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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61年8月．国家主席刘吵

奇到呼盟牧区视察I作。

1964年8月，朱德委员长、董

必武副主席在呼盟牧区视察I

作。

1 962年7月，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

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在

呼盟谢尔塔拉种牛场视

察。

1 990年9月，江泽

民总书记在呼盟鄂温克

旗与牧民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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