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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嘴_胃N昂吲瞅裂

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

(左二)视察平川

长秦伟等陪同下在平川区共和乡视察

原甘肃省省长贾志杰

(左二)视察平J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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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孙英(前排左九)．副省长韩修国(前排左十)视察平川区时与自银市．平J
区．靖远矿务局领导合影

出席建遥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来宾与区上领导合影

一排右起 孙晓霖，秦伟．马凯，赵得琮，

冯云海．王重国．张怀江，巨明礼，

边恺

二排右起 包玉正．罗立功、宋秉武，杜永舂、

张学明，马志营．张伟，杨富珊，

互治祥、程刺基、王明强．柴发旺．徐志科

高崇劳，王敬文，万国杰，张文亮，师仲贤

李强国、王积福，张平斋、张六顺、宋建勤

平僻舂．张俊、武进善．马荫芳，王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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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幼儿国

靖远矿务局职丁培训t{』，L

1t川区人民医院



BAIYINSHIPINC—CHIJANQUZH

鳓喻嚣专攀溺啊瞬



柳州城北的烽火台

缠州东城

门残迹

种木头出土

的新石器晚

期石斧及汉

墓出士的粗

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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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宝墓出土的墓志铭碑文

盈铡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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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副 主任

名誉总编

总 编“：一；叶哪

副 总编

常务副总编

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卢天禧

朱红王民强张廷魁王敬文

《白银市志》 ．

冯云海

张守莘

张明显

李金财

卢天禧

张廷魁

吴 查



第一
幸．．L

副

委

第二
丰．．L

届

任

主任

员

届

任

副主任

委 员

平川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3～1991．11)

张伟

雷永忠马荫芳张文亮 马志营

郭永恒 王兴中 赵得昌 李 富 黄兆文7

宋建勤张克义马荫文王振华

(1993．3～1997．1)

孙晓霖

赵瑞霖

陈振刚

陈忪

张克义

白天星

杨仲杰

宋昌其

李诚

孙正信

第三届(1997．1～1998．1)

主任边恺

第四届(1998．9--2000．4)

主任宋秉武

副主任

委 员

陈振刚

赵惠芬

张柏龄

李伯亮

李得湖

万治贵

冯德虎

秦 钊

张学亮

张克诚

边恺罗立功雷永忠

马 锐

王秉佩

武国安

孙文科

王泰基

李伯亮

陈忪张吉祥·郝进义
1

高怀义

张忠祥

白天星

张天龙

贺廷志

杨 德

黄天布

刚

亮湖

振

学得

陈

张李

忠

亮升

永

伯思

雷

李胡

公

成希

忪

诚布克天

陈

张黄

清

义志

维

进廷

张

郝贺
武其龙锐星

秉昌天

天宋宋张马白

任

员

主副

委



第五届．(2000．4～ )

主任万治贵

副主任

委 员

杜世润

马 勤

秦 钊

张林

张克诚

陈忪

冯德虎

高怀义

张学亮

武永宝

郝进义

黄天布

张柏龄

柴友兰

白天星

顾问 万国杰马荫芳

总编审宋秉武万治贵陈忪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李大荣赵惠芬
<

张 清

殷树荣

平川区地方志办公室

杨德

李得湖

郭永恒(1987．3～1990．10)

王秉佩(1987．3～1990．12)
。

白天星(1990．12～ )

惠国伟(1998．10～ )

白天星 惠国伟关勇 李翔凌柴华栋



《平JII区志》编辑室

主编白天星

副主编李江李翔凌

编辑(按姓氏笔划排列)

齐仲华孙守南关勇何谊李守文

李得湖 邵云贵武永宝段仰邦戚子明

惠国伟蔺志宏

《平JII区志》审稿人员

主审李金财

复审吴泽春张美泉马传荣

审稿陆鉴、苏志存杜守琴

(-T-JII区志》提供资料人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光英王元王兴成贝玉霞石福来

陈文才杨德张儒张柏龄张宗忠

张全忠李永军李守虎吴玉治林 岗

胡佩种发德顾振武郭全林高怀义

秦钊柴俊新贾旭坤常聚新

摄影马培龙袁怀安胡维纲



序 言

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于朝廷。方志是官修的州县地情书，

是下情上达的官家之书，州县不可无志。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

册”，一册在手，则民瘼、风俗、吏治、兵事乃至典章人物、山川胜概

备览无遗o《平川区志》是平川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兴衰的写照，

两个文明建设的纪实；是求实致用的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存史之

章。后之任职于斯土者，将有志可览，有史可鉴，以之辅致治、敦教

化，兴利除弊，振兴一方。

平川区有悠久的历史，缠州古城始筑于秦将蒙恬，是甘肃境内

最早建筑的古城之一。鹳阴县始置于汉代，是白银境内最早的县

级建制。其后一千多年，鸪阴作为会州州治、平凉郡郡治，一直是

白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迭烈逊古渡口是丝绸之路上最

早、最重要的古渡口之一。打拉池古城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最早

是宋与西夏对峙的前沿堡寨。清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奏设

打拉池分县，一时为平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两岸的

肥田沃土，打拉池周围丰富而甘冽的泉水，吸引了各族人民世世代

代在这里开发耕种、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

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遗址o ，

平川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2年5月的水泉兵暴是甘肃境

内共产党领导的最早武装暴动。

平川区资源丰富，首先是煤炭，东起龙凤山，西至甲盔山，绵亘

百余里，含煤面积近百平方公里，有千年开采史，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它都将作为平川区的支柱产业而存在和发展。砖瓦、冶铸、陶

瓷、纺织、淘金等地方产业，亦源于汉代，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史。黄

河纵贯全境，与区境东北屈吴山、龙凤山、水泉尖山为轴线而形成

的西流地下水系构成丰富的水资源。黄河的鸽子鱼、鲤鱼以及地

方特产大枣、西瓜、黄河蜜瓜等素负盛名。有山、有水、有川、有资



序言

源、有特产，这是哺育了二千年光辉灿烂古代文化的乳汁，也是现

在和未来辉煌建设的依据o

二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漠沙滩，冢墓累累，杂草丛生o 1985

年10月平川区成立后，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筹划、奔波、奋斗，经

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辛劳动，如今城区街道纵横，高楼林立，槐柳

成荫；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机构健全，发展迅速；商业、贸易

网点初具规模，旅游名胜景观点正在形成；巍巍矗立的四门楼，绚

丽多彩的中心花园，别具一格的办公楼、住宅楼，已呈现出新兴城

镇的特别韵味与格调，平川区应当有一部志书，把这一切记述下来

展示给后代。地近则迹真，时近则易核o《平川区志》是我区极为

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是一定历史时期最有权威的信史。它在著

录政绩、记述成就，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记载了某些失误和教训。

它荟萃了区境丰富浩繁的历史资料，是我区通时达变的治政龟鉴，

也是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o

《平川区志》的出版，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成果。驻平各企
事业单位，区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为区志编纂提供了详实而丰富的

资料。离、退休老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关心、支持区志

的编纂出版工作。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人员广采博征，探本溯源，设

计篇目，厘定体例，筚路篮缕，功在不舍。我们对省、市有关专家、

学者、教授及关心区志编纂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区志编辑深表谢

意。

由于本志属创修，历史资料缺乏，纰漏亦当难免，殷望有识之
士郢之正之。

言微旨远 权以为序

平川区区委书记 宋秉武

平川区人民政府区长 万治贵



平Jlf区志

例

一、《平川区志》遵循“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

平川建区后十年的建设发展史。依据求实创新、科学分析、秉笔直

书的修志传统，力求使本志成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

为一体的新方志o’

二、平JIl 1日无史志，《平川区志》属创修，为求贯通古今，凡建区

前的史事，分门别类，记述于各章之首。因资料来源不同，详略各

异，故各章、各行业编纂体例及详略不尽划一。上限据史料追述，

下限断于1995年o《大事记》、平川区县级干部任职表延至2000

年。《人物·当代人物简介》(外地区任职)延至1997年、(平川区任

职)延至2000年。

三、本志以记述平川I区属历史、政治、经济、人物为主。对中

央、省、市驻平各企事业单位，只作简要记述，分门别类归于各章、

节之中。

四、本志取事地域范围以现行平川区行政区域为主。建区前

，的史事，凡涉及到包括平川区境在内的全县大事，简要记述。一般

只记述平JI J区境发生的大事，境外不录。

五、区属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机构设置简略记述，提名一般

限于科级单位的主要领导。



·2· 凡例

六、人物志分为传记、简介、表录三部分。凡行政县级以上或

地方知名人士，1997年前病故者入《人物传》。凡平川区籍或曾在

平川区任职的副县级以上人物及地方知名人士为简介人物。

七、本志用语体文记述，采用记、传、志、图、表、录综合体，力求

图文并茂，语言生动、引入入胜。

八、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全志分31章，154节，节下设目。

总体布局按地理、城建、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顺序排列。

九、凡朝代记年、数字用法及地名称谓等，一律按新修志书有

关规定处理o
l-

十、《附录》分为4部分，内容丰富，意在保存地方文献，供乡贤

参阅o



平川区志

／
目 录

概述⋯⋯⋯⋯⋯⋯⋯⋯⋯⋯⋯⋯⋯⋯⋯⋯⋯⋯⋯⋯⋯⋯⋯⋯⋯⋯⋯⋯⋯i··1

大事记⋯⋯⋯⋯⋯⋯⋯⋯⋯⋯⋯⋯⋯⋯⋯⋯⋯⋯⋯⋯⋯⋯⋯⋯⋯⋯⋯⋯⋯5

第一章 自然地理

第一节位置疆域⋯⋯⋯⋯⋯⋯36

第二节地形山脉⋯⋯⋯⋯⋯36

第三节地质地貌⋯⋯⋯⋯⋯38

第四节土壤植被⋯⋯⋯⋯⋯40

第五节气象⋯⋯⋯⋯⋯⋯⋯⋯43

第六节 自然资源m O D OlI O g O D g OI O OI 45

第二章行政区划

第一节建置沿革O O O O O O O O Q QI O O O Q O O 50第三节乡镇简介⋯⋯⋯⋯⋯⋯52

第二节行政区划⋯⋯⋯⋯⋯⋯51

第三章人 口

第一节历代人口⋯⋯⋯⋯⋯⋯63第三节计划生育⋯⋯⋯⋯⋯⋯65

第二节民族宗教⋯⋯⋯⋯⋯65

第四章城镇建设

第一节古城简介⋯⋯⋯⋯⋯⋯68第四节绿化

第二节机构 区划⋯⋯⋯⋯⋯69第五节供水

第三节街道桥梁⋯⋯⋯⋯⋯70第六节房产

第五章煤炭

第一节开采史简述⋯⋯⋯⋯⋯74

第二节1949年前后的

宝积山煤矿⋯⋯⋯⋯⋯75

第三节煤炭资源⋯⋯⋯⋯⋯⋯76

第四节资源勘探⋯⋯⋯⋯⋯⋯77

第五节煤炭产量及销售⋯⋯⋯78

1

2

3

7

7

7

一

一匕盟卫电筑环供建



·2· 目录

第六章矿区建设

第一节矿区第一次上马建设⋯80第三节矿井建设⋯⋯⋯⋯⋯⋯81

第二节 矿区第二次上马建设⋯80第四节共用辅助设施⋯⋯⋯⋯82

第七章矿区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85第三节工会⋯⋯⋯⋯⋯⋯⋯．87

第二节 中共矿区党委⋯⋯⋯⋯86第四节共产主义青年团⋯⋯⋯88

第八章矿区二级企业简介

第一节省部、局属二级企业⋯⋯89第二节矿务局属二级企业⋯⋯91

第九章陶瓷

第一节历史悠久的陶瓷业⋯⋯95第二节靖远陶瓷厂⋯⋯⋯⋯⋯96

第十章电力

第一节矿区电力建设⋯⋯⋯⋯98第二节靖远电厂⋯⋯⋯⋯⋯⋯100

第十一章‘区属工业企业 乡镇企业

第一节 区属工业企业⋯⋯⋯⋯104第三节煤炭管理及运销⋯⋯⋯109

第二节乡镇企业⋯⋯⋯⋯⋯⋯108 ．

第十二章地方传统工业

第一节淘金采矿冶铸⋯⋯113第三节皮毛加工纺织⋯⋯⋯115

第二节化工建材⋯⋯⋯⋯⋯114

第十三章农林牧业

第一节发展简述⋯⋯⋯⋯⋯⋯117第二节管理机构⋯⋯⋯⋯⋯⋯120



平川区志 ·3·

第三节区划农建⋯⋯⋯⋯⋯121第六节林业⋯⋯⋯⋯⋯⋯⋯129

第四节种植业⋯⋯⋯⋯⋯⋯⋯123第七节农业机械⋯⋯⋯⋯⋯⋯131

第五节养殖业⋯⋯⋯⋯⋯⋯⋯127

第十四章水利水保

第一节水利发展⋯⋯⋯⋯⋯⋯133

第二节水利管理与投资⋯⋯⋯136

第三节灌区概况⋯⋯⋯⋯⋯⋯137

第四节水土保持⋯⋯⋯⋯⋯⋯139

第五节人饮工程⋯⋯⋯⋯⋯⋯140

第六节旱平川电力提灌工程⋯⋯

·································-··140

第七节兴堡子川电力提灌工程⋯

······························-···-·142

第十五章交通

第一节发展概述⋯⋯⋯⋯⋯⋯145

第二节机构⋯⋯⋯⋯⋯⋯⋯146

第三节公路渡口⋯⋯⋯⋯⋯147

第四节矿区专用公路⋯⋯⋯⋯149

第五节铁路⋯⋯⋯⋯⋯⋯⋯150

第六节交通运输征稽⋯⋯⋯151

第十六章邮 电

第一节发展概述⋯⋯⋯⋯⋯⋯153

第二节矿区通讯⋯⋯⋯⋯⋯⋯154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节机构⋯⋯⋯⋯⋯⋯⋯155一

第四节邮政电信⋯⋯⋯⋯⋯⋯155

第十七章商业贸易

商贸发展简述⋯⋯⋯⋯157

商业⋯⋯⋯⋯⋯⋯⋯158

矿区多种经营⋯⋯⋯⋯160

粮食⋯⋯⋯⋯⋯⋯⋯161

第五节供

第六节 医

第七节石

第八节物

第十八章财税金融

第一节财税发展简述⋯⋯⋯⋯164

第二节财政⋯⋯⋯⋯⋯⋯⋯166

第三节税收⋯⋯⋯⋯⋯⋯⋯167

销⋯⋯⋯⋯⋯⋯⋯162

药⋯⋯⋯⋯⋯⋯⋯162●’J

油⋯⋯⋯⋯⋯⋯⋯163

资⋯⋯⋯⋯⋯⋯⋯163

第四节金融发展简述⋯⋯⋯⋯169

第五节金融⋯⋯⋯⋯⋯⋯⋯⋯171

＼中



·4· 目录

第十九章经济管理

第一节经委计委⋯⋯⋯⋯⋯175

第二节审计⋯⋯⋯⋯⋯⋯⋯175

第三节工商行政管理⋯⋯⋯⋯176

第四节物价计量⋯⋯⋯⋯⋯177

第五节土地管理⋯⋯⋯⋯⋯⋯178

第二十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

第一节靖远兵暴始末⋯⋯⋯⋯179第三节红军会师⋯⋯⋯⋯⋯⋯183

第二节陡水支部⋯⋯⋯⋯⋯⋯181第四节打拉池暴动O Q D O O OI O OI Qt ml 18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十一章党的建设
，

，

中共平川区委⋯⋯⋯⋯186第六节政法委综合治理⋯⋯196

组织工作⋯⋯⋯⋯⋯⋯190第七节区直机关党的工作⋯⋯197

纪委监察局⋯⋯⋯⋯191第八节老干工作⋯⋯⋯⋯：⋯··197

宣传工作⋯⋯⋯⋯⋯⋯192第九节党校⋯⋯⋯⋯⋯⋯⋯198

统战及民主党派⋯⋯⋯194 ．

第二十二章政权建设

第一节建区前的行政⋯⋯⋯⋯200第三节平川区人民政府⋯⋯⋯210

第二节平川区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节政协平川区委员会⋯⋯226

．．·．·．．．·．．．．．．．················．．··206

第二十三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平川区总工会⋯⋯⋯⋯229第三节共青团平川区委⋯⋯⋯231

第二节平川区妇女联合会⋯⋯230第四节平川区科协⋯⋯⋯⋯⋯234

第二十四章军事

第一节历代驻军⋯⋯⋯⋯⋯⋯235第四节民兵组织⋯⋯⋯⋯⋯⋯240

第二节历代战事述略⋯⋯⋯⋯236第五节兵役⋯⋯⋯⋯⋯⋯⋯240

第三节武装机构⋯⋯⋯⋯⋯⋯238



·5 ·

司 法

四节

第二节公安⋯⋯⋯⋯⋯⋯⋯243第五节

第三节检察⋯⋯⋯⋯⋯⋯⋯246

法院⋯⋯⋯⋯⋯⋯⋯247

司法管理⋯⋯⋯⋯⋯⋯249

第二十六章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述⋯⋯⋯⋯⋯⋯252第四节学校简介⋯⋯⋯⋯⋯⋯257

第二节机构⋯⋯⋯⋯⋯⋯⋯255第五节’矿区职工教育⋯⋯⋯⋯260

第三节 普通教育⋯⋯⋯⋯⋯⋯256第六节甘肃煤炭工业学校⋯⋯261

第二十七章科技

第一节科技发展简述⋯⋯⋯⋯266

第二节机构⋯⋯⋯⋯⋯⋯⋯267

第三节科技服务与推广⋯⋯⋯267

第四节科技成果⋯⋯⋯⋯⋯⋯269

第五节地震观测⋯⋯⋯⋯⋯⋯273

第二十八章卫生体育

第一节卫生发展概述⋯⋯⋯⋯274第五节

第二节卫生防疫妇幼保健⋯⋯ 第六节

⋯⋯⋯⋯⋯⋯⋯⋯⋯⋯⋯⋯275第七节

第三节职工医院⋯⋯山⋯⋯⋯278第八节

第四节区人民医院⋯⋯⋯⋯⋯27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十九章文化艺术

文化市场管理⋯⋯⋯⋯284

文化工作大事记⋯⋯⋯285

图书发行⋯⋯⋯⋯⋯⋯286

广播电视电影⋯⋯287

文艺创作⋯⋯⋯⋯⋯⋯288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历代文艺作品选⋯⋯⋯290

名胜楹联选⋯⋯⋯⋯⋯297

民间书画收藏录⋯⋯⋯300

平川八景⋯⋯⋯⋯⋯⋯304

文物古迹⋯⋯⋯⋯⋯⋯306

怔

9

0

1

2

7

8

8

8

2

2

2

2

院一

一，一生育动绩卫体活成层统育赛基传体比



·6- 目录

第一节家

第二节居

第三节民

第四节方

第三十章社会 民俗

第五节民间故事⋯⋯⋯⋯⋯⋯334

第六节儿歌新民歌⋯⋯⋯⋯335

第七节宗族源流录⋯⋯⋯⋯⋯337

第三十一章人物

第一节人物传⋯⋯⋯⋯⋯⋯⋯344

第二节人物简录⋯⋯⋯⋯⋯⋯357

第三节当代人物简介⋯⋯⋯⋯361

一、地师级⋯⋯⋯⋯⋯⋯⋯361

二、县团级<平川区任职)⋯363

三、县团级(外地区任职)⋯372
四、工矿企业界⋯⋯⋯⋯⋯377

五、各界人士O D O O OI m DI o o⋯··382

第四节表录人物⋯⋯⋯⋯⋯⋯387

附 录

一、敕铭碑记录⋯⋯⋯⋯⋯⋯⋯406

二、平川纪事⋯⋯⋯⋯⋯⋯⋯⋯419

三、史地考辨⋯⋯⋯⋯⋯⋯⋯⋯422

四、《打拉池县丞志》⋯⋯⋯⋯⋯432

、

后记⋯⋯⋯⋯⋯⋯⋯⋯⋯⋯⋯⋯⋯⋯⋯⋯⋯⋯⋯⋯⋯⋯⋯⋯⋯⋯⋯⋯⋯441

5

8

9

4

1

1

1

2

3

3

3

3

一饰～

～

¨艮一

一

．H．

．

一食一
～

～饮～

一

庭

俗言

住


	封面
	白银市平川区志
	图片
	白银市平川区行政区划图
	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左二)视察平川
	原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二排左七)在市委书记韩修国、区委书记王明强、区长秦伟等陪同下在平川区共和乡视察
	原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左二)视察平川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孙英(前排左九)、副省长韩修国(前排左十)视察平川区时与白银市、平川区、靖远矿务局领导合影
	出席建区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来宾与区上领导合影
	省长宋照肃(左一)在市委书记冯云海(左二)、市长卢天禧(左三)陪同下到平川中区视察，中立者左一魏兴毅、左二为宋秉武。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前排左七)、田华(前排左五)来平川时合影
	平川区主要领导
	平川区统办大楼
	靖远矿务局统办楼
	靖远电厂综合办公楼
	街道景色
	盘旋路中心花园
	商业一条街
	公园八角亭
	盘旋路一角
	四牌楼集锦
	南门
	北门
	东门
	西门

	甘肃最大竖井——魏家地矿地面生产系统
	大水头矿高效综采放顶煤工作面
	靖远陶瓷厂系列产品
	靖远电厂生产区
	旱平川电灌工程渡槽
	平川区农业优势产业之一——玉米制种
	黄湾下村的塑料大棚
	黄河蜜瓜
	大枣
	西瓜
	大板瓜粒
	稳步发展的畜牧业
	红山峡奇景
	种复公路沿线之山景秋色
	平川文化馆
	文化工作者送春联到农家
	春节社火表演
	中学生运动会
	文化馆内群众性文体活动日益活跃
	广播电视发射塔
	平川中学
	平川幼儿园
	打拉池中心小学
	靖远矿务局职工培训中心
	平川区人民医院
	北武当八角三层塔式山门
	打拉池红军会师纪念亭
	黄河奇景——月河晚照
	屈吴山万佛殿
	王进宝画像
	光绪皇帝封王进宝十世孙王同履诏书
	王进宝墓出土的墓志铭碑文
	柳州城弱的烽火台
	神头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石斧及汉墓出土的粗陶器
	缠州东城门残迹
	靖远陶窑清代生产的粗手提水壶
	打拉池石城堡遗址
	顺治八年(1651)重修的共和乡路氏宗谱
	万良才手迹
	民国七年(1918)，靖远师范讲习所学生毕业证
	张志忠铁雕
	吴轼夫书法作品
	张鸿仪国画
	刘建荣石雕独角兽
	平川区荣获的国家、省部级奖牌
	清远矿务局企业荣誉证书
	终审《平川区志》会议合影
	平川区历届编委会组成人员合影
	审改《平川区志》
	第五届编 委会全体人员
	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室工作人员

	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白银市志》
	平川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平川区地方志办公室
	《平川区志》编辑室
	《平川区志》审稿人员
	《平川区志》提供资料人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序言
	凡例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