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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孙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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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昶陆 常 昕 金宪武 吕心仁 李忠范 阎子忠 张久令 王国斌

朱建民 彭云志 刘 彩 李宏伟 安国友 王长春 丛雅静 李恩骧

季凤兰 陈友全尹素萍 刘欣声 周耀宗 赵芝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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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香馥李逢春王瑞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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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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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峰

鲍万林

张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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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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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心智

涛 力

张国民

褚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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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有才 王云龙刘伟东 陈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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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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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龙

白志军

于 海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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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赤峰市元宝山区志》

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刘建民

才吉尔乎

白音巴特尔

乌日吉图

武国栋

高溥泽

潘喜廷

张元凯

王波

魏昌友

王士侠

赵景铎

、杜维善

项春松

李敬尧

高岳宇

李殿文

杨振凤

王俊英

李振刚

张守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赤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赤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赤峰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中共赤峰市元宝山区委书记

辽宁社会科学院近代现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高级畜牧师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副编审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经济师

赤峰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赤峰市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共赤峰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编辑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中共赤峰市委保密局副局长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特约编辑、经济师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特约编辑

辽宁省建平县政府办公室史志科科长



序

序 一

高溥泽 王波

《赤峰市元宝山区志》面世了，这是了解元宝山区历史的百科全书，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元宝山区历史悠久，出土文物表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

生息并创造了璀璨辉煌的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认真的探索，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

轨道。

鉴往知来。在“盛世修志"的气候下，《赤峰市元宝山区志》力求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突出主线，广泛涉猎。区志第一次展示了元宝山区历史沿革、自然环境、人文、地

理、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全貌，为研究过去，展示未来，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是对

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丰富教材。

《赤峰市元宝山区志》编纂自1990年成立区志办公室以来；在区委、区政府

的直接领导下，全区上下，各行各业，通力协作，为区志提供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在整理、记录、布局谋篇中，区志办的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四处奔走采访，翻

检典籍档册，记述口碑回忆，调查实物遗迹，积累资料达500多万字。嗣后甄别筛

选，字斟句酌，两千多个日夜奋斗不辍，终于成书。同时，在修志过程中，还得到了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赤峰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辽宁社会科学院、赤峰教育学院、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

持和指导，得到了曾在元宝山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条件水平所限，志书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指正。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高溥泽中共赤峰市元宝山区委员会书记，《区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王波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区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序 3

序 二

赵育新

赤峰市元宝山区是我的家乡，今天我能应邀为《赤峰市元宝山区志》写几句

话，不胜荣幸之至。至于元宝山区历史之悠久，物产之丰富，经济之发达，文化之

灿烂，民风之淳朴，已尽载史册，是自不待言的了。我认为，元宝山区开区以来所

创造的业绩，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元宝山区是1983年由原赤峰市、原赤峰县和喀喇沁旗相邻的边缘部分合并

而成，我当时正在赤峰县工作，了解一点原委，知道当初她的基础并不怎么好，开

局的难度是很大的。所幸她的诞生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好机遇——改革开放。然

而更重要、更值得称道的是元宝山区各届领导班子没有坐失良机，而是紧紧抓住

历史提供的机遇，提出了“思想行动一盘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产业结构

发展一条龙”的经济社会发展“三一战略"。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创业，乘势而

上，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构建了以副食品生产为基础，以产供销一条龙为主

的农业体系；以煤电为支柱，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地方工业体系；以城乡一体化

为目标的小城镇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着眼点的经科教结

合体系。从而实现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相互协调、持续发展。平庄经济开发

试验区被列为全国首批东西部合作区和全国乡镇企业示范区之一。元宝山区先

后被评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区’’、“全国文化先进区"、“全国教育双基达标先进

区”；造林绿化进入全国百佳县行列；小城镇建设列入建设部试点；乡镇企业在内

蒙古自治区各旗县区评比中名列前三名。如果把这一切比喻为一曲改革开放的

颂歌，我想是不为过的。这是奇迹，这是元宝山人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在

元宝山区几千年的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作为远离故乡而又魂牵梦绕着故

乡的游子，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赤峰市元宝山区志》谋篇完整，内容丰富，上溯远古，

下至当代，文约事丰，详略得当，图文并茂，简明典雅，实为元宝山地区存史、资

政、教化之“百科全书”。此书出版，既是元宝山区党政领导重视，全区各有关部门

通力协作之创举，更是修志人员含辛茹苦八年耕耘之结晶。我爱富饶美丽的元宝

山区，更爱全面记述元宝山区这块热土古往今来政治、经济、人文的《赤峰市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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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志》。

《区志》付印出版之时，恰逢香港回归、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六周年和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到来之际，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谨向家乡父老致以问

候，并衷心祝愿我可爱的家乡——赤峰市元宝山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再创辉煌，再谱新篇。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于内蒙古大学

赵育新1943年生于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大专文化。1965年任小五家回族乡新井

子村主任，1966年入党，任村党支部书记。1968---,1991年任小五家公社革委会常委、党委副

书记，大营子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赤峰县委副书记，赤峰市松山区区长，区委书记，中

共赤峰市委常委、纪委书记。1992年任中共兴安盟盟委副书记，1995年任中共内蒙古大学党

委书记。

岁箩



凡 例

凡 例

一、《赤峰市元宝山区志》(以下简称《区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

求是地记述本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

统一。

二、《区志》上限尽力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95年底，部分照片延止

1997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1984年元宝山区建立至1995年的

史实。

三、《区志》横排竖写，共设29篇、137章、485节。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末

设附录、编后记等。

四、《区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

五、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其标准：一是社会闻人(以生年为序)；

二是省、自治区、军级以上的党代会、人代会代表，政协委员，纪检委员(以级别、

当选时间为序)；三是择优选录省、自治区、军级以上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含部分同级别先进集体的主要负责人，以级别、当选时间为序)。乡友表载

本区籍在外地区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副高级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港、澳、台

同胞及海外侨胞。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

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七、文学艺术作品的选录标准：本籍人或在元宝山区工作的客籍人在省级以

上出版社(报刊)出版、刊登和受省、自治区、军级以上单位表奖的作品。同一体裁

的作品每人最多选录5篇。

八、历史纪年：1945年8月15日本区解放前，均采用旧纪年括记公元纪年。

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数据，主要依据区统计局统计资料；统计局资料缺的，使用各专业部门的

数据。

十、《区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5年元宝山区行政区划为限，政区及机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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