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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安．宁区志
兰州市安宁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宁区勘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总编辑：

副总编辑：

(1992年7月)
，

李延禄王执绪

陈文达

苏长冬

李平均王克俭(女) 陆春森刘好鑫

吴照务黄爱琳(女) 吴行权苏绍泉

王震亚蔡荣珍(女) 陆成科

李平均

王国仁

王震亚

王国仁王三北一’

《安宁区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1993年11月)

顾 问：李延禄王执绪王震亚

主 任：张景辉

副主任：黎望海

委 员：孙峨姜晓红(女) 鲁茂林刘好鑫

孔令元杜宗书(女) 刘立川张宝群

朱树本蔡荣珍(女) 乔宗林陆成科

办公室主任：乔宗林

副主任：王国仁

主 编：乔宗林

副主编：王国仁王三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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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区志》第三届编纂委员会

(1996年1月)

名誉主任：张景辉

顾 问：李延禄王执绪王震亚

主 任：司 鑫

副主任：李平均王纯达

委 员：孙峨姜晓红(女) 鲁茂林魏职恩

·刘好鑫李娅(女) 刘好贤刘立川

张宝群杜宗书(女) 朱树本蔡荣珍(女)

陆成科

办公室主任：王纯达

副主任：王国仁

主 编：王纯达

副主编：王国仁王克雍王三北

编 辑：王克雍王国仁乔宗林

达延文王纯达高作新

摄

方晓芸(女) 张霁(女) 侯宝珍(女)

影：张霁(女) 贾晋



《安宁区志》第四届编纂委员会

(1998年7月)

名誉主任：金大年

顾 问：陈万昌王执绪王震亚

主 任：司 鑫

副 主 任：李平均周永祖 ．

委 员：孙峨魏职恩刘好鑫

鲁茂林巩锐(女)’李娅(女)

杜宗书(女) 刘好贤仝福衡

蔡荣珍(女> 周永祖陆成科

办公室主任：周永祖 、

办公室副主任：王国仁

主 编：王纯达

副 主 编：王国仁王克雍王三北

《兰州市安宁区志》终审委员会

高崇华。金大年高子贵金钰铭刘光华

陈守忠王三北王宗元，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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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区志·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安宁1953年建区后的第一部

<安宁区志>编修告竣，这是安宁区文化建设上的一大成就，是全区人民盼

望已久的大喜事。可庆可贺!

安宁境内人类生活历史悠久，早在4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栉风沐

雨，繁衍生息。汉唐以来为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一。这里依山傍水。宜农宜

林，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开发建设，洒汗流血，其事

迹可歌可泣。只因建置晚，著述极少，他们的功绩未载于史籍长存于世，实

为历史的缺憾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宁史册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区人民用自己的

智慧和劳动，艰苦创业，改造山河，建设城乡，发展生产，移风易俗，除旧

布新，使安宁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旧貌

换新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团结奋进，

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各项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改革春风浩荡，经济

持续、协调、稳步增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o



安宁区志·序

· “盛世修志”， “志载盛世”，自古而然。安宁区是一个新建区，不曾

有地方志。当此“升平盛世”，为安宁区修志，无疑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全区人民的殷切希望，也是功垂久远之举。为

鉴往知来，服务当代，启迪后世，将安宁区人民古往今来的史迹和伟大业绩

载入史册，区委、区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安宁区志>，成立编纂委员会。从

1992年11月开始工作以来，由区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政协协助，社

会各界配合，区编纂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区志编修工作进展顺利。编纂办公室

选调优秀人才，群策群力，破除封建统治阶级的旧史观，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围绕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奔走四方，问故访今，披阅摘抄，广征博采，苦涉史

海．辛勤笔耕。从拟定体例纲目、资料的搜集整理、初稿的编写到系统总

纂，五度春秋，数易其稿，终竣其功。 ．

这次修志，首先从本区实际出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分门别类，

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下贯通，忠于史实，正本清源，寓褒贬于记事之

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洋洋数十万字，将思想性、科学性融为一体，自成

为一区之“百科全书”，体现了生动的地方特色。其次，破除封闭式的编纂

方式，实行“众手修志”。除编纂办公室专业人员外，全区60多个部门的

100余人广征资料。撰写分志。还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组织动员

有关方面的人员分别参与座谈、调查、撰稿、审阅等活动，实行领导、专业

工作者和社会力量“三结合”，共襄盛举，众手成志。这部付梓问世的新

志．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专家、

学者、热心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通览<安宁区志>，它溯古通端，以时为序，纵贯历史，横陈百业，体

例完备。门目齐全，不泥古因循，富于创新；叙事言物，忠于史实；以翔实

可信的资料，明是非，辨正误，反映本区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其最大特点

是突出了安宁区的历史特点、自然特点和经济特点，既可概见安宁历史和现

状之全貌，也可鉴察以往工作之得失。一部志书在手，区情在目，堪称“一

区之全史”， “一方古今之总揽”。可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为专家学

者提供丰厚史料．为文化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为各行各业提供信息，

也为客居他乡的志士仁人打开了解家乡的窗口。真正起到“资政、教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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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功用。确有开卷有益、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作用。

。历史的长河无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坚信，．安宁区广大干部和

群众，只要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一转变观念，开拓进

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安宁的征途上，无愧于前

人，一定能够以自己的实践谱写出比前人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而载
入新的史册f

中共安宁区委员会书记 金大年

安宁区人民政府IZ长 司 鑫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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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区志·凡例

一、本志为安宁历史上首部地方志书。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客观、系统地记述安宁区自然与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o 、

二、本志以1990年安宁行政区域为记述的地域范围，记述中凡反映区

境整体面貌的内容含驻区省(部)和市属，其它均以区属为主；全志记述的时

间范围一般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0年底。
。

．

．

三、本志运用述、纪、志、图、表、录、考多种体裁进行记述，以概述

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篇章为纬。各篇章按横排纵述的原则，横排类目至节

一层次，节以下纵述。全志共分十篇五十章二百一十四节。

四、本志各篇的排序依据是：环境为先(含政区范围、自然环境、人工

环境)、人为本(含居民数量、分布、结构、风俗、代表人物)、人的活动为

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三者存在有机联系，并通过此种排序

和记述反映三者间的关系。此种排序与当前新编志书体例略有不同。

五、本志大事记起自明洪武十年(1377年)，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办法，顺时排序，选择记述区境内发生的各方面大事、新事、要事。

I



安宁区志·凡 例

’六、本志居民篇中的“代表人物”即通例所谓人物志，分传略、简介、

名表三个层次记载。传略、简介遵循“生不立传”原则，收录已故人物，并

以生年为序。

七、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第三人称，顺时叙事。志文中凡纪年、地

名、物名、官职等均依历史原称，并括注公元纪年和今名。设区后一些机构

名称频繁使用时适当采用简称，如区人民委员会，简称为区人委等。标点符

号和数字用法分别遵行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批准的<标点符号用

法>和<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o文中附表的序号一律分篇编号，如第

二篇中的第九张表，表号编为“表卜9”。
八、本志资料来源广泛，主要包括省、市、区档案，图书、报刊、旧

志、谱牒、碑文，采访记录、统计资料等，均经核实后载入，不注出处。志

中部分必注者采用括注或脚注两种。统计数据主要依据区统计部门提供的资

料，无统计部门资料的采用相关部门、单位的专门统计资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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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委综合办公楼



安宁农村旧式堂屋

82年5月11日的雪景



绿树丛中的安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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