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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南区志》是本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的付梓出版，无疑是海南

区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祝贺。

海南区建区于1980年。它久远的过去虽然在史书中缺乏明确具体的记

载，但从雀儿沟和哈荣贵沟悬崖峭壁上的岩画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

里就曾留下过先人们活动的足迹。秦长城，汉墓地、明代烽火台以及清代拉僧

庙宏伟建筑的存在也说明，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曾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

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繁衍生息。

海南区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35．7亿吨，占乌海地区

煤炭总储量的80％o然而，在1949年之前，这里仅有为数有限的几家私营窑

主从事零星的挖煤炼焦活动。新中国的成立为这块沉寂的土地注入了发展的

活力。在海南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始于1958年的大规模开发建

设，从那时起，海南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o 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里的工业经济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在徘徊挫折中艰难地发展o 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海南人抓住

机遇，大胆改革，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高载能工业，迎来了又一个经济建设

突飞猛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新时期。昔日的荒原，如今已建设成一座充满

勃勃生机的新兴工业城区。

以史为鉴，可以知盛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责任将海南地区的

历史，特别是建国初期第一代创业者开发建设海南的艰苦历程，改革开放所带

来的巨大变化，五十多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真实、全面、系统

地记载下来，尤其要把海南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与时

俱进的精神和丰功伟绩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垂范后世。

盛世修志。弘扬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海南区志》的编纂

工作于2002年7月始，从资料搜集到编纂成书，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如此短

暂紧迫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庞大系统的工程，实非易事。其间，参与编纂工作

的所有人员克服时间紧、人手少、搜集资料难度大的困难，通力协作，几经反



复，数易其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体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和

智慧。编纂过程中，全体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地反映海南自然、社

会、经济百业的历史和现状，并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澄清了一些

重大的历史事件，彰显了海南在乌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o

《海南区志》展示了海南的历史全貌，具有真实性、资料性、可读性，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把握区情特点，对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它既是帮助海南区各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

律、进行科学决策的区情书，也是教育全区人民发奋图强，热爱海南，建设海南

的好教材。

志书所载，是一个不变永恒的过去；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未

来。在今后海南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同在，挫折与发展共存。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任务，还有赖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有赖于

用海南区的历史鼓舞和鞭策自己，不断进取，再创辉煌。只有这样，才能无愧

于历史，无愧于先贤的厚望，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志成之际，我们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感谢全体编纂

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编著；感谢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

帮助和悉心指导。

中共海南区委书记

海南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3年12月27日

庭一笏矽

以彩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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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海南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海南区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记述中注重突

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二、本志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表随文出，彩色照片集

中于最前面。坚持事以类从，横排竖写；采用篇、章、节、目体例结构，全书设

20篇。概述、大事记置前，附录殿后，均不列入篇章序例o

三、本志为通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据实追溯，下限为2000年底，

部分篇章下延至2002年底o

四、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其它

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的记叙之中。

五、机构的称谓均采用当时的名称。地名一般用今名，用历史地名时括注

今名，凡涉及海南区境内的地名，均以乌海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规范记述。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帝王年号和民国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志中某某年代，均为20世纪

的某某年代。

七、人物简介，仅收录对海南区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和起过重要作用的人

物；人物名表收录的劳动模范、其它荣誉称号获得者原则上以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人民政府及国家部委以上的表彰为限，根据具体情况，收录了受内蒙古自

治区工会、团委、妇联、公安厅、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的表彰者；技术人员仅收

录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获得者。

八、入志资料，大部分由海南区各委、办、局及有关行政、企事业单位提供。

部分使用乌海市档案资料及《乌海市志》资料。

九、1959年9月1日桌子山矿区党政机构由拉僧庙迁往海勃湾之后至

1976年1月10日拉僧庙办事处成立之前，其间部分内容涉及当时海勃湾地

区的工作。

十、数字的表述，以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

合下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数据一般为海南区统计

局所提供，缺项采用相关部门的数据。度量单位，一般以国家标准计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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