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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县志'序

序

浩·巴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疆的一块宝地，和静是

这块宝地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在这里聚居着蒙古、维吾尔、汉、回、哈萨克等20多

个民族的16万英雄儿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和睦相处，

共同开发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雄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人

民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平等，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在

伏尔加河流域举行了“东归"的武装起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行了可歌可

泣的斗争，终于在1771年回到自己可爱的祖国——中国。

和静县各族人民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吃尽了苦头。1949年

新疆和平解放，从此和静县各族人民也从水深火热之中被解救了出来，成了国

家的主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静县已成为巴音郭楞蒙古tl治州的肉食

基地和产粮基地。和静县各类牲畜曾达到一百万头，成为全国少有的百万头牲

畜县。

党和人民政府对和静县各族人民关怀备至。鉴于和静县是半农半牧区，在

农区畜牧业也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农区，只进行减租反霸，

不实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实行保护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方

针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一、“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

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人才、物资、资金方面给予和静县大力的支援。特别

值得提出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1965年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和靖县

的土尔扈特蒙古族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英雄人民。和靖县的这个“靖"字有侮

辱少数民族的含义，应该把它改过来。此后不久，国务院就把。和靖县"改为了

“和静县"。。虽只一字之改，含意却截然不同。在这件事上，也充分体现了党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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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 ；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和静县面貌日新月异，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静县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

放总方针，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

进，各项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各族人民从历史的巨变中深切地体

会到：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族人民就不可能当

家做主，就不会有今天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不可能

走上共同繁荣的发展道路。

编写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重要工作。《和静县志》是在中共和静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全体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和静县志》观点正确，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简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它的问

世，为方志百花园增添了一枝色彩绚丽的奇葩，为和静县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

借鉴和依据，为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

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也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静、研究和静提供了一部科

学的、翔实的、全面的、系统的资料性著述。

回顾过去成绩巨大，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坚信和静县各族人民，在党和人

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旗帜，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开拓

进取，奋发工作，为把和静建设成富庶、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园而奋

斗j和静的未来，必将比现在更加璀璨I

一九九五年八月

注： 浩·巴岱，蒙古族，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曾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协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州长等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和静县志》序 ·3。

序 二

李兆麟包热

《和静县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同大家见面了。{：和静县

志》是和静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它的正式出版发行，不仅是我县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县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和静

县志》的出版，对我们熟悉地情，了解历史，把握现在，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

挥优势，提高效益，促使经济腾飞，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和静县地处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盆地西北部，是

自治区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基地，也是全国著名的畜牧业大县之一。

和静县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卫

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后，由民族英雄渥巴锡率领的旧

土尔扈特部南路4旗54苏木驻牧县境，各族人民象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共同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生息、繁衍、劳动、创造。在方圆39 600多平方公里

的县境内，水草丰美，林木茂密，冰川众多，矿产资源丰富。被誉为“雪山翠珠"的

巴音布鲁克草原是驰名全国的高山牧场，盛产著名的焉耆马、雪山耗牛和巴音

布鲁克大尾羊。地处珠勒图斯盆地的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气候湿润，环境幽

静，是天鹅和各种飞禽繁衍生息的理想乐园。神奇瑰丽的阿尔先温泉、万木争荣

的巩乃斯沟林区和千姿百态的奎克乌苏石林，是闻名遐迩的旅游和避暑胜地。

山外平原区土地肥沃，佳禾遍野，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主要粮油基地。这些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和静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一块正在开发的宝地。

由于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静县交通闭

塞，生产原始，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静县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昔日满目

凄凉的穷山僻壤，呈现出千红竞秀、百业兴旺的欣欣向荣景象。改革开放的奏鸣

曲为古老悲壮的牧歌增添了雄浑壮阔的新乐章，各族儿女正跨上时代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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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并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和静而向前飞奔。 ．

《和静县志》的编修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领

导下，在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和自治州史志办的统一部署和全面指导下，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新的体例编修的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从1984年起步，

历时十载，五易书稿，终于圆满完成了这一艰巨而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

鬈和静县志》本着继承传统、力求创新的原则，立足当代，详独略同，以记述

和静建县后的县情为重点，纵贯古今，横陈百业，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和静县的行

政区划、自然资源、民族宗教、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变革、经济科技文化，以

及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特别记述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

和静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和静的光辉而又曲折的

历程。《和静县志》还把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独立设卷，详细记述了其源流、迁

徙、发展的全过程，把“东归’’精神载入县志，发扬光大，意义极其深远。

在编修《和静县志》中，县史志办的同志勤奋耕耘，付出了很大的艰辛，主编

洪永祥带领一班人，不计得失，知难而进，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十年如一日，潜心求索，笔耕不辍，默默奉献了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美好

时光和年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县各部门的协助下，群

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艮巨的任务。

在编写《和静县志》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巴州史志办的

指导和帮助，得到了自治区内外学者、专家的热情帮助，得到了全县各部门、各

单位的密切配合，得到了和静县的老同志、老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关怀，值此《和

静县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和静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和静县志》的编

纂和出版给予过关心、支持和帮助的领导、专家、学者、编纂人员和有关部门，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I同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编纂人员的水平

有限，《和静县志》的差错漏缺在所难免，恳请各方面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五年六月

注：李兆麟，中共和静县委书记f包热，蒙古族，和静县县长。



凡 例

凡。 例
一、《和静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纵

述和静千年历史，横载百业兴衰，实事求是地记述和静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

二、《和静县志》采用专志并列体结构，全志设35个卷，专志之前设概述和大

事记。

三、《和静县志》记事时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除个别内容记

述到1990年外，一般截至1989年底。

四、《和静县志》以志为主体，采用记、述、志、传、录等形式，辅之以图表。

五、《和静县志》的《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注重反映革命先烈、革

命干部、能工巧匠、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对和静县作过一定贡献的人物；自治

区、自治州和全国性的先进模范人物、离休干部及高级知识分子均列表记载；一

些人物的事迹，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

六、《和静县志》中的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均采用现行标准地名。为记述便利，对“和静’’一词，除在《大事记》、《建

置》中的一段时期按当时用法称呼“和靖"外，其他卷均用“和静’’。

七、《和静县志》对县境内的州以上派驻单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军)，

依据行业性质，归并于有关专志记述。

八、《和静县志》资料，以县、自治州、自治区档案资料为主，辅以调查资料和

书报文献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原则上均依据统计部门资料。

九、《和静县志》立足当代，统合古今，大凡重点门类、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建

设、重要历史人物，均有较详细记述。县志特设《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乌讷恩素

珠克图南路旧土尔扈特盟》两卷，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 ．

十、纪年、月、日的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通用的纪年，用括号

注明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用汉字书写的年、月、El表示农

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为公历。

十_、数字的书写，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计量单

位的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清代和民国时期

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能换算为现行计量单位的用括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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