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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通榆县志》编纂成功，并正式出版发行，填补了通榆县近百年

史空白。这是通榆人民的一件喜事，也是太平盛世的一大壮举。我

为我们这代人编出通榆县第一部县志，完成一项几代人未能完成的

历史使命而高兴J我县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置，历经中华民

国和东北沦陷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没有一部县志问

世。当本届修志工作开始之时，社．会上竟有不少人不知县志为何物，

个别部门的领导认为修不修志无关紧要，资料的搜集整理更是困难

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本志编纂者艰难起步，埋头工作，历经十载笔

耕不辍，终于完成了编纂任务，把这样一部浩繁巨著，在中华人民共 i‘

和国成立45周年，通榆县建县90周年之际，奉献给全县人民。这是

值得庆贺的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我深信历史将证明，他们的功绩，不但被当代有识之士所称 !

道，而且也将被后人所赞誉。

通榆建县近百年来，经历了大清帝国最后衰败的日子，经历了

强敌入侵、军阀混战的年月，人民饱尝了十四年暗无天日的亡国之 ．

痛；随后又与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血战三年。英雄的通榆人民为

争取民族解放，为反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为挣脱身上的枷

锁，前仆后继，苦战奋斗，付出。了血的代价，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
‘

史篇，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诞生后，通榆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奋力改变贫

穷落后面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特别是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搞活经济，通榆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综观本志，对通榆自建置以来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人物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和现状，都做了充分反映。就其内容

来讲，堪称是一部囊括通榆全部县情的百科全书，也是通榆县近百



年史的一个缩影。作为志书，它是科学的、严谨的资料性著述，无疑

具有信史的权威性。在结构、体裁、章法、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其自

身的规律和特点。为了反映志书下限1985年以后，至1 993年末，通

榆县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举措，工业、农业及各行各业的重大发展，

和全县人民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县委、县政府决定编写．1986——

1993年大事记，受到省、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支持。这样，志书扩充进

了大量新内容，使之更接近现实，反映时代。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在
党中央号召进行国情教育的今天，《通榆县志》的出版，为我县各级

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本地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善领导提供历史

借鉴，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同时，也为有志开发通榆、建

设通榆的四海宾朋、／＼方志士，提供宝贵而又翔实确凿的资料。它的

作用和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充分验证。

《通榆县志》的编纂工作，得到通榆县几届党政领导的的支持重

视，得到省、地业务部门及方志界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得到县各级

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大力协助，在编纂工作业已告

‘竣付梓成书之际’，谨向大家致以诚恳的谢意l

中共通榆县委书记 沈 贵
。’

通榆县县长 李殿发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



凡 例

一、《通榆县志》，上限自清光绪三十年(1 90,t年)，下限至1 985

年。根据需要，部分内容溯源到事物的发端。 ，

二、全书开篇设《概述》，以概括事物全貌，揭示内在规律；多数

篇首加无题文字，以提示事物发展脉络，加强宏观记述；大事记置

后，以编年体为主，个别亦有记事本末体。为反映自改革开放以来至

1993年全县的大事、要事、新事和各条战线的发展变化，1986二
1 993年大事记附后。

三、本志体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形式，以志为主；坚持以

类系事，横排纵述，力求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体现地方特色；结

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不设专章集中记

述，散见于《大事记》和各有关篇章。 ．．

五、立传人物，遵循“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的原则，排列以卒年

为痒。

六、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946年1月25日开通县解放后。

“建国后"指1 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8年
1 0月原开通县、瞻榆县撤销，建立通榆县。本志对1 958年1 0月‘前

原开通、瞻榆县的机构，分别记述；对事业按时序相顾记述，数字表

示，统计表中除标明“开通县"、。瞻榆县’’字样外，均为两县和数。

七、全志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统计部门缺的则采用

各部门提供的．数字。

八、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记叙体，现代规范语体文，文风力求严

谨、朴实、简洁。

九、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一律使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辛亥革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括注朝代、国号纪年；东北沦陷时期

1931年至】945年，括注民国年号，不注日伪政权年号。

十、全志资料，多来源于各级档案、图书部门的馆藏资料和县直

各部门编写的志稿(’或资料)，少量为当事或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

料。凡入志资料，均有据可查，但一般不注出处。

． 2 D ，



目 录1

序富

凡例

概述

目 录

第一篇建 置

第一章建置沿革⋯⋯⋯⋯⋯⋯⋯⋯⋯⋯⋯⋯⋯⋯⋯⋯⋯⋯⋯⋯⋯⋯OgD OQO mml OBD OmO

第一节位置⋯⋯⋯⋯⋯⋯⋯⋯⋯⋯⋯⋯⋯⋯⋯～⋯⋯⋯⋯⋯⋯⋯⋯⋯⋯

第二节 区域⋯⋯⋯⋯⋯⋯⋯⋯⋯⋯”．．．⋯⋯⋯⋯⋯⋯⋯⋯⋯⋯⋯⋯⋯⋯·
第三节 沿革⋯⋯⋯⋯⋯⋯⋯⋯⋯⋯⋯⋯⋯⋯⋯⋯⋯⋯⋯⋯⋯⋯⋯⋯⋯⋯

第二章行政区划⋯⋯⋯⋯⋯⋯⋯⋯⋯⋯⋯⋯⋯⋯⋯⋯⋯⋯⋯⋯QDt OmD Omo omo⋯⋯⋯

第一节 开通县⋯⋯⋯⋯⋯⋯⋯⋯⋯⋯⋯⋯⋯⋯⋯⋯⋯⋯⋯⋯⋯⋯⋯⋯010 Big

第二节 瞻榆县⋯⋯⋯⋯⋯⋯⋯⋯⋯⋯⋯⋯⋯⋯⋯⋯⋯⋯⋯⋯⋯⋯⋯⋯⋯⋯

第三节通榆县⋯⋯⋯一aO OOo⋯⋯⋯⋯⋯⋯OI·Oao Omo ooB OgQIOO DQ⋯⋯⋯⋯⋯⋯⋯

第三章县城乡镇⋯⋯⋯⋯⋯⋯⋯⋯⋯⋯⋯⋯⋯⋯⋯⋯⋯⋯⋯⋯·⋯⋯⋯⋯⋯·
第一节县城⋯⋯⋯⋯⋯⋯⋯⋯⋯⋯⋯⋯⋯⋯⋯⋯⋯⋯⋯”⋯⋯⋯⋯⋯⋯·

第二节 乡镇⋯⋯⋯⋯⋯⋯⋯⋯⋯⋯⋯⋯⋯⋯⋯⋯⋯⋯⋯⋯BDD QOO OOO QDO⋯⋯

第二篇自然环境 。

第一章地质⋯⋯⋯OgD aQO 000⋯⋯⋯⋯⋯⋯⋯⋯⋯⋯·j⋯⋯⋯⋯⋯⋯⋯⋯⋯⋯⋯·(4 7)

第一节地层⋯⋯⋯⋯⋯⋯⋯⋯⋯⋯⋯⋯⋯⋯⋯⋯⋯⋯⋯⋯000 011⋯⋯⋯⋯(4 7)

第二节 构造⋯⋯⋯⋯⋯呷⋯⋯⋯⋯⋯⋯⋯⋯⋯⋯⋯⋯⋯⋯⋯⋯⋯⋯⋯⋯(4 7)

第三节 地震⋯⋯⋯⋯⋯⋯⋯⋯⋯⋯⋯⋯⋯⋯⋯⋯⋯⋯⋯⋯⋯⋯⋯⋯⋯⋯(4 9)

第二章地貌⋯⋯⋯⋯⋯⋯⋯⋯⋯⋯⋯⋯⋯⋯⋯⋯⋯⋯⋯⋯⋯⋯⋯⋯⋯⋯⋯⋯(4 9)

第一节 冲积湖积平原⋯⋯⋯⋯⋯⋯⋯⋯⋯⋯⋯⋯⋯⋯OOQ OQg QIm⋯⋯⋯⋯⋯⋯(5 0)

第二节 河谷冲积平原⋯⋯⋯⋯⋯⋯⋯⋯⋯⋯⋯⋯⋯⋯⋯⋯⋯⋯⋯⋯⋯⋯⋯(5 O)

第三章气候物候⋯⋯⋯⋯⋯OaO·OBO OIO OlO⋯⋯⋯000 0·Q O DmO⋯⋯⋯⋯⋯⋯⋯⋯(5 0)

第一节 日照⋯⋯⋯⋯⋯⋯⋯⋯⋯⋯⋯⋯⋯⋯⋯⋯⋯⋯⋯⋯⋯⋯⋯⋯⋯⋯(5 1)

第二节 气温⋯⋯⋯⋯⋯⋯⋯⋯⋯⋯⋯⋯⋯⋯⋯⋯⋯⋯⋯⋯⋯⋯⋯⋯OOQ"0(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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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土壤风蚀与沙化⋯⋯⋯⋯⋯⋯⋯⋯⋯⋯⋯⋯⋯⋯⋯⋯⋯⋯⋯⋯⋯⋯

第二节 土壤盐碱化⋯⋯⋯⋯⋯⋯⋯⋯⋯⋯⋯⋯⋯⋯⋯⋯⋯⋯⋯⋯⋯⋯⋯⋯

第三节 环境污染与治理⋯⋯⋯⋯⋯⋯⋯⋯⋯⋯⋯⋯⋯⋯⋯⋯⋯⋯⋯⋯⋯⋯

第九章向海自然保护区⋯⋯⋯．．．．-．⋯⋯⋯⋯⋯⋯⋯⋯⋯⋯⋯⋯⋯⋯⋯⋯⋯⋯⋯

第十章自然灾害·：⋯⋯⋯⋯⋯⋯⋯⋯⋯⋯⋯⋯⋯⋯⋯⋯⋯⋯⋯⋯⋯⋯⋯⋯⋯⋯·

第一节 综合性自然灾害⋯⋯⋯⋯”⋯⋯⋯⋯⋯⋯⋯⋯⋯⋯⋯⋯⋯⋯⋯⋯⋯·

第二节 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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