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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人民政府的决定，再次编修地方志。历时13个春秋编纂成社会主义时期第一

部新县志——《乌苏县志》，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喜事。

乌苏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疆腹地，南枕天山，北控平原，自古以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古人称此为“玉陲扼要之地”，“雄关屹屹，东控北庭；重镇峨峨，西

连伊水”，为兵家之“要枢”和“冲路”。县域内有鄂垒扎拉图、固尔图、车排子等古

战场。唐朝在县域设有叶河、黑水、东林、西林4个守提，派兵驻防；清代在这里设

置7个军台，驻军防守西北边陲，乾隆年问，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曾在此设帐总理

军务，光绪时，伊犁将军金顺也曾驻帐于此；民国时期，伊(犁)、阿(勒泰)、塔

(城)三区革命军在这里设置中线指挥部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争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临这里选址派驻军队。70年

代，当前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觊觎觑边之际，中央军委将北疆军区设驻此

地，使其掌管祖国西北大门之铃键。时至今日，鸟苏仍是北疆的军事重镇之一。

物换星移几度秋。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

期。乌苏县有着发展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乌苏地处新疆北疆地区乌鲁

木齐一奎屯经济发展带的独(山子)一奎(屯)一乌(苏)三角区；乌苏物华天宝，

地广、土肥、资源富；国道312线乌鲁木齐一伊犁段和贯通祖国内地与欧洲的第

二条亚欧大路桥的乌鲁木齐一阿拉山口段铁路穿境而过，独(山子)一库(车)、

独(山子)一克(拉玛依)公路也在南境对接，为乌苏创造了十分便利的交通条

①白玉玺：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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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天造地设的地缘、交通、资源三大优势，为乌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乌苏的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与进步：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4 166．49万元，比1949年增长

27倍多；粮食总产108 070吨，比1949年增长12．5倍；油料总产6 328一／t,，比

1949年增长17．8倍；棉花总产7 176吨，是1949年的1．44万倍!

地方志是记述一地自然与历史的资料性科学著述，是一地地情之总览。新

编《乌苏县志》对乌苏县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和反

映，资料翔实可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明显，是运筹谋划乌苏经济与社会发展

进步的“资政之书’’、“辅治之书"，也是对乌苏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民族团结、热爱

家乡、振兴乌苏、发展乌苏的一部极好的乡土教材。

前人曾赋诗云：“北路风物美，乌苏更可嘉。”我祝愿乌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乘长风，破巨浪，策马扬鞭，团结奋斗，创

造更加璀灿夺目、光彩照人的明天!

在新编《乌苏县志》即将杀青、付梓刊印出版之，示，主编廖基衡同志邀我为

之作序，我自感才疏学浅，拙笔难为。但老友盛情难却，遂写了上面几句话，以为

之序。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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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诸葛计①

由于新疆志友的谬荐及乌苏市史志办主编廖基衡先生的错爱，其史志办将

皇皇百余万言的《乌苏县志》稿寄来，嘱为之序。奉读钧旨，聆其电令，不胜惶恐。

“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序"之警告曾有所闻。小子何人，也敢冒此不韪?然廖君以

“边远民族地区修成一志，不啻搬掉一座大山”相恳驱，又可奈何?

近年来在El常工作中，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较少修志地区

所编的新志书出版，笔者常怀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渴求。即使不能细读、通读，稍

作浏览也是好的。因为这些地区的历史特点、民族特点、民情风俗特点、自然环

境特点和资源特点，往往都十分鲜明、突出。为了反映这些特点，志书在篇目、体

例及表现手法上又往往时有创新。每读其书，总能让人见到新的景观，了解到新

的情况，获得新的知识，得到新的享受。古人所谓的“烛游”、“卧游”、“书海之

游”，其乐莫不尽现于斯。

乌苏，其名过去虽有耳闻，其地于我则属生疏。志稿之首虽有“乌苏县行政

区划图”，但由于图中未标明其在新疆的位置，故为了弄清乌苏之所在方位，不

得不借助于全国地图的新疆幅。当我于地形图中那片被深浅不等的褐黄色所包

围的绿色翡翠里找到她时，一种亲切之感便油然而生。真不啻久久跋涉于沙漠

之中而偶遇清泉。展读《乌苏县志》稿，更是如所期望，又一次获得阅读新志书时

所特有的那种享受。它时而令我击案称是，时而又令我泪眼模糊，有时甚至热泪

盈眶。读完志稿，觉其惠人益世者多多，然不能尽述，今谨择印象尤深者两点以

言之。

一是经世致用，可为推动地方发展的行政决策服务。

经世致用是我国文化著述中的一项优良的传统。章学诚也曾强调，“夫修志

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毫无疑问，编纂社会主义新志书，也要继承和发

扬这一优良的传统，树立修志为用的目标。修志者，尤其是志书的主编者，这种

意识的明暗强弱，直接关系到志书功用的大小，以至影响到志书质量的高下。志

书的可用性是有层次之别的。有的注意展现某些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可

①诸葛计：系《中国地方志》主编。

／1舌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为

出

人

编

及

乌

申

让

作

层廖该但鹅了已不品的心政



社

述这两

的共识

是很多

了精神

该编将

间互助

是饱噙

情的实

育作用。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本志历十三载始克完成，殊非易事。如廖基衡主编所言，“比起内地的同行

来，我们修志又多了两重困难：一是此地文化落后，档案难找，搜集修志资料有

如大海捞针；二是人才难得，基层单位修志人员如凤毛麟角。这套稿子从头至

尾，基本上是办公室几个人啃下来的。”

阅其信，读其书，受其感而为此短文，聊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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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马克效哈吾坎·沙哈提别克①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新编《鸟苏县志》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

的盛事，也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她的问世，了却全市人民以及

旅外乌苏籍人士的一桩宿念。

鸟苏县具有修志传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乡土志》面世，民国6年(1917年)，县知事邓缵先修蒇《乌苏县志》。两本志书保

留了乌苏的许多宝贵史料，为我们了解昨天的乌苏提供了珍贵的典籍。但是，囿

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两本志书又存在许多不足：重人文而轻经济，资料简约，门

类残缺，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乌苏的历史。迄今，修志中断80年，而正是在这

80年中，乌苏经历了历史的大跨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余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鸟苏经历了历史性巨变，这段历史亟应及时、全面、真

实地载入史册。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盛世修志，1983年自治区党委和人

民政府就开展编纂地方志做出部署，1984年塔城地委、行署制订了编纂地方志

的规划，1985年2月中共乌苏县委、县人民政府做出决定，纂修第一部社会主义

新编《乌苏县志》，修志传统得以在乌苏赓续。

新编《乌苏县志》是乌苏至今规模最大的文化著述工程，直接参与其事者近

400人，历经13个寒暑方告成功。《乌苏县志》从指导思想到内容体例符合社会

主义新方志的基本要求，并力求创新。全志广及百科，纵贯古今，横排门类，将鸟

苏的方方面面融为一体，反映了乌苏的发展过程，有比较浓厚的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为乌苏市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

料。

鸟苏是我们的家乡，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乌苏工作，忧于斯，乐于斯。多

年来，我们总想把乌苏的事情办好，将乌苏建设好。要建设好乌苏，便要研究乌

苏，认识鸟苏，不仅要了解她的过去，更要了解她的现状。新编《乌苏县志》的出

版，为我们认识市情，探索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了一套“百科全书"。她的出版，也

为各方人士认识乌苏、了解乌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Q马克效：系第二任乌苏市委书记；哈吾坎·沙哈提别克：原系乌苏县县长、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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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乌苏县志》记述的时间跨距达二千多年，凡重大事件均力求收录，它

将为保存史料、推动生产、治理政务、繁荣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编《乌苏县志》的纂成，是乌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各

方专家、学者的热心指教，兄弟县(市)修志同仁支持的结果。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市史志办的同志，在主编带领下，不避艰辛，筚路蓝缕，寒灯冷凳一坐十年，

甘于淡泊，呕心沥血，笔耕不止，方成此大业，其中甘苦及他们的奉献精神，局外

人是难以尽知的。在此，我们谨向为这部志书的编纂与出版付出辛劳及给予帮

助的所有同志、所有单位致以诚挚的谢忱。是为序。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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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总则 本志编纂，以为乌苏市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科学研究保存地方史料为宗旨。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忠于历史事实，不掩盖真相，又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倾

向，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作到求实存真。对建国后史事的记述，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

准绳。

二、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概述：勾铉提要，综叙县情，

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按时序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境内

有资料可考的大事、要事。分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务求突出地方特点、专业

特点和时代特点。人物传：荟萃县内古今影响较大的各界人物，生不入传，以正

面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惟记其实，不加评论，不分类别，以卒年为序。人才简

介：择凡具一业一德典型卓著者记述，无分谢世与健在；一般在世人物确有"-J'i5

者则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编内。烈士，县民政局已有专册，为节省篇幅，不再植入

本志。丛录：辑录部分重要文存及杂记等，拾遗补缺，详正志之略，补正志之缺。

三、结构 本志以编、章、节、目4级层次为主结构，共设34编167章604

节，概述、大事记置前，丛录殿后。

四、断限 本志贯古通今，疏通历史，上限不定，依事物发端及掌握的资料

而定，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史事延至下限后方告结束者，则终记其事。1991～

1996年的重要史料辑入《丛录》。

五、记时 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通用的纪年，并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用汉字书写的月、日为农历，用阿拉伯

书写的为公历。年代前未标明世纪者即为20世纪。

六、称谓 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和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第一次出现时

使用全称，其余用简称，“兵团"系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中国成立前(后)"系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自治区"系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州”系

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名、官职等称谓用当时名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加注

今名，行文中“县委”指中共乌苏县委员会，“政府”指乌苏县人民政府。

七、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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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的计量单位视情而定，不作统一规定。货币除人民币外，标明货币名称，

1953年3月1日前的人民币括注旧人民币。 ．

八、其他 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塔城地区、鸟苏市档案馆和各乡、镇、场、县内各单位有关图书、报刊以及采

访所得的口碑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不注出处，有待旁证或诸说并存的注明出

处。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以县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阙如的采用主管部

门数据。入志人名、地名、书名及古籍中资料，一般用简化字或选用字。可能引起

误解的，保留原繁体或异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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