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篚，j。蹙懿i麓黪紫掣纛



t*?}群≯：，，§#0，Ⅲp{。；hi，。l¨；，，』ff



任

主任

口
贝

问

特邀编辑

主 任

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编纂人员

摄 影

清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马健虎

韩新华

李海祥

刘九维

温清平

汪天喜

曹忠新

张问政

水建清

郭建宁

刘并增

曹和祥

王北静

窦启文

高 强

纪克义

蒋治忠

王凤保

汪贵生

贾德仓

吴九奎

郝新义

申培文

孙效武

弓天运

马治忠

周具珍

李龙

赵爱平

刘贵山

王新政

清水县地方志办公室人员

赵太国

毕德祥

崔小平

纪永安

赵甲午

蒲松延

史有成

蒲松延

崔恒星

王世刚石瑜

李根才 李建林 罗少刚 王泽民 刘福堂

陈赘平马应芳 申万祥王晓川 金映辉

赵云艳杨惠芳

朱诚朴刘小宝

主副委

顾





司 ～●
I

，
J、

黪
j

嘲
i

啦 一
—

—

≯
、

＼
卜

，
一

i亏_潞冈
鎏圃

o：

、、0、-中
妒

嚣蓐
心T

嵝诲烊k
覃．q “

^ 0口■霹、

r H

、

．。

二
。

●，，
r

鬻，鼬
镧烈：专蕊

淑嶷∥嚣／{遗。门l、一
r粉tII。萝卜。。

帑嚣
，

勉■
渗

紧

；|t弗
咿

心律
埤

辨髀净一竹
抖

睁骷簿
角担

、辟睁船
斗蚺

单

■● *舟簿
|}

薹袅
爷湃

畸钠
岬
*

蚺扣

I√≮一

砖斟．
圄

K娉越



1949年8月1日，在清水县体育

场召开庆祝清水解放暨纪念“八一”

建军节大会e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

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作关于

解放战争形势及任务的报告+

1951年5月1日，清

水县城干部群焱举行抗美

援朝游行示威活动。

清水县第一届第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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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地形地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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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乌暾

县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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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孙英(左一)

视察清水时题词

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扬

钟(正面左三J视察金集乡潘山村

百眼串窖工程

省委副书记仲兆隆f左二J

视察清水春耕生产

嘏



中共清水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机关大门

清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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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销大厦

县汽车站

县城北牛头河大桥



邮电大楼

移动通讯基站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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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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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泥厂

矿石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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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赛牛会

苹昊

玉米丰收



生态造林工程一角

水平梯田

地膜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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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JL童节

团体操表演

县永清镇第一届

农民运动会开幕式

晏原泉小学升旗仪式



衣历四月二十八县物资交流会一角

县医院大夫进行手术

县医院门诊楼



彩车



赵充国陵园

演河公园一角

温泉森林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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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化石(约五十万年

汉禽兽规矩镜

周玉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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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王荤 书法王文治 墨竹·郑板桥



西明遢盍

书法·赵治华 书法·邵亚新

国画-苏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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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张应生

工笔画·朱建中

油画·靳永红

剪纸-陈熙斌

吴少明工笔画《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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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志》复审会议全体与会人员留影

县志编委会领导与全体编纂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县志编委会副主任赵太国．县委副书记县志编委会副主

任韩新华，县政府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县志主编马健虎，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

县长、县志编委会副主任王凤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弓天运

垂二神左起：

县志编纂人员张剑君、赵云艳，县志办副主任石瑜，县志副主编、县志办主任蒲松延．

县志副主编、县志办党支部书记崔恒星．县志编纂人员马应芳饧惠芳

摹三排左是：

县志副主编、编辑季根才．县志编纂人员王晓川、李建林．刘福堂、申万祥、金映辉

陈伊平、罗少刚，王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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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县委书记白志家、县长马健虎同志请我为新编的《清水县志》作序，我欣然

应允，感慨良多。清水这方古老而美丽的热土，是我工作和生活过的第二故乡。

我对这里的父老乡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情有独钟。新编的《清水县志》，

作为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付梓出版，是全县文化建设的一件盛

事，祝贺之心难以言表，欣慰之情溢满肺腑。

县志作为地方之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志书也是官修史

书，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实用性。古人云：“治国者以史为镜，治郡县者以志

为鉴”，这就是志书的重要功用和社会价值所在。县志是历史的缩影，精神的结

晶，文化的宝藏。历史文化的滋养无疑是富民强县的一脉精神根基。因此。各级

领导，应当力倡修志、潜心学志、善于用志，使其作用于改革，服务于经济，涵

养其文化，激励其精神。

清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水市所辖之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作

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千古不竭的创造精神代代相传；作为丝绸之路的

古镇之一，风迎八方的接纳功能经久不衰，留下那个时代开明、开拓、开放的精

神；作为西汉名将赵充国的故乡，爱国尚武之风远播九州，传颂万代。这里，历

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丝路古镇”、“陇上江南”、“陇右要冲，关

中屏障”之誉；这里，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军事和中西交往中曾发挥过重要

作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县人民改

革开放，艰苦创业，富民兴县，清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形势喜人。

新编的《清水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依据，以严谨的修志精
神、科学的工作态度，翔实地记述了清水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不失为

一部前所未有的清水新志。修志是一项艰辛而浩大的工程。刘勰在《文心雕龙》

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

以形培蝼，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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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镜矣。”写文章如此，修志亦然。一史之虚实，一人之功过，一事之正误，一

字之轻重，往往非查典万卷而不能安枕，非增删百回而不能饭香，非遍访八方而
不能心安。个中滋味，非修志之人难以知晓。我对所有参与《清水县志》编撰的

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谢忱!尽管这部县志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但我相信，它不仅对清水县决策机关全面准确地识察县情，正确制

定长远发展战略，促进清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还将为清水招商引资、挖掘经济潜力提供可靠的资料。

“文果载心，余心有寄”o身在京城，情系斯土。在迈向新世纪的时候，我衷

心祝愿清水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团

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进一

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励精图治，开发古陇右，建设新清水，创造

更加辉煌的千秋大业，谱写更加壮美的历史篇章，以期垂文明道，载史入志；’用
而不匮，旁通无滞；服务当代，惠及后世o

牟本理

1999年12月于北京

注：牟本理，原中共清水县委书记，中共天水市委书记、天水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现任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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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出将，盛世修志。西汉边患之秋，清水有智勇盖世之将赵充国戍边屯

田，报效社稷；辉煌盛世之际，斯地召笔力纵横之贤，顺应天时，揽古抚今，修

志立言。殷殷心血，煌煌县志；世纪之交，不朽盛事；付梓在即，可喜可贺!

清水地处陇首之西，天水之北，巍巍秦岭遥屹其南，苍苍陇山近耸其东，牛

头河西流折向渭水之东，投黄河而入海。丝绸古路横贯县境，连接至长安、西域

而通天下。清水山川秀美而享“陇右江南”之誉，历史悠久而显秦汉古风，民风

淳朴而草木有情，人文鼎盛而才俊辈出。这里得地势之要，素有“陇右要冲，关

中屏障”之称；这里称郝县于春秋，置郡县于西汉，且始有清水之名，为中华民

族历史上最早建县的行政区域之一；这里陇山陇水显于《诗经》，历史盛事载于

《史记》，史传华夏人文始祖黄帝诞生于清水轩辕谷。悠悠清水为周秦发祥之地，

秦非子牧马于斯土，战马千骑旋风般汇入秦王扫六合的威猛战阵，秦国统一天

下，斯地牧马之功，不逊关山之高。赵充国生长于斯土，杀敌于漠北，屯田于西

域，建功于边陲，其三上屯田策的惊世之举，千载之下犹传佳话，深得伟人

毛泽东的推崇。西汉以降，清水英雄辈出，才俊遍地，铁衣丹心，踊跃报国，名

将故乡，雄风万里。刀光剑影疆场，烽火抗日前线，无数清水儿女度关山，涉渭

水，千里征战，驱日扫蒋，为创立新中国抛头颅而奋不顾身，洒热血而前仆后

继。千古先贤、志士仁人、革命先烈为祖国和清水的文明进步、繁荣富强奉献出

了最可宝贵的一切，他们留给历史和清水人民的精神财富化作了青山绿水，嘉木

惠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经“十年动乱”的干扰，最

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从此，全县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奋图强，众志成城，焕发了蓬勃生机，迸发了创新精

神，终使山川重现秀美风光，百业又见兴旺景象，桑梓复归富庶坦途，清水人民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喷涌出了前所未有的智慧、热情和干劲，

“待人以诚，守信于商，吃苦耐劳而巧，聪明智慧而实”的精神犹似黄金般闪烁，

从而使汗水落地成金，梦想变为现实。城乡上下，一座座美轮美奂的高楼新宅拔．-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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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起，描绘出了清水最新最美的画图。山川内外，一条条大道横穿南北，古丝

绸之路重振开放雄风。新型农业蓬勃发展，经济基础持续稳固；天河春酒、庞公

石、果品、大麻、药材等地方名优土特产品誉满遐迩，呈现强劲发展势头；

赵充国陵园、万紫山美景、补天石奇观，不愧为陇道旅游热线上的璀璨明珠；铁

牛奔驰、银锄飞舞的水利建设，使农村基本条件有了实质性的改善；退耕还林工

程持之以恒，农业生态县的美景醉心迷目；实施科技兴县战略成效喜人，给全县

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济世富民人才的培养注入了蓬勃生机；交通通讯事业的突

飞猛进，给了清水通连八方、畅行万里的神奇；城区市政建设的日新月异，极大

地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一个山川美、人文美、风物美、前景美的新清水，已昂

然崛起于陇右大地。

岁月悠悠，时光匆匆。1986年2月至今，《清水县志》的编纂耗时十五个春

秋。攻坚阶段则始于1999年8月。县委、县政府未敢忘却父老重托，编纂人员

未敢稍存懈怠之念o 5万多个日日夜夜，编纂人员寻访于九州天南地北，发函于

华夏都市乡邑，伏案于浩繁卷帙之中，留迹于古代遗址之上，编纂不止，艰辛备

尝，他们稽古证今，博综淹贯，搜罗补缀，手肘成胝，耕耘不倦，不惜得顽石而

琢美玉，遇矿藏而寻至宝，字字尽史家之责，笔笔注赤子之情。有的查寻史实三

过家门而不入，其志有大禹治水之遗风；有的父母病重而无暇他顾，其心有寸草

春晖之赤诚；有的疾病缠身而不荒笔耕，其情有耻于人后之执著；有的自甘清贫

而无怨无悔，其性有披肝沥胆之坚韧。他们凡读卷文，定索理道；每著文字，必

求正途。遍查史书典籍1260余卷，卷卷浸透汗水之迹；制作资料卡片16万余

张，张张印满心血之痕。捉管结茧已成等闲之事，通宵达旦早为家常便饭。融百

家之说而成一家之言，观千剑之术而识一剑之器，甚至不惜披阅两载，增删六

次，终于如期完成修志之大任，并顺利通过市志编纂委员会审定。

此时此刻，我们难以忘却省、市和兄弟县(区)领导、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

的精心指导、大力支持；难以忘却全县各部门、各级领导通力合作、协调配合；

难以忘却父老乡亲、倾心相助、鼎力相帮。惠风好雨，未敢忘却；谢忱之心，发

自肺腑；言虽寥寥，其情诚焉。

编纂《清水县志》的浩大工程。在改革开放、世纪之交的历史岁月里发生、

发展、回旋、浸润、沉淀、撞击，且内外相融，表里相因，终于尘埃落定，可望

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挥其“教化、资治、垂训、

招商”之功效。具体来讲，希望这部县志的问世，在四个方面发挥其功效；一卷

在手，让清水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清水、热爱清水、建设清水，报效祖国，

此为教化之功效；一卷在手，让党政领导、各级干部知史明鉴，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铁心为民造福，促进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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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资政之效；一卷在手，让海内外客商和八方游人了解清水人文地理、风土民
情，物产乡俗，投资环境，为宣传清水，发展清水经济提供向导，此为招商引资

之功效；一卷在手，让清水为官为民之人，知清水历史之兴衰，晓故乡山川之沉
浮。明往昔成败之得失，以期有助于今人，有益于后世，此为垂训之功效。一部

县志．归根到底是历史，一部历史归根到底是精神，精神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灵

为智慧，魂为精神。我们相信这部《清水县志》一定会给清水父老带来强县富民

的智慧源泉和精神动力。从来治史不易，修志亦难，千密难免一疏，万细难免一

粗，这部《清水县志》亦难免粗陋之处，遗憾之迹，但瑕不掩瑜，陋不遮美，识

者自会各得其所，有所取舍，有所甄别，相信修纂县志的后之来者会识陋补缺，
使之益臻完美。匆匆作序，万言难及其一。乃为之歌日：

清水悠悠，关山苍苍。大秦雄风，斯地发祥。充国故里，辈出名将。山川秀

美，人文古邦。补天遗石，花崖凝光。天河美酒，飘香万方。改革开放，兴县图

强。日新月异，崛起陇上。心血行行，卷帙煌煌。潜心修志，艰辛备尝。昭前垂

后，以伸止仰。为我清水，功效无疆。

中共清水县委书记 白志家

清水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健虎

2000年5月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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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迄1990年底。概述、大事记、人物、党、政、

军、群团组织等篇下限延伸至1999年底。记述的地域范围以不同时期的行政区

划为界。

三、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谋篇析章，以篇、章、节三个层

次为基本框架结构。横排竖写，详今明古。以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

为序排列。 ·

四、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照多种体裁，以志为主，

诸体并用；图、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除古籍引文沿用旧文体、特定用字取繁体

字外，其余均以语体文、标准简化字记述、书写。秉笔直书，述而不论。除概述

外，其余均直书史实，寓观点于事实之中。
六、纪年。清代及以前各朝代纪年均用当时习惯称谓，用汉字书写。中华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用公元纪

年、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政区及机构、官职名称，均系当时称谓。旧地名，采用当时习惯称谓，

并视必要括注今名；现地名，一律以《甘肃省清水县地名资料汇编》为标准。

八、各项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志或档案资料；1949年后，一

般用县统计局年报数字。统计局缺项，采用相关单位提供数字。数字表述，五位
数以上用万(亿)作单位(表册例外)，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有效数字。比值

数用％或‰号表示。

九、计量单位，统一使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历史时期涉及到度量衡及货币单位，均用当时计量单位，并括注换笨成．
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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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纵记县境自然、社会各
方面的大事、要事。

十一、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分人物传略、简介、表，记述以生年

先后为序排列；古今兼收，主客籍同列；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为主，I-F_面人物为
主。

十二、资料采用国家、省、地(市)、县档案及正史、旧志、部门志、报刊
及口碑资料，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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