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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说明

《中国共产党尼勒克县历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

事记》)是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关于

编纂中共新疆各级地方党的历史大事记的统一部署，在

中共尼勒克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

领导和支持下编纂成书的。从1991年5月完成初稿

后，至今五易其稿，终于成著。
’’

尼勒克县(原称巩哈县)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

斗争传统o 1944年8月，三区革命的烽火首先在尼勒

克乌拉斯台点燃o 1949年8月，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

群来尼勒克县传达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筹备和平

解放尼勒克事宜，给尼勒克各族人民带来了党的雨露阳

光o．解放40多年来，尼勒克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有了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届三

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尼勒克的山山水

水，尼勒克各族人民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

下，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山区小县的面

貌日新月异o

’《大事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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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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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在政治、经济、军事、丈化、科技、社会等．．

方面作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录；重

历史，重事实，真实准确o”本书可以作为广大干部群众

及党史工作者学习和研究中共尼勒克县党史时，查阅资

料的参考书o ．

《大事记》按通例分四个历史时期记述，真实记录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尼勒克县的发展梗概。其编写

体例如下：

一、编纂内容：建国后涉及尼勒克县党组织的活动，

组织机构的重大调整，行政区划的变动，重大政治运动

在本县的反映，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会议，重大科研

项目和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重点建设，突出的新人、新

事、新风尚、新成就及涉外事件等。

二、编纂体例及方法：以编年体为主，以时间为主

线，按发展顺序记述。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连续性事件，

适当集中采用纪事本末体，力求前后照应。

三、时限：《大事记》上限于1949年10月，下限至 一

1992年12月。

四、所列单位名称：一律采用历史称谓，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

五、人物：只收录副县级以上的领导人任职条目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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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单位领导人采用以事系人方法托出，下延到副科

级。

六、资料来源：各级档案馆、组织部、统计局、各有关

单位、《伊犁日报》、<新疆日报》等；走访、信访所搜集的

I：1碑资料经过筛选、考证后录用，或作为补充资料、背景

资料选用o
。

七、在计量单位上，为了尊重历史档案资料，有些地

方仍沿用“斤”、“亩”等旧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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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949年．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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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巩哈县进入历

史新时期。原三区革命时期县政府领导人帕提赫·木斯

里莫夫(塔塔尔族)留任县长，阿不都热衣木(维吾尔族)

任副县长，木哈买提江(哈萨克族)任巩哈县人民法院院

长二三区革命时期的尼勒克县邮电局、文教科、公安局

改称巩哈县邮电局、巩哈县文教科、巩哈县公安局。

是年全县总人口41205人。县政府下设工作部

门12个。当年粮食播种13．76万亩，总产1471．3万

斤。油料播种0．58万亩，总产53万斤o
+‘

年末牲畜存栏22．89万头(只)，人均占有5．56头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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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连长孟春才、指导员田

自来率145名指战员进驻巩哈县。进驻后，相继开展了

整编民族军、建政、安民、清匪等工作。

同月巩哈县驻军成立党支部、团支部。田自来任

党支部书记、孟春才任组织委员，副连长李树英任宣传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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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共有党员12人，团支部共

有团员37名o

4月伊犁地区派出赵忠国为组长，木尔扎(哈萨

克族)、艾力木江为组员的三人工作组进驻巩哈县，配合

驻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开展民族工作

和统一战线工作。．

5月 巩哈县贸易公司成立。张帮勇任经理。

7月1日 巩哈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

年大会。驻军部队的党员、团员参加了大会，机关干部、

职工列席了大会。巩哈县工作组组长赵忠国在会上作

题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照耀巩哈县各族

人民前进的灯塔》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号召全县人民

“同心同德，搞好生产，坚定不移地跟党走”o

8月4日 巩哈县驻军党支部报上级党委批准后，

吸收阿合买提江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成为巩哈县第

一个人党的中共党员。阿在入党前曾是伊犁地区干部

培训班培养的积极分子o

9月17日 巩哈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

命活动的指示》，公开审判23名恶霸牧主和土匪。
是年全县总人口41741人。

当年粮食播种12．09万亩，油料播种0．62万亩。

年末牲畜存栏25．59万头(只)，人均占有5．65头
，

(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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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1951年

’3月26日---30日 巩哈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决定将巩哈县解放委员会改

为巩哈县政府，同时决定废除千户长、百户长、五十户长

建制，建立4区23乡；建立青年团、工会、农会、妇女联

合会等群众组织。会议决定废除宗教法庭，尊重民族宗

教信仰自由，禁止宗教干涉司法，加强清匪反霸、安定社

会秩序等工作。大会将原巩哈县的12个工作部门调整

为10个工作部门。’大会选举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为

县长，木哈买提江(哈萨克族)为副县长o‘
’

。。4月‘伊犁地委派李耀峰：路长林、舒林、阿拉依

丁、申桂林等5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巩哈县，协助巩哈县

政府开展建党、抗美援朝、清匪反霸等工作o

同月巩哈县地方党支部成立。-李耀峰任书记，路

长林任组织委员，阿拉依丁(族别不详)任宣传委员。时

有中共党员5人o ，
．

’

’

5月1日 巩哈县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工人、机关职工干部参加了大会。巩哈县党支部书记李

耀峰在会上作题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

积极完成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迎接巩哈县县委成立》的

报告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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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阜

5月15日 伊犁地委任命杨景尧为中共巩哈县委

员会筹备党组书记，副书记李耀峰，刘德厚、努库索夫

(哈萨克族)等为筹备党组成员(共7人，编者注)，负责

筹建巩哈县委员会o

5月25日 巩哈县召开宗教人士座谈会。巩哈县

党支部书记、巩哈县委筹备党组副书记李耀峰在会上作

题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废除宗教法庭，禁止

宗教干涉司法》的报告。李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党的政

策是尊重民族宗教自由，允许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

仰，但一切司法权利归政府。他号召全县宗教人士做执

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一心一意跟党走o

5月 巩哈县驻军换防。伊犁军分区6军17师通

讯团骑兵连连长李精华，指导员刘德厚率指战员147名

进驻巩哈县。同时成立驻军党支部。刘德厚任书记，张

宗堂任副书记，何少易任支部委员。驻军部队协同巩哈

县党支部开展社会治安、清匪等工作。驻军部队共有党

员23人，团员11人o

6月2日 巩哈县成立镇压反革命领导小组。组

长李耀峰，副组长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孜牙依丁(维

吾尔族)o ．

’

’

6月3日 巩哈县召开“镇压反革命”动员大会。

大会号召全县人民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肃清

反革命分子。这次“镇反”运动历时一年，于翌年6月结

束，先后4次逮捕反革命分子136人。这次运动震慑了

敌人，稳定了社会秩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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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6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40团、41团奉新疆军

区司令部命令屯垦戍边，在巩哈县则库建立农四师独立

二营牧场o． ，，

7月1日 巩哈县县委成立大会在县城召开，全体

党员、领导干部、驻军指战员参加了大会，巩哈县县委筹

备党组书记杨景尧在会上宣读了新疆分局关于成立巩

哈县县委的批示，同时宣读了伊犁地委关于巩哈县县委

领导人和委员的任命通知，李耀峰被任命为巩哈县县委

第一任书记，何少易、田自来、木尔扎(哈萨克族)、刘德

厚等被任命为巩哈县县委委员o ．

．7月15日 巩哈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个机关

团支部成立。书记李树英。共有团员5人o

7月 巩哈县县委成立组织部和秘书室。刘德厚

任巩哈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何少易任副部长(兼管宣传

工作，编者注)，田自来任县委秘书(兼管统战工作)o

同月’巩哈县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o”

10月 巩哈县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人民响应

毛主席“增加生产，励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号召。全县人民掀起一个“增产节约、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高潮。这个运动持续11个月，至翌年9月结

束，全县共捐钱物价值9万余元o 。

是年巩哈县供销合作联社成立o
。

当年全县总人口41741人。县委下辖党支部1个，

下设工作部门2个。县政府内设10个工作部门，下辖
·7‘



1952年

4个区23乡o
”

，

当年粮食播种面积12．09万亩，油料播种面积1．

22万亩，年末牲畜存栏24．42万头(只)，全县人均占有

5．76头(只)o
”

1952年

‘一 1月14日～7月15日 巩哈县县委成立“三反”领

导小组。组长李耀峰，副组长阿合买提江。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

容的“三反”运动在全县展开。这个运动持续7个月，于

当年7月6日结束o

2月 全县各区乡相继建立新民主义青年团、农

会、妇联基层组织o 。

5月13日 巩哈县第一次各族各界妇女代表大会

在县城召开。县委书记李耀峰到会并致贺词。会上，赛

依提贝贝作了题为《巩哈县妇女联合会筹备经过和妇联

工作计划》报告，巴合提汗·乌拉列汗宣读了题为《巩哈

县妇女联合会章程草案》o大会选举产生了巩哈县第一

届妇女联合会领导人。主任赛依提贝贝(女，哈萨克

族)，副主任巴合提汗·乌拉列汗(女，哈萨克族)o ·‘

5月中旬 巩哈县第一区委会成立。区委书记王

安亭。一区辖区东至吉仁台，南至喀什河，西至阿克西，

北至科古尔琴山。区委会驻阔纳巴扎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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