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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德县志》监修成员

总监修 冯林生中共化德县委员会书记

杨国文中共化德县委员会副书记、政府县长

监 修 王大圣中共化德县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崔雨来中共化德县委员会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朱世平化德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张万堂化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文福化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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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圣化德县委常务副书记、政协主席

崔雨来化德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朱世平化德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张万堂化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委 员 曾 石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盟市旗县志编审室

主任、 副编审

侯丽娟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室主任、副编审

冰 霜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金 海鸟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副译审

王 玲 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苏 红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李鹏飞化德县志主编、政协调研员

杨文福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吴万江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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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振宇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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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林生县委书记

主 任罗虎在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杨国文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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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李鹏飞政协调研员

副主编 温仲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孙世明退休干部

石海龙退休干部

编 辑 张 忠退休干部

许向忠退休干部

任 涌退休干部

薛 江农业局干部

贺跃新农业局干部

总校对张忠

校 对 薛 江、贺跃新

摄 影 任 艾、赵丙艾(特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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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明 撰写概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广播电视、

体育、医药卫生编。编写计划生育。

石海龙 撰写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政治变革与改革开放、财政

税务、劳动人事编。

张 忠 撰写自然环境、交通邮电、军事、民族宗教编。编写

大事记、人物。

许向忠 撰写大事记、人物、人口与计划生育、商贸编。

任 涌 撰写金融保险、计划统计审计、工商物价技术监督经

济协作、民政扶贫、民俗风情编。

薛 江 撰写农业、畜牧业、林业、水利编。

贺跃新 撰写乡镇企业、城乡土地环保编。

郭文婷 打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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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在化德人民朝着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奋力拼搏、胜利前进的时刻，<化德县志>付

梓问世了。这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为推动全县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化德县建县较晚，但其辖境内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各族人民在这

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推动了化德的发

展o．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化德人民为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

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前进，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各族人民，承认贫穷，负

重奋发，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正在为加快工业

化、城镇化、农牧业产业化的进程而谱写新的华章。凡此纷繁世事，辉

煌业绩，应书之于志，传之于世，以鉴古察今，彰往昭来o

<化德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

事求事、与时俱进的原则，突出时代特色、地区特色、民族特色。比较

全面地记述了全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客观地再

现了化德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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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德县志

领导下。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门类

齐全、文字平实，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高度统一o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知得失”o<化德县志>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化德，认识化德，研究化德，

进而振兴化德、繁荣化德，以及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的热情，推动全县“三个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o

<化德县志>得以成书，是中共化德县委、化德县人民政府的重视

与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

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与指导，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以及

编撰人员不辞艰辛，忘我笔耕的成果，是群策群力的结晶。借此，谨向

为县志成书给以大力支持，具体指导的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致以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中共化德县委书记：冯林生

化德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国文

二()()五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饲

凡 例

一、<化德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

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0

二、本志坚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财，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时

代特色o．

三、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到有文字记载或有史料佐证的事物起始，

下限至2004年底，重大事例视具体情况予以下延。

四、本志以记、志为主，表、传、录为辅，图照为补，相互佐证，相辅

相成。概述、大事记冠于卷首，纵贯古今，总揽全书。志书结构分编、

章、节、目4个层次，共30编。文献辑存，修志始末附后，全书共33部

分。

五、本志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对化德县历史发生重要影响

的人物、革命烈士、军政要员、高级知识分子、自治区及全国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以及其它方面知名人士，以传、简介、名录3种形式分别记

录。坚持以现代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本籍人物为主，兼及古

代人物、反面人物、有重要影响的客籍人物。

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历史习惯称

谓。历史纪年，民国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用公元纪年o

1，；_∞％”一ai。_T’j_-I，．‘1．：：．-．J，；。争‰％!!{，!!。-；i{，{；；{。●



化德县志

七、文字记述，一律采用规范语体文，并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个
。

别人名、地名、有特殊含义的文字，仍用繁体字。

八、数字表述的各种名称、词组、常用语、顺序号以及少数不确切’

的数字(如七八万)用汉字，其余用阿拉伯数字。

九、文中所用“X X年代”(如70年代、80年代)专指20世纪，不另 絮

加赘述。

十、资料来源，绝大部分来自本县档案馆并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锡林郭勒盟、邻近各旗县档案馆，以及有关外省(市)各级档案

馆，同时采辑了县直各部门的专业志、其它图书文献资料、口碑资料

等，经考证鉴别、去伪存真后选用，使用时不注明出处。 ．

十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本县的开展

情况，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进行简要客观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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