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患
苛露趣

定西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县城





T刍不



胡耀邦总书记、田纪云副总理来定西视察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在定西无纺地毯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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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家教委t任李铁映在定西县职业中，’#愉饩I：作

省委书记李子奇在青岚花岔流域检查工作



定西地委、行署

共定西县委．县人人常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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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山区高峰乡党委．政府、经委力、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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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火车站

定西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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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圈系根据1982年u定州县地#话辩汇螭”绘制



城关镇现 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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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娃年“宅西县地名资料汇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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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醉

定西尤纺地毯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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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1花炮J生产的符

砷焰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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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K鲁丰门办的川味豆瓣酱厂

甘肃省展高的公路桥梁

——西毋【王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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搿川乡石¨水庠



铁丝架转灯 陈秀兰r女居民J作

民间传统剪纸 赵龙r教师，作

木架宫灯

王根～儡^[人√作



F
1手：F筝二1fjV‘1flr下1‘、1F1rlrlrlrlr'P：’￡

，·

冷

5，

5．

峄

量

§

'
，
5，

》

}
净
净
争
争
争
{’
，
!I

{l

；：簿

酗

’乎i—≮．jij氛蔓孓j壹亟三‘’l，=_‘v■蔓皇鲨!立兰苎L!二L‘二—-二—二—三

茎簿
藕
封

矿嘻■穗相崎渐N舶舀岛矸磅∞冀谭栈悦粕矗卵斟∥渊惑觏嚆∥峨Z峨，，、．，～，：州埯

囊
：‘

，t二观六^、，oJf巳一兜．J恕．一史史寞一，一!叁．，!文
荣获国家奖的工艺地毯罔案极乐图 王免勇(工人，绘

．；

l
i

≈
i
t

；
喜
《

l

__——

●

J
-



水泥浮雕壁画

秋乐图

畅瀛f农民，f1

荣德画

{山‘童



商娘新貌 李献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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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县医院门诊楼

内官营革命

烈士纪念亭



县党歧领导和全体修．占人员／^影



， 、’：。序一．， h|、 ：．．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写志的传统。前代学者说。 盘志者，记也。靠意即记

录或记载事物的一种史书，’一个县的县志，也就是一个县的史书。定西县的

i：‰’，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一部材料翔实的县志，确实是一件令
人高兴的事。

甘肃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由于频繁的战乱，使树木植被遭到人

为的破坏，干旱缺雨的状况愈来愈烈，而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中，干旱

就是贫困之源。所以清代左宗棠说。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一翻开定西县

志，诸如“定西大饥力．． “灾民扫食草籽，煮食树皮符之类的记载触目皆

是。1949年，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进驻定西时，我作为十九

兵团的一名干部，奉命担任定西县县长，在安民建政的工作中，广泛地接触

了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当时那种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景象，曾使

我极感痛楚。时光虽然已过了40个年头，但这段感情经历，仍然深深地铭刻

在我的心里。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金县人民，同干旱，贫穷、愚昧．．落后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日理万

机的周恩来总理对生活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民十分关心，曾数次亲自过问
并给予支援。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更多次亲临定西视察指

’导工作，全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亦多次前来考察访问，出谋划策，这都给

了定西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全县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指弓l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使定西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改造山河l脱贫致富的步子大为加快。这种政通人

和，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当然，40年的道路，

并不是平坦的，也有不少沉痛的经历。这些成绩和不足，经验和教训，都在

这部县志中得到如实的反映。

古语说t温故而知新。掌握了金县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她的过去，就

，■-■_●■



会从成就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从失误中变得清醒和聪明，因而必然会使现实

和未来有所借鉴、有所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志书，是为定西县完成

了一项最基本的工程，对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然，由于

修志是件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也不能要求一下子尽善尽美，但定西县毕竟

有了一部信史，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的国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中前进，我们甘肃也在开

发、建设中迎接历史性的崛起。可以预料，随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发展，定西的前景会更加美好，勤劳勇敢的定西人民一定会不断谱写出更加

灿烂的新篇章。 r ．。∥，：
，，一

，
，

·，值此定西县志出版之际，：谨作数语，聊表贺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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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县建国后的第一部新编县志，五经寒暑，几易其稿，现已成书问世，

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

^．

一， _盛世修志修， “志载盛世静。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

年来，沿袭不断。‘定西县历史上就重视修志。据考，第一部定西县志始于明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距今已有470余年，其后共纂修9次。这部《定西

县志》为第10次编修，是对历代修志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修志的变革和创

新，’力求取材更为丰富，史料更为翔实，体例更为完善，观点更为正确，能

充分反映定西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

《定西县志》在编纂中，自始至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这部新志书，记载和介

绍了定西县自古至今在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变革过程和历代涌现出的重要人物，特别是深刻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治穷致富，改变面貌的战斗历程，及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客观地记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道路的曲折与工作中的失误。正确地看待和反映历史，将为今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新编《定西县志》是上继祖宗，下惠子孙的一俘十分有意义的事情o 5

年来，编纂组的同志翻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撰写、征

集和修订了许多文稿。新书问世，字里行间渗透着每一个同志辛勤劳动的心

血，表达了他们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深情厚意。这部志书尽管还有不尽人

意的地方。但总的看，史料丰富翔实，文字朴实生动，记述通俗易懂，为保

存地方文献和地方史志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

主义理想教育的好教材。 t一

定西县有光荣的历史，定西将拥有更加灿烂的未来。愿广大干部群众从



中汲取力量，鼓舞信心，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更加
辉煌的业绩，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以载入新的史册。

高 存 弟

1988年11月



一部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骨编纂而成的《定西县志》问世了，

这是值得金县人民庆贺的大喜事。
”

完整地反映地方历史和现状，是新方志的根本目的。胡乔木同志反复强

调，地方志应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要求地方志要为国家，

社会提供全面、系统和有组织的科学资料。这就是新志书的性质。

从《定西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出。本县历史悠久，建治较长，早在4000

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栉风沐雨，繁衍生患l一些汉代遗存和文物的出土，说

明两千年前这里已经有了较发达的文化，县的建置已连续840多年。由于历代

战乱频繁，加之掠夺式的农业经营手段，因此，到15世纪后半叶，这里已是

搿土瘠产啬才之地，而到了19世纪时竟成为。苦瘠甲于天下芹的地方。

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制约，今天定西县仍被列入全国贫穷地区之一，

然而，从纵的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的40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10年中，定西的变化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这部《定西县

志》对本县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系统和翔实的记载。是一部定西县的百科

金书，也是一部较完整的乡土教材，对我们每一个在定西工作和生活的人都

具有参阅、思索和研究的价值，不啻是一部资治、存史和育人的新志书。

《定西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及专家内行们

的热情指教，也得到了省，地及兄弟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县各单位，

各乡(镇)及各界人士的通力协作，在此，我们表示热诚致谢l限于水平，

这部新县志尚有颇多不足之处，遗漏舛错在所难免，这些只能留待后来者斧

正。

张根生

198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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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定西县志》共7编、54章、258节。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

人物、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建

县以来大事要事，‘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专志横列九类，纵述史

实，人物设传、表、英名录。 一二
一

二、本书取事主要从金皇统初(公元1142年)建县治起，’有些需要溯源

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至1985年止，也有少数内容迄于1988年定稿之

时。
1

1；‘⋯’+： ：‘J ·∥‘。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县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端、沿革和现状。并以详今略古原则，

重点记述建国以来的各项事业发展。

四、各章之首均贯以简叙，提示梗概，以追本溯源，综述始末。

五，体例，以史为经，以事为纬，灵活运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也有

以事件主次新旧为序排列结构。

六、表述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照片穿插其中。文字叙

述，古籍则引用文言文，凡生僻难解宇词，概不使用，其余均用语体文记

述。字体除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均用统一简化字。

七、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

八、政区和机关，均系当时名称，除历史地名沿用外，均用现行标准地

名。

九、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职官均用当时习惯称谓。对历代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十、各项数据，一般均用统计局数字，缺者用有关单位数字。

十一、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

术语、农历和少数不确切数字(如三，四百入)等用汉字表述。



十二、计量单位一般均用历史习惯记述。凡使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一律用中文名称，公式用符号表示J历史用过的计量单位，照录后加注准确

的换算值，温度一律用摄氏度。

十三、人物，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为比较著名的革命

烈士、知名人士，同时选入极少数的反面人物，在世者只记事和列表；以本

籍为主，亦载有少数客籍人士J、入志者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分类别，

以时为序排列。
4

十四、材料取舍上，对反映民族团结、劳动人民道德风尚，以及反映事

物本来面目和规律的资料，广征博采，以资借鉴，对反映封建正统思想和大

民族观点，贬斥少数民族，诬蔑人民，着意褒贬，颠倒历史的资料、．语言、

文字一律剔除，’．对反映口男尊女卑乃、，露三纲五常一和江湖义气等腐朽伦理

道德者予以洗涤o
’

。．、 。．
．

-。十五、本志材料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正史，1日志，有关报章，刊

物、专著和各专志，以及有关人士回忆录、家谱和采访材料，经考证鉴别后

载入。对有不同说法，均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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