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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问：

王世华(区委书记)

闫如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利贞(区政协主席)

郫明卿(区人民政府区长)

巩玉保(区委副书记)

杨发元(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汪怀定(区委调研员、办公室主任)

刘中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裴守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史志办主任)

王俊才(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刘傻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世琮(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

梁 栋(区财政局局长)

王琛(区人大办公室主任)

刘继祖(区政协秘书长)

王全社(区民政局局长)

毛志明(区农牧局局长)

王文平(区商业局局长)

安文涛(区教育局局长)

王旭东(区科技局局长)

石胜利(区文体局局长)

张凡生(区统计局局长)

韦彩娥(女，区档案局局长)

蔡魅(区吏志办公室副主任)

王炳元(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温如春(原区政协主席)

陶万桂(原区委顾问)

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余树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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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思曾(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会室处长)

潘锦堂(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教授)

温志孝(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

王宗绪(陕西省西安市计划委员会高级经济师)



历届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第一届(1986年4月成立)

名誉主任：王炳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温如春(区政协主席)

主 任：张俭成(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主任：贾全豹(区委副书记) 张 玉(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黄祯保(区委办

公室主任) 张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田自强(区文化局调研员，区

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陈治邦 郭有安 马福堂 颉克礼 杨尚进 吴俊杰 孙合义 杜友贤

潘守正 裴宝珍 郭百亨 李宏杰 董宗武 陈仓生 董永和 余正川

陈明清杨汉璋 胡技巧(女)

第二届(1990年4月成立)

名誉主任：王全忠(区委书记) 王炳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俭成(区人民政府区长) 张国兴(区政协主席)

严成亮(区人民政府代区长，1991年任命)

主 任：张 玉(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主任：黄祯保(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区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

委 员：田 润 李正明 石盈禄 颉克礼 王 柄 马福堂 孙万真 缑思忠

马长发 白彦玉 杨尚进孙合义 张学文 李文华 胡升杰 漆秉坌

郭百亨 王学书 李宏杰 余正川 董宗武 颉元刚 李凤岗 萧其兰(女)

李友明 雷如意 陶元德 张双时 刘佑保姚铭 潘守正 胡技巧(女)

胡知平

第三届(1993年3月成立)

主 任：冯沙驼(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主任：安 永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张钰(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万录(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潘守正(区地方志办昼室主任)

委 员：石盈禄缑思忠 石廷秀 张存益 张光华(女) 杨平定扬世琮

宋演义漆具仓 张国珍崔永祥 李 聪 李明生 张俊林余正川

安 邦 陈登洲 李正源

第四届(1995年6月成立)

名誉主任：赵文华(区委书记) 泰傻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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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张国兴

王玺玉

王世华

张钰

潘守正

朱汉泽

宋演义

安邦

王玺玉

秦傻杰

闰如林

程田禄

胡福林

关静海

潘守正

朱汉泽

胡升杰

(区政协主席)

(区人民政府代区长)

(区委副书记) 安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万录(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缑思忠石廷秀张存益 张光华(-k-) 杨平定杨世琮

漆具仓 张国珍 崔永祥 温晓东 李明生 张俊林 余正川

陈登洲 李正源

第五届(1996年8月成立)

(区委书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区政协主席)

(区人民政府区长)

(区委副书记) 巩玉保

(区委办公室主任) 张

(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温晓东 张先华(女)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缑思忠 李正明 崔永祥 杨平定杨世琮

李明生 余正川 张俊林 安 邦 韦彩娥(女) 成映平



主 编：

副主编：

特邀编辑：

分 编：

初 稿：

资料采集：

绘 图：

编纂工作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华

郭明卿裴守业 潘守正

岳维宗

蔡魅马为桥马喜林

赵和平胡增禄 贾鸿宾

王玉瑚(ax) 王想民

王正明 王桂莲(女)

白 芳(女) 田德海

闫秋才 吴富仓杜作明

张利祥 张利平 辛广顺

胡联甲 郭建炜 贾锐

雷多西 雷存海裴万盛

蔡魅胡建寿

尹彦卿 王校椿石廷秀 刘启俊杨晓冬

杜学军 闫秋才

文金仓

王俊明

刘守宽

杜珊路

赵国明

高安田

蔡懋

左廷礼 陈耀华 范微民漆荣生

王莲芙(女) 方宗规尹旭恩 尤九成

刘雅莉(女) 刘兴平 李宏杰 吕 明

杜学军

罗 桢

黄玉杰

张子盛

武永才

曹西江

张文辉

胡汉良

谢愚夫

张云廷

胡克类

裴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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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道区志》的出版是全区人民可喜可贺的大事。这套

三十篇本的区志，是北道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载地

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志书o《区志》分类齐全，

内容丰富，编排科学，线索清晰，聚字简约，记述准确，详

略得当，客观全面，于世有补，于实洧用，有较高的史鉴性
和可读性。

北道区作为羲皇故土，是中华古代文明重要的肇启之

地，几千年岁月延绵，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众多

英雄才俊，创造了历史辉煌。在近代历史上也留下过不同寻

常的一页。

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下，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取得了辉煌成绩。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地解放和发

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科技、文

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长足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今朝风流人物在各条战线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佳绩。建

区后的十多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令人瞩目，工农业总产值从

1985年的8934万元上升到1996年的10．45亿元，职工人均

年收入从936元增至403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57元增至

l 161元。乡镇企业、林果业、蔬菜业、畜牧养殖业、旅游

业迅速发展，形成规模，成为全区支柱产业。全区交通改

善，通讯发展，商贸繁荣，科教文卫事业成绩斐然。城乡面



·2． 序

貌日新月异，这是北道历史发展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北道区志》是北道当代历史发展的真实记载，

映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奋进、创新的精神风貌。披览前踪，鉴往开来，每一位曾参

与了北道建设的同志，细读之余，不无欣慰；更多有志于投

身北道未来发展、一展宏图的人，研读志书，定将启迪智

慧，激发干劲。这也正是志书的旨意所在。希望全区广大干

部群众能够以史为镜，温故知新，慎思明辩，判定是非，反

躬自问，或法或戒，决定行止。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更应

该立身砥行，勤政为民，认真踏实地走好脚下每一步路，写

好明天的历史。

中共天水市北道区委书记 王玺玉

一九九七年一月



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区第一部地方志，几经寒暑，

几易其稿，现付梓问世。这是北道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大成果。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记有北道

区史实的地方志有《直隶秦州新志》、《秦,k11直隶州新志》、

《天水县志》等，但还没有一部专记北道区史实和反映北道

区新貌的志书。编纂一部北道区志，记述北道区人民开发自

然与社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详

实的资料，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o

1991年，根据中央倡导修志精神和市上部署，由区人

民政府主持编修《北道区志》o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工

程浩翰。在编修过程中，市、区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全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及热心人士通力合作；编纂人员殚思

竭虑，广征博采，求实存真，精编细纂。我代表区人民政府

谨向为编修《北道区志》作过贡献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北道区志》是一部百科性的地方文献。它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

题，体例严整，材料丰富，文字简练，比较好地做到了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它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

了客观反映，突出记载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区人民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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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智慧与劳动，发展生产、移风易俗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奋发图强，征服自

然，改造社会，谱写壮丽多采篇章的真实写照。它的编成，

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可供人

民了解和研究区情的资料库，是荫及后代的重要历史遗产o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o希从事北道区各项建设事业的

广大干部、群众，鉴古知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建设

富裕、文明的新北道贡献力量，谱写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天水市北道区人民政府区长 程田禄

一九九七年一月



，转眼已近十

载。在多年来的编纂、修订过程中，市区各级历届领导高度

重视，大力支持；全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及热心人士敬言献

策，通力合作；编纂、修订人员殚思竭虑，广征博采，求实

存真，精编细纂。在此，我们代表区委、区政府谨向为编修

《北道区志》作出过贡献的各级领导、专家及同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北道区志》是北道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真实

记载北道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志书。能在新世

纪、新千年开启之际，完成编修出版发行，可喜可贺。这是

全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中一大盛事，为全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可供广大干部

和群众了解和研究区情的资料库，是荫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历

史遗产。

北道区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文

景观，秦州十景中有六景皆分布于此，文化积淀十分浑厚。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区广大干

部群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加快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

变化，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o 1999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7．06亿元，乡及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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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达1．55亿元，农业增加值达2．18亿元，财政收

入达1．13亿元。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国

务院在世纪之交总揽全局，审时度势，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实施，对地处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我区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为我

区尽快实现由经济弱区向经济强区跨越的宏伟目标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契机o“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希望全区广大

干部群众能够以史为鉴，借古知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务真求实，奋力拼搏，为建设繁荣、昌盛、文明的新北道贡

献力量，共同谱写新世纪北道发展的辉煌篇章。

中共天水市北道区委书记 王世华

天水市北道区人民政府区长 郭明卿

二o O o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力求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区境内历史发展过程

-9现状。
。

二、本志上限不限，以追溯事物或事物的肇始为准，下限至

1990年(大事记延至2000年)。坚持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变化。

三、本志中1949．1980年史事，遵循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记述。

四、本志坚持直书其事，叙而不论，尽力通过资料反映生产力

发展、生产关系变革过程。

五、本志对区境内史事，不论其隶属关系，全面收录。

六、本志坚持书不越境。鉴于历史上长期与现秦城区大部或部

分区域属一个行政单位，所以在记述中尽量采用分解后的现区境内

资料。有些难分开的，如国民经济计划、财政收支及个别档案资料

中仅有全县汇总资料的使用原天水县资料。惟在《建置区划》篇的

位置区域和行政区划两章中为完整记述天水县区域变化过程，有越

境记述资料。

七、本志对所记述资料范围的表述，1985年设区前，凡用现区

划内资料的，注明“境内"或“今区境内"；凡用全县资料的，注

明“天水县"或“全县"D 1985年后皆称“北道区"或“全区”o

八、本志记述史事中涉及区域建置、机关名称时，均以当时称

谓记述，必要时加注现今称谓。

九、为节省篇幅，本志记述中采用一些简称。除各篇中分别注

明的外，涉及全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共和国”，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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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国”，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o

十、本志时间记述中的月、日，1912年前用农历，1912年后用

公硒。

十一、本志中计量单位，民国及以前用旧计量单位，或加注用

今公制单位换算数字；1949年后用国家现行规定通用公制单位。土

地面积记述，涉及作物种植、农田水利等部分时，为照顾多年习

惯，仍用“亩"，其余地方用“公顷"或“平方公里”o

十二、本志附表中数据，凡没有发生的，划“一”号；应该发

生但未收集到的，划“⋯”号；数量过小不足计算单位无法列入

的，划“⋯⋯"号o

十三、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或简介)o记述次序以生年

排列，籍贯以1990年区划为准。人物表中，本区人物籍贯记到乡

(镇、街道)、村，为减少篇幅，略去省、市、区名；秦城区人物记

到乡，略去省、市名；外县人物，只记省、县(市)名。

十四、本志附图中界域、区划依照1990年完成的土地详查资

料绘制。





陇右重镇——北道区城区



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



伏羲创画八卦的圣地 卦台山



I

J

圈

区四大组织机关

天水火车站



毛泽东接见邓宝珊

邓小平在天水视察

江泽民接见驻区某部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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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参观麦积山l：{：j窟

乔石参观麦积山"窟

王光英参观麦积山 邹家华参观麦积山135窟



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书信

邛宝珊墨迹

胡耀邦视察驻区菜部题词

齐白石题双玉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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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主干道——羲皇大道

城区陇昌路

天水飞机场

1fJ国道北道区过境段

天北高速公路



天水锻压机床厂

天水风动工具厂

自来水厂

天水农业机械制造厂

冀节·‘

天水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北道区东风机械厂



区职工文化活动中-‘

亚太大酒店

邮电通讯大楼

人寿保险公司

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道北天乐苑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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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号窟顶部后坡法华经变(壁画)北周

第12号窟正壁左胁侍菩萨(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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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号窟前堂正中大小站佛(泥塑)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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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号摩崖·东崖大佛(石胎泥塑)隋

第五号崖阁中龛释迦牟尼佛(泥塑J 隋 麦积山石窟西崖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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