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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发〔2018〕109 号

会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七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各直属事业机构，驻会各单位，

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挖掘我县历史

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和《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等规定，经县政府 2018

年第 6 次常务会讨论通过，决定将张嗣功旧居等 10 处不可移动

文物列为会宁县第七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予以公布。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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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旅游开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

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及其实施条例、《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做好文物单位的保护管

理工作。同时，要正确处理文物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促进作用。

附件：会宁县第七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会宁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6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3 -

附件

会宁县第七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序号 名称 时代 地理位置 类别 简介 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1 张嗣功旧居 清代
会宁县大沟镇新

坪村新张社
古遗址

张嗣功旧居位于大沟镇新坪村新张社，村内张家堡子就是
岁贡生张嗣功旧居。“陇右三苏”苏耀泉、苏源泉、苏绍泉曾
求学此门下，借宿该堡内。堡子占地面积约 4.5 亩，周长 188
米，高 9米，墙体底厚 4.5 米，东、西、南三面堡墙底与沟底
距离 20 至 60 米不等，唯有大门朝北，直通大路,堡墙东、西、
南、北各角有炮台,西北角有一处高房,堡墙内原布置有正院和
二院,东主南门,既有房子,又有窑洞。同治乱世年间,厉经匪患
后张家对堡子加固维修,增加高度,重修房舍。1936 年红军过境
路过此堡,男丁外出,堡中仅有女眷及长工数人,红军扣门与堡
内对话,堡内答应供给食物和水,于是红军没有进人院内,院内
女眷及长工赶制烙饼放入篮子从堡墙大门吊下供红军食用。红
军离去时开了条据,但此后丢失,红军与堡子的故事一时传为
佳话。

保护范围：东至崖坎，西至崖坎，南至崖坎，北

至农路。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2 张氏学窑 清代
会宁县大沟镇新

坪村新张社
古遗址

张氏学窑位于于大沟镇新坪村新张社张嗣功旧居东北，窑
洞坐北朝南,宽 4m,深 12.6m,前面为 50 多平方米的平台院子。
据《会宁县志续编》中记载:“张嗣功,字敏斋,东乡张家岘人,
岁贡生,设帐里门,毅然以奖进士类为己任。会、静、隆、海四
县士子多出其门。邑进士苏耀泉、苏源泉皆亲炙弟子也。幼从
族兄少朴公读,获益颇多,故父事其兄,弗敢懈。邑令贤之,以乡
饮大宾选,却弗受。不慕荣利,有古儒者风。”张老夫子在此学
窑中教书育人，深得弟子及百姓尊敬，去世后亲炙弟子清光绪
戊戌科进士、时任浙江吴程知县苏耀泉,举人苏源泉,生员苏志
泉、王国忠,业儒苏续泉、韩国栋等岁贡生、监生、举人近百
名弟子为先生在大路旁边立碑,苏耀泉亲自撰写铭文称“立德
立言,俱堪不朽”。

保护范围：东至崖坎，西至崖坎，南至崖坎，北

至崖坎。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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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厍曲官堡子 清代
会宁县大沟镇厍

弆村李沟社
古遗址

厍曲官堡子建于同治年间,距今180多年,是当地百姓联合
修筑而成。古堡临南面涧沟依地势而建,东北主,西南门,大门
朝涧沟,堡子呈正方形,边长 55米,高 10米,底厚 5米。筑堡时,
四面挖成宽 6 米的壕沟。大门前有桥板,堡子四角有炮台。正
东、正南、西南处各有一个碉堡,三个碉堡临河沟筑起,碉堡呈
长方体状,底边长 3米、高 7米,每个碉堡与正堡相距 10米,据
当地人说,正堡与碉保之间有通道。

保护范围：东至刘明明耕地，西至冉昶宅基地，

南至河沟，北至何定君耕地。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4 韩绳武堡子 清代
会宁县大沟镇郭

庄村贾曲社
古遗址

韩绳武堡子位于大沟镇郭庄村贾曲社,坐北朝南。光绪三
十年,由韩继祖(字绳武)建成,堡子为正方形,边长 60 米，高 15
米,底厚 5米,顶厚 3 米。古堡东至韩志成宅基地，西至韩志仁
宅基地，南至农路，北至韩鹏庭耕地。四角有炮台,有高房,周
围有堡壕,有二院。民国九年大地震时堡内唯有上房未倒。民
国十八年发生大饥饿,韩氏人家大放饭,给前来讨吃的穷人送
馍送面,毫不吝啬。当时正值乱世间,周边厍曲、王集及本地村
民为躲土匪,集中在堡子中避难,韩绳武管吃管住,悉心周到。
该堡子一直为韩家人居住。

保护范围：东至韩志成宅基地，西至韩志仁宅基

地，南至农路，北至韩鹏庭耕地。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5
上弆社李家

堡子
中华民国

会宁县大沟镇刘

沟村上弆社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李家堡子位于大沟镇刘沟村上弆社，始建于民国 13 年
（1924 年），属私人堡子，由李家掌柜人李凤鸣筑建。李凤鸣
是清末秀才，在刘沟村上弆办过私塾，学窑因地震倒塌，本地
人叫学坊院。现为村民孟宏伟住宅。堡子呈正方形状，边长 40
米，高 10 米，厚 3 米。堡门朝北，正堡、堡壕及二院占地 4
亩。古堡东至农路，西面朱振玺家耕地，南至郭永俭宅基地，
北至李作荣宅基地。

保护范围：东至农路，西至朱振玺耕地，南至郭

永检宅基地，北至李作荣宅基地。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6 黄川古城 明代
会宁县大沟镇孟

窑村黄川社
古遗址

黄川古城位于大沟镇孟窑村黄川社以东，依山势修建，东
北面靠山，东、南、西三面临崖，距川道约 60 米。古城堡大
体呈长方形，长约 130 米，宽约 45米。登临其上，向东望去，
一条山洪冲刷形成的河沟清晰可见，见证了当地人开河前一马
平川之说。东面经过掌里直通长安，西面经殿坪、土门岘，折
而向北沿祖厉河川道于靖远北渡黄河顺河西走廊直通西域，是
古丝绸之路的主要支线之一。古城堡东北向 2公里外的一座山
头上清晰可见一座盘盘营——古代的一种小型兵寨，西南 4公
里外的山顶依稀可见古烽火台。西北向3公里外的山坡上是“孟
八缸”的堡子，传说堡主孟某家藏八缸银子，富甲一方。说明
黄川社历史上既是交通要道，繁华集市，又是一马平川的富饶
之地。

保护范围：东至陈志明耕地，西至张万祥耕地，

南至大河沟，北至孟昭乾、刘宝祥耕地。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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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家集刘运

隆古堡
中华民国

会宁县大沟镇王

家集村王集社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王家集刘运隆古堡位于大沟镇王家集村王集社，始建于于
公元 1911 年。此堡北主南门,一进二院,内院开南门,外院于东
南角开东门。外院墙与内院墙在外形上是个整体,外院墙不低
于内院墙,四角有炮台,北,西、南三面有壕沟,壕沟宽 14米,深
8米,整个堡子边长 60 米、墙体高 11 米，墙基宽 5米，女儿墙
行道宽 1.5 米,设有格子墙。在建筑上,内堡边长为 40 米的正
方形,北墙向东延长 20 米与西墙向南延长 20 米组成的东、南
边长分别为 60 米的外堡,对内堡来说好似半包围状态。

保护范围：东至刘文锦宅基地，西至张作成宅基

地，南至刘文卓宅基地，北至王集小学。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8
王正心德教

碑
清代

会宁县大沟镇郭

庄村贾曲社
石刻

郭庄村村内路旁边有一块咸丰元年（1851 年）八月立的石
碑，此碑原立于大路旁边，在同治乱世年间，王氏一门被灭门，
此后石碑埋没在地里多年，文革期间得到当地人保护而完整幸
存下来。此碑是本地王正心老先生去世 10 周年后，受业门人
及乡人 100 多人联名所立。石碑原立于阳山社大路旁边，后由
其族裔和村民移至现在位置，此地位于王氏古堡和先生墓地东
面。人去德存，石碑静静立于路旁，读碑文如同与古人心灵交
流。

保护范围：东至王国泛宅基地，西至农路，南至

郭庄官场，北至南川路。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20 米。

9 磨盘堡遗址 宋代
新添堡回族乡河

屲村东山社

古遗址

（城址）

磨盘堡子遗址位于新添堡回族乡回河村、河屲村、芦岔村
三村交界处的山梁顶，堡依山势而筑，南高北低，平面呈圆形，
直径 40 米，面积 1256 平方米。周围堡墙已大部分坍塌，仅余
东部约 50 米，堡墙内残高 0-2 米，外残高 4 米，夯层厚 8 厘
米，墙顶残宽 1米。南部堡墙有长约 5米的一段，系二次筑成，
初步推断为后人所筑，此处应为原来的堡门。堡内现为退耕还
林，地表散见黑瓷残片、酱釉残片及灰陶残片，与韩集乡关爷
山堡子结构及形制、堡内遗物相似，因此，初步确定为一处宋
代城址。该遗址对研究宋代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保护范围：以堡墙外侧底边为基准，四周向外延

伸 2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四周向外延伸 50 米。

10
十百户圣母

殿
清代

土高山乡十百户

村上庄社

古建筑

（寺观塔

幢）

十百户圣母殿位于会宁县土高乡十百户村上庄社十百户
小学以北。大殿座北面南，五开间三进单檐歇山顶，明间 2.5
米，次间 2.3 米，边间 1.3 米，一进 1.3 米，二进 3.55 米，
三进 1.3 米。该殿始建于清代，内有道光时的铁罄一口，口径
0.38 米，高 0.38 米，上铸“四大元君，青马将军老爷”及会
首名字，“道光十六年吉日铸”。据此，可知此殿最迟在道光
时就已存在。该殿对研究当地清代寺庙建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保护范围：以圣母殿基座底边为基准，四周向外

延伸 20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四周向外延伸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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