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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盟，因位于黄河
河套以西，过去曾一度被称为西套蒙古或额鲁特蒙古。
在这片富饶辽阔的土地上，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阿拉善建旗已有三百多年历史。1980年阿拉善
盟成立后，阿拉善的开发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
新世纪的开始，特别是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这里
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面积之大，矿产之
富，未来发展前景之好，所居国家战略地位之重要，这一
切得到了世人更加广泛的认同。

三百多年以来，阿拉善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开创了
前所未有的业绩。这里有深厚的草原文化和众多的历史
遗迹；有贺兰山七十二处隘口和长城烽燧；有远古岩画
和海市蜃楼；有大漠草原和北丝路古道；有古代黑城遗
址和居延海风光；有现代东风航天城和卫星发射基地，
还有阿拉善王府、城郭和众多的寺庙。现代文明和古代
文明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未来发展前景未可
限量。

本书作者独具史识慧眼，从多年蒐集的大量史实材

序 言

1· ·



料中经过精心筛选提炼和补充完善，并通观全局，以时

为经，以事为纬，以条目纪事的方式，以编年体和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的方法，力求使阿拉善地区的历史风貌和所
发生的有关事件互相印证，使之更加清晰；并延伸到各
个具体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历史沿革、政治
军事、天文地理、农牧经济、风土人情、文物古迹、民族宗
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典型史实，以及治乱得失、经验教
训等。本书内容丰富，叙述精当，集资料性、知识性、可读
性为一体，是三百多年阿拉善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和真
实写照。

诚然，如同许多事物一样，阿拉善三百多年的历史
发展是十分曲折的，她既有辉煌灿烂令人欣慰的一面，
也有凄苦悲凉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面。作者忠于史实，许
多记述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貌。作为一种
地方史料著作，它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存史、资政、团
结育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它的挖掘整理越深入、越
细致，也就越有利于我们今后通过对历史的理性透析，
品味其醇厚和悠长，从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达到褒
扬前贤，激励后人的目的。

作者历经多年，数易其稿，采风问俗，条缕古今，广
征博引，稽古钩沉，探微剖秘，夹叙夹议，洋洋洒洒；其中
既有外宁内谧的盛世之况，又有风云纷纭的乱世之征。
奇思妙构，雅俗共赏，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轶，熔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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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事于一帙，无论是对今后阿拉善历史文化的研究，
还是对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均具有莫大的裨益。历
史是在创造中前进的。作者业已为阿拉善三百多年的
历史变化勾画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它留给我们的教
益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其延伸意义远不止于此。相信大
家在阅读此书后都会对上述观点和看法有一个多角度
的认同。

鸿钧先生曾在阿拉善地区工作生活 26年之久，他
不但是一个有名望的书法家，而且是一名很好的地方史
志学者。他早年执笔主编的《中共阿右旗党史大事记》曾
在 1991年自治区党史工作会议上获奖并受到自治区党
委的表彰。近年来他的书法作品以及其他有关作品陆
续问世，其中有不少作品已被国内外有关典籍和媒体
文献收录介绍，他的敬业乐群精神和奉献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这本书信息量很大，具有较高的研读收藏价值和现实
意义。因此，本人欣然应命，写出上述简短文字，作为序言。

王秋才
2012年 1月

（此序言作者现任政协阿拉善盟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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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善右旗三十年重大事件回顾

（一）阿拉善右旗边界纠纷与反思

引 言

阿拉善右旗建旗 30年的前期，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
题较多，加之旗内外行政区划的不断变更，致使与甘肃省多个毗
邻州县多次发生边界纠纷，造成流血事件。建旗至“文革”前，这种
情况不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给纠纷各方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
的巨大损失。经过中央和两省区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后来基本解
决了这一问题。但却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教训和反思。为了吸取这
一事件带给人们的经验教训，现特根据笔者在当地的从政经历和
有关资料，对这一史实背景进行如实反映和记载。但愿能在今后
的工作和生活中，多一些宁静与和谐，少一些无谓的争斗和干扰，
切实提倡以大局为重和换位思维，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
离不开谁的思想，集中精力搞建设，建家园。

1

1962年 2月 22日，阿拉善右旗旗委为了处理好与甘肃各邻
县的关系，上报盟委，决定将民勤、永昌、山丹、张掖、高台等县农
民历年来在旗内代放的牲畜 1000余头作价归还原主。旗委认为
这批牲畜大部分是邻县农民历史上经常在牧区放牧的劳动所得，
而且主要是小畜，应立即处理，不宜继续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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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2年 9 月 15 日，旗委副书记、旗长卜和同志从兰州给旗
委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巴温社的电报已阅，从他们电报反映的
意见和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肃南气候确实比较冷，我们的牲畜去
可能受不了。因此不打算联系肃南的草场了，而只联系一下火车
路以南，大黄山以北的一些地区草场和民勤的草场。火车路以北
地区的草场有些属两地交界地区，有些属我们的地区。因此不打
算联系，也不必要联系，如果联系就会使我们在地界问题上被动。
绿泉、青山掌一带地区是双方争执地区，据我们调查，历来这些地
方属我旗的，但永昌方面在 1960 年谈地界时，却说这是他们的
地区。因 1953 年中央划过这段线，所以也没有定下来，这段地区
也不能联系，如果联系了仍然使我们在边界上被动。我们的意思
是：根据 1953 年中央已划的几条边界线，在线以内的地区，我们
可以主动做好工作，修建棚圈，住进去一部分牲畜，如巴温社的俄
罗斯井、比其尔、陆布家、红牙窖、灰圈、迭水圈、石井子、青羊口、
青山掌等地，在线以上的两交界地区，我们也有意识地安排一部
分牲畜，准备过冬。这类地区永属我们的，但草场是两家的，如旦
巴井、马莲井、白水泉、石井口等地区。当然，在安排时，要做好群
众工作，搞好群众关系，做好工作，不要吵架，也不要谈地界问题，
就以抗旱移牧为名住进去。但是类似这些地区也不要与对方联
系，更不能搞文字协议，从巴温社（责编注：巴音温都尔公社）电报
中看，属于我们的有些地区还不够清楚，提出联系的草场有些是
属双方争执地区，有的是边界线上的地区，应告诉下边，在对外联
系草场时，一定要注意边界线，凡是双方争执点或实属我旗地方，
一律不与对方联系；确实是外县的才联系。在这些地区安排牲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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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发生纠纷，争吵是少不了的。因此，需要派一名负责干部去
亲自主持，主要应与对方群众搞好关系，只提抗旱移牧，不提地
界，只要把关系搞好了，问题不会太大。”

3

1962年 10月 13日，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朝克公社与张掖县
乌江公社、平山湖牧场发生草场纠纷，闹得很凶，双方时有争执和
斗殴。阿拉腾朝克公社派出苏木达那木德格等三同志，前往甘肃
省委联系解决，但省、地、县一直往下推，解决不了问题。旗委认
为，平山湖现所占用的草原，根据 1953 年划界协议，系属阿拉善
右旗地界，应及早归还阿拉善右旗。

4

1962年 10月 15 日，旗委书记巴雅尔俄模和同志为首的边
界工作组前往平山湖牧场，同张掖方面的李万强、张新民（县委统
战部）、姬绍文（牧场书记）、罗布希拉（牧场场长）、李恒文（牧场副
书记）、杨成才（张掖地区民委秘书）等人商谈了双方有关草场纠
纷和历年来的关系问题。事后，旗委在给盟委的书面报告中坦诚
地说：“在这次商谈中，由于对方态度不够诚实，而我们过于感情
冲动，在语言方面都不够慎重和斟酌，某些言辞过重，刺激性过
大，这是我们今后需要注意和改正的。”

5

1962年 11月 9日，旗委决定成立旗边境工作领导小组，以
加强对边境地区工作的领导。组长：卜和，副组长：道布吉尔、杜
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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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2年 11月 26日，由于阿拉善右旗连年草场干旱，巴温公
社根据历年放牧习惯，将一部分牲畜移交到艾力布盖山南青羊
口、石井口、马莲井一带紧靠边界线放牧，有的也越过了边界，但
其中一部分牲畜系由双方社队商量同意进入的，有的甚至是对
方要求我方牧民为踏粪而进入的，但山丹县草原工作组仍组织
力量驱赶牲畜，打骂我旗牧民，事件发生后，旗委向盟委书面报
告了情况。

7

1964年 6月 15日，旗委在向盟委所作的《关于贯彻“八条规
定”后甘肃有关地区在沿边活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两省代表今
年 4月 18日在兰州议定的《关于立即制止沿边有关地区纠纷的
紧急规定》自 4月 20日下达贯彻后，边界情况有所好转。截至 5
月底，由于我们在内蒙古党委和盟委负责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盟
旗组织了大批力量到沿边各社、队，先后向基层干部和群众传达
了“八条紧急规定”和奎壁同志“关于处理阿拉善右旗边界纠纷的
几点口头指示”，向群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具体工
作。将我有关社、队 4月 20日后所上去的畜群主动撤下来。双方
基本脱离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纠纷再起的因素。但是，由于
甘肃民勤、永昌、山丹、张掖、临泽等县，对于“八条紧急规定”贯彻
得不够及时、有力，因而甘肃有关地区的社、队仍继续进入牲畜，
并越过 1953年线开荒种地，砍伐灌木林（即砍运柏蒿、梭梭等）建
筑房屋，拉运畜圈羊粪等，已影响到部分基层工作同志和牧民群
众。对贯彻“八条规定”和上级的正确指示，在认识上不够充分。因

6



心情还不够舒畅，也给我们说服教育群众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我们建议将上述情况速转甘肃代表，通知有关地区立即停止其违
反“八条规定”的做法，为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8

1964年 6月 16日，旗委向自治区党委和盟委报出《关于呈
报巴雅尔俄模和等六同志在处理与甘肃边界纠纷和打架事件中
的错误的检讨书》。报告后附有巴雅尔俄模和、锡林、罗布僧、余永
祥、金宝等六人的检讨书。

9

1964年 7月 13日，旗委在向自治区、盟两级党委上报的《关
于我旗雅布赖公社努尔盖等队部分牧民群众同甘肃民勤县群众
发生殴打事件问题和善后工作情况报告》中指出，4月 15日，我
旗雅布赖公社努尔盖等队部分牧民群众同甘肃民勤县群众发生
殴打事件后，内蒙古党委和巴彦淖尔盟盟委极为重视，并做了大
量工作。主要是：自治区党委同甘肃省委在兰州商定，组织联合工
作组，于 4月 17~18日从兰州出发，到实地共同与旗委进行调查
处理。可是在联合工作组未到旗之前，参与闹事的牧民群众已集
中上山，群众怕民勤报复，惶恐不安，还有继续闹事的可能。根据
这种情况，联合工作组到达我旗后，为了尽快把闹事人员争取回
来，安定群众情绪，经过商量拟订了三项争取条件。即不逮捕，保
证生命安全；对承认错误的一律给予宽大处理；对民勤有关群众
做好说服工作，保证不进行报复。宣布该三条后，经过四五天的工
作，先后将闹事人员争取了回来；4月 20日，自治区党委又派自
治区检察长张如岗、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巴彦淖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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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分区司令员陈时雨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来我旗调查处理和进
行善后工作，工作组到旗后，深入实地查清了发生打架闹事的原
因。解除了一些下山群众的思想顾虑，安排了生产。与此同时，自
治区工作组和联合工作组与旗委书记巴雅尔俄模和等同志一起，
对民勤县死亡的两名群众的家属进行了安抚。对 51名受伤的群
众进行了慰问。对我旗受伤的六名群众也组织了治疗和安慰。为
了彻底查清这次事件的真相，内蒙古党委于 5月 29日再次派自
治区党委书记毕力格巴图尔、检察长张如岗、巴彦淖尔盟盟委副
书记郭全德同志，带领工作组，来我旗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工作。在
检查过程中，对旗委和公社党委做了不少的思想教育工作。旗委
主动认真地检查了错误，雅布赖公社党委书记金宝同志承认，告
民勤父老兄弟的传单是他写的，他同意并支持了这次群众的闹事
事件。现在金宝已经主动要求组织上给他应得的处分。牧民布仁
特古斯已经承认他是打死人的凶手，而且已经自动投案伏法。

10

1964年 7月 24日，旗委在《关于继续做好工作，坚决防止发
生打架事件的通知》中指出，目前，两省、区关于解决行政界线和
放牧问题的商谈仍在呼和浩特继续进行。现在有的已达成协议，
有的还在讨论之中。估计全部会谈结束，还需要一段时间。当前正
值放牧抓膘的关键季节，“八条紧急规定”中关于“商谈期间双方
绝对不向沿边地区进入牲畜”，这给我们部分地区带来了一些困
难。由于商谈至今尚未结束，畜群仍得维持现状，不得到沿边地带
去放牧，部分干部和群众可能产生埋怨和急躁情绪。对于对方个
别地区和人员不严格执行“八条紧急规定”，可能产生不满情绪，
如果不加注意，在一些地区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还是有可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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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党委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不能麻痹大意。旗委要求各有关公
社党委要及时掌握沿边地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动态，加强思想教
育和夏、秋草场的安排，教育干部、群众在两省区商谈期间，仍要
严格贯彻执行“八条紧急规定”。我们的牲畜不要进到沿边地区，
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不准任意违反。

11

1964年 7月 28日，旗委在向盟委所作的《关于对民勤县人
委来函所提出问题的调查报告》汇报中指出：根据盟、自治区联合
工作组 5月 2日会议决定，将我旗雅布赖公社努尔盖大队的五
眼水井（即乌兰额日格、义德尔、扎巴、查干陶立盖和乌兰塔塔
勒）腾出，以解决民勤县部分牲畜的暂时放牧问题，但民勤县并
非按照联合工作组决定的地方进行放牧，而是与我旗牧民进行
混牧。我们的牲畜走到哪儿，他们的牲畜便跟到哪儿。为了执行
联合工作组的决定和防止打架闹事问题的再次发生，我们曾于 5
月 23日给民勤县人委去函，要求他们派负责同志前往实地进行
草场的具体安排。我们去函后，民勤县人委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
并未给予及时答复，也未派人到实地进行安排。就这样，将我们所
提出的要求迟迟拖延了一个月之久，直到 7月 4日民勤县人委才
给我们一份复函。他们在复函中不但不对我们的要求作一重点答
复，反而给我们列举了许多不遵守蒙、甘联合工作组的所谓“事
实”，认为不按联合工作组决定办事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为了正
确地贯彻蒙、甘联合工作组的决定，彻底弄清事实的真相，我们及
时派出了巴彦淖尔盟民政处长马维荣同志和有关人员前往实地
对民勤人委所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查对，并将查对结果如期
上报了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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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8月，孟根布鲁格、雅布赖、巴音温都尔三个公社的
八个生产队与两个公私合营牧场分场连接。解放前，该段曾划过
五次行政界线；解放后，于 1953年又划过一次界。此后，两地蒙、
汉人民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睦邻关系。1959
年以来，虽然两地都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生产和人民生活遇
到了暂时困难，民勤县人员进入阿拉善右旗上述社队境内打柴、
打草、打沙米，进入阿拉善右旗的自流人员也增多，这给阿拉善右
旗牧业生产和社会治安秩序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为了两地人民共
同战胜困难，加强蒙汉之间的团结，我旗党政领导反复教育社队
干部和广大牧民，一方面采取从物质上、畜力上尽可能地支援民
勤县，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安置民勤县流入的自流人员。与此同
时，民勤县也在牲畜放牧问题上支援了阿拉善右旗。所有这些，对
于两地人民战胜自然灾害，渡过暂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
产，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两地社队、群众
间为打柴、打草、打沙米和偷、杀牲畜的问题，曾发生过一些纠纷，
但总的关系还是好的。1963年以来，由于我国的整个形势进一步
好转，甘肃省与右旗的畜牧业也都有了发展。因此，在阿拉善右旗
与甘肃省接壤的专县之间，甘肃省有些专县的牲畜大量进入阿拉
善右旗的牧场。在极少数地区之间，由于甘肃方面采取抢占草场、
把守水井、限制阿拉善右旗牲畜饮水，赶撵阿拉善右旗的人畜搬
家等手段，纠纷事件在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民勤县在这段时间内，
虽然进入阿拉善右旗上述社队的牲畜比 1958年增加了 1300 多
头（1958年 2000头左右，1963年 10月以前 3300 多头，1959年
至 1962年困难和干旱时期民勤在阿拉善右旗基本没有牲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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