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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科尔沁旗志》应辛未羊年而生。羊乃草原吉祥兆物，旗志

伴吉兆而来，当说是草原人民的一大祥事，令人欣慰。

阿鲁科尔沁旗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然而，在此之前，既无史

籍，又无志书。时今在“一张白纸”上绘就一部百万言志，填补了阿

鲁科尔沁方志史上的空白，诚可谓本旗文史苑中的一枝奇葩，方志

史上的一颗硕果。她将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

建设文明富庶的新阿鲁科尔沁，具有特殊的功力。

百万言的志书，犹如一项社会工程，凝聚了众人的辛勤劳动。

1983年，旗委、旗人民政府决定修志。‘自始先后有阿拉坦格日乐等

9人，竭力潜心、广采博纳、用宏取精、理梳抉择到伏案修成百万言

的志书，迄今已有八个春秋，两千八百多个日夜。此间，共搜集资料

两千万余言，是志文的20倍；调查、走访13个省府城市，行程5万

里，涉及到有关部门200多个，协力者数百人。倘若仅由一个人承

担这些工作，则需时日多年口就此点讲《阿鲁科尔沁旗志》的形成，

所用时间之长，所动人员之众，涉及部门之多，均列阿鲁科尔沁旗

专史编修之最。

《阿鲁科尔沁旗志》，八年玉成，功劳者推在阿鲁科尔沁旗工

作、战斗过的老前辈，他们视撰志为己任；也归功于热心编志的各

位领导、各界同仁，他们为阿鲁科尔沁修成第一部志书而鼎力相

助；还有旗志编纂期间所及诸位，都是仁者献仁、智者献智。修志耗

资尚可计算，但就上阵各位为成志书所无偿提供的个人著述、档案

资料、口碑记录等等之价值，则无法计算。阿鲁科尔沁旗的历史是



阿鲁科尔沁旗志

人民群众创造的。客观记载阿鲁科尔沁历史的志书，也是群众共同

写就的。就此意义上说《阿鲁科尔沁旗志》可谓字字千金矣。

百万言志书，蕴含着巨大的使用价值：志乃“一方之全史"、“百

科全书"。纵看，由古至今；横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人物到风俗民情，无所不包，可说是一部社会综录

大观。为需者之所需，为用者之所用。既能为领导机关制定建设规

划和管理提供历史借鉴，又能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

土教材，既能服务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能补史之缺、纠

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为后人保存大量的史料。总之，需之

可取，取之可用。所以；我们花费如此人力、物力、财力来撰一部志

书，定论是：值得。用有价的劳动，换其无价的社会效力。
‘

有道是：“盛世修志”。今天，我们正处在全民协力、艰苦奋斗、

团结建设奔小康的大潮之中。一部百万言志书问世，正是全旗百业

发达的标志，民族兴旺的象征。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志书。对于了解阿鲁科尔沁

旗之过去，有志可考；研究阿鲁科尔沁旗之现在，有志可依；开创阿

鲁科尔沁旗之未来有志可鉴。这正是我们乐而为之所在。

掩卷之余，扼腕深思，多少年来，阿鲁科尔沁这一热土上，各族

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开发了北科尔沁，创造了

历史，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抚今追昔，新中国成立后，阿鲁科尔沁旗

更是天地巨变、万象更新、人杰地灵、俊杰辈出。展望未来，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会全力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兴旗富

民，为建设更加繁荣富庶的阿鲁科尔沁贡献出全部才智和力量，必

将以最新最美的文字续志撰写出崭新的篇章。

孝双lj毛
一九九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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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事实求是地记述阿鲁科尔沁旗经济、

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一般在清朝开始，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1：限截

止于1988年底。个别事物延至1990年。

三、《阿鲁科尔沁旗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各篇、人物、附录组成，篇

首设序，篇尾缀以编纂始末。概述，纵叙沿革，横陈现状，概括门类，揭示旗情，

略述源流，承上启下；大事记，纵横古今，详今略古，记叙有阿鲁科尔沁部以来

的大事、要事；专业志，横列门类，综述史实，设建置、自然环境、民族人口、政党

群团、政权政协、政法、牧业、农业、林业、水利水产、工业、交通邮电、能源、商

业、粮食、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城乡建设、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风俗宗教、方言28篇，共135章492节f人物，设传记、简介、英

名录和劳动模范表；附录，辑存重要文献和修志文件。概述、大事记、人物和附

录，不列入篇的序列，也不设章节。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

关专志。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五、专业志，按事物性质归类设篇、章、节，不受其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七、历史纪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年号，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新

中国建立后的年号，均用公元年月日。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

中华民国时期先注民国纪年，后注公元纪年，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日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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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民国纪年，后注日伪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在年号前加“伪

满"二字。
．．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对史籍原文照引外，均用现

行标准地名。

九、科技术语和产品型号及专项术语均用汉字表述，用阿拉伯字记数。

十、数据：一般均用本旗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数字，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

十一、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

个别反面人物；以本旗籍为主，亦载入少数长期活动在本旗有较大贡献的客籍

人士；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对活着的英雄模范人物及主要领导

人记其事迹作简介。
。

十二、本志材料主要来自国家、有关省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

尔沁旗的档案资料，以及史籍、报章、刊物和专著，并有部分口碑资料。经考证

鉴别后载入。

一r!；。，。t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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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科尔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赤峰市东北侧，地处西拉沐伦河北

岸，大兴安岭南端东麓。地理座标为东经119州2～120。1’，北纬43。21’"45。

247。东与哲盟扎鲁特旗为邻，南以西拉沐伦、台河的老河身与翁牛特旗、哲盟

开鲁县相望。西与巴林右旗、巴林左旗毗连，北与锡盟西乌珠穆沁旗接壤。

全境南北狭长，最长232公里，东西宽114．4公里，总面积14 277平方公

里。有大小河流12条，流域面积8 819．4公顷，均属西辽河水系。有大小湖泊

51处，水面2 707公顷。地下水总储量428亿立方米。地势西北高，南东低，北

部为山区，中部为丘陵区，南部为科尔沁草原沙土波状平原。平均海拔430米，

最高1 540米，最低266米。地下矿藏丰富，已探明的金属、非金属、燃料等矿

床、矿点128处，金、银、铜、锡、铁、铅、煤、石油、天然气、石灰、大理石等矿38

种，为阿鲁科尔沁地方工业的振兴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本旗属中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5．5"C，无霜期95"'140天，年平

均降水量300"-'400毫米。干旱、风、雹、洪涝外，雪灾、寒潮等自然灾害也常有

发生。

阿鲁科尔沁旗辖12个苏木、10个乡、5个镇。有蒙古、汉、满、回、藏、朝鲜

族、达斡尔、壮、苗、彝、鄂温克等11个民族。全旗62 581户，266 369口人。其

中蒙古族70 495人，汉族169 971人，其他民族25 903人。其中农牧业户口

243 627人，占总人口91．5％；非农业户口22 742人，占总人口8．5％。平均每

平方公里19人。 ．

，7

。’

阿鲁科尔沁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的历史就有5 000余年，生

活在这一热土的各代人民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宝

力召苏木境内发现几处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址。夏商时期，阿鲁科尔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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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为竹、商。春秋战国至秦时期，为东胡活动地域。汉至晋时期，是乌桓发祥

地。隋唐时期，为雷、契丹游牧地。辽代为上京道乌州。金代，为泰洲属北京路。

元朝，为辽王封地。明代，初为潢水兀良哈地泰宁卫领辖，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游牧于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贝尔湖一带的阿鲁科尔沁部

昆都伦岱青率部迁居，始名阿鲁科尔沁，意即北方弓箭手。明嘉靖四十三年至

崇祯三年(1564""1630年)，隶属于“北元”察哈尔部。于后金天聪四年(1630·

年)，归顺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阿鲁科尔沁部设前后两旗，崇德元年并为

一旗，称阿鲁科尔沁旗。崇德四年(1639年)，隶属于昭乌达盟，由热河都统节

制。民国前期，隶属热河省。民国22年(1933年)7月，阿鲁科尔沁旗沦陷，划

归伪满兴安西省。1942年，隶属伪满兴安总省。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8月16日，阿鲁科尔沁旗得解

放，结束了长达12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残酷统治。1945年10月，阿鲁科尔沁

旗人民政府成立，隶属热河省。1946年6月10日，中共阿鲁科尔沁旗委员会

成立。1949年5月20日，阿鲁科尔沁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69年8月1日，

随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1979年7月1日，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阿鲁科尔沁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出现了众多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自由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儿女。1945年8月，当苏联

红军出兵中国，打击日本侵略军路经阿鲁科尔沁时，阿鲁科尔沁人民为之带路

当向导、送信、提供军需物资，为打败日本侵略军立下了功劳。1946年，全面内

战爆发后，阿鲁科尔沁人民节衣缩食，踊跃交军粮军草、牛羊肉，积极送军衣军

鞋，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全力支援了前线作战部队。有3 000余名青壮年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全国战

斗英雄“人民功臣一徐汉林等272名优秀儿女，浴血沙场，为国捐躯，为夺取全

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阿鲁科尔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使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百业兴旺的景象。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对农村牧区和城市经济体制

进行改革，使本旗经济体制由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公有制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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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由比较单一的分配制度转变为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由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逐步转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解放思想，在

加快改革步伐中选择出路，在落实改革措施中寻求发展，适应商品经济建设规

律的要求，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

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并发生了深刻变化。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10 538万元，比1978年增长54％，为1949年的

16．5倍；国民收入达到9 089万元，比1978年增长53．5％，为1949年的15

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 823万元，比1978年增长51．4％，为1949年的21．2

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有所提高，1988年全部职工人

均工资达到1 164元，比1978年增长2．1倍；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6元，为

1978年的9．3倍，1965年的14．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23元，为1978年

的8．5倍，1965年的11倍。城乡人民在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都

有较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也有明显改善。

阿鲁科尔沁人民从古迄今以畜牧业为本。勤劳智慧的蒙汉等各族人民，在

富饶美丽的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被古人赞为“六月驼毛飘满

地，浑疑春风落杨花"的富庶之地。但是，在清末民国年间，屡遭兵燹匪患，特别

是日伪统治时期，对广大劳苦群众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进行敲骨吸

髓的剥削，大多贫苦牧民食不饱腹，衣不蔽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畜牧业基础建设，使畜牧业得以恢复和发

展。特别是从80年代始，坚持“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大兴草原建设，坚持科学养畜，改良畜种，落实草场使用权，实行有偿使用

草场制度，控制草场载畜量，畜牧业经济走上了稳定优质发展的轨道。1988

年，全旗大小畜存栏达到122万余头只，比1949年增长7倍，其中良种改良畜

达466 237头只，占牲畜总数的38．2％；畜牧业产值达3 683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4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7％。1949一'1988年间，共向国家交售大小

畜3 380 737头只，绵羊毛20 437吨，山羊毛和绒4 920吨，牛羊皮2 815 596

张，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阿鲁科尔沁有14个半农半牧乡镇，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综合经营区。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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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农业始于辽代，嗣后退耕还牧，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放垦后，耕地面

积逐年增加，1988年耕地面积58 712公顷。解放前，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

束缚，水利设施差，耕作技术落后，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粮食产量始终低

而不稳，农民只能维持自种自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清末民国年间，尤

其是日伪统治的岁月里，各族农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终年过着饥寒交

迫的日子。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各族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一，

坚持兴修水利，治山改土，科学种田，培肥地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80年代

始，实行“包田到户力、“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实用技术，增加农业投入，治理

小流域，建造畦田，改善农业结构，使自给性农业向商品化生产发展，发生了巨

大变化。1988年，粮豆总产量达到6 691．5万公斤，种植业产值达2 587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31．6％，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2％。巴彦花镇、双胜镇、新民乡

被内蒙古自治区列为商品粮建设基地。农业生产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变，有中型

水库一座，万亩灌渠7条，机电井1 369眼，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20％。

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并有了420余名专职农业技术员和农民技术员。

阿鲁科尔沁有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于北部罕山区及中部沿河两

岸。30年代，阿鲁科尔沁森林茂密，山川青绿，水草丰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掠

夺采伐，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各族人民大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50年代林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但是，60年代至70年代，大量开荒，滥砍盗

伐，一片片自然林被毁，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水土流失，风蚀沙化，受

到生态性灾难的惩罚。1978年，阿鲁科尔沁旗被列入“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区。80年代始，旗委、旗人民政府在林业生产上落实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改变了过去“造林不见林"、“造林不护林"的现象，加快了绿化步伐。1988年有

林面积达到153 125公顷，森林覆被率为14．4％；林业总产值449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5．4％；林业总蓄积量72．4万立方米，人均占有2．84立方米。可以

预见，随着林业体制的改革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进度的加快，阿鲁科尔沁

大地绿色屏障将会很快建立起来。

阿鲁科尔沁工业发端较早，是民族手工业。清光绪年间，出现了酿粮食酒、

制粉、榨油业。日伪统治时期，全旗手工业寥寥无几。新中国建立后，工业发展

迅速从落后的手工操作到较先进的半机械化、机械化作业。产品从劣到优，从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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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多，地方工业几经波折，到1988年逐步发展为采矿、电力、农牧机具、金属

制品、电器、酿酒、建材、毛纺、制革、制药、印刷、粮油和农牧副产品加工为主体

的97家国营、集体工业企业，年总产值达到4 63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6．2％，为1949年的141倍，1976年的5．6倍。部分产品销往苏联、日本、法

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牛血为原料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填补了国内

一项空白。搿舌式橡紧童皮鞋"获全国儿童用品“金鹿奖"。“天山牌"蒙古族童

袍，获全国“金鹿奖一。。东山牌’’425#水泥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在集通铁路

建设水泥投标竞争中“中标一。羊毛衫、皮夹克、皮鞋、皮靴、杏仁罐头等产品畅

销辽宁、河北、沈阳、大连、天津等省市，深受区内外消费者青睐。

阿鲁科尔沁自古为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前，主要交通工具是乘

马和勒勒车。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50年代初始筑路，通汽车。经过40年的建设至80年代末，全旗修筑国道、县

级、乡级公路14条。公路全长684公里，全旗27个苏木、乡、镇都通了客运班

车。有客货汽车800余辆，年社会公路客运量78万余人次，货运量41万余吨，

彻底改变了“木搭桥，湾湾路，时通时阻叫人愁，勒勒车慢悠悠，几时运货走到

头"的闭塞落后面貌。集通铁路阿鲁科尔沁段铺轨已至天山，阿鲁科尔沁旗有

了真正的草原列车。

早在元、明、清时代，阿鲁科尔沁只有驿站传递文书，民间乘马传口信。民

国18年建邮局，1945年解散。1948年重建邮电局，至1988年支局、所和代办

所发展为22所，各苏木、乡、镇，140个嘎查村通电话。有电话线路46条，改变

了在茫茫的草原上沿用千百年的“驿站"通信方式，为传递信息创造了方便条

件。

工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畅通，带来了商业兴旺和市场繁荣。阿鲁科

尔沁旗的集市贸易始于清代寺庙集市。民国时期，本旗集镇不发达。解放后，

逐年有所发展。1979年以后，改变统得过死和少渠道、多环节流通体制为多种

经济成份并存，多渠道、少环节的商业体制，形成了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为

主体，以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业市场。1988年全旗各类商业企业达

526家，从业人员3 671人，个体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体商户由1979年的

4家，发展到2 375家，从业人员2 537人。天山镇及苏木、乡、镇治所，商户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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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商店林立，密集的摊床，琳琅满目的货物，五光十色的广告，令人目不暇接，

呈现出国营、集体、联营、个体商业竞争，市场繁荣，生意兴隆的崭新局面。全旗

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10 544万元，比1976年增加6倍；贸易交易额717万

元。育肥活牛、牛肉、马尾、美制垫片等畅销于苏联、蒙古、南朝鲜、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

新中国建立40年来，本旗的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事

业均取得显著成绩。1988年，全旗有蒙汉小学336所、初中33所、普通高中和

完全中学5所、职业高中3所，班级1 900个，幼儿院20所。1985年，适龄儿童

入学率、年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等“四率"均达国家教育部颁标准，扫盲脱盲

率达国务院规定标准，成为脱盲旗。有科技研究所3个，群众学术会及专业协

会9个，科研项目遍及各个经济领域。1959年以来，先后引进试验、研制、推广

科学技术项目264项，有5项获自治区、国家部级科研成果奖。全旗医疗卫生

机构73个，有卫生技术人员548名，苏木、乡、镇均设卫生院或卫生所，农村牧

区缺医少药局面已明显改变。1949年以后再未发生人间鼠疫。天花病绝迹，伤

寒、斑疹、结核等传染病被控制。计划免疫达国家卫生部颁标准。1975年以后，

实行计划生育，1984年进入全国计划生育甲级一类旗，1986年被评为全国计

划生育先进单位。文化馆、图书室、书店、电影院、广播电视等文化设施和专业

团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占领着全旗文化阵地。学校体育、城乡群众体育运动

活跃，水平不断提高。1976年以来，在省区、全国及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本旗和本旗籍男女运动员17人，共获亚运会金牌1枚，国家和省区级

金牌12枚、银牌17枚、铜牌9枚。有5名摔跤运动员获国家运动健将称号。

历史在发展，阿鲁科尔沁旗在前进。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105．5万元，

到1988年1 256．8万元，为1952年的11．9倍。城乡人民储蓄额逐年增加，

1985年比1980年增加74％，1988年比1985年增加65％。解放前，本旗牧民

大多不定居，蒙古包、勒勒车、套马杆，人走家也搬。农民住宅简陋破旧的矮土

房、小马架子。如今农牧民住房条件改善，砖瓦屋、平顶房逐年增多。城镇宽阔

笔直的柏油马路，车行道、人行道、路灯、花坛；鳞次栉比的楼房，林立的商店，

琳琅满目的货摊，俨然是城市的格局、气派。在城乡家庭中，自行车、缝纫机、电

视机基本普及，家用电器和高档商品在急剧增加，社会购买力比1949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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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倍。

草原是财富之母，草原生矿藏，草原生牛羊，草原风光独好。阿鲁科尔沁罕

乌拉，夏季，鸟语花香，山明水秀姹紫嫣红I冬季，千里冰封，素裹银装，北国风

光醉人心扉。

阿鲁科尔沁旗地利人和。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齐心协

力，团结和睦，创造了光辉业绩。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存在的不完

备，加之领导者在工作中出现的诸多失误，阿鲁科尔沁的事业尚存在着许多不

足之处，急待继续努力完善。由于人们长期受着掠夺生产方式的影响，“多开

荒一、超载过牧、乱砍滥伐，使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森林减少、草场退

化、沙化，水土流失日趋加剧，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经济基础薄弱，缺乏人才、资

金，工农牧业生产仍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缺技术少设备，丰富的地下宝藏无力

开采，富饶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农牧投入少，基础建设不过硬，不能摆脱大自

然的羁绊，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养畜，靠天吃饭，生活还不富裕，贫困帽子没有

甩掉；由于工农牧业生产发展慢，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亦不很发达；财政收入虽

突破千万元大关，每年财政仍需国家补贴，想办大事、大发展，心有余而力不

足。阿鲁科尔沁同历史上相比，他进步了，发展了，但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还

有相当大的距离。

阿鲁科尔沁有兴衰荣辱的昨天，有开拓振兴的今天，更有光辉灿烂的明

天。阿鲁科尔沁人民勤劳俭仆，睿智勇敢，生于草原，长于草原，热爱草原，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必将更加团结奋进，励精图治，以辉煌的业绩，谱写

出崭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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