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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志》仰仗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经史志工作者的辛勤劳作，现已付梓

问世。这是80万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可喜可贺。

通辽，是一座瑰丽而文明的草原新兴城市。她地处丰腴秀美的科尔沁草原腹

地，屹立在美丽富饶的西辽河畔。农村地域辽阔，平畴沃野，阡陌纵横；市区高楼

林立，街路宽阔，市井繁华。

通辽是哲里木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内蒙古东部的商品物

资集散地和重要的工业城市。昔有“交通要塞"、“辽西重镇"之誉，今以“全国重要

交通枢纽"、“内蒙古粮仓”而闻名。

通辽建置到现在仅有90年时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

与许多历史古城相比也显得稚嫩了许多。但是，就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古老

的科尔沁草原演绎出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篇章。

翻开通辽这部历史长卷，重现了生活在这片神奇热土上的勤劳而淳朴的各

族人民，为开拓、建设和保卫家园，曾以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进行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尤其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无数革命先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他们的

英雄业绩在草原到处传诵。其中，通辽县长徐永清，通辽中心县委书记、“辽吉功

臣"吕明仁，通辽县委书记施介等革命先烈，为通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的英名永远镌刻在通辽各族人民的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富有聪明才智和革命传统精神的通辽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治愈了战争创伤，改变了

贫穷落后的面貌。经过近50年的艰苦奋斗，通辽市已形成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

艺比较先进的地方工业体系。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两个文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深

刻变化。呈现出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百业兴旺的喜人景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

益改善。社会各项事业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蓬勃之势，竞相跻身于内蒙古自

治区和全国的先进行列。荣获“全国十大产粮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全国

水利建设先进市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先进市一、。全国体育先进县力、“全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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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志

生育先进市"、“全国十佳卫生城"、“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文明市"等十余项美誉。

这一幅幅斑斓绚丽的多彩画卷，一曲曲铿锵有力的动人乐章，从这部宏篇巨著中

展现在世人面前。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

孙后代的一件大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

决策。《通辽市志》是通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

导编纂的地方志书，志书的出版为地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完成了一项基础性工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新的基石。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通辽市志》无疑为我们了解历史，研究现实，为地方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制定图新决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志书作为百科信息

库，随着扩大开放的深入，对于兄弟地区和国内外朋友全面地了解、深刻地认识

通辽，以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加速地区的经济腾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

为一部断限完整的一方之全史，在通辽市改设为科尔沁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她的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及子孙后

代定会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堪称一部极好的教材。

总览全书，编纂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精神，以翔实的史料，较为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通辽市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

同时，突出记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编纂《通辽市志》，是一项浩繁、系统、艰巨的文化工程。编纂期间，得到科尔

沁区和通辽市诸多单位史志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也受到许多老同志的关心与帮

助，以及专家、学者的的热忱指教。值此《通辽市志》出版之际，谨向为编纂这部志

书作出贡献的所有单位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共通辽市委常委、科尔沁区委书记辛金山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政府区长林向阳

200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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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通辽市志》(以下简称“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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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通辽市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

点和民族特点，达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相统一。

二、市志上限为1912年，个别据实追溯，除人物篇个别内容外，

全志其他内容下限均为1998年。

三、市志篇目主体的排序，是以顺乎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演变过

程为主导思想，首先展示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其

次是政区人口篇，尔后是随之产生的方言、宗教、习俗，再设人物篇，

以突出社会的实践者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然后设农业、牧业、林业、

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贸等经济建设篇，以突

出志书的经济内容。再设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人事

劳动、军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篇。

四、市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志书首设

概述，主体分为地理、政区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30篇、135章、496

节。篇末缀大事记和附录。结构分为篇、章、节、目、子目、项6个层次。

横排纵述，纵横结合，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以时为序，记一事始末。

五、市志表述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重在记述，述而不论。

六、市志针对通辽市、县两次分、合状况，编纂则采取宜分则分、

宜合则合的记述方法。根据记述需要，部分章节之首设有无题序，以

示梗概。

七、市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通辽籍为主，同时，亦记

载在通辽地区长期工作、影响大、贡献突出的客籍人物和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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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排列不分职级，按革命烈士、模范人物、社会名人、其他人物顺序排

列。人物传略和模范录中，收入的先进模范人物，所获奖励均为省、部

级以上。

八、市志中的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括以公元纪年，

1912年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九、市志数字用法以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计量单位、符号运用，按国务院《关于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命令》中的规定执行。

十、市志记述的解放后，是指1947年通辽解放后，解放前，是指
1 947年通辽解放以前；记述的历史地名、机构、职官均按原称谓，必要

时进行括注和脚注。

十一、市志资料主要由通辽市各系统、部门提供。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的资料来源于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大学图书馆、长春市图书

馆，辽宁省档案馆、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档案馆，大连档案馆、南山

图书馆，双辽县档案馆。选用时不再加注。
十二、市志主要数据，以通辽市统计部门编制的《国民经济统计

资料汇编》统计为准；之外，则采用各单位提供的数字。

十三、市志保密范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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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交汇。还有全国最长的地方铁路——全长943公里的集通铁路，可直达边境

口岸二连浩特。全境铁路总长225

����x



概 述 7

1998年，全市大小牲畜达38．26万头，其中黄牛饲养量突破10万头，均创历史

最高水平。大小牲畜比1949年增长10．1倍；生猪存栏84．2万口，增长近16倍。

粮食总产达9亿公斤；农牧林渔总产值125 079．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

农业总产值占农牧林渔总产值的66．86％。

1993年，通辽进入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县)和全国造林百强市(县)行列，

1996年，又被列为全国24个高标准平原绿化样板。1998年全市有林面积175．4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3．4％。森林覆盖率为27．5％，基本农田保护率100％，

铁路、公路、河流绿化率98％，生态环境大有改善。

水利事业发展突飞猛进。通辽解放后于1948年起，人民政府即对辽河、清河

两岸堤防开展全面修筑整治工程，至1998年，共投入资金2 728．32万元，修筑了

总长度约917．99公里，动用土石方约10．37亿立方米的堤防工程，“辽河开口无

法堵"的无奈，已成为历史。1958年相继建成莫力庙、小塔子、吐尔基山(后归哲

盟)3座水库，总库容3．25亿立方米，建灌区9处，打配套机电井1．6万眼。地

上、地下水总有效灌溉面积为160．51万亩和170万亩。形成北方独具特色的井

浇、渠灌农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灌无设施"的历史。

1989～1990年，通辽市两次被国家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市

(县)’’；1990～1992年，勇夺全区水利建设“金龙杯”赛三连冠；1992～1994年，又

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水利科技推广先进市(县)"；1997年被评为“全区水利经

济五强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机械化得到推广普及。1990年，通辽进入全国

农业机械化示范市，向现代农业跨入。1998年，全市各种动力机械23 348台件，

机械总动力245 699千瓦。机耕面积170万亩，机播面积139万亩，分别占总耕种

面积的89．7％、73．3％，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1962年通辽始办农电，相继在

境内周边建成输电线路。1998年全市农村有60千伏输电线137．59公里，10千

伏2 121公里。

五

通辽，还是哲里木盟的经济中心。现已发展成为内蒙古东部的重要工业城

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早期生产多为木匠、铁匠、成衣、

酿酒、制粉、榨油等简陋手工作坊，仅1921～1923年建立的西烧锅和通辽电灯厂

较有规模。1947年，骑兵二师在通辽建立的修械所为通辽首家机械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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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移交地方后，改称大众铁工厂，当时也仅能以生产铁铸铧犁、民用铁锅为

主。1949年通辽有手工业792户，加之制酒、印刷、铁工厂3家国营企业，年工业

总产值32．3万元，其中，国营企业总产值占53．4％。

1958年，兴建乳品、造纸、制糖、油化4个国营企业。街道工业开始起步。

1963～1965年，企业调整后，全市工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其中，经委工业系统

发展12个企业，年产值1 663．7万元，比1958年增长1．89倍。“文化大革命”期

间，通辽新建企业15个，但大多出现亏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全市乡镇企业l 210个，从业人员9 681人，占农村总劳力的7．43％。1986

～1987年，按照“关、停、并、转”原则，对工业布局进行调整。经委系统有企业29

个，二轻工业46个，街道工业36个。全市形成机械、纺织、化工、造纸、印刷、食

品、建材等7个行业，构筑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结构合理的工业体系，通辽工业开

始崛起。其中，第一毛纺厂工业总产值突破2 800万元大关，占经委所属纺织企业

总产值的58％，产品畅销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90年代，通辽工业得以迅速发

展，建成和涌现出一批国内知名度颇高的骨干企业。其中，通辽化工厂是全国最

大的蓖麻油深加工企业，年产各类工业蓖麻油18 000吨，产品80％远销欧洲、美

国、日本和东南亚市场；丰华制糖有限公司日处理甜菜1 500吨，产品砂糖销往俄

罗斯、蒙古和全国各地；蒙古王酒业有限公司年综合生产能力3万吨，年工业总

值5 ooO万元，可生产白酒、葡萄酒、饮料、矿泉水、纯净水等100多个品种，产品

远销10个国家和地区；金锣集团年加工生猪20万口、牛2万头，生产各种肠类

7 ooo吨；宏桥集团年加工肉鸡150万只，实现产值5 ooo万元。全市创国家部优

产品20余种，创自治区级优质产品74个。名牌战略的实施，为通辽市城乡经济

增添了活力。通辽发电总厂装机容量达80万千瓦，日供电量150万千瓦时。通

辽工业已形成以当地资源为依托，以酿造、化工、纺织、轻工、机械、电力、建材、食

品为支柱的，以蒙古王、金锣、天蒙、宏桥、农机5大集团为构架的生产门类齐全，

设备、工艺先进的地方工业体系。1998年，通辽有市属企业184户，全市完成工

业总产值13．71亿元，是1949年的4 246倍。

．L
／、

通辽，是哲里木盟乃至内蒙古东部最大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其商业萌

芽于清末的以车载日杂货易农畜产品的“旅蒙商"。1926年，全县商业之繁荣达

到高峰，时有商铺1 500余家，是1919年的5．9倍。其间，富商巨贾云集，通辽当



概 述 9

时成为东北商品贸易集散地，也是供应东北肉牛的第一大市场。1935年，县城有

千元(现大洋)资金以上的商户70余家。商业竞争的加剧，通辽形成东泰隆、隆兴

玉、大庆东、庆裕久、元记号、汇昌信、同乡居、隆兴当等八大商号，时称通辽商界

“八大家"，全县市场被垄断。1947年通辽解放后，由于实施保护工商业政策，至

1948年，县城内商户917户。1949年通辽建成第一个国营商店——百货第一商

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私营商业发展较为稳定。1955～1956年，对占通辽

市、县私营总户数的63．8％、80．7％的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市国营、

集体商业形成网络。1958年集体商业急于过渡到全民企业，使流通渠道单一化。

1960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部分合作商店、小组得以恢

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市场被取缔和关闭，集体商业大多被

取消，各合营总店并入国营商业，全市商业网点减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

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渠道的流通体制。

1987年，商业效益明显提高，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49 113万元，是1949年的4．6

倍。为进一步繁荣经济、搞活流通，80年代，新建百货大楼、二轻商场、通津商场、

供销大厦等购物中心达7处之多，每天上万名顾客熙来攘往、络绎不绝。随着全

市商业完全步入市场化轨道，市场培育规模不断扩大，设施更加完善。1998年，

全市有遍布城乡商业服务网点12 600户，其中，有地处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商城、

供销大厦等大型商场12家。具有一定规模和服务档次的哲盟宾馆、科尔沁宾馆、

通辽宾馆、通铁大厦等大型涉外宾馆4家。各类市场48处，其中蜚声区内外，年

成交额超亿元的5处。余粮堡集贸市场是全盟乃至内蒙古和东北最大的牲畜交

易市场。造型奇特、具有民族风格，人称“圈楼"的露天市场是自治区最大楼层式、

封闭型的综合市场之一，1992年跻身于全区文明市场行列。市中心的新开胡同、

北市场市井繁荣，历史悠久，乃有通辽的“王府井’’之美誉。这里的饭店、小吃、小

百货、理发、照相等服务业比肩相连。地方风味小吃，一应俱全，各展风采。1998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3亿元，是最好年份1951年的12．4倍，集市贸

易成交额14．4亿元。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通辽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经

济实力最强的旗县(区)之一。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462 643万元；财政

总收入25 493万元，比1949年增长938．96倍，创历史之最，两项均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101个旗县(市)前列。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

4 651元，比1987年增长4．9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 702元，增长3倍，在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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