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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恰逢鄂伦春自治旗成立40周年之际，有史以来第一部《鄂伦春自治旗志》付梓问世，

这是史志工作者为旗庆所献上的一份厚礼，是自治旗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是

文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实在可喜可贺!

《鄂伦春自治旗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自治旗建旗40年来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

创业的光辉历程，记载了鄂伦春族人民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因此，

人们从这部志书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

所产生的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领略到鄂伦春族人民向往新生活，创造新生活，自尊、自

强和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豪迈气概。
’

辽阔、美丽、富饶的鄂伦春大地，山岭连绵，森林茂密，水肥草美，资源丰富。多少年

来，勤劳、勇敢、善良的鄂伦春人，世代繁衍生息、游猎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书写了

一页页人类依赖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壮丽篇章。历史进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饱

经战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伦春人，更是内遭反动统治

阶级的残酷压榨，外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杀戮，灾患丛生，贫困交加，濒于灭绝的境地。

、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使饱经苦难的鄂伦春人获得了新生。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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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1951年10月1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鄂伦春自
’

治旗诞生了1从此，鄂伦春人一跃跨过几个社会发展形态，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走上了

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40年来，自治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旗初期，全旗人口不足八百，各项事业一

片空白，鄂伦春民族生活还较为贫困。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鄂伦春族人民与其他兄弟

民族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团结建设，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

的画卷!今日的鄂伦春，已经形成了以森工、农业、牧业为主体的民族经济体系，全旗的木

制品加工，商品粮生产，以及畜牧、煤炭、电力、乳品、酿造、建材各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城

市建设、商贸金融、交通运输、邮政电讯、教科文卫、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也发生了日新月

异的变化。1988年初，国务院批准呼伦贝尔盟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自治旗旗委、政府

率领全旗各族人民抓住机遇，顺势而起，敞开门户，外引内联，实行全方位开放，打破了自

治旗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格局，2-,灿T民族经济的蓬勃发展。3年试验区建设中，自
治旗共引进资金近千万元，达成较大联营项目12个，还与美国、意大利等国厂商达成了

部分合资开发项目。从而，自治旗在呼伦贝尔盟经济舞台上日益显露出勃勃生机。

40年来，鄂伦春民族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更令世人瞩目。解放前，鄂伦春民族处于原始

社会末期地域公社发展阶段。解放后，沐浴党的阳光雨露，享受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

待遇，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鄂伦春族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鄂伦春

族人大代表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与其他兄弟民族代表共商国事，展示了国家主人的风

采。党和国家对鄂伦春民族的进步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了一大批鄂伦春族干部

和各类优秀人才。他们中间，有的担任了各级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举

办画展，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体育比赛中为祖国争得金牌，等等。这些都是鄂伦春民族

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在转变单一狩猎生产方式的进程中，鄂伦春族人民振奋民族

精神，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坚持种养采加并举的方针，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涌现出了一

批交粮大户和多种经营能手。到1990年，鄂伦春族猎民人均收入已达到556元。

纵观40年的历史，我们深深地感到，自治旗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成就，鄂伦春民族

之所以有今天的历史性进步，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的结果，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



序 言 3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的团结，是自治旗发展进

步的根本保证。 ．?

逝去的岁月，凝聚着党的恩泽和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硕果满枝，令人欣慰；未来的

征程，挑战与机遇同在，希望与困难并存，催人奋进!我们清醒地看到，自治旗建旗40年

来无疑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雄厚的

自然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坚实的经济优势，诸多资源还沉睡于地下，综合开发利用的前

景尤为广阔。我们决心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指引R率领全旗各族人民，高高扬起

改革开放的时代风帆，沿着“团结、进步、文明、富裕’’的航标，排除万难，乘风破浪，高歌猛

进，勇往直前!让自治旗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在祖国“四化一建设和呼伦贝尔

盟试验区建设中，大放异彩!

欣逢盛世，盛世修志。《鄂伦春自治旗志》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有益当代，功在千秋

的系统工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知来，兴利除弊。随着时间的推移，《鄂伦春自治旗

志》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功能，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资治、教化、

存史一的作用。为此，我们谨代表旗委、旗政府，向所有为《旗志》编纂与出版做出贡献的同

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委员会书记舍勒巴图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旗长赛 革



凡 倒

凡 例

一、《鄂伦春自治旗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

本旗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体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力争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记述上限不限，一般起于建旗之时，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大

体迄于1988年末，个别内容有所延伸，直至搁笔之日。

三、本志记述的内容，以自治旗直辖的各项事业为主，对驻旗单位以及黑龙江省代管

的地区，依据其行业类别，在有关卷中略记其概况。

四、本志采用小篇平列体，以卷设志，略有归并。全书除卷首的序、凡例、概述和卷末

的附录不列卷序外，其设38卷、169章、420节。节以下的目，当设则设，不求一律。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一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行

文为记叙体、语体文。
。

六、本志为在自治旗建设与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和有广泛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立

+人物传略，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为革命烈士列表；为获得区(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列表；为已故干部、离休干部列名录。 ．·‘

-k、对建旗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卷记述，散见于大

事记及有关卷内。。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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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领导人员更迭表，记至县团级正副职。

九、“艺文’’中选录的作品，除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的故事、传说外，为著名人士、作家

写本旗或在本旗的题词；列表作品为获区(省)以上奖励或在区(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包

括展出、演出)的作品。

十、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以旗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的，用业务部门数据。

十一、需要注释的名词，一律采用页下注。

十二、本志所用参考资料，均不随文注明出处，在卷末载有本志《参阅文献要目》备

查。

十三、为了行文的方便，本志将内蒙古自治区简称为“自治区"或“区修，将呼伦贝尔盟

简称为“呼盟”或“盟"，将鄂伦春自治旗简称为“自治旗"或“本旗’’、“全旗"。

．。霭灞■懑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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