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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曹剑青(原中共张掖地委副书记、正地级调研员)

刘保定(原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安郁文(原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夏培生(原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徐国友(原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

陈学武(原张掖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

刘学璋(原张掖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

主 任梁国安(中共张掖地委副书记)

副 主任赵家瑞(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王志民(中共张掖地委调研员)

孙伟(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委 员李龙海(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

杨育荣(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

刘丹庭(中共张掖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生安(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童国瑛(张掖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

郭印虎(张掖地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毛光友(张掖地区农业委员会主任)

杨作忠(张掖地区教育委员会主任)

谢永生(张掖地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姚积功(张掖地区行署人事处处长)

常征(张掖地区行署民政处处长)

董希堂(张掖地区行署科技处处长)

冯世红(张掖地区行署文化处处长)

贾天尧(张掖地区行署统计处处长)

傅万珍(张掖地区行署财政处副处长)

杨茂源(张掖地区土地局副局长)

张志纯(张掖地区档案局副局长、原地区地方志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1

总 纂李龙海(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1994年4月至

1996年9月)

常征(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1996年10月至

1997年2月)

吴雄成f中共张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1997年3月至

2008年7月1

常务副总纂张志纯(1994年至2010年)

副 总纂李生安(1994年至2007年)

何成才(1997年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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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主编

主任·副主编

第 一 编

第 二 编

第 三 编

第 四 编

第 五 编

第 六 编

第 七 编

第 八 编

第 九 编

第 十 编

张志纯

何成才

(综合)主编：张志纯陈希圣

(地理)主编：寇克瑞

(经济一)主编：高欣荣

(经济二)主编：张子和朱国安

(经济三)主编：王秉德

(政治)主编：李生安

(文化)主编：徐万和

(社会)主编：张中式

(人物)主编：张志纯

(文录)主编：张志纯

《张掖地区志》终审

时间：2004年5月25日

地点：甘肃省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

议题：讨论通过《甘肃省志·政权志·人大》《甘肃省志·宗教志》《张掖地

区志》终审

主持：孙公平(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出席：安晨光(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李保卫(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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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鹏

张克复

周云凝

李拾良

陈启生

何兰平

贺红梅

列席：尚志仁

妥进荣

何成才

张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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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县志处处长)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县志处副处长)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处助理调研员)

(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甘肃省志·政权志·人大》副

主编)

(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甘肃省志·宗教志》主编)

(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掖地区志》副主编)

(原张掖地区志编纂办公室主任，《张掖地区志》主编)



志载盛世

马西林

张掖．蔓丽可爱．，祁连山绵延屹立南部．舍黎山起伏横亘北漠，焉支山

酷似一颗晶莹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走廊中部。南北两山之间的平原，广

袤而肥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山腹蕴藏矿产资

源．山麓密布森林植被；群峰积雪．万壑流水，滋润着宜耕宜牧的丰饶之

乡。辽阔的绿洲，河渠纵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球本葱茏，花果争妍i文

物古迹古朴典雅．汉明长城、故坛旧址、寺庙碑塔、烽燧墓群、文物遗产，构

成绚丽多彩的文化精萃。这里，还有驰名中外的山丹牧场，闻名遐连的甘

州泉城．蜚声各地的土特名产．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被古今迁客骚人誉

为“塞上江南”。

张掖。历史悠久。五千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建家固；西

汉元鼎六年．“张掖郡”正式在祖国的版图上树名立位。此后一直是社会

太家庭的重要成员．上演着一幕幕彪炳青史的活剧。这里曾是北凉国的

国都、行都司的首府、甘肃行省的省会、历朝诸代设州置府的治所．更是

丝绸之路的重镇．夏禹导弱水于合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策马鏖



战，北凉沮渠蒙逊征东战西，隋炀帝举行万国博览会。唐玄奘印度取经。

西夏王攻占甘州。成吉思汗戍守张掖；李先念、徐向前带领红西路军血战

河西，董振堂、杨克明壮烈捐躯高台，王震、许光迭将军会师张掖城⋯⋯

写下了一页页名垂千古的壮丽诗篇!许多历史人物在张掖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足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张掖数千年的社会演进中，骁勇善战

的古代民族和聪慧睿达的现代人民，致力于屯垦戍边、开发造化。笃志于物

质建设、文明进步，献身于民族利益，既创建了一个灿烂的文明社会，又造

就了一个恢宏的物质家园。

张掖，前景似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夏大地重振乾坤。张掖地

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发扬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全区人民锐

意改革，奋力拼搏，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会、经济各条战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林水牧全面发展。成为甘肃省重要的粮油生产

基地。农业连续20年稳产高产，畜牧业持续不断发展广大，林果业逐年增

产提效；科教文卫事业蒸蒸日上；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6个县市基本实现或正在奔向小康。"-3今，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张掖。正在

昂首阔步地走向21世纪。从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

西移，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关注张掖地区，曾先后多次来这里视察。1992

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张掖

时。欣然题词“金张掖”。

这部《张掖地区志》，是百余修志淘金者从“弱水流沙”中淘洗出来的一

袋“黄金”。他们发奋苦战，披沙拣金，铸就此著，可庆可贺!

过去的历史，漫长、曲折、艰辛，历经沧桑；未来的征程，道远、任重、艰

巨，前景似锦。愿全区人民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尽忠竭智，众志成城，把伟

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腾跃于繁荣昌盛的新天地。在张掖未来的建设宏图上谱

写出更佳、更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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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者为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张掖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信史永存

梁国安 李龙海

n a
目卤，≯

编吏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张掖历史上代有著迷，典籍丰博。

《明史》等载张掖古籍志乘有《陵西行都司志》《甘州卫志》《甘州纪变》

《活甘州记》和《张掖志》等。这些方志虽为张控最早的稀世珍籍，然已消

失人间，今俱无存。流传至今的旧志尚有[清]顺治《重刊甘镇志》、乾隆

《甘州府志》、道光《山丹县志》和民国时期的高台、临泽、张掖、东乐、民

乐县志。由于多种原因．历代张掖的文书档案已荡然无存，幸存至今的文

史专著，惟有仅见的这几部旧方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兴旺，盛世修志。我区近年相继新编出版

了各县、市志和一批专业志、部门志．可谓“县市有志，志栽古今，囊括百

科．博事共鉴”．

“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从[西汉]始设“张掖郡”就已有之。两千多

年来，郡、州、路、镇、府、行政督察区和分区、专区、地区．虽称谓不同，但

其“上隶省，下辖县”的关系与职能基本相同。这就是说，县要修志，地区

也应修志。[清]顺治十四年修成《重刊甘镇志》，乾隆四十四年修成《甘

州府志》，迄今时逾219年。清朝中后期、中华民国时期，迨至共和国成立



后近50年的两个多世纪内，地区级无志可言，志乘断代。在这漫长的跨

越时空里，在此若大的区域历史土，文字稽考处于阙如，成为空白。从延

续历史的角度看，地区修志，已为"-3务之急。

当代“地区”建制，名为省上的派出机构。实为省辖一地统管各县

(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督导中心；对辖县的管理职能，与实行市(州)管县

体制的市(纠)具有相应的职能，也是一级行政实体。从整体反映全区地

情的需要看，地区也必须修志。

1994年4月，时任中共张掖地委书记马西林，基于上述考虑，提议编

修一部《张掖地区志》。此举先提交地直各主管部门负责人讨论同意。后

提请地委、行署研究决定。尔后，成立机构，发布方案，拟发纲目。制订规

则，编印手册，培训人员。整个编纂实行“二级承包，一笔统稿．最后总

纂”。即：1994年7月，地区志编委会与70个承编单位签订责任书；1995

年7月，总纂与10个分编主编签订责任书；在承编单位与分编主编相继

完成初稿的基础上，由常务副总纂统盘辑稿。志稿经编委会初审．地委、

行署复审，省地方史志编委会终审。

新编地区志，栽文430余万字，含辛茹苦．蔚为大观。这部巨著凝聚

了70个承编单位240多位撰稿人的劳动成果．倾注了10余位分编与主

编者的心血。它是众手成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各方支持、通力合作的

结果。当值垂誉!

《张掖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

笔直书的撰志要求。全面记述了张掖地区上下凡千年的自然与社会，特

别是1949～1995年共和国建立以来46年各项事业发展的成就、经验、教

训，融史地风物为一体，荟图表志传于一集，是全面反映张掖全区综合地

情的“博物之书”。志书编纂，基本做到观点正确，结构合理，体例得当，

资料翔实，文字精炼，文约事丰，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尽管尚有

很多不妥和不足，期待贤明教正，但从资料的广度扣深度而视，仍可堪称

“传世之作，千古要籍”。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张掖地区志》

发行社会后，必将产生“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愿信史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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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者为中共张掖地委副书记、张掖地区志编委会主任：

中共张掖地委委员、秘书长、地区志总纂)



志留千古

序三

田宝忠 何振中

“历史长河一面镜，社会百科集方志。”通舍远近、综述上下，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的《张掖地区志》，在原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政公署的高度重视和

人大、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地区志编委套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充分发挥全体修

志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专业才干．一拟纲目，历经三审，十余度寒暑，终成其

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

这是一部栽籍丰博的地方志乘。编纂者运用辩证唯物主艾和历史唯物主

叉的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立足当代、略古详夸的原则，在继

承传统旧方志长处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外地新方志的经验，注重突出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通俗易懂、简明朴实的语

体文记录了张掖自西汉建郡以来到1995年两千多年的自然全貌、历史沿革、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人口、杰出人物等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志设1【)编、81

章、478节．总量430多万字。志书结构本着先自然、后经济、再社会的程序，横

排纵列．浑然一体。首冠《概述》，统以全志总纲；次为《大事记》，贯以全志之经；

中为行业分编，门剐类析，赋以全志之纬；后缀《文录》，续以奎志之尾。前后左

右，经蚌交错，首尾贯通；篇章节目鳞次栉比，环环相扣，体现了志书横排的有

序性和纵辖的层次性。内容涉及经、政、文、社、史诸领域，既记纵向的世世代



代。又述横向的方方面面。此书是一部包蕴宏富、务实存真的地情全书。

这也是一部通古贯今的一方全史。张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两千多年。有文

物可证的历史四千多年，悠约五千年上下。而数千年幸存史籍，仅为[清]顺治

《重刊甘镇志》和乾隆《甘州府志》，此虽属善本珍籍。但所载述史实却非“朝朝相

继”，而是“代有所缺”，也非“百科全书”，而是“侧有所记”。《镇志》专载明朝九边

戍镇之一的“甘肃镇”镇辖地域，《府志》限于清朝中期的州辖范围。而《张掖地区

志》以记述近现代为主、承载历代为辅的方法，立足当代全区地、县(市)各条战

线、各行各业，着眼[西汉]张掖建郡以来历朝诸代国都省会、设州置府、建镇立

司、易制移治的厚重历史资料，承前启后，绵延古今。这里可看到张掖先秦畜牧

业的萌芽，两汉、魏晋农业的开发，唐至明朝畜牧业的发展，近现代农林水牧的

变化，也看到当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腾飞、人民康泰、社会进步、文化繁荣、

科教振兴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

离不开人的活动，地区志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全志专设一编《人物》，收录了张掖

两千多年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涌现出的五千多名典型人物。

收录范围体现了以本地为重点、近现代为主、人民大众为主的原则。载录体例或

立传，或入录，或列表，收有所稽。人物酷似血脉，渗透于人体各部位、各细胞，养

育着整个肌体，使张掖历史“有筋、有骨、有肉”。从而看出历史与现状有物、有

事、有人，人的活动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

这还是一部价值珍贵的科学文献。志之重要，首先在于资料；据实载述，关

键在于资料。地区志的编者们，前瞻后顾，着眼实用，资料采集狠下功夫，上至天

文，下迄地理，既涉自然，又及社会，纵述历史，横陈百科，万事尽录，体现了志书

范围的区域性，内容的广泛性，时代的连续性．资料的原始性，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所录文献资料做到了搜集时广征博采，务必其全；鉴别时反复考证，务求其

真：筛选时去粗取精，务得其要；使用时精益求精，务述其当的要求，全面、真实、

系统地吸收和记载了张掖地区的地情、史情、社情、人情、文情。全书上承府镇志

精华，下纳县市志卓著，荟萃四方举要，纂辑古今文献．网络周全，储备宏富。纵

观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地区志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与留下了一部鉴古

知今、承前启后的综合性史志著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代在不断前进，历史在持续发展。共和国成

立以来．张掖行政建制由省上派驻“区”演绎了五十三年之后，为适应新的历史

时期的需要，2002年已“撤区建市”。地区志作为前史缩影传承于后世，以垂久

远，明鉴得失。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张掖人民定将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更加辉

煌的历史。谱写更加壮丽动人的诗篇。

——6——

二OO五年八月

(序者为中共张掖市委书记：张掖市市长)



凡例

一、指导思想首编《张掖地区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述张掖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张掖地区总

体地情与特色。

=、志书断限全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上溯远古，以有史

栽为始，不谋划一；下限断至公元1995年底，个别事物视情延后。

三、结构体例结构为编、章、节、目四级体式，必要时亦设子目。事以类

分，横排竖写。突出重点、分编组合。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

裁。以志为主，图表为辅，文、图、表结合。卷首设序，志后殿记。

四、记事要求大事记内容，是全区历史上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等方面的大事、要事。自然方面的重大事件记于《地理》编。记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人物收录《人物编》分传、录、表三部分。立传人物多为对张掖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和有深远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事迹虽彰

著、但不宜立传者，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给予记述。立传者以本籍为主、

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以生年或卒年为序排列。入录人物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简称“共和国”)成立以来本区党、政、军各条战线为社会做出突出贡

献、有较大影响的在-世-A．物。有一定造诣的专业人员以文记事。列表人物为

红西路军流落战士、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副高以上知识分子、省部

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张掖籍副地级以上干部等。

六、文体文字志书文体一律为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

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文约事丰。文字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但引用

古籍原文时，个别有特定含义的亦用繁体字。科技、专用术语、名称、名词均

经专业部门审定。

一7一



七、纪年称谓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的历史年代一律为朝代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朝代年、月、日为汉字小写，公元年为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每章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后不再注(民国纪年加11即为

公元纪年)；1949年以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志内记事，汉字小写表示农历纪

年，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纪年。无论历朝或当代的一切团体、机构、官职、爵

位、职衔等，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凡“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俱

以“共和国成立前、后”称之。

八、朝代标号为了阅读方便，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及其以前的各朝

之称，皆以六角括号标示，如[汉]或[西汉][唐][宋][元][明][清][民国]

等。带“朝”字不标，如隋朝。

九、计量单位凡涉及的计量单位，1949年9月30目前的货币和度量

衡单位，一般按当时的原单位名称书写，并酌情换算为现行的法定计量单

位；1949年10月1日后的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

细则》为准。

十、地名书写古地名按当时的称谓书写；今地名以1982年地名普查

后的标准名称书写。同一地方古今名称不同时，在古地名后括注今地名。讹

称地名按地方志原称写。

十一、数字运用统计数字以地区历年统计部门发布的为准，个别数字

采用业务单位的核实数。凡表示数量、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及几分之几则用汉字小写。

十二、资料考证入志资料来自各种档案、志书、报刊、文献资料。个别

记述采纳多方调研确认的可靠口碑。各种资料都经过考证鉴别，翔实可靠。

十三、志载地域志内所记地理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

史全貌。本区未设地区级建制时期的县情由本区记述，如中华民国时期第

六行政督察区所辖山丹、民乐、张掖县，第七行政督察区所辖临泽、高台县；

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武威专区管辖的山丹、民乐、张掖县，酒泉专区管辖

的临泽、高台县。1955年至1961年张掖大专区．只综合记述今张掖地区辖

属的6县(市)；个别数据难以区分者，以大专区记述。

十四、附录文献文录史料维持原貌，未作文字改动；对原件明显的个

别错、漏、衍、倒字作了订正；文言文标点断句；个别古文加注释。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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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关．|不

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肃南裕回族青

年代表索彩英 (1964年9月30日)

tP其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采张掖视察(右二为q

共张掖地委书记王化成) (1985年8月2日

jK-tff l也I《止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肃南裕固

族文艺工作者簧玉香 (1964年：

中央军

左为中

12日1

1一，

鬻埘牡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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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考察^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锡铭考察张植

(1992年9月I 5日) 时与农民交谈 (1993年7月3日)

1—2

，锋◆■L瀣窿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视察张植市

康宁村 (1993年9月10日]

奎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考察临泽

县农村 (1995年7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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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题词

鬻褥囊霉山臣加膨学丢文嵋!干却 ．筹转笤
剃．代0厶露设事Z 2毒矬 爹亘 吾
矽步夕荔中j 青。纂 ；2 路

彩豸 9掌 螽
L 24堡钽
国家王席李先惫于1984年4，

在北京为肃南红西路苹纪念础是

帝李先念瑚

中f訇二破红军
西骆军殂t窿闺

豺惫
一女、k鼻^月÷日

暴}．％々鲁一皂{、987 5 9 A、t

☆临活县虹西路苹H}陵圈题名

l礁死稚南舀蹈肇矣照
建谈弄￡苕王又口f硬∥U匕

前北啤帕呲跆篙骅繇～
麓≯于常题



0Ⅱ№t自I≮．B
领导人题词

西黪鞘历史劝
绩是永不庭天钓。

庶面前趣
一m九啤三日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麻琨王编∥悲壮

的征程≯一书题词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于1978年在北京为

山丹培黎学校成正50周年题词

F
年
’^

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于】984阜8

月lO日在北京为山丹培婺图书馆开馆题词

原因家主席李先惫于一口u}；年柱北京

琦培黎学校建校五十周年题词

摩，杉疆后射常稽节磊租闳焙考、!才

贺培掌立，厮{季童刍

学习何克至义献身培黎学使

先生的困俅精神，笈携的优。佟传纥王耙敬喜纠遣分析

手恼



群Z彩回除i文夜壬汞垂币朽

蕊。、驴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1988年4

月在北京为山丹“路易艾黎、乔治·艾温-何克陵园”题词

全国人戈常委套副委员长黄华于

1992年8月27日视察山升“路易·艾黎

捐赠文物陈列馆”题词

全碾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于1992年8月12日视察张掖时题词

蘑及和笈彩貉易·芝黎无私
转猜，保{争电华文|匕莲笋。

亏哆动宠群^肛卜曰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为山丹“路易艾黎捐蜡文物陈列馆”题词

泪民肌援譬恤．p加r

陋贫手孵魁蕉

k

tz㈣荦．中。

教孝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千

1993年9月视察张掖市小满}康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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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题词

国务委员兼国謇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

云于1994年8月12日视察张掖时题词

锈豫j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兽理邹家华于1994年9月19

日视察张掖时题词

发扬成绩开拓前进
双们的目标望

业卜同旁田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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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太活动
窖长掖J也IX．出

ZHANGYE I)T oU ZHT

1949年1 0

月2日．张掖

县军民4万余

人集会．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暨张掖

解放

1949牟9月21日山丹解放后。军民 1951年4月，张掖县群众示威游行，反对美国侵略

集会欢庆 朝鲜

1951年张掖天主教教友反对美帝武装日本

的示威游行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掖县

红卫兵”抄家封宅 文革”中张掖“红小兵”举行“革命大批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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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张掖群众沉痛阜怠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9月18日

张植县群血隆重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

用年(】977年1月8日)

张掖地、县热烈庆祝中共十一大胜利召开

978年12月1

热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隆重出版

发行(1977年)

张植县群众庆祝全国五届人太闭幕(1978年

金张掖马蹄寺旅游观光节开幕式(90年代



1999年7月8日《张掖地区忠》稿评审会议音群
前排左起：张志纯臭雄成焦多福王志民夏培生季成末郝玉屏渠国簧

魏琦杨建新安郁文陈学武常征陈启生用三殳

后排左起：刘彩花何兰平张子和寇克瑞鲁走庆刘丹庭朱国安郭兴圣

张*嘉贾作仁徐万和王秉德李中峰是毓恭李生安昊瑛

张巾式博积厚王岩松何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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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西路军牺牲于张掖团级以上干部⋯⋯⋯⋯⋯⋯⋯⋯⋯⋯⋯⋯⋯⋯

红西路军参加地方工作与张掖籍中共党员⋯⋯⋯⋯⋯⋯⋯⋯⋯⋯⋯

掩护红西路军人士⋯⋯⋯⋯⋯⋯⋯⋯⋯⋯⋯⋯⋯⋯⋯⋯⋯⋯⋯⋯⋯

中共张掖地委、行署(专署、革委会)历任主要领导人⋯⋯⋯⋯⋯

知名人士⋯⋯⋯⋯⋯⋯⋯⋯⋯⋯⋯⋯⋯⋯⋯⋯⋯⋯⋯⋯⋯⋯⋯⋯⋯

人物表⋯⋯⋯⋯⋯⋯⋯⋯⋯⋯⋯⋯⋯⋯⋯⋯⋯⋯⋯⋯⋯⋯⋯·

(2072)

(2072)

(2073)

(2073)

(2074)

(2078)

(2078)

(2092)

(2132)

(2155)

(2189)

(2202)

(2207)

(2209)

(2218)

(2219)

(2219)

(2227)

(2228)

(2258)

(2265)

(2265)

(2292)

(2312)

(2333)

(2333)

(2338)

(2339)

(2349)

(2358)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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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红西路军部分将士在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主要职务名录⋯⋯⋯⋯⋯⋯(2373)

流落红军⋯⋯⋯⋯⋯⋯⋯⋯⋯⋯⋯⋯⋯⋯⋯⋯⋯⋯⋯⋯⋯⋯⋯⋯⋯(2382)

抗美援朝烈士⋯⋯⋯⋯⋯⋯⋯⋯⋯⋯⋯⋯⋯⋯⋯⋯⋯⋯⋯⋯⋯⋯⋯(239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烈士⋯⋯⋯⋯⋯⋯⋯⋯⋯⋯⋯⋯⋯⋯⋯⋯⋯⋯⋯(2398)

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2405)

先进人物⋯⋯⋯⋯⋯⋯⋯⋯⋯⋯⋯⋯⋯⋯⋯⋯⋯⋯⋯⋯⋯⋯⋯⋯⋯(2405)

张掖籍副地(厅、师)级以上公职人员⋯⋯⋯⋯⋯⋯⋯⋯⋯⋯⋯⋯(2472)

副高以上知识分子⋯⋯⋯⋯⋯⋯⋯⋯⋯⋯⋯⋯⋯⋯⋯⋯⋯⋯⋯⋯⋯(2475)

第十编文 录

第一章古籍选录⋯⋯⋯⋯⋯⋯⋯⋯⋯⋯⋯⋯⋯⋯⋯⋯⋯⋯⋯⋯⋯⋯⋯⋯⋯

一、[西周]《穆天子传》张掖记⋯⋯⋯⋯⋯⋯⋯⋯⋯⋯⋯⋯⋯⋯⋯⋯⋯⋯⋯

二、(东晋·十六国]《法显传》张掖录⋯⋯⋯⋯⋯⋯⋯⋯⋯⋯⋯⋯⋯⋯⋯⋯

三、甘州回鹘史录⋯⋯⋯⋯⋯⋯⋯⋯⋯⋯⋯⋯⋯⋯⋯⋯⋯⋯⋯⋯⋯⋯⋯⋯⋯

四、回鹘传⋯⋯⋯⋯⋯⋯⋯⋯⋯⋯⋯⋯⋯⋯⋯⋯⋯⋯⋯⋯⋯⋯⋯⋯⋯⋯⋯⋯

五、甘州回鹘上后梁太祖表本⋯⋯⋯⋯⋯⋯⋯⋯⋯⋯⋯⋯⋯⋯⋯⋯⋯⋯⋯⋯

六、(五代十国]《使于阗记》甘州录⋯⋯⋯⋯⋯⋯⋯⋯⋯⋯⋯⋯⋯⋯⋯⋯⋯

七、《西夏纪》甘州录⋯⋯⋯⋯⋯⋯⋯⋯⋯⋯⋯⋯⋯⋯⋯⋯⋯⋯⋯⋯⋯⋯⋯⋯

八、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九、[元]《马可·波罗行纪》张掖录⋯⋯⋯⋯⋯⋯⋯⋯⋯⋯⋯⋯⋯⋯⋯⋯⋯

十、(明]陕西行都司部汇考⋯⋯⋯⋯⋯⋯⋯⋯⋯⋯⋯⋯⋯⋯⋯⋯⋯⋯⋯⋯⋯

十一、[清]梁份《秦边纪略》卷三·甘州卫⋯⋯⋯⋯⋯⋯⋯⋯⋯⋯⋯⋯⋯⋯

十二、[清]洪亮吉《伊犁日记》张掖录⋯⋯⋯⋯⋯⋯⋯⋯⋯⋯⋯⋯⋯⋯⋯⋯

十三、[清]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张掖录⋯⋯⋯⋯⋯⋯⋯⋯⋯⋯⋯⋯⋯⋯⋯

十四、(清]方士淦《东归日记》张掖录⋯⋯⋯⋯⋯⋯⋯⋯⋯⋯⋯⋯⋯⋯⋯⋯

十五、[清]林则徐《荷戈纪程》张掖录⋯⋯⋯⋯⋯⋯⋯⋯⋯⋯⋯⋯⋯⋯⋯⋯

十六、[清)倭仁《莎车行纪》张掖录⋯⋯⋯⋯⋯⋯⋯⋯⋯⋯⋯⋯⋯⋯⋯⋯⋯

十七、(清]冯俊光《西行日记》张掖录⋯⋯⋯⋯⋯⋯⋯⋯⋯⋯⋯⋯⋯⋯⋯⋯

十八、(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张掖录⋯⋯⋯⋯⋯⋯⋯⋯⋯⋯⋯⋯⋯⋯⋯

十九、(清]方希盂《西征续录》张掖录⋯⋯⋯⋯⋯⋯⋯⋯⋯⋯⋯⋯⋯⋯⋯⋯

二十、[清]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张掖录⋯⋯⋯⋯⋯⋯⋯⋯⋯⋯⋯⋯⋯⋯

二十一、[清]袁大化《抚新记程》张掖录⋯⋯⋯⋯⋯⋯⋯⋯⋯⋯⋯⋯⋯⋯⋯

二十二、[民国]林竞《西北丛编·日记》张掖录⋯⋯⋯⋯⋯⋯⋯⋯⋯⋯⋯⋯

二十三、[民国]陈万里《西行日记》张掖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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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民国]林鹏侠《西北行》张掖录⋯⋯⋯⋯⋯⋯⋯⋯⋯⋯⋯⋯⋯⋯⋯

二十五、[民国]明驼《河西见闻录》张掖录⋯⋯⋯⋯⋯⋯⋯⋯⋯⋯⋯⋯⋯⋯

二十六、[民国]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张掖录⋯⋯⋯⋯⋯⋯⋯⋯⋯⋯⋯⋯⋯

二十七、[民国]李孤帆《西行杂记》张掖录⋯⋯⋯⋯⋯⋯⋯⋯⋯⋯⋯⋯⋯⋯

二十八、[民国]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张掖录⋯⋯⋯⋯⋯⋯⋯⋯⋯⋯⋯⋯

第二章金石镌华⋯⋯⋯⋯⋯⋯⋯⋯⋯⋯⋯⋯⋯⋯⋯⋯⋯⋯⋯⋯⋯⋯⋯⋯⋯

第一节碑碣文选⋯⋯⋯⋯⋯⋯⋯⋯⋯⋯⋯⋯⋯⋯⋯⋯⋯⋯⋯⋯⋯⋯⋯⋯⋯

第二节碑碣名录⋯⋯⋯⋯⋯⋯⋯⋯⋯⋯⋯⋯⋯⋯⋯⋯⋯⋯⋯⋯⋯⋯⋯⋯⋯

第三章历史文献⋯⋯⋯⋯⋯⋯⋯⋯⋯⋯⋯⋯⋯⋯⋯⋯⋯⋯⋯⋯⋯⋯⋯⋯⋯

第一节 (清]以前文献⋯⋯⋯⋯⋯⋯⋯⋯⋯⋯⋯⋯⋯⋯⋯⋯⋯⋯⋯⋯⋯⋯

第二节 [民国]时期文献⋯⋯⋯⋯⋯⋯⋯⋯⋯⋯⋯⋯⋯⋯⋯⋯⋯⋯⋯⋯⋯

第四章红西路军史料节选⋯⋯⋯⋯⋯⋯⋯⋯⋯⋯⋯⋯⋯⋯⋯⋯一

第一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红西路军的电文⋯⋯⋯⋯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及援西军组织体系⋯⋯⋯⋯⋯⋯⋯⋯⋯⋯⋯⋯

第三节红西路军战斗历程⋯⋯⋯⋯⋯⋯⋯⋯⋯⋯⋯⋯⋯⋯⋯⋯⋯⋯⋯⋯⋯

第四节红西路军回忆录⋯⋯⋯⋯⋯⋯⋯⋯⋯⋯⋯⋯⋯⋯⋯⋯⋯⋯⋯⋯⋯⋯

第五章当代文选⋯⋯⋯⋯⋯⋯⋯⋯⋯⋯⋯⋯⋯⋯⋯⋯⋯⋯⋯⋯⋯⋯⋯⋯⋯

一、领导人文书⋯⋯⋯⋯⋯⋯⋯⋯⋯⋯⋯⋯⋯⋯⋯⋯⋯⋯⋯⋯⋯⋯⋯⋯⋯⋯

二、解放文告⋯⋯⋯⋯⋯⋯⋯⋯⋯⋯⋯⋯⋯⋯⋯⋯⋯⋯⋯⋯⋯⋯⋯⋯⋯⋯⋯

三、区划文件⋯⋯⋯⋯⋯⋯⋯⋯⋯⋯⋯⋯⋯⋯⋯⋯⋯⋯⋯⋯⋯⋯⋯⋯⋯⋯⋯

四、经济文献⋯⋯⋯⋯⋯⋯⋯⋯⋯⋯⋯⋯⋯⋯⋯⋯⋯⋯⋯⋯⋯⋯⋯⋯⋯⋯⋯

五、资源文录⋯⋯⋯⋯⋯⋯⋯⋯⋯⋯⋯⋯⋯⋯⋯⋯⋯⋯⋯⋯⋯⋯⋯⋯⋯⋯⋯

六、入文史料⋯⋯⋯⋯⋯⋯⋯⋯⋯⋯⋯⋯⋯⋯⋯⋯⋯⋯⋯⋯⋯⋯⋯⋯⋯⋯⋯

精心组织 众手编志——后记⋯⋯⋯⋯⋯⋯⋯⋯⋯⋯⋯张志纯何成才

《张掖地区志》基础撰稿人名录⋯⋯⋯⋯⋯⋯⋯⋯⋯⋯⋯⋯⋯⋯⋯⋯⋯⋯⋯⋯⋯

《张掖地区志》初审人员名录⋯⋯⋯⋯⋯⋯⋯⋯⋯⋯⋯⋯⋯⋯⋯⋯⋯⋯⋯⋯⋯⋯

《张掖地区志》校阅人员名录⋯⋯⋯⋯⋯⋯⋯⋯⋯⋯⋯⋯⋯⋯⋯⋯⋯⋯⋯⋯⋯⋯

《张掖地区志》摄影者名录⋯⋯⋯⋯⋯⋯⋯⋯⋯⋯⋯⋯⋯⋯⋯⋯⋯⋯⋯⋯⋯⋯⋯

《张掖地区志》录制印装人员名录⋯⋯⋯⋯⋯⋯⋯⋯⋯⋯⋯⋯⋯⋯⋯⋯⋯⋯⋯⋯

惠顾{[张掖地区志》人士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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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目序

上卷：

卷首——△张掖地区行政区划图 △张掖地区地势图 △张掖地区影像图

△历史地图一至十：西汉张掖郡图、北凉图、西魏西凉州图、北周甘州图、

隋朝张掖郡图、唐朝甘州图、元朝甘肃行省图、明朝陕西行都司图、清朝甘

州府图、1955年张掖专区图

1—103亲切关怀 1—11 编史修志

1—4～8领导题词 1—12地方史志

1—9～10重大活动

中卷：

2—1～2优美山川 2—20砖雕精品

2—3湿地风光 2—21～22古近建筑

2—4农业生产 2—23～24市容一瞥

2—5 土特产品 2—25教书育人

2—6林木果业 2—26医疗卫生

2—7～8水利建设 2—27体育运动

2—9畜牧渔业 2—28～31美术撷华

2—10～1 1 地县工业 2—32～33 近代书法

2—12 乡镇企业 2—34～36 当代书法

2—13～14交通邮电 2—37 当代书刻

2—15商贸供销 2—38～39楼馆门额

2—16古址遗存 2—40～41工艺作品

2—17～19文物选粹 2—42群众文艺

下卷：

卷首：红西路军战斗图 3—12路易·艾黎与山丹

3—1 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领导人 3—13 民族之花

3—2红西路军战斗在张掖 3—14～15宗教信仰

3—3 国民党“二马”部队残害红西路军 3～16～17 民族宗教名人

3—4在张掖牺牲的红西路军部分将领 3—18人民生活

3—4～6原红西路军的当代将帅 3—19 民情风俗

3—7 流落张掖地区红军部分战士 3—20 [清)末之影

3—8 营救红西路军有功之臣 3—21～24 (民国]遗影

3—9 纪念红军烈士建筑物 3～25～27古今文书

3一lO人民解放军解放张掖 3—28印鉴今昔

3—11张掖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