等奖２件，二等奖６
件，三等奖 １３件。２００２年，精办节目，提高质量，注重实效，创办 “精品节目”和

“名牌栏目”。评出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１８件，获全省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奖９件，
其中二等奖１件，三等奖８件。

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２年获全省全国优秀广播节目 （稿件）奖目录

年份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主创人 全省奖 全国奖

１９８３

家庭颁奖会 平凉市广播站 张兵陶 一等奖 优秀奖

百岁回族老人杨万泰一家今秋植树

四千七
华亭县广播站 张和平 一等奖

当上副县长不忘兼行医 崇信县广播站 马志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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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主创人 全省奖 全国奖

１９８４

寒假的话 平凉市广播站 陶　亮 一等奖

赞农民出行考察 平凉市广播站
史文忠

梁志明
二等奖

华亭 “三宝”对外开放 华亭县广播站 朱　平 二等奖

王治德三次改名儿 华亭县广播站 朱　平 二等奖

１９８５

小杨枫的书法得了奖 平凉市广播站 朱　虹 一等奖

粮草转化的好途径 华亭县广播站 朱　平 一等奖

为乡亲们插上致富的翅膀 华亭县广播站 朱　平 一等奖

１９８６

县新华书店销售学生课本搞强行搭

配已经停止
华亭县广播站

王玉贝

唐国锋
二等奖

崇信县一百多农机户赴陕西赶麦场 崇信县广播站 韩胜利 二等奖

１９８７

乡镇企业也要提倡 “优生优育” 华亭县广播站 张玉学 二等奖

一场发人深思的庄基地闹剧 泾川广播电台 郭俊奎 二等奖

农民章德昌租赁新窑旅社 崇信县广播站 韩胜利 二等奖

１９８８

农家院里的闲话 泾川广播电台
陈俊谋

郭俊奎
一等奖

来自麦客之乡的报告 庄浪县广播站
柳　林
柳植林

一等奖

牛的主人———记奶牛专业户柳玉柱 平凉广播电台
周　剑
杜海涛

二等奖

１９８９

和吴爷爷话旅游 平凉广播电台 朱　虹 一等奖 二等奖

和小朋友谈勤俭节约 泾川广播电台 丁海珍 一等奖

一些机关不治真山造假山 静宁县广播站
马克林

田　禾
一等奖 一等奖

华亭煤田的开发者 华亭广播电台
朱　平
冯　岗

二等奖

１９９０

警惕！农业大动脉上的危险信号 平凉广播电台

王　蕾
张俊生

余树信

二等奖 二等奖

芝麻官的业绩 平凉广播电台 王　蕾 二等奖

我和奶奶比童年 泾川广播电台 丁海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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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主创人 全省奖 全国奖

１９９１

农家姑娘创出 “金牌户” 静宁县广播站
马克林
王　军 一等奖 三等奖

姚治怀嫁儿子 灵台广播电台
练生杰
曹保智
王康娜

一等奖 二等奖

话说 “罐罐茶” 华亭广播电台
朱　平
强　华 一等奖 三等奖

说说人工培育牛黄技术 华亭广播电台
朱　平
袁九林

一等奖 二等奖

海峡隔不断故乡情 泾川广播电台 芦　莹 二等奖

１９９２
竖立在陇东黄土地上的丰碑 平凉广播电台 刘瑞菊 二等奖

海燕展翅飞 灵台广播电台
练生杰
曹保智

二等奖

１９９４

永存的花季 平凉广播电台
王　蕾
张俊生

二等奖

农村人情风该煞一煞了 泾川广播电台
陈俊谋
赵小军

二等奖

猫和 “电猫” 华亭广播电台
朱　平
田　军 二等奖

１９９５

农家女闯世界 灵台广播电台
景兴才
练生杰

一等奖

庄浪梯田全国领先 庄浪广播电台
王春阳
李东川

一等奖

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 静宁广播电台 马克林 二等奖

我县烤烟收购中坑农问题得到查处 灵台广播电台
王小涛
曹方正

二等奖

１９９６

走走 “长征路” 泾川广播电台 张丽瑛 二等奖 二等奖

地埂种草一举多得 华亭广播电台 唐国锋 二等奖 三等奖

县农机厂一天来了九趟坐轿车的
叫花子

灵台广播电台
景兴才
曹方正

二等奖

农家女崔玉珍养蛇登上全国学术
论坛

华亭广播电台
任永宏
王宝琛

二等奖

１９９７

农民马志华进省城慰问下岗职工 灵台广播电台
曹方正
景兴才

一等奖

农民企业家蒋吉虎捐资８２万元为
人民办光彩事业

泾川广播电台 李书倩 二等奖

我县农村经济 “年关”不搞数字
游戏

华亭广播电台 田　军 二等奖

小康村里有冒牌 “富裕户” 崇信县广播站 韩胜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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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主创人 全省奖 全国奖

１９９８

黄寨乡来了一批城里打工者 崇信县广播站 韩胜利 一等奖

泾川县复垦土地二万四千亩 泾川县广播电视台 李书倩 二等奖

灵台 “科技１１０”架起农民致富线 灵台县广播电视台
景兴才

曹方正
二等奖

１９９９

白坡小白帽闯入国际大市场 平凉市广播电视台
丁小荣

秦玉龙
一等奖

龙门乡有个 “民主议政日” 灵台县广播电视台
景兴才

曹方正
一等奖

灵台农民吴群德自办 “林果产品

交易会”
灵台县广播电视台

景兴才

曹方正
二等奖

大山啊！你的儿子回来了 静宁县广播电视台
马克林

李德强
二等奖

国旗国旗多美丽 泾川县广播电视台 刘红英 二等奖

２００１

学说话 庄浪县广播电视台
石　艳
周　伟

二等奖

为绿一面山　 怎能去毁林 庄浪县广播电视台

姚思俊

周　伟
苏志刚

二等奖

“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梁买子
泾川县广播电视台

李书倩

章　鹏
二等奖

２００２ “民心工程”失 “民心” 庄浪县广播电视台
苏志刚

周　伟
二等奖

　说明：优秀广播节目稿件为获全省一、二等奖和全国奖。

第二节　电　影

一、公司 （站）、队

发行公司 （站）　１９５２年成立甘肃省电影发行公司平凉专区发行站。１９５４年，改名
为平凉专区电影广播管理站。１９７０年，各县先后成立电影管理站。１９７５年，地区改为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１９７８年后，全区各县电影管理站改为发行公司。

电影队　１９５０年８月，省文教厅从静宁中学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招收电影放映员，
保送到中央电影局在南京举办的电影放映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组建流动电影放映队。

１９５２年前后，省电影队在平凉有３个１６毫米机放映队。１９５５年，专区有１１个电影队
（每县１个队）。１９６２年，平凉专区有电影队３０个。１９７０年，增加到６５个，其中农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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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个。１９７６年，全区放映单位１０７个，另有中央、省驻平大型厂矿企业放映单位１０个。
１９７８年，全区放映单位增至１９９个。１９８６年，全区在册放映单位２５７个，其中农村

电影队２００个。１９９６年减为１５４个，而经常放映的仅占４５％。１９９９年有放映队２５４个。
２００２年恢复乡镇放映队２８个。

二、发行、放映

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１２月，新安旅行团第一次将电影带入平凉，在平凉县城和白水
镇、四十里铺镇等地放映新闻纪录片 《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和动画片

《民族痛史》等无声影片。翌年，平凉天主教的英国传教士在当地公映有关宗教内容的影

片和幻灯片。３６年 （１９４７）国民党平凉县党部在上寺台风神庙成立 “社教电影院” （露

天），在平凉县四十里铺等乡镇巡回放映有声电影。同年，省教育厅特种教育巡回教学团

到泾川县各学校放映无声影片；国民军某部驻军在静宁县城放映黑白故事片，在华亭县

放映无声影片。后国民军第８２军在平凉县城西瓜园市场口建起 “湟光电影院”后，上映

过 《孟丽君》等影片。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随军电影队在平凉
县城公映 《解放石家庄》、《清风店战役》等战地纪录片。

５０年代初，省文教厅直属电影队派往平凉地区用１６毫米放映机，年放映１６０多场。
１９５２年后，省属３个放映队在全区年放映６００场左右。１９５４年，省在平凉举办 “苏联电

影周”，映出苏联故事片 《山中防哨》等６部故事片、动画片。１９５５年，年放映２８００多

１９６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平凉等地拍摄电影
《红河激浪》

场。１９６５年，平凉城东方红电影院
首映宽银幕故事片 《老兵新传》。

１９７０年后，多购进 ３５毫米放映机，
全区发行收入近６万元。１９７８年，放
映总收入 ６００多万元，发行收入 ５７
万多元。１９７９年，放映总收入１０７万
多元，发行总收入 ６５万多元。１９８３
年４月，立体影片 《欢欢笑笑》在平

凉首映。１９８５年，电影票价和影片
租价提高，放映收入１１７万多元，发
行收入６０多万元。１９８６年，全年放
映电影 ４６１６６场，观众达 ２８００多万

人次。放映总收入１２４５万元，发行总收入６７７万多元。全区每个放映单位服务人口
８１万人，农村每天平均放映电影９３场以上，有６５万多观众看电影，人均年看电影
１１３次。

进入９０年代，随着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电影发行和放映开始萎缩，逐渐走向低
谷。至２００２年，全区５个影剧院有工作人员６８人；放映４３５场，观众为１５８万人次。
成立平凉市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 “领导小组”，制定下发 《平凉市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实施方案》，采取协调争取、“影企联姻”等形式解决放映经费问题，完成
放映村数１５８２个，放映电影１５０６０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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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　施
１９５１年，平凉军分区在平凉县城建成 “解放电影院”。１９５４年移交给平凉市政府管

理，更名 “人民电影院”。１９６２年改名 “东方红电影院”。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修建平凉市人民剧院、华亭县安口电影院。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６年，修建灵
台县电影院、崇信县电影院、静宁县影剧院。１９７９年，修建地区影剧院、华亭县影剧院。
１９８３和１９８５年，修建庄浪县影剧院、灵台县影剧院。全区７县 （市）和地区计有２３处
放映场所 （含厂矿俱乐部）。

１９８６年以后，全区所有影 （剧）院都安装起３５毫米固定座机并采用新型光源，农村
放映单位改为新光源的占７０％。
２００１年，全区有８家影 （剧）院可放映立体影片。２００２年，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资助

电影放映设备１３套，放映吉普车１辆，拷贝３３部，资助拷贝放映１５９６场次。

第三节　电　视

一、电视台

平凉关山电视调频转播台　１９８２年开始筹建，１９８４年８月动工修建，１９８５年９月竣
工，隶属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管理。１９８６年１月，开始转播甘肃电视台节目和甘肃人民
广播电台第一、二套调频广播节目，庆阳、天水、定西的部分县市也可接收到信号。

１９９８年有职工４２人，固定资产总值４００万元。彩色电视发射室、天线动力室曾被甘肃省
广播电视厅分别评为 “先进科室”和 “自备电源维护先进科室”。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上划甘
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２００１年，被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授予 “技术维护先进台”

称号，副台长屈仲文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技术维护先进个人”称号。

平凉地区电视台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建起电视差转台，用５０瓦差
转机收转甘肃电视台节目。１９８４年春节，试播自办电视节目。８月，将电视差转台改为
平凉电视台。１９８５年３月，国家广播电视部批准，为甘肃省首家地市级电视台。１９９７年
８月升为副县级建置。１９９８年２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重新登记，台名为平凉地区电
视台，可自办１套电视节目。２００２年有职工３９人，固定资产总值２３０万元。

二、差转台站

差转台　１９７６年９月，在平凉城西太统山建成区内首座电视差转台，用１０瓦电视差
转机转播陕西电视台节目。１９７７年初，在庄浪县二郎山、泾川县高峰寺、灵台县胡家原、
华亭县皇甫山、崇信县龙泉寺山及静宁县城相继建成发射功率为１０瓦至５０瓦的电视差转
台，转播陕西、宁夏电视台节目。１９８３年电视差转台达到２８座，电视覆盖率３９％。１９８４
年新建成电视差转台１３座，东部５县市乡镇政府所在地均可看到电视。１９８９年全区共建
起电视差转台４８座，甘肃电视台覆盖率７２％，平凉电视台覆盖率６％。１９９１年，全区电
视差转台达到５３座，发射功率１１７２千瓦。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新建成电视差转台２９座。
１９９８年全区有电视差转和发射台９７座，发射功率１３３２千瓦。

地面收转站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建成平凉市、灵台、静宁、泾川、华亭、庄浪、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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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卫星电视地面收转站，发射功率均为５０瓦，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１９８８年８
月，建成平凉太统山甘肃电视微波站，开始用微波电视信号转播甘肃电视台节目。１２月
建成华亭县安口镇卫星电视地面收转站，用２台５０瓦发射机转播中央、甘肃电视台节目。
１９８９年，全区地面收转站达到２１座，中央电视台覆盖率３７％。１９９２年，平凉市四十里
铺镇庙社村建成区内首家村级小功率卫星电视地面收转站，全区新建成乡镇场卫星电视

平凉卫星电视收转站

地面收转站 ４座，发射功率 ５９
瓦。１９９３年，全区地面收转站、
接收站发展到 ５１座，发射功率
１１９７千瓦，中央电视台、甘肃
电视台和平凉电视台的覆盖率分

别为 ４５％、７８％和 １０％。１９９５
年，华亭县皇甫山卫星电视地面

收转站增置３００瓦发射机。１９９６
年１０月，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以
太统山、关山为中心，建成１７个
微波中继站和终端站，开通７县
市微波线路 ４６９８６公里，增置
３００瓦分米波电视发射机 １台。

１９９８年，静宁县在寺山增置３００瓦电视发射机。全区卫星电视地面收转站达到１４４座，
其中地区３座，县市２８座，乡镇场１１３座，电视混合覆盖率９５％。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通过
“村村通”建设，电视混合覆盖率上升到９７４％。

有线电视　１９９２年，全区有线电视站７９个。１９９４年，地区所在地建成平凉有线电视
网。泾川、华亭县建成县城有线电视台。全区入户５３００户。１９９５年灵台、庄浪、静宁、
崇信县建成县城有线电视台。各转播１５至２０套电视节目，共架设主干线路１５５公里，支
干线路２８５公里，有线电视用户２５万户。１９９６年建成崇信县新窑煤矿、华亭县安口镇
有线电视站。全区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１０５万户。１９９８年，泾川县荔堡、丰台、王村、高
平、玉都乡镇及城关镇水泉寺村和静宁县仁大、威戎、李店等乡镇建成有线电视站，传

输８至１０套电视节目。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３６５万户。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有线电视建设从城镇中心向郊区延伸。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完成七

里店至市区前端机房的光缆架设任务，联通省网干线。静宁县广播电视局架通县城至威

戎镇及沿线城关、八里、城川乡镇２０个村２５公里光缆线路，转播２０多套有线电视节目。
华亭县广播电视局架通至西华乡刘磨村５公里光缆线路，建成国家广播电视光缆西北环
华亭中继站、４个乡镇有线电视站。平凉市开通至四十里铺２０公里有线电视光缆。平凉
市、泾川、华亭、崇信县整修改造城区有线电视主干线路２４７公里，新架设主干线路
２７７公里，新增电视用户６２００多户。２００２年筹措资金３１０多万元，完成平凉城区和泾
川、静宁等县城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架设省干线光缆和平凉城区光缆４４６公里，开通
与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直接交流的视讯终端电视电话会议室，有线电视节目均在２０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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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　传
转　播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各县市每天转播陕西、宁夏电视台节目３至４小时，星期

天及节假日全天转播。１９８６年１月，各县市开始转播甘肃电视台节目。１９８７年，各县市
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１９８９年，各台站平均全年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２５００小
时，每天平均７小时左右。１９９５年，各县市有线电视台开播后，转播中央电视台各套节目
和部分省区电视台节目，每天转播１８小时或昼夜转播。平凉电视台全年转播３６４５小时。

自　办　１９８４年，平凉电视台开始自办播出 “平凉新闻”。１９８６年，采制播出新闻
１５３条，被甘肃电视台采用４４条，被中央电视台采用３条。播出 “平凉农业”等专题片

５部。１９９１年，平凉电视台被甘肃电视台评为 “电视新闻通讯工作先进单位”。庄浪、泾

川、平凉县市成立电视报道组。１９９４年，平凉电视台播出３５００小时，其中自办节目播出
９００小时。在自办新闻节目中增加 “新闻透视”、“热门话题”，播出８７９条，其中图像新
闻５６０条；专题节目播出专题片１０部，小型专题片４５部，《热土》、《平凉揽胜》、《崛起
的策底工业小区》、《发展中的峡中水泥厂》、《改革中的平凉建行》等专题片影响较大；

文艺节目开辟 “金曲点播”、“崆峒艺苑”栏目。１９９５年，各县市均组建电视报道组，开
始自办电视节目，全年采制播出本地新闻１１２６条。平凉电视台播出新闻５８１条，建立记
者站１６个，聘请电视特约记者２０多人。除搞好正常新闻宣传外，开办 “巾帼风采”、

“崆峒夕阳情”、“县市委书记谈党建”、“九五蓝图访谈录”、“全区经济建设巡视”等栏

目；举办 “职工爱国主义歌曲演唱大赛”、“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５０周年群众演唱会”、
“平凉秦腔群英大赛”等专题文艺节目；采制播出 《高原秀峰崆峒山》、《丝绸之路的明

珠云崖寺》、《关山行》、《古密须国纪行》、《塞上码头》等反映平凉旅游景观、风土人情

的电视节目。１９９６年，各县市台采用专用频道，采制播出新闻３２４２条，平凉电视台播出
新闻１６９２条，专题片 （节目）４７部，被甘肃电视台采用新闻 ６１条，专题节目 ５部。
１９９７年，各县市台采制播出电视新闻３９２１条，送平凉电视台播出８５７条。平凉电视台播
出新闻１９２１条，被甘肃电视台采用１６２条。首次成功地对地委扩大会盛况进行电视现场
直播。摄制的电视系列片 《泾河行》被选为甘肃省的交流节目，在全国２０多家省市区电
视台播出。静宁台摄制的 《六盘山下一面旗》、庄浪台摄制的 《庄浪县率先在全国实现梯

田化县》以及灵台台摄制的新闻稿件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到良好效果。１９９８年，全
区播出电视新闻６７１３条，电视专题片５８部，被甘肃电视台、甘肃有线电视台播出２７５
条。平凉地区电视台播出电视新闻突破２０００条大关，播出专题报道２６部，被甘肃电视台
采用１５０条。设置的新闻类节目有 “全区新闻联播”、“新闻透视”，教育类节目有 “法

庭传真”、“窗口”，文艺类节目有 “荧屏采风”、“金曲点播”、“影视剧场”，少儿类节目

有 “阳光乐园”，服务类节目有 “天气预报”、 “经济信息”、 “广告服务”等。１９９５至
１９９８年，全区共评选出优秀电视节目７１件，其中获全省优秀电视节目奖１２件，庄浪台
摄制的 “庄浪建成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电视节目获全国优秀电视节目二等奖。

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每年采制播出电视新闻６３００至８６００件，电视专题片２００多部。平
凉地区电视台采制播出的 《古槐·老人》、《路就在脚下》、《光辉的里程》，静宁县台采

制播出的 《静宁农业的曙光》、《葫芦河畔歌悠悠》，平凉市台采制播出的 《平凉吹响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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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卢定华》，平凉地区电视台与静宁县台联

合拍摄的 《好支书杨晓明》等电视专题片，在全区反响大，效果好。全区评选出优秀电

视节目５９件。获全省优秀电视节目奖１３件，其中一等奖２件，二等奖３件，三等奖８
件。获全国优秀电视节目三等奖１件。２００２年采制播出电视新闻１００３３件，制作播出电
视专题９４部 （集），在中央台播出新闻１３件，在省台播出新闻３１０件。评出优秀电视节
目 （稿件）２６件，获全省优秀电视节目 （稿件）奖５件，其中二等奖１件，三等奖４
件。平凉电视台播出新闻２４３０条，总量取得重大突破。采制的新闻节目组织在省台国庆
特别节目 《喜迎十六大，城乡看变化》播出，被评为全省二等奖，大型电视专题片 《西

部明珠———新平凉》在省台播出后收到良好的效果。首次成功地现场直播市上重大活动。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２年获全省全国优秀电视节目 （稿件）奖目录

年份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主创人 全省奖 全国奖

１９８８ 古密须国之行 平凉电视台 吴　烨 二等奖

１９９１
赵堡之堡 平凉电视台 吴　烨 一等奖

静宁县发生一起特大麦场火灾 平凉电视台 吴　烨 二等奖

１９９３ 庄浪县被评为全国梯田建设先进县 庄浪广播电台 王春阳 二等奖

１９９５ 小人物大世界 平凉电视台 吴　烨 二等奖

１９９６ 养蛇女崔玉珍登上全国学术论坛 平凉电视台
任永宏

王宝琛
一等奖

１９９７ 庄浪劳务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庄浪广播电台 王春阳 一等奖

１９９８ 庄浪建成第一个 “中国梯田化模范县” 庄浪县广播电视台
王春阳

苏志刚
二等奖 二等奖

１９９９

黄土塬谣 平凉电视台 吴烨等 银奖

好支书杨晓明 静宁县广播电视台
孙旭光

魏柏树
一等奖 二等奖

古槐·老人 平凉电视台
周　剑
蒋　祁 一等奖 三等奖

２０００

果农客商有 “三盼” 静宁县广播电视台
王建蓉

王永胜
二等奖

庄浪县发生一起暴力毁林案件 庄浪县广播电视台

苏志刚

王春阳

罗秀云

二等奖

２００１
靳坪村 “参与式扶贫”在全国首开先河 静宁县广播电视台

王永胜

王建蓉
一等奖

平凉地区非法小煤窑全部被取缔炸毁 平凉电视台
毛　泰
陈　斌 二等奖

２００２ 学子创业示范园 华亭县广播电视台 李　晶 二等奖

　说明：优秀节目稿件为获全省一、二等奖和全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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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音像管理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全区有录像放映单位３个。１９８５年２月，成立平凉地区音像制品管理
领导小组，各县市陆续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配备管理干部，对音像制品进行审查、登

记，审批营业性录像放映队 （点）２９个，公布开放录像片１１０部，禁放录像片１３１部。６
月，地区音像制品管理领导小组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的２６名干部，进行检查清理，清理录
像节目１６５种，录像带１８００多盘，收缴淫秽录像带１１５盘。９月统计，全区有录放像设
备的单位和个人４１个，录像机４９台，摄像机４台，投影机５台，监视器７１台，营业性
录像放映活动全部停止。１０月，平凉市文化局对私印或盗印报刊、书籍进行清理，对外
地文艺团体随意演出进行管理。

１９８６年７月，对全区音像制品市场进行全面检查整顿。有销售录像制品的商业网点
９８个，其中国营３２个、集体２７个、个体３９个。没收非正版录像带１７０８盘，收缴内容
不健康的录像带３３种２７５盘，查出私自翻录点１６个，没收私翻母带２３４盘。是年底全区
有录像设备的单位及个人８１个，录放像机９３台、监视器１２７台、投影机８台、摄像机
１１台，设备总价值约８５４５万元。成立平凉地区录像带发行站，开始录像带的发行和出
租业务。１９８７年，华亭县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随后平凉市和灵台、静宁县相继成
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８月，对全区１５６个录音制品销售点、录像放映队 （点）进行检

查清理。查出内容不健康、违犯版权和没有 “准放卡”的非法音像制品３３６６盘 （盒），

其中录像制品１１５１盘、录音制品２２１５盒，全部消磁处理；将不堪入目的２０００余张封面
包装纸也全部烧毁；对１１起违章经营音像制品事件，罚款１８１２元；对９个违章播放录像
的单位，分别作出查封设备、罚款和停业限期整顿的处理。

１９８８年，审批服务性录像放映队 （点）４４个，内部职工教育点３０个，有线电视单
位６个。１９８９年，地区行署文化处设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开始对各县市的文化市场管
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除各县市自行重点抽查管理外，每年按地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

室的安排，分阶段进行４次集中治理和 “扫黄打非”活动。全区有录像制品经销点、录

像放映队 （点）、闭路电视和内部职工录像教育的单位２７０个。收缴走私、盗版、内容不
健康的录像制品１１７盘，黄色录像带２２盘、录音带１２５６盒，销毁装璜封面５１０７张，取
缔无证播放录像点５个，处理违章案件１７起，行政罚款１１４万元。破获华亭、静宁两个
传播、贩卖黄色录像带团伙，首犯被公安机关依法收审。

１９９０年，音像管理由广播电视部门统一负责，文化市场管理由文化部门负责。５月
统计，全区有营业性录像放映队 （点）６７个，其中文化系统３６个，广播电视系统１９个，
工会俱乐部１１个，其他１个；地区３２个，农村３５个；正常放映的２４个，半映半停的２０
个，停映的２３个。平均每年放映录像１５万场次，其中海外进口片占２３３％，国内片占
７６７％，平均每天有观众１４９１人。全区有销售录音制品网点１０１个，其中国营３５个、集
体５１个、个体１５个；取缔１８个，自动停业１０个。共检查录音带７４９２１盒，收缴非法出
版物１２８１盒，封存１１３盒。全区有录像带出租点３个，录像带８６４盘，其中国产片６５４

９３６１第二十编　文　化



部，海外片２１０部，日出租率为１７８％。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１８个，有录像放映设备的
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７８个。共有录放像机３０３台。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共收缴走私、盗版
音像制品１８１３盘 （盒），其中录像制品３０９盘，录音制品１４９６盒，“卡拉ＯＫ”碟８张。
封存录音制品１５１盒，取缔无证经营摊点１８个，停业整顿录像放映点３个。对１个单位
违章转播香港中文电视台的问题，作查封设备、罚款１５８８元和在全区通报批评的处理。
查获一起非法走私贩卖盗版录像带案件，走私犯被依法拘留，没收未出售的盗版录像带

２７５盘和非法所得１３５０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收缴非法音像制品１０３７盘 （盒），取缔无证

经销放映点９个，无证出租录像带点２个，对１４个违章经营录音制品的摊点和录像放映
点进行停业整顿。抽查１１９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
１９９５年，进行音像市场大检查，收缴假冒、盗版录像带３５６盘，内容不健康的录像

带４盘。１９９６年８月，泾川县成立文化市场稽查队后，华亭、平凉、庄浪县 （市）亦组

建稽查队，专事文化市场的稽查工作。１９９７年，收缴非法走私、盗版和内容不健康的录
像带３１１３盘、ＶＣＤ碟４６张、录音带６盒，封存录音带８２盒，依法取缔违章违纪音像制
品出租点１５个、放映点２０个、无证经营ＶＣＤ碟点６个，收缴录放像机２台。并将６起
播放淫秽录像带的案件交公安机关处理。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被甘肃省社会文化管理领

导小组评为 “扫黄”、“打非”工作先进单位。１９９８年，查收非法盗版音像制品２３４８盘
（张），其中ＶＣＤ光盘８５２张、录像带８４５盘、录音带６５１盒，取缔和关闭录像放映点、
录像出租点４个。
１９９９年，地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设文化市场稽查队。２０００年，管理重点放在严厉

查处 “法轮功”、伪科学气功、黄色淫秽等非法音像制品上，压缩市场规模，健全管理制

度。地区行署广播电视处与地直８个行政执法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下发 《平凉地区音像市

场管理办法》。检查音像制品出租、放映、零售点２６８个，收缴走私、盗版及内容不健康
的音像制品４０２５盘 （张），其中收缴气功类及有政治问题的非法音像制品４４盘 （张）、

光盘２９盘、录音带１５盒，整顿违章经营摊点３９个，取缔无证经营门店２２个，压缩营业
性录像放映厅３２个。２００１年，结合全区 “打黑除恶”斗争，对全区音像市场进行９次清
理整顿，出动检查人员２３４人，查缴走私盗版、内容不健康、有政治问题的音像制品
５９０７盘 （张），取缔无证经营门店１５个，关闭出租和放映点２９个，查扣影碟机、功放机
７台。全区录像放映点由７１个减少到２３个。在１２月２日全国统一打击走私盗版、规范
音像市场的活动中，全区销毁违法音像制品２３５５盘 （张）。至２００２年，累计查处文化市
场大案要案１１宗，一般案件中责令停业整顿１２８个，限期整改２１９个，取缔无证经营６８
个，吊销经营许可证３９个，警告１８６个。累计查缴非法出版物１４６５万册，盗版录像带、
光碟４５３万盘 （张），非法软件１６２７盘。有效遏制违法经营，净化音像市场。是年８
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的音像制品管理职能移交文化出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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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880.00元（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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