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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中共根河市委员会书记 孙 锐

根河市人民政府市长郑富旭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秉承这一传统，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建设和谐

社会之时，《根河市志(1996—2005年)》历经三载，数易其稿，现在正式出版了。这不仅

是根河市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我们也借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向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献礼。

根河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边陲，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经过近50年的开

发建设，根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巍巍群山，涛涛林海，见证了几代根河人的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时代在发展，社

会在进步，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大兴

安岭作为中国乃至东北亚的生态屏障作用突显，根河市开始由经济建设向生态建设的

历史性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共根河市委、市人民

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审时度势，冷静分析，处困境，谋发展，解放思想，紧紧抓住国家

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续写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这些艰辛

的探索、曲折的成长和不斐的业绩都在《根河市志(1996—2005年)》中得以充分展现。

1998年，《根河市志》作为根河市的第一部志书，记载了根河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和卓越成就，历经十载，墨香犹存。2005年，中共根河市委、

市人民政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两级人民政府的有关精神，决定编修第二轮

志书。续修的《根河市志(1996—2005年)》，从内容上，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根河市在

“九五”、“十五”时期，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和“生

态立市、工业富市、开放兴市、特色活市”的基本方针，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从形式上，作为续志，本书既注重独立性，又保持连

续性，在建置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做了概括记述，对10年中根河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

展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做了详实记述。《根河市志(1996—2005年)》以流畅的文笔、准确

的数据、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根河市的今昔，是一部反映本地区自然与社会的乡土教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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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既有助于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我们建设和谐根河的激清，又有利于

宣传根河市，使世人加深对根河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宏伟

目标的实现。

在《根河市志(1996—2005年)》编修期间，上级业务部门和专家学者给予了热情指

导，市内各部门提供了大量资料，参与修志的同志们辛苦劳作。在此，我们向为这次编

修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帮助的上级部门领导和专家，向参与编纂工作的编辑及工作人

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历史，我们对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展望未来，我们对根河市

的明天充满希望。让我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沿着根河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奋

斗目标和“十一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带领全市各族人民以更加敬业和创新的精神，

以更加勤奋和务实的作风，以更加公正和廉洁的形象，抢抓机遇，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

和谐根河而努力奋斗1

2007年5月



凡例

凡 例

一、《根河市志(1996—2005年)》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发展观，

秉笔直书，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根河市的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民

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按照地方志体例，突出根河市的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经济特点，达到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使该志成为进一步了解根河市、宣传根河市的权

威性的资料性文献，为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志书上限为1996年1月，下限为2005年12月。为保证叙事的完整

性和志书的资料性，个别章节内容上限有所延伸。大事记、人物部分下限延

伸至2006年12月。

三、志书记述的内容，以根河市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主。对驻市企业和单

位，依据其行业类别，雀有关编章中略记o

． 四、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行

政区划图和彩色照片设在志首，图、表分别置于各分志之中。行文为记叙

体，语体文o

‘五、志书依照原《根河市志》的框架，采用中篇结构形式，以编章节体设

立篇目。

六、志书共31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志首设序言、概述、大事记，中

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民俗宗教、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群团社团、人民武装、检察审判、公安司法行政、民

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经济综述、林业、农牧水利、工业、商贸服务业、旅

游业、城市建设与管理、交通运输．、邮政电信、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综合管

理、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档案史志、医疗卫生编，志末设人

物、附录索引、编纂始末。附录收录重要历史资料’、文献等o

七、志书为在根河市建设与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和有广泛影响的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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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立人物传略，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为历任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做个

人简介，排列先后以单位及任职时间为序。名录部分辑录出席全国及自治

区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代表和委员，离休于部，获盟(市)级以上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

八、志书由各有关单位提供基础稿，资料来自根河市档案馆和基层档案

室、统计部门及史籍、报刊等，部分资料是知情者提供的口碑资料。数字以

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辅。

九、鉴于根河市建置时间距今较短，为保持续志使用的独立性，志书就

前志建置部分未采用略记，自然环境等部分采用略记。部分前志没有记述

的内容，该志适当做了补记。凡所记资料与前志有出入者，以该志为准。

十、志书未采用页底注或编章节后注，需注明时在行文后用括号内注，

或在图表下注。

十一、地区、部门、单位等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或习惯称谓。

如“呼伦贝尔盟”简称“呼盟”、“额尔古纳左旗”简称“额左旗”、“敖鲁古雅

鄂温克族乡"简称“敖乡”o

十二、行文中，撤盟设市(2002年3月)以前称“呼伦贝尔盟"，以后称

“呼伦贝尔市”；撤旗设市(1994年4月)以前称“额尔古纳左旗”，以后称

“根河市”o

十三、志内文字、时间、数字、称谓、标点符号等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31日公布)、《标点符号用法》(GB／

T15834—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1995)等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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