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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县，以境内有我国著名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而得名，她像一颗

镶嵌在焉耆盆地中的光华夺目的明珠，水草丰美，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山牧水

耕，毡帐云屯，稻塍绣错’’的宝地，素有塞外“小江南”之美称。发源于巴音布鲁

克大草原的开都河，汇集众水，汹涌澎湃，奔腾直泻焉耆盆地，成为“腾格斯’’

(蒙古语，意为大海)湖。巴音布鲁克和博斯腾湖是用开都河这条银线穿起来的

两颗璀灿的明珠，它们都是新疆美丽如画的旅游胜地。

博湖县建县虽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她的历史文明却源远流长。考古

发现，在新石器时期，博斯腾湖边就有氏族部落居住放牧。17世纪中叶，随土

尔扈特部落一起回国的和硕特部在“开都河上列毡帷”安居。蒙古族人民及以

后定居在这里的维吾尔族、回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历经千难万苦，团结战斗，

共同开发、建设、保卫了这块美丽的土地，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博湖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昔El

芦苇草、茇芨草遍布的荒滩上，而今良田相连，粮丰鱼跃，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博湖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和硕特人齐欢笑，博湖处处换新颜”。博湖地区的今昔变化再一次生动地说

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各族人民才能摆脱贫困，翻身当家做主人，繁荣和发展经济文化，把自己家

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编修地方志，有益于当代，垂教于后世，惠及子孑，J、。博湖县完成了《博湖县

志》修纂任务，是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博湖县志》汇集了博湖地区历史

和现实的翔实而全面的史料，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让人们认识博

湖，了解博湖，从而热爱博湖，建设博湖。这是对博湖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我是巴州人，我在巴州工作过多年，我

为我的家乡能编写出这样的县志而高兴，对此，我向博湖县的同志表示热烈的

祝贺!

“博斯腾’’是蒙古语，意为突出、站立、汹涌澎湃之意。我相信，博湖县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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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博湖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会同博斯腾

湖一样，汹涌澎湃，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新的业绩，把博湖大地妆点得更加美

丽。

1992年12月

注：序一作者巴岱，蒙古族，系原自治区政协主席，曾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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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清华 那木都克

《博湖县志》，经七度春秋的努力，已大功告成，即将付梓问世，这是全县人

民值得庆贺的大事。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博湖县同全国各地一

样，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百业兴旺的盛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博湖

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编纂县志的决定。在各种条件都十分困难，尤其是资料

严重不全的情况下，由于全县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各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修志人员的刻苦和勤奋，上级修志部门的指导和督促，经过七年耕耘，终于按

照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和新的体例的要求，写出了新的县志。

这部60余万字的县志，是博湖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基本上反映了

博湖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项事业发展的全貌，记下了博湖前进的步伐和发展

变化的历程，它是可贵的、翔实的县情资料汇集，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和科学依据，为全县各族人民提供了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它将在博湖

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愿全县各族

人民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运用好县志。

在《博湖县志》付梓的时候，我们谨向对这部志书给予过关心、支持和帮助

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谢意，并希望广大读者对县志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提出宝贵的意见。

注：序二作者余清华，现任博湖县委书记；那木都克，蒙古族，现任博湖县县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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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湖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博湖的经济、政治、文

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博湖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及附录组成，全志共计19编

59章210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章序列。

三、《博湖县志》的上限为建县时的1971年，对有些需要追溯源流的事物，

则适当上溯，下限为1988年。

四、《博湖县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五、《博湖县志》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编，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

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编章。

六、《博湖县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对

社会发展有贡献的革命干部、著名劳动模范、民问能工≯j匠、学者名流、知名人

士为主，并适当记一些反面人物，以昭鉴戒。同时，收录了一些旧政权时期的军

政要人和知名人士，让后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变化。

七、《博湖县志》的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

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为记叙文。

八、《博湖县志》的纪年，用汉文大写数字表示农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

历。新中国建立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政区、机关名称，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隹名。

十、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

的数字及调查数字。

各类数字除注明者外，均不包括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等驻博

湖各单位数字。

新中国建立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按

198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他均为当年现行价。

十一、《博湖县志》的材料来自档案资料、图书资料、正史、旧志、有关报刊

和多种专著，以及有关人员的口碑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在文中不再一一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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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博湖县志》中的县行政区划图按现行图绘制，不作划界依据。凡有

争议的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界限一律按有关文件及协议解决。

十三、志书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解放前、后，系指

1 949年9月25(26)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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