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薯霉s；车；；5胃。墓廿#j乏2¨i



主编

李振刚



繁衍。然而，这些先人们所开创的恢弘业绩，并没有被系统地记录

下来。志，作为祖国历史“博物之书’’渊远流长，可至明清修志鼎盛

之时，由于本旗游离于察哈尔、热河之间，《口北三厅志》、《承德府

志》“各县具备，独遗克旗’’。因此，尽管域内蹄林、松漠、潢源、达里

湖、云杉等颗颗明珠闪烁，而“塞外欧脱”的克什克腾旗也绝鲜称

述。至民国16年，经棚县秉热河道尹公署训令，拨二成五粮捐委县

署第一科科长康清源撰修一部10万余字的《热河经棚县志》，因历

史变故并未付梓。自那以后迄今，又过了近70年的历史。而这段历

史，正是我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进行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并取得胜利的

时代；是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且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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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克什克腾旗志》全书，第一，结构严谨，立意新颖，观点明

确，资料翔实。寓褒贬于叙述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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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3·

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谨代表中共克什克腾旗委员会、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必将被未来称作历史。让我们在新的形势

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艰苦奋斗，锐意改革，扬长避短，开拓前进，

在振兴中华建设克旗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由于水平所限，志书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主磁血名，司豸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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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记述现况，颇

得志法。如所记自然资源之篇，于土壤类型、不同植被区之物产、水

资源之分类等等，均能记述详明，条理清晰，有裨于克什克腾旗经济

建设之参考。至如植物、动物名录均按科学分门别类，详加收录， 颇便检索。其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篇之有关篇章，亦

����x





克什克腾旗志

序三

现已成书出版，对这一百万巨帙问世，我以家乡一游子之

心，为之祝贺。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述，对‘‘克什克腾"一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公元

前1204年，铁木真率师征乃蛮部时曾下诏：加强克什克腾，以作为蒙古大军的

主力。"(《额尔敦陶格陶作品集》，198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由此可知“克什克

腾"，元代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军、护卫军，以成吉思汗四杰木华黎、赤老温等为

怯薛长，管理大汗日常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事情。

克什克腾旗是富饶而又美丽的。这里为内蒙古高原东缘，平均海拔1 100

余米。恢弘雄峙的南塞罕坝北黄岗梁两脉对展，“流渐『本澎，波澜潲i口丹”的西

拉沐伦河横亘其中，并有著名的草原明珠达里诺尔湖，誉闻中外的红皮云杉

林。东北部的群山中，森林茂密，马鹿、野猪、熊、豹、青羊等野兽时常出没；西南

部河湖沼泽中，丹顶鹤、白天鹅、红嘎鲁、雁鸥、野鸭等珍禽繁衍栖息。还有宽广

美丽的公格尔大草原，洗浴却病的热水汤温泉。地下埋藏有铅、锌、铁、锡及煤、

叶蜡石等矿藏20余种；黄芪、黄花、白蘑、蕨菜、山杏核等当地特产，自60年代

起就已成为全旗出口上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

由于地区关系，克什克腾旗蒙古民族礼仪、居住、服饰、婚丧等风俗，具有

察(察哈尔)、巴(巴林)、乌(乌珠穆沁)三地兼而有之的独家特点。男人剽悍武

勇，擅长骑乘射猎；女人熬茶、煮奶，持家养牧，勤劳朴实。尤其牧区的奶食品，

以其继承了元代宫廷的制作方法而闻名遐迩，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地方，

筵宴馈赠所不可缺少的佳品。

克什克腾旗有蒙汉回等10个民族聚居，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

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团结共识，共同建设家园，40余年来成就显著。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着“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正以崭新的步伐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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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霎羹雾羹塞薹羹解鬟

二。

．六、地

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用当时的习惯称谓。为便于理解，古地名加今

注，现地名一律以《克什克腾旗地名志》地名记之。为便叙述，一些地名、机构名 称，志文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七、人

物。一般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然而解放后对本旗有贡献或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以“名录"简记之，以彰其事。八、数

据。统由旗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由有关单位提供。用法，按照198

7年2月国家语文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联合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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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来源于金石、碑帖、图籍、档案、报刊、笔录、口碑等，使用时进

除个别外，均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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