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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额济纳旗志》问世，实为额济纳人民的一大幸事。

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本地区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并且是东西方新石器文化

的连接点，距今已有数万年历史。此后，黄帝孕育、帝尧西行、大禹治水、穆王西

征、王母举觚、老子成仙⋯⋯都在这片弱水流沙之地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神影仙

踪。自骠骑将军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中国正史首次记载了“居延”一词，至今已

有2119年。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正式置居延都尉府、设居延县官府，

迄今已2100年。其后，金戈铁马、军阀割据、大漠孤烟、弯弓逐鹿，历经东汉、两

晋、隋唐、夏元等历史时期，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游牧于伏尔加河

流域的部分土尔扈特人跟随阿喇布珠尔赴藏内附，成为蒙古族土尔扈特人万里

归国的先驱。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正式设置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

历经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至1998年已300周年。其间，风雨春秋、沧

海桑田，这里相继为汉族、匈奴族、党项族和蒙古族的休生养息之地。

额济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千百年来，敦厚善良、勤劳

朴实的额济纳人民，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创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表现出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当年的英雄史实，散见于典籍史册；今

存的文物古迹，遍布于旗境大地。特别是居延汉简、黑城文书，“引无数英雄竞折

腰"。居延，这一璀灿的名字，早已走出国门，成为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与桥

梁。近现代史上，在外敌入侵、兵燹匪患的生死存亡之际，额济纳大地演出了一幕

幕匹夫尽责、烈士尽忠的悲壮史剧。反对库伦秘约，维护祖国统一；驱逐日特匪

徒，保卫家乡人民。更有周仁山、苏剑啸、塔旺嘉布以及李瀚园、王德淦等仁人志

士，与全旗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额济纳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把这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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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设成为各民族同胞紧密团结、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8120、0029、7169部队的进驻，国防科工委第二十基地的建成，随着火箭凌云、卫

星穿空、《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一弹三星遨游环宇等等“八个第一”的实现，人

民军队坚如磐石，一洗“东亚病夫"之耻，大长中华民族之志。额济纳人民为了共

和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今天的积累，今

天必被未来称作历史。我们这代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值此世纪之交，如实

记录当代的社会人物和经济文化状况，以免为时光的流水冲淡、湮灭，使后来者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实为责无旁贷。

《额济纳旗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本旗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其效应在于存往事之真相，求发展之规律，起到鉴古

察今、兴利除弊、励精图治、资政存史的作用。《额济纳旗志》是本地区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通志，也是本旗文化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更是额济纳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宏伟工程。

历代修志，工程浩繁。本旗于1983年开始方志编修工作，历经十余年，数次

调整编委会，配备编撰者，发动各行业修撰专业志稿，提供资料数据，在积累资料

20余万字和草成个别章节的基础上，从1996年1月起，在旗委、旗政府和旗志

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旗志编纂工作者不分寒暑易节、不计名利报酬，翻阅资料、

韦编三绝；查核史实、数易书稿。集2100余年之历史，汇编成册。方方墨染小字，

洋洋百万著作。书成再阅，尚犹存缺，挂一漏万，殊觉修志艰难。“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劳作苦心当与志书共荣。在这里，恳请有志之士指正，后

续者补缺。

《额济纳旗志》成书之日，正值额济纳旧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三百周年、额济

纳旗和平解放四十九周年、国防科工委二十基地建成驻旗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

书作为献礼。祝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额济纳人民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锐意进取、深化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以更加光辉的业绩，谱写社会主义新的篇章。

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书记税玉江

额济纳旗人民政府旗长巴图朝鲁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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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额济纳旗志》(以下简称《旗志》)，是全面记载额济纳旗自然、社会、经

济、政治、军事、人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旗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四

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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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

点和民族特点。

三、《旗志》上限追溯到秦汉时期，下限截止1990年，各别章节的记述内容根

据具体情况，做了适当的延续。对历史上若干事件的具体情况，尚无统一定论者，

《旗志》采取通说或一说。

四、记述范围以额济纳旗1998年行政区划为准，对与额济纳旗有联系的旗

外事件，择要记述。

五、《旗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横-}-lh'-J类，纵述

史实。全志分概述、大事记、地理、民族人口、经济、党派群团、政权、军事、教科文

卫体、文物古迹、人物和附录。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其它9个部分，按编、章、

节、目、子目五级排列。

六、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年号纪年、民国纪年后均括注

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采用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示；民国纪年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地名的使用，除大事记、历史沿革中按不同时期的通用地名使用外，其它

志述一律使用《额济纳旗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偶用旧地名时括注今地名。

八、机构、职官名称一律使用原名，对人物的称谓，直称其名；对国名、人名及

其它名称的译名，以新华通讯社译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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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用资料，一般不随文脚注出处。为客观地说明某些历史事件，文中对个

别条目的词句进行了括注、脚注。

十、统计数据，以额济纳旗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据，使用各专

业部门的权威性数据。

十一、《旗志》的记述文体，一律采用现代语文体，文字严谨，语言流畅。用字

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汉字名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十二、计量单位的应用，按照《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中的规定执行。历史上的旧计量和外国计量单位，在后面括号中换算注释。



概述 5

概 述

额济纳旗地处祖国北部边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最西端。地理座标

为东经97。10723"一'-103。7715∥，北纬39。52720"～42。47720Ⅳ。东与阿拉善右旗接壤，

南与甘肃省金塔县毗邻，西与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北与蒙古国交界，

辖区内国境线全长514．69公里，旗境东西最长488．59公里，南北最宽324．22

公里，总面积102 461．30(习惯数为114 606)平方公里。旗人民政府所在地——

达来呼布镇座落在旗境中北部的纳林河与鄂木讷河之间，是全旗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全旗地形总势是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呈四周高、中低平状，海拔高度在

898""1598米之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由于受地质构造和内外营力的控制，

特别是外营力长期的风水侵蚀作用和堆积作用，形成了额济纳旗比较复杂的地

貌组合。按其地貌形态和物质，组成以下类型：东部是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部，沙

漠边缘分布着古日乃湖、拐子湖两大湖盆洼地；南部狼心山最高峰海拔高度

1 646米；西部马鬃山主峰海拔高度2 580米，属于中高山区；绿洲北部是黑河最

后的集水地——西居延海(嘎顺淖尔，于1961年干涸)和东居延海(苏泊淖尔，

1949年后曾5次断水干涸)；中部的额济纳绿洲为黑河(旗境内称额济纳河)末

端冲积型扇形三角绿洲，有天然次生林和湖滩草场514万亩，是额济纳旗牧、农、

林业的精华区，仅占全旗土地总面积的27．57％，其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带为干

燥剥蚀的低山残丘所环绕；旗境内东北部洪古尔吉山海拔高度1 256米，西北部

大小狐狸山主峰海拔高度1 834米。境内低山残丘面积为4 830 521．57公顷，占

总面积的47．15％；戈壁面积607 752．15公顷，占总面积的5．93％；沙漠面积为

1 555 360．81公顷，占总面积的15．17％，是额济纳地区严酷自然环境的象征。

额济纳旗地处亚洲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属极强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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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据气象资料记载，年最高温度为43．1℃，最低温度为零下37．6℃，平均气

温在26．3℃，≥O。C的年积温为4 031．4。C；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为37毫米，蒸

发量高达3 841．5毫米，湿润度0．01毫米；全年日照时数长达3 592．5小时，无

霜期138，一--150天；四季多风，春季平均风速为4．8米／秒，冬季平均为4米／秒，

风力一般为3～5级，大风为8"-'12级，年均沙尘暴日数21天。

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旗境内称额济纳河)是额济纳绿洲的唯一生命线。额

济纳河纵贯旗境南北，下游分支19条，全长250公里，流经6个苏木、镇、场，年

均径流量4．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200立方米，为发展牧、农、林、渔、副业

生产提供了必需的水资源。

额济纳旗是以蒙古族自治、汉族居多数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境牧业旗，下辖1

个镇、6个苏木、1个农牧场、1个牧场、1个林场、1个良种场、20个嘎查(村)、8

个生产连队以及4个居民委员会。1990年，共有4 236户、15 405人。其中，蒙古

族4 998人、汉族10 141人，回、满、藏、朝鲜、裕固、土、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

族266人。

额济纳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是东西方新石器文化

的连接点，先民在这片热土渔猎农耕，生息繁衍，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远古文明，黄

帝孕育、大禹治水，中华始祖在这里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赫然陈列史册。先秦以后

这里先后为北狄、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游牧之地，本旗瑙琨素木遗址考古证

实，早在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已融入此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余铁骑逾居延，破

匈奴，扬威祁连山，打通了中原直达西域的道路，巩固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汉武帝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设居延都尉府，置居延县官府。此后，汉晋、夏元等王

朝先后在这里设置政权，管理边地军政事务。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游

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部分土尔扈特人在阿喇布珠尔的率领下回归祖国，至清乾

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清廷设置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清、民国时期本旗

先后直属理蕃院、蒙藏委员会、甘肃省、宁夏省。1949年9月27日和平解放，改

称“额济纳旗自治区"。1949年10月至1951年1月由甘肃酒泉专署代管，1951

年2月复归宁夏省直辖。1954年11月归属甘肃省，初由张掖专署代管，同年11

月30日隶属酒泉专署。1955年3月，由“额济纳旗自治区”改称“额济纳自治

旗”。1956年6月l El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辖属。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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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属的同时，改称额济纳旗至今。1969年9月9日划归甘肃省酒泉地区辖属。

1979年7月1日复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1980年5月1日，阿拉善盟正式设置

后，即归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辖属至今。

额济纳人民不但为开拓建设额济纳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具有向往光

明、争取自由的顽强斗争精神。早在公元386年，居延人民为反抗后凉吕光的独

裁统治，在太守王祯的带领下奋起抗争，虽然最终失败，却留下了“燕雀何徘徊，

意欲还故巢"的千古绝唱。特别是额济纳旧土尔扈特人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

和革命传统的民族，早在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

落始祖阿喇布珠尔就率领族人，不远万里，归心似箭，冲破重重困难返回祖国，成

为蒙古族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先驱。此后，为反对准噶尔部封建上层策动的旨

在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而顽强斗争。辛亥革命后，针对蒙藏地区刮起的“独立"风

潮，额济纳旗扎萨克郡王致函甘肃省都督赵惟熙，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表示坚决拥

护共和，反对“库伦秘约"，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德穆

楚克栋鲁普之流一面大唱“蒙古独立”的高调，一面却卖身求荣，投靠日本帝国主

义，而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主张，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悍然发动内战。在铁的事实面

前，额济纳人民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日益腐败，经济上每况愈下，军事上

节节败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9月27日，额济纳旗宣布和平

解放，从此，灾难深重的额济纳草原获得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揭开了本旗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进行了剿灭匪患，生产自救，恢复国民经济，

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引导各族人

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全旗各项事业造成严重后果，粉碎

“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的拨

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

引下，全旗人民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逐步深化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

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全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

逐步富裕起来，开始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
．，’ 三

一 ’

L

额济纳旗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民国以前，由于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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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然条件和区域偏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畜牧业发展极为缓慢。从1949

年额济纳旗和平解放至1990年的40年中，逐步改变了牧民陈旧的生产方式。从

1958年起陆续引进了细毛羊、卡拉库尔羔羊、陕西奶羊、白绒山羊、小尾寒羊、三

河马、荷兰奶牛、关中驴等优良畜种进行改良。1985年后，在牧业生产中推广塑

料暖棚，改变产期母羊保膘、保胎和所产仔畜因冻饿而死成活率低的状况。加强

了牲畜疫病防治和改良机构的技术力量与设备，注重了当地双峰驼的选优淘劣

和选育复壮，加快了各种牲畜的良种繁育进程。到1990年全旗共有良种畜5 642

头(只)，得到改良的畜群占全部畜群的30％，牲畜出栏率达16．49％，商品率达

5．66％。全旗大小畜存栏158 062头(只)，相当于1949年的5．5倍。其中，骆驼

26 158峰，占牲畜总头数的16．55％以上，适龄母畜为5 922头(只)，占牲畜总头

数的三分之一，仔畜成活率为61．99％左右，牧业总产值为328．6万元(1980年

不变价)。 ，

据史料记载，额济纳地区曾有过水草丰茂，林木蔽日，丰衣足食，繁荣兴旺的

时期。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为消除边患安定边疆，曾多次在这片广袤无垠、适

于耕作的沿河区屯田戍边，汉时还曾调运居延地区所产粮食赈济内郡灾民。历代

在居延地区屯田数目竟达60万亩之巨。直至明军攻克亦集乃，废弃了这里自汉

代以后的一切军政设施，几代名城黑城(哈日浩特)在沙漠的怀抱中沉睡了数百

年。从1956年恢复种植业以后，额济纳旗的农业基地是巴彦陶来农场。到1960

年，按照中共中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以粮为纲"、“大办粮食、大办

畜牧业”和“各级党委书记都要亲自抓好粮食，搞好人民生活’’的指示和具体要

求，全旗沿河地带的社场、旗级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均开拓数量不等的园地

种植粮食瓜菜。1970年后，在国务院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甘肃省加大

了边境旗县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投资规模，农场和沿河地区的各社队均扩大了耕

地面积，大兴水利、抗旱打井、平田整地等配套工程，推广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农

田耕作基本实现机械化，种植业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高。到1979年，

全旗耕地面积已达5．5万亩，粮料总产量为396．9万公斤。种植业产值为135．5

万元，其中粮食产值为106．8万元。粮食单产由1960年的38公斤提高到104．7

公斤，总产量比1960年增长10．07倍。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

线，额济纳旗于1983年进行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队为基础，集体劳动，统一

分配的社、队管理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和统分结合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随

着进一步落实农业经济政策，种植业开始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的多种经营

方式。部分土地实行退耕还牧，走上种植业与养殖业共同发展的道路。到1990年

全旗耕地面积保持在2．56万亩之间，粮料总产量为207．8万公斤，亩产为

“。r；；。北；。；。；F誓■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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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公斤，种植业总产值为147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额济纳旗人民政府针对全旗实际与特点，为抗御干

旱，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封滩育林、抗灾保畜、发展林、牧、农业生产。1951年，

为恢复发展生产，首先疏通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胡宗南部191师第18旅

为运送木料、修建兵营而堵塞的东河入水口，使干旱9年的东河(纳林河)一带的

万亩林木草原得到了灌溉。为改变十年九旱的缺水状况，提高河水利用率，经过

40年的艰苦努力，建成蓄水605．7立方米的小型水库1座，可灌溉6 000亩粮料

地；修筑成4,--．．496立方米／秒钢筋混凝土水闸35座，简易草柴水闸4座。这些水

闸将有限的河水全部按计划需要，分配到各河道灌溉草场和农田。年均灌溉面积

为53．1万亩，历史最大灌溉面积为150万亩；历年累计打机电井871眼，至

1990年底可利用的机电井465眼，有效农田灌溉面积为1．78万亩。解决了城乡

0．75万人(占需解决人数的63％)的人口饮水；特别是解决了氟病区0．04万人

口(占氟病区人口的40％)和4．47万头(只)牲畜(占氟病区牲畜的60％)的人畜

饮水需要；累计开挖人工筒井1 548眼。这些能引、能灌、能泄、能提的水利工程

体系，基本改善了额济纳旗干旱的状况，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保护浩

瀚戈壁中黑河下游三角绿洲，发展牧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保护本旗人畜赖以生存的天然屏障——额济纳河沿岸生长的天然次生林

——34万亩胡杨、5万亩胡杨和沙枣混交林、150万亩红柳及“两湖"和部分戈壁

区分布的378万亩梭梭等珍贵乔灌林木资源，旗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进行林木草

场恢复建设工作中，采取春秋河水灌溉、飞桃、人工灭虫等措施。坚持“保护为主、

主要封育、育造结合、合理利用’’的营林方针，把林业工作的主要力量和工作重点

放在现有天然林的管护方面，落实“封育胡杨实行个人、集体、国家一齐上，以个

人封育为主，大片封育与小片封育结合，以牧民就近小片封育为主，鼓励牧民轮

封轮牧，谁封谁有"的政策。采用“以封代造"的办法，牧民造林、围栏封育给予补

助，从而提高了牧民封育林木草场的积极性。至1990年，仅牧民围栏管护的封育

林已达7．97万亩。旗人民政府依据《森林法》，制定了《关于围封育林的管护方

法》，明确规定凡是牧民个人围栏和管护的胡杨封育林，都与林业工作站签定管

护合同，以制约双方职责，保证封育林木的恢复更新。对护林专业队和森林警察

全面实行护林承包责任制，采取分片包干、定点管护和面上巡查相结合的办法，

管护胡杨、红柳、梭梭等林木。还选择适应当地树种生长的地带，营造起长6．5公

里、宽1．1公里的万亩人工林。这些措施和办法为保护绿洲，促进大面积封滩育

林，小面积造林固沙，建立各种类型的固沙林带林网，改善和发展畜牧业取得了

可喜成绩。但是额济纳旗党政领导和人民并没有因取得以上成绩而忘记额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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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沙漠化现象还在继续的现状，防止绿洲林木的退化、枯死以及沙漠面积扩大

已成为额济纳旗林业工作中刻不容缓的任务。

工业从1958年的集体企业——手工业联社、地方国营机械厂、砖瓦厂起步，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先后创建机械、食品、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粮食加工等工

业企业。1990年，全旗工业总产值达到1 934万元，占工农牧业总产值的57％。

主要产品20余种，其中矿产品种较多，各种矿石在国内远销，萤石倍受青睐。交

通运输大为改观，结束了运输依靠驼马的历史。逐步修通旗、苏木、场、嘎查以及

主要矿产区之间的公路，除马鬃山苏木外，其余苏木、场和主要矿产区均开通班

车。截止1990年，境内养护公路13条，1 623．6公里，公路桥19座(1 614．7延

米)。全旗每星期发往外县旗的客车5班次，全年客运周转量770．2万人公里。各

种货运汽车305辆，柴油机车4辆，全年公路、铁路合计货运周转量达1 102万

吨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额济纳旗的文化教育、电视广播、医疗卫生、科学技

术事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1949年全旗只有1所小学，在校学生12人、教师3

人。1990年，有完全中学1所、民族中学1所、职业中学1所、小学11所，在校学

生2 894人、教职员工436人。一批世世代代不曾读书识字的牧民子弟，走进了

民族学院和其它高等学府的大门。

人民的文化水准普遍得到提高，全旗有电影公司1个，苏木和嘎查都有电影

放映队，专业乌兰牧骑1个，电视差转台1座，转播台1座，广播喇叭45只，专用

广播线路7．25杆公里。偏远的牧区群众能在蒙古包内听到国内外的新闻。电视

覆盖率达85％，广播覆盖率达90％。各苏木已普及文化馆、阅览室、游艺室，供干

部、职工和农牧民进行娱乐活动。 ，

医疗卫生方面，已建立旗、苏木医疗机构23个，嘎查也设有医疗室。卫生技

术人员214名，病床106张，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天花、白喉、霍乱、伤寒、性

病、虐疾等急性传染病已被消灭或基本控制。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额济纳旗人民遵循中国共产党关于牧区工作“不急不躁、慎重稳进"的

方针、路线，通过恢复生产、治疗疫病、发展贸易、稳定物价等工作，广大人民群众

彻底摆脱了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困境。额济纳旗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

生产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到1990年，全旗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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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1 232元，已开始迈向小康之路。然而，与全国、全区以及临近旗县横向比

较，额济纳旗还没能摆脱地域偏僻、运输不畅、工矿业基础簿弱、农牧生产发展缓

慢、绿洲植被退化的困境，加之历次运动曾受“左"的影响和工作中的失误，额济

纳旗的事业仍有许多不足之处，财政需国家补贴，粮食需从外省区调入购进；农

牧民的吃、穿、用还不宽裕；财政拮据，干部、职工的工资几度拖欠，办公经费紧

缺，这些状况需要在国家给予适当补贴和自身的努力下才能够改变。

额济纳旗有6 184名农牧民和4 379名城镇居民，4 842名干部和工人，

1 242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 049名共产党员和1 488名共青团员。这是额济纳

旗的力量和希望；在额济纳旗幅员辽阔的地上地下有许多资源尚待开发利用，有

发展牧业、林业、农业、工副业多种经营的内在潜力。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额济纳旗各族人民继续保持和发扬忠厚朴

实，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不怕艰难，勇于开拓进取，加速各项事业的发展。实事

求是，重视知识力量，挖掘人才潜力，l充分发挥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努力发

展教育，积极培养人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科学，治穷致富。毋庸置疑，一

定能够把额济纳旗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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