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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年至1945年，八路军三八五旅在庆阳驻防8年多
阳田家城召开供给会议时的合影。左五 王维舟，左

图为1938年2月旅部在庆
耿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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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文化活动中心一角 冯宜华摄

庆城商贸中心r—风城商场



董志原俯瞰图

齐旺堂摄

南小河沟水土保持科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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睨东中学礼堂

冯宜华捷

陇东中学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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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化{ 冯宜华摄

环江翼龙化石

宋代牡丹花纹执壶

苏国发摄



金代女真文铁钟 冯宜华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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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有余(刺绣) 冯宜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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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漆画) 冯宜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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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

四季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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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两知首 袁果操作

高原慈航 袁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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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国务院批准，析出庆阳县前原9乡镇，设立西峰市。图为是年11月庆阳县
党、政、军领导合影。

前排左起：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马振琮，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生
荣，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士林，县委书记周特祥，县人民政府顾问王维，县政协主席王振
斌。 。

中排左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武志，副县长李芝琴，县委常委，副县长耿明义，
县委副书记赵振声，县委副书记张仁，县委副书记蒋占全，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姚尚明，副
县长刘文戈，县委常委、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长新。

后排左起：县政协副主席卢范修，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党贤，县人民政府顾问封云
鹩，县政协副主席田仰宏，县人大常委会副丰任费昌毅，县政协副主席周敦智．县人民政
府顾问李春显，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启高。



《庆阳县志》付印时，县党、政、军领导及部分县级干部合影。
前排左起：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田宏洲，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建新，县委副

书记陈广锦，县政协主席文武志，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吉泰，县委书记张震合，县委常委、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仁，县委副书记刘秉宁，县委副书记王积聪，县委常委．县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张祖贡。

中排左起：县政协副主席许志汉，县政协副主席张自新，副县长范望贤，副县长赵彩
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文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福寿，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栋，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李芝琴，副县长原思安，副县长麻铽，县政协副主席郑重京。

后排左起：陇东中学副校长李韵天，陇东中学党支部副书记侯正武，县人民法院院长
齐迸发，县长助理巨峰，县人民政府调研员孟建忠，县政协调研员刘兴生，县政协调研员
张持维，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张振银，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广玉，陇东中学副校长耿介。



编辑人员在讨论志稿。

左起：罗继国郭文奎孙百祥周天佑王春赵志刚徐小平



庆阳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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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乃华夏故土，古为禹贡雍州之域，系周祖发祥地，历史

悠久，民风淳厚，人才辈出。在漫长的岁月中，庆阳人民虽历经

曲折磨难，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

巍然屹立。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和殉国家之急的爱国情操，给人

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高大形象。
． 修志资政，古已有之。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 761年)庆

阳知府赵本植纂修《庆阳府志》；民国二年(公元1 91 3年)，劝

学所长韩哲臣、第一小学教务主任杨雪堂二先生，成有修志之

议；然未成事；民国二十年(公元1 931年)县教育局长张精义

先生与教育界热心人士，始以三载，草创成稿，但未能刊印，良

堪痛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庆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于
1 9 59年组织人力，对原志稿曾作整理，1 962年经陆为公、杨景

修、贾元吉、陆筱山删节整理，油印60余部。1 980年1 O月，

中共庆阳县委、庆阳县人大常委会、庆阳县人民政府决定续修县

9夕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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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庆阳县志

志，遂抽调1 0多名编纂人员开始工作。经三年努力，编出我县第

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铅印700余册。由县委书记周特祥、县长
王维作序。1 985年以来的两届县委、县政府应时代要求，适人民

心愿，按照“详今略古、古今贯通”的编写原则，组织力量，重修

县志。设立编志机构，选调优秀人才，苦涉文山史海，求访各方

人士，经五载殚精竭智、呕心沥血之艰辛，数易其稿，始修就一

部上起远古、下止1 9 85年的新志书。新县志以其丰富翔实的内

容和纯正朴实的风格将立于祖国方志之林。

新县志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客观地反映了庆阳的历史和现

状，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不因循守旧，不迎

合时宜，无穿凿附会之嫌，无隐恶溢美之虞，它既可彰祖先之

绩，又可励子孙之志，上备国史之载，下启地方之鉴。实有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之作用。我们要不忘过去，不断重温庆阳乃至祖

国的光荣历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在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胆探索，开拓奋进，建设文明富庶的新庆
阳。

由于诸多原因，新志书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殷望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志修成，我因故土深情，十分欣喜。编委嘱我设辞，因我学

识浅薄，笔力不逮，谨以寥寥数语，充作志序。

中共庆阳县委书记褚宪

1992年8月



凡 例

凡 例

◎
庆阳县志

一、《庆阳县志》为贯通古今的社会主义新县志。略古详今，重在当

代。其上限力溯古往，下限断至1985年底。

二、本志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向编排，纵向记叙。

三、本志结构划分，采用编、章、．节、目，即类目、条目、子目、细目

四个层次。若材料丰富；章、节过累者，细目按一、二、三，下置1、2、

3，(1)、(2)，(3)的顺序排列；内容不足或不便于区分节、目者，只以

编、章记述。

四、本志以志为主，辅以传、表、图、录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

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除个别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用国家统一

公布的简化字。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单位提供的材料，．都是经

考证鉴别后载人的。资料翔实可靠。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公布过的数

字。有个别数字采用有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数字书写，．按照1987年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执行。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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