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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重达·刚布

中共温泉县委员会书记刘自重 温泉县县长达·刚布

《温泉县志》在全县各族人民的关注下，历经二十载，终于付梓问世。这是

温泉县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是全县中共党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

体体现，也是温泉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可喜成果。《温泉县志》是建

县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县志。它的出版，必为我们了解温泉、热爱温泉、建设温泉

发挥重要的作用。

《温泉县志》从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各个方面实事求是地

反映了温泉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时代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

特点。它资料丰富，数据准确，语言朴实，编纂得宜，对我们认识县情、探求规律

和正确决策将发挥重要的“资治、教化”作用。

温泉县是一块富饶、美丽、有待开发的宝地，县域内水土资源、森林资源、

矿产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温泉县各族人民依托一方山水，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开辟了一条充满汗水与艰辛、进步与发展的创业之路，使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安

康富足。全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处处洋溢着一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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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盎然的景象。

《温泉县志》是在地方文献奇缺、档案资料不全和人手较少的情况下着手

编写的。县史志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辛勤耕耘，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终于成
就这部志书。县志得到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州史志办和全县各单位的
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实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温泉的发展机

遇喜人，形势逼人。希望全县各族干部群众能从这部志书中，总结经验，汲取力
量，在西部大开发的宏伟进程中，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为建设温泉县美好未来

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oo三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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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温泉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略古详今，客观

公正并突出特色地记述温泉县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注重通过翔实的资料，

充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以来温泉县的发展。

二、体例结构

《温泉县志》以编、章、节、目结构为基本框架，以述、记、志、表、图、传、录为主要记述形

式，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地图、照片、序、概述、大事记均置于全书之首，不列入编章序列。

全志共34编。鬈附录》置于编末，内容为志书下限后的1996,--,2000年12月31日志略。

三、断限

《温泉县志》的上限以能搜集到最早资料为始，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95

年12月31日。彩页地图和照片下限延至2003年。

四、地名、人名、官职、简称规范

《温泉县志》中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温泉县地名图志》确定的标准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史籍、档案中的地名，括注今地名。《温泉县志》中蒙古、维吾

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古代人名沿用史籍、档案中记载的译名；当代人物，凡《中共温泉县

组织史资料》收录的，以录用译名为准，未录的以文书、档案或本人通常习惯使用的译名为

准。志书中的官职称谓均采用当时的称谓。志书中的各种名词或称谓的简称，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并注明其后出现时用简称，例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新中国”

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资料来源

《温泉县志》的资料来源以史籍、档案、报刊、专著和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口碑资

料为辅，经考证后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的资料为准，

部分资料因统计局未做统计，以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志中资料引文一般不注明出

处，有待旁证或诸说并存的注明出处。

六、纪年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律用当时通用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人物

《温泉县志·人物传》的入传人物，一律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主生年为序排

列。传主均是在温泉县有一定影响、有突出事迹的已故人物。对贡献突出的在世人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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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和以事系人的方式加以简略介绍。对革命先烈、先进模范人物、离退休干部、高级

技术职称人员列表简介。

八、概述和大事记
’

《概述》侧重介绍温泉县的特点。《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提

纲挈领地记述温泉县两千多年历史的大事、要事。

九、志书行文

《温泉县志》行文采用记叙文体，除引用原文外，一律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十、编章设置

《温泉县志》在编章内容的归属上，本着“事以类从”的原则，按专业性质设编，不受现

行机构设置系统的限制。

十一、记事范围

《温泉县志》主要记述县辖范围内古今发生的诸事；对于无隶属关系的驻境机构和企

事业单位，按以类系事原则，在有关章节中择要简介。各编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

上层建筑顺序排列。

十二、计量单位

《温泉县志》的计量单位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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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617)

(618)

(619)

(620)

(621)

(621)

(622)

第三节刑事审判⋯⋯⋯⋯⋯⋯

第四节民事审判⋯⋯⋯⋯⋯⋯

第五节经济审判⋯⋯⋯⋯⋯⋯

第六节执行⋯⋯⋯⋯⋯⋯⋯⋯

第四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律师管理⋯⋯⋯⋯⋯⋯

第三节公证事务⋯⋯⋯⋯⋯⋯

第四节人民调解⋯⋯⋯⋯⋯⋯

第五节法制宣传⋯⋯⋯⋯⋯⋯

第二十六编军 事

第一章机构驻军⋯⋯⋯⋯⋯⋯⋯(634)

第一节机构⋯⋯⋯⋯⋯⋯⋯⋯(634)

第二节驻军⋯⋯⋯⋯⋯⋯⋯⋯(636)

第二章兵役⋯⋯⋯⋯⋯⋯⋯⋯⋯(639)

第一节八旗兵役⋯⋯⋯⋯⋯⋯(639)

第二节三区兵役⋯⋯⋯⋯⋯⋯(639)

第三节新中国兵役⋯⋯⋯⋯⋯(639)

第三章民兵⋯⋯⋯⋯⋯⋯⋯⋯⋯(641)

第一节领导体质⋯⋯⋯⋯⋯⋯(641)

第二节民兵组织⋯⋯⋯⋯⋯⋯(641)

第三节政治教育⋯⋯⋯⋯⋯⋯(642)

第四节军事训练⋯⋯⋯⋯⋯⋯(642)

第五节戍边、治安⋯⋯⋯⋯⋯⋯

第四章军民关系⋯⋯⋯⋯⋯⋯⋯

第一节军民共建⋯⋯⋯⋯⋯⋯

第二节抢险救灾⋯⋯⋯⋯⋯⋯

第五章重大兵事⋯⋯⋯⋯⋯⋯⋯

第一节平定准噶尔战事、

沙俄入侵⋯⋯⋯⋯⋯⋯

第二节平定反辛亥革命势力⋯

第三节三区革命战事⋯⋯⋯⋯

第四节苏联侵扰⋯⋯⋯⋯⋯⋯

第五节“三支两军”⋯⋯⋯⋯⋯

第二十七编科 技

第一章机构队伍⋯⋯⋯⋯⋯⋯⋯(650)

第一节科技机构⋯⋯⋯⋯⋯⋯(650)

第二节科技队伍⋯⋯⋯⋯⋯⋯(652)

第二章科技推广⋯⋯⋯⋯⋯⋯⋯(653)

第一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653)

第二节农业技术推广⋯⋯⋯⋯(654)

第三节农机技术推广⋯⋯⋯⋯(655)

第三章科普活动⋯⋯⋯⋯⋯⋯⋯

第一节农牧区科普⋯⋯⋯⋯⋯

第二节青少年科普⋯⋯⋯⋯⋯

第四章经费成果⋯⋯⋯⋯⋯⋯⋯

第一节科技经费⋯⋯⋯⋯⋯⋯

第二节科技成果⋯⋯⋯⋯⋯⋯

(624)

(626)

(626)

(627)

(628)

(628)

(629)

(630)

(630)

(631)

(643)

(644)

(644)

(644)

(645)

(645)

(646)

(646)

(647)

(647)

(657)

(657)

(658)

(659)

(659)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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