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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修志工作是一项回顾过去，认识现实，展望未来的重

大事业，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工程。 今天，锡盟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人员，投入大量的人、财、物，秉承"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居今而知古，继往而开来"的传统，在资料不全、 时间跨度较大的不利条件

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部凝聚锡盟工业系统历届领导和干部职工心血的

历史文献一一《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 它的编篡出版不仅为锡林郭勒盟方志

的序列增加了一部重要的专志，也为锡盟工业的发展集结了一笔精神财富 。 地

方事业有志犹如国之有史，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它

将为锡盟工业的未来发展发挥"存史、 资政、教化"功能，也是给锡盟史志界留下

的珍贵文化遗产 。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锡林郭勒盟工业的发展历程，

较全面地展示了全盟工业的成就，真实记录了全盟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以

产及广大职工的辉煌业绩，详尽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反

映了全盟工业战线艰苦创业的生动实践。 既是全盟工业发展的真实记录，具有

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专业性、思想性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具体阐述工业发

展的历史佐证。 全书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在广泛搜集资料、大量查阅

档案的基础上，反复考证，秉笔直书，有真实客观的记载，也有科学理性的分析，

内容纵横拌闺，纵的以时间为序，记述了工业的渊源和发展历程，横则围绕机

构 、工业发展概况、采矿业、制造业、 电热生产 、综合管理等方面展开笔墨，精辟

分析了工业的艰巨性，充分论证了工业在全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这

对于正确了解全盟工业发展的昨天，客观认识全盟工业建设的今天，展望全盟

工业发展的明天，开创全盟工业战线美好未来，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的编篡出版，是全体编篡人员站在"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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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一部力作，是众多编慕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凝聚着他们的智慧，渗透着他

们的心血和汗水。 编寨人员从浩繁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止存史，

苦心磨碗，严格把关，精心编笨，笔耕不辍。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大部头

的志书，是全盟工业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 它是一部可供史志界研究

锡林郭勒盟工业发展的权威工具书;是一部可供全盟工业系统各级领导科学决

策的"资政"之书 。 翻开此书，可以看到锡林郭勒几代工业战线工作者对事业的

执着追求，可以听到他们勇往直前的脚步声 。

锡林郭勒工业的历史值得我们去了解和铭记，锡林郭勒工业战线艰苦创业

的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发扬，锡林郭勒工业的未来要靠我们去把握和创新。

展望未来，锡盟工业的发展前程似锦，任重道远。 我们要始终注重"察前世之兴

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史为鉴，承前启后。 把志书中宝贵的历史经验应用到工

作的实践中，增强今后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科学性。 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开拓创新，为

锡林郭勒工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是为序 。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副盟长 息 b 吉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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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是全面记述锡盟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资料

性著述。 记述范围， 1958 年 10 月锡察盟合并前的地域范围是锡盟、察盟行政区

划地域范围 ;1958 年 10 月锡察盟合并后是锡盟行政区划地域范围 。 凡在其所

辖地域内从事工业生产的活动均属应记述范围 。

二 、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系列讲话为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按照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突出地区特点 、 民族特点和业务特点。

三 、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坚持纵贯古今、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根

据"以类系事 、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直，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四 、《锡林郭勒盟志·工业志》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采用横排竖写的体例进行记述，横陈

v 门类，纵述始末，述而不论，不加褒贬。 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原则上按章、节 、 目的

层次编写 。

五 、纪年、文体、用字、图表、计量单位、数字 、符号及标点等均按照《 内蒙古

自治区地方志行文规则H 内志委发 [ 2013J 3 号)和《锡林郭勒盟志书行文规则 》

(锡署办发[2010 ]140 号文件)执行。

六 、所引文件名称一般不记发文字号，重要引文及难以记入正文的重要内

容，采用附录的方式处理。

七 、所用资料，来自历史档案资料、锡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人

口普查资料和锡林郭勒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锡盟档案馆现存档案资料。

八、记述中尽量使用全称。 第一次使用全称时已括注简称的，以后直接使

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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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卒年先后为序;简介记载历任正处

以上人员;名录记载盟级以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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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1 

概述

锡林郭勒盟(简称锡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首都北京的正北方，北纬

42 0 32' - 46
0

41 ' ，东经 111 0 59' - 120 0 00' 。 西与乌兰察布市交界，南与河北省毗

邻，东与赤峰市 、通辽市、兴安盟相连，北与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 1098 公里。 东

西长约 700 多公里，南北宽约 500 多公里，总面积 20.3 万平方公里。

盟内以高平原为主体，兼有多种地貌单元，地势南高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

斜。 西部和北部地形平坦，东南部多低山丘陵，盆地错落其间，北部多为广阔的

高原草原。 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峰是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境内的古如格苏

乌拉峰，海拔 1957 米。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锡盟中部，属半固定沙漠，面积 2.35

万平方公里。

锡林郭勒草原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的内蒙古草原的主要天然草场，是华北

t 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草原牧区。 境内有全国唯一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国际生物圈监测体系的锡林郭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

草原总面积 19.2 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 97 .8% 。 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占草原面积的 90% 。 锡林郭勒草原分为五大类，即草甸草原(主

要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是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地段，面积 3590 万亩，占

全盟草原面积的 17 % ，优良牧草占草群 50% ，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典型草原(主

要分布于中部地区，是锡林郭勒草原的主体，面积 13400 万亩，占全盟草原总面

积的 63% ，地表水比较丰富，牧草质量好，优良牧草占 50 - 60%) 、荒漠草原(位

于西部地区，面积 4243 万亩，占全盟草场总面积的 20% 。 荒漠草原是草原植被

中旱生的类型，适宜饲养羊和骆驼)、沙地植被(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中南部地区。

沙生系列为沙地植被的主体，伴有大量榆、柳、桦等灌木、半灌木林。 面积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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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占全盟草原总面积的 12.16%)和其它草地类。

锡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 由于地处华北板块和西伯利亚

板块交汇地带，地质成矿和贮存条件好，矿产资源十分富集，且具有种类多、分

布广、储量大的特点，已发现矿种 80 余种，探明储量的 30 余种，发现各类矿产地

570 多处，如:锚的储量占国内可开采含量的 70% ， 占世界总储量的三分之一 ;铅

矿储量居全国第二。 锡盟最大、最有竞争力的资源是煤炭。 煤炭资源探明加预

测储量超过 2600 亿吨，探明储量 1448 亿吨，探明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区比重近

1/2 ，褐煤资源总量占全国的 1 /3 ，居全国第一位。 其中 10 亿吨以上煤田 26 处，

胜利、白音华、额和宝力格、高力罕、五间房等 5 处煤田超百亿吨。 锡盟非金属矿 1" . 

埋藏广泛，储量可观，主要有碱、盐、云母、萤石、玛喝、石膏等。 查干津尔碱矿储

量 6238.2 万吨，居全国之首。 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津尔(汉语意为母亲湖)所产大

青盐，已有近千年开采历史。 锡盟境内石油埋藏分布较广，二连盆地油田穿越

锡盟 10 个旗市，总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探明储量 1 亿吨，远景储量 10 亿吨。 华

北石油二连油田采油连续 10 年稳产在 100 万吨以上。

盟内主要河流有 20 条，分为三大水系，分别是正蓝旗、多伦县境内的深河水

系，中部的呼尔查干掉尔水系，东北部的乌拉盖水系。 乌拉盖河是境内最长的

河流，全长 548 公里，发源于东乌珠穆沁旗的宝格达山，由东向西注入乌拉盖湖。

锡林河发源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注入查干津尔。 盟内大小湖泊 470 余个，总面

积约 500 平方公里。 锡盟是水资源匮乏地区，全盟可供工业用水 2.26 亿立方

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水资源需求持续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

锡盟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人们形容这里是 : 春季多风

易干旱，夏季温凉雨不均，秋季凉爽霜雪早，冬季漫长冰雪茫。 大部分地区年平

均气温在 0~ 3"C之间，北部中蒙边境地区和锡林浩特灰腾梁一带年平均气温

。℃以下， 1 月平均气温 17"C以下，北部多在一 20"C ，局部地区- 40"C左右 。

气候多变，干旱、雪灾、黑灾(冬季无雪)、暴风雪、寒潮、大风、霜冻 、洪水等

自然灾害频繁，雪灾平均 2 ~ 3 年出现一次，平均每 10 年左右出现一次特大雪

灾 。

年降雨量大部分地区为 200~ 350 毫米，大兴安岭余脉西坡及阴山余脉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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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地区在 400 毫米以上，西部地区局部不足 150 毫米，全年雨量大部集中于 6

-8 月间 。 全年蒸发量 1700 - 2600 毫米之间 。

日照时间长。 全年日照时数西部地区在 3200 小时以上，南部地区大部在

2700 - 3100 小时之间，中部和东部地区不足 3000 小时，其他地区在 2900- 3000

小时之间 。 元霜期 100 - 120 天。

风能资源丰富。 全盟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风速为 4-5 米吃人西南部 5 米句j、

以上 。 最大风速普遍在 24- 28 米句j、，局部瞬间 34 米句Þ o 大风日数(二三8 级 ) , 

全年大部地区在 60- 80 天之间，非常适宜风电开发利用。

境内有野生种子植物 1200 多种其中饲用植物 671 种占全盟种子植物种

类的 51 %，可栽培植物 60 多种，药用植物 422 种，油料植物 50 余种，树木 18 种 。

可供药用的野生植物中，产量较高的有黄瓦、赤苟、桔梗、黄苓 、甘草、防风、知

母、杏仁等。 蒙古黄瓦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药材。 盟内盛产的蘑菇、黄花、

发菜、旅菜驰名中外。

境内有野生鸟类 220 余种，主要有白天鹅、大雁、黄鸭、喜鹊、斗鸡、百灵鸟、

野鸡 、沙鸡、苍鹰等。 兽类 100 多种，主要有罕大轩、马鹿 、袍子 、猪猢、雪兔、艾

虎、野猪、黄羊、狐狸、狼、旱微、猩子等。

锡盟历史悠久。 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直至宋代

(辽、金)均有辖属记载。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这里是蒙古汗国的重要区域。

公元 1260 年(中统元年) ，忽必烈在开平(今正蓝旗境内)登上蒙古大汗位。 公元

1264 年(中统五年)定开平为上都。 公元 1271 年(至元八年)定国号元，翌年定

大都(今北京)为都城，与上都形成两都巡幸制 。 明朝在今盟域南部建开平卫。

今盟域的南部，曾是原察哈尔辖地。 察哈尔，始于(明代)成吉思汗摘系达

延汗时期。 达延汗统一蒙古，分封诸子为左右翼三万户，其中察哈尔碾子户是

摘系 。 达延汗去世后，其继任者统率左翼三万户，驻扎于察哈尔(后因战事威胁

曾东迁至前以北、大兴安岭) 。 察哈尔部后来在与清军的战争中失败。 16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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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四年) ，清政府仿照满洲八旗的方式，将察哈尔部编为察哈尔左、右翼各

四旗。 左翼为正蓝、正白、镶黄、镶白四旗;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

移牧于宣化、大同边外。 另外，在察哈尔地区还设有清廷直辖的商都牧群，明安

牧群，太仆寺左、右翼牧群，统称为察哈尔十二旗群。 上不设盟与盟长，各旗由

轮换任命的旗总管统治。 察哈尔左翼四旗与太仆寺旗左右翼牧群、明安牧群

(现与正蓝旗合并)、商都牧群(现与镶黄旗合并，一部分归乌兰察布市)都在今

锡盟域内 。 右翼四旗现为乌兰察布市的察右前、中、后三旗。 民国初期设置察

哈尔特别行政区。 1928 年将锡盟南部划归察哈尔省。 1936 年设察哈尔盟(简

称察盟) 。

在今盟域的北部，历史上曾是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

尔等五部驻牧地。 从清崇德、顺治到康熙时期，上述各部陆续归附清朝，设左、

右翼各 5 旗，即乌珠穆沁左翼旗、乌珠穆沁右翼旗、浩齐特左翼旗、浩齐特右翼

旗、苏尼特左翼旗、苏尼特右翼旗、阿巴嘎左翼旗、阿巴嘎右翼旗、阿巴哈纳尔左

翼旗、阿巴哈纳尔右翼旗。 均设札萨克郡王，世袭。 这五部十旗会盟始于清朝

顺治年间，地点在锡林河畔"楚古拉干敖包"山 。 锡林郭勒，蒙古语意为丘陵地

带河，故盟名为锡林郭勒盟。 盟衙门设在担任盟长的旗札萨克王府。 清嘉庆年

间，迁盟府于贝子庙(今锡林浩特) 。

民国时期，基本延续清朝旧制 。 1946 年 3 月和 4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

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盟分会、锡盟分会先后成立，宣告了察、锡盟民主政府的

诞生。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锡、察二盟划归内蒙古自治政

府。 察盟民主政府辖 9 个旗:明安旗、商都旗、太仆寺左翼旗、太仆寺右翼旗、镶

白旗、正白旗、镶黄旗、正蓝旗、多伦津尔旗(该旗 1947 年 7 月撤销) 。 锡盟民主

政府辖 11 个旗 :乌珠穆沁左翼旗、乌珠穆沁右翼旗、浩齐特左翼旗、浩齐特右翼

旗、苏尼特左翼旗、苏尼特右翼旗、阿巴嘎左旗、阿巴嘎右旗、阿巴哈纳尔左翼

旗、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布里亚特旗(该旗 1947 年 7 月撤销 ) 0 1948 年，锡盟将

10 个旗改为 5 个旗:乌珠穆沁左翼旗、乌珠穆沁右翼旗和浩齐特左翼旗合并为

东部联合旗，浩齐特右翼旗、阿巴嘎左旗和阿巴哈纳尔左翼旗合并为中部联合

旗，阿巴嘎右旗和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合并为西部联合旗。 苏尼特左翼旗、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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