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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地貌卫星照片 图示：1．玉门市

2昌马盆地

3吕马洪积扇

4．安西县双塔水库

5．北戈壁

6．玉门绿洲

7．花海乡

8．干海子

9火烧沟



市水泥厂
o [

o玉n南站

；黍习『

U

堕一型l

g墨妇生堕—J苎堑——

o局机械厂
。曷器柑处

／

①工商银行

例

一铁路
一公路
▲A省宇故公囝

河流

水文站

L匠口丑蛊习箜

夕0



朱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视察玉门

俸

辖
亳奇

夕云食参

乎万目门
占厶袁的

晒戌猫琏
譬b彦卟石
先跃史l由
帚缒《威

朱德观察五门时的题诗



i茹妇甾l皇斑．女{a：≤毒矗羞磅

鬻
鬟黧

禳
麟

瞩

蒸
黧

蔫



豢

祁连雪峰

戮
鬟

喃 。

越二

磁绣，“聚

麓豳



， ‘鼻

一，弋二≮弋r

么’一土≥一·■●■■∥一 、．I^N

、



‰
t一●■■



五门市区的雾淞





溺 琦、茸

凼

l!

一一，t●?‘

囊

．一——一



1

n
P■—●■■’■——●●

[==『111乃．
!!曼阻

帐泥

’翟，

澄釜、
吣k‘

—凸．!■粤

毒r

医零

’1

＼



毛门宾馆

20

。I__=≯蚓

甾盆

—■

—■

●■

●

●

一一■l

—iiiI

■一I

秘!

叠≯韵

“Z A

最门市第二中学教学楼

诗i五·

’lira

魄一

；适：厦

薪
}诩

受马k—矿1
-，≤!蔓 一



牧羊(左)

牧马(右)

花海乡水渠(左)

柳河乡白杨林带(右)

赤峡水库(左)

苹果园(右)

啤酒花(左)

五门西瓜(右)

玉门产白皮脆瓜(左)

养鸡场(右)



醚曼囊j．≯≤
之斯鹱

碴锄0
蠕蕾、i■_EI习

_1■

慈

，

l 凰



40年代的老君庙

延长油田支援玉门的顿钻

。《翩







火烧沟文物——权杖锕饰

火烧沟文物——鹰壶

火烧沟文物——陶蝤

火烧沟文物——三狗罐



篆刻 作者颜佛鲁

书法 作者王荣槐

书法家刘平现场

表演巨笔书法

抬稚一势．鬣寸渡3▲0l毛0
、|斤¨●^整提



奉志摄影

施榍正

崔世源

金涛

乇伟

洪瑜

赘德才

刘光敏

叟进奎

赵勤

赵增林

瞿小平

李搁元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



序
玉门山河壮美，历史悠久。她雄踞河西走廊西部，南依

祁连山雪峰，北接马鬃山地，东西横贯富饶的走廊平原。境
内有著名的火烧沟文化遗址。自西汉初设县始，即为古丝路

之重镇，历代先民以智慧和血汗创造了玉门灿烂的文化，为
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做出过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石油开

发史上，玉门占有特殊地位。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在这里崛起，
无数石油健儿前仆后继，谱写了一部艰难的创业史，为我国

石油工业的发展建树了千秋功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玉门百业兴旺，日益繁荣，现已成为一座向国内外开放的新
兴工业城市，又是甘肃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o
’盛世修志，旨在资政。记述玉门自然与社会变迁，缅怀

先辈创业之坎坷曲折，探索前人治理之经验教训，将其长存
史册，戒励后人，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无

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玉门市委员
会及市人民政府烛见修志工作意义重要，毅然定策，拨付专
款，调集人才，尽五年之功，六易志稿，终于庚午年秋完成
《玉门市志》，是为玉门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玉门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广

搜博采，去芜存菁，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
于兴衰之内，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体现了时
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史料，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如实记载前进道路上的胜利和曲折，使《玉门市志》确为“资

政之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o
《：玉门市志》是玉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各方各界通

力合作的成果。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编志提供资料并给予物
力、人力上的大力支撩感谢全体编写人员殚精竭虑，辛勤笔
耕；感谢上级领导和各地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指导。

志以载道，鉴往知来。诚望《玉门市志》能对立志振兴玉
门之士有所咨考，有所感悟；能使玉门人民同心同德，继往
开来，再创新业，无愧前人。

李济民
1 990-】0

小



凡例
一、《玉门市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人物、附录组

成。专志结构按事物性质归类，分志、章、节、目，有些内
容较简的仅设志、章j

二、本志贯串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编排，部分内容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
法编写。各专志均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

三、年代断限：上追溯有记载的事物之发端，下至事物
的终结，未终结的至公元1987年。

四：本书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录并用，图、表穿插其中。
五：文字叙述，除部分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外，其

余均用现代语体文，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志中所用
科学术语、专用词和名称，以有关部门审定为准。

六、地理名称、历代政权机构和官职，均用当时的习惯
称谓o’对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七、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作为
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专用语中的数
字，则用汉字。农历和中华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年、月、日
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字。历史纪年
后括号内一律为公元纪年o

本志所称“建国前”、一“建国后”，以公元1949年10月1日为

界。本志写有“50年代”、“60年代99 o o．,e o均为20世纪所属。记
述中的“至今”，指tUl987年底。

八、．，计量单位，民国前的依历史习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一采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法定计量单位。特殊情
况，亦偶用英制单位。

九、人物：生不立传。凡立传人物以对玉门社会发展有
显著贡献为标准；未立传但有显著贡献者，则在有关内容中
记述。凡烈士、落户于当地的老红军、省级以上英模，用简
介或表的形式表述。

十、各项数据：一般照用本市统计局所编印的资料统计
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已核查的数字。社会总产值、社会商
品销售额等以“社会”口径统计的数字，包括在玉门的中央、省、
地企业；凡记述由玉门市直接管理的企、事业情况，则标明为
市属；未表明“市属”二字者，如“玉门市⋯⋯”、“本市⋯⋯”也
包括玉门的中央、省、地企业(国营四O四厂例外)o

十一、本志材料来自档案、史籍、报刊、专著，以及有
关人员的回忆等，均经考证鉴别后载人o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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