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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欣逢盛世，盛世修志。

值此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兴安盟志》付梓问世了，

这是兴安盟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我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百余万言的巨著，记兴衰，述得失，纵贯

古今，详今略古，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兴安盟的自然地理、经

济形态、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历史与

现状，客观地反映了兴安盟的全貌，是兴安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励精图治，共同创造历史、创造文明的真实写

照。

兴安盟幅员辽阔，有着较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地处大兴安岭南

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东与吉林、黑龙江两省接壤，南、北、

西分别与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毗邻，西北与蒙古国有

126．084公里的国境线，总面积近6万平方公里。白阿铁路(白城至

阿尔山)横贯全境。111和302国道是兴安盟连接祖国各地的交通动

脉。乌兰浩特——北京——呼和浩特民用航线缩短了兴安盟与开放

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兴安盟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之内，占据与

国际市场接轨的地理优势，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划建设的第四条

欧亚大陆桥的纽带，是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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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美丽富饶，有着肥沃的土地，广裹的草原，浩瀚的林海，

丰富的水资源。发展农、牧、林、渔业和多种经营前景广阔。．地下蕴

藏的三十多种矿产资源，正在探明和开采。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一

望无垠的科尔沁草原，繁衍珍禽异兽的草原湿地自然保护区，驰名中

外的阿尔山神泉圣水，风景如画的天池，碧波荡漾的杜鹃湖，奇姿纷

呈的石塘林，天然雕饰的玫瑰峰⋯⋯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条件。

兴安盟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繁衍生息的地方。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勤

劳淳朴的蒙汉各族人民平等相处，携手并肩，齐心开发兴安盟，共同

建设兴安盟，二十二个民族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兄弟。

兴安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兴安盟人民富有革命斗争精神，长

期以来，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

泣的诗篇。这里曾爆发反抗王公贵族残酷压迫的牧民大起义；这里曾

发生过震惊中外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村事件”；这里曾深

深印下乌兰夫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战斗足迹，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

治区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这里诞生，从此，兴安盟开始了历史

的新纪元!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蒋搿仁、潘祖胜等先烈在这里

英勇献身。解放战争时期，兴安各族青年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在举

世闻名的辽沈战役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

绩。

星移斗转，沧桑巨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兴安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一百六十万兴安各族儿女意

气风发，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一代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人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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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成长。全盟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

的喜人局面。

兴安盟的昨天是光荣的，今天是火热的，它的明天将会更加辉煌

灿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扬起改革的风帆，兴安各族人民将以

崭新的姿态和矫健的步伐，昂首阔步跨入新世纪，谱写历史的新篇

章。 ．

前事不忘，后事之!J1i。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

人，使后来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是这部著述的初衷和主旨。

《兴安盟志》坚持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秉笔直书，

精心著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兴安盟的地方民族特色，堪称兴安

盟的百科全书和信息宝库，是对全盟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

奋斗教育的好教材。

编纂《兴安盟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党委领导、政府

主持、专家修志”的具体体现，是全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

盟地方志办公室的全体编纂人员几度寒暑，埋头笔耕，数易其稿，终

于众手成志。在《兴安盟志》编纂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

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给予了热情关心和指导，全盟各旗县市、盟直

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密切配合，有关领导和同志们为本志书。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志成之际，我们代表盟委、盟行署向所有

为本志书的编纂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共兴安盟委书记

兴安盟行政公署盟长

到野
丕尉．豇遗

1997年5月1日

7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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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兴安盟志》付

梓问世了。这是我盟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兴安盟山川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千百年来，

敦厚善良、勤劳朴实的兴安各族人民，在征服自然、改革社会和追求

光明的历史进程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前赴后继，用智慧和汗水，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激励后人的不朽篇章。1 947年5月1日，全国

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就在这里诞生。从此，兴安

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

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兴安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开拓前进，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El上。对此，本志概予直书实录。

《兴安盟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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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较系统地记载了我盟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反映了事业的盛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存往事之真

容，求发展之轨迹，成为一方之全史，以便今人后代鉴古察今，兴利

除弊，励精图治，建设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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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工程浩繁。在编修盟志的过程中，盟委、盟行署切实

加强了领导，有关负责同志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发动各行各业写专业

稿，提供资料数据。编纂人员寒暑易节，昼夜伏案，多方奔波，广征

博采，精心编撰。方方墨染小字，洋洋百余万言，乃数百人心血之结

晶，其苦心劳作当与本书共荣。在本书编修工作中，还得到了自治区

以及兄弟盟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热心指导，各方专家、学者、同仁也给

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由于史料残

缺，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瑕疵难免，恳请读者

指正。 j

我们这代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

地上，披荆斩棘，千秋生息。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同心同德，振兴兴安，

创造更加灿烂的业绩，无愧前人，造福子孙。

兴安盟行政公署副盟长 ，，，

《兴安盟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刈

1997年5月1日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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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Sz．、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兴安盟的

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体裁，

以志为主体，附之以图表。设编、章、节、目4个层次。有

“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农业’’、“畜牧业’’、“林

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

“商业”、“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综合管理”、“党派群

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劳动人事”、“民政’’、“军

事”、“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情”、“人

物’’等共26编、1 28章、464节。层次、结构的安排以事物的

社会属性分类，不受隶属关系的约束。专志之前设有“概述’’、

“大事记’’，均不列为编。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重在如实记述，述而不论。

“概述’’叙议结合，概要地介绍兴安盟的历史与现状。

四、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为1 995年末。

五、本志原则上不记述1954年4月30日至1 980年7月

25日兴安盟建制撤销期间的26年史实。但在内容无法割断

々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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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则简要记述。“大事记”中记述这26年中各旗县市发

生的重大事件。

六、志中“解放后"系指1 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

府成立以后。

七、对于历次政治运动，本志不做集中记述，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编章。

八、“大事记”记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九、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不

立传。

十、为节省文字，便于阅读，对“科尔沁右翼前旗"、“科

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后旗"除首次出现写全称外，一

律简称“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科右后旗’’。

十一、志中政区名称和地名均系当时称呼，与现今名称不

同的括注今名。

十二、志中数字用法，按国家语文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

局等7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执行。清代及以前的纪年用历史纪年，后面括号内数字为公元

纪年。

十三、资料大部分采用盟统计局的数据，少部分统计局空

缺的，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的

史料。极少数口碑资料为经考证后载入，为节省篇幅不注明出

处。各类经济指标除注明的外，1970年及以前按1957年不变

fir、1971～1980年按1970年不变价、1981～1990年按1980

年不变价、1991～1 995年按1 990年不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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