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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兴和县志》终于面世了。这是一大幸事。修史存志，盛世所发。兴和建

县近百年来，迄无志书，有的只是散佚在各种文章、报刊中的片言只语。直至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广泛搜集、整理，进

行编纂。历经二十多个寒暑，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数易其稿，现在正式出版了。

《兴和县志》的出版，在存史、资政、育人等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对今

后兴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将起到昭示作用。兴和，兴和，百废俱兴，政通人
和。我们衷心祝贺《兴和县志》的出版。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素有。鸡

鸣闻三省”之称。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战国时代的赵

武灵王曾在这里“胡服骑射”。东汉时，鲜卑族部落联盟大酋长檀石槐“立庭于弹

汉山(今县境大青山)，啜仇水(今二道河)之旁”。北魏时，拓跋力微居长川(今

土城子一带)达39年之久，开创了北魏王朝的基业。隋唐时，县境内置榆林城。

宋元时，建威宁县。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成祖朱棣亲征阿鲁台到西洋河。

清代为察哈尔正黄旗、正红旗驻牧之地，在高庙子建丰川卫。清光绪二十九年(公

元1903年)，置兴和厅，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厅为县。在漫长的历史演变

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有识之士、知名人物以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抗日战争
前夕，刘澜涛曾在这里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

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

益完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给兴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兴和县委、

县人民政府立足当地资源和区位交通优势，以强县富民为目标，全力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加快建设工业大县、畜牧业强县，全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开创了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岁月流逝，世事繁纷。今天，在有关专家和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下，

经过全体编缉人员的辛勤劳动，100多万言的《兴和县志》终于出版了。志书以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运用现代修志的基本规格和方法，本着略古详

今的原则，比较全面、客观地记述了兴和县的历史演变、区划沿革、民族源流、

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和县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发展。展卷所见，是兴和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真情实貌，可使世人加深对兴和的了解和认识。掩卷沉思，我们不

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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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从中吸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从而激发我们建设和振兴兴和的激情，打造出一

个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好家园。

编史修志，工作繁难。《兴和县志》的编纂出版，确是一项十分艰巨浩繁的

文化工程，凝结了多年来许多领导和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值此志书出版发行之

际，我们谨向为《兴和县志》的编纂出版做出贡献和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

意!

《兴和县志》的编纂，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编纂水平所限和资

料征集艰难，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诸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史事及个别行业的发展状

况。因资料缺乏，记叙过简，还有一些在兴和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亦因材料有

限，未能辑齐等等。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以利今后续

志者补缺。

是为序。

中共兴和县委员会书记 孟甫甬

兴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苍导元

二Oo四年十--)1



凡例 3

凡 例

一 《兴和县志》是全面记载兴和县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人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和综合性蓍述。
二 《兴和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指导方针，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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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实事求是

地记述兴和县的历史与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为改
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

三 《兴和县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建制之始；下限截止至
2003年。个别专业志部分视其情况，下限适当下延。

四 (<兴和县》记述范围，以各专业志下限年度的兴和县行政区划为准。

历史上与兴和县有联系的事件，择要记述。
五 《兴和县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专业志为

主体。除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外，各专业志原则上按照编、章、节、目

的层次，采用横排竖写的体例进行记述，图、表穿插其中．

六专业志坚持纵贯古今、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根据“以类系
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类的划分参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兼

顾现行部门管理体制。

七人物记述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兴和历史上有较大影
响的已故人物(包括反面人物，以资借鉴)，予以立传，排列顺序以卒年为序。

“革命烈士"，“劳动模范”、“人物简介”中的人物，仅录入本籍人士。在县内

作出较大贡献的外籍人物(县团级以上党政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人
员)或在县外作出较大贡献的本籍人物(县团级以上党政人员，高级知识分子、

出国留学人员)，择要选录。
八 《兴和县志》的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九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年号纪年、民国纪年
后均括注公元纪年。

十历史地名、机构、职官一律使用原名，并在历史地名后括注今地名；

对人物名称的称谓，直称其正名；对国名，地名、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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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十一用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

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十二数字的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

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出版局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三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十四 标点符号，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

版总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十五所用资料，原则上不随文脚注出处。所引文件名称一般不记发文
号，重要引文及难以记入正文的重要内容，采用章后附、节后附或归入附录的

方式处理。

十六统计数据，以兴和县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统计数据，

使用各专业部门的权威数据。

十七记述中尽量使用全称。第一次使用全称时已括注简称的，以后直
接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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