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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锡盟委副书记、盟政协主席夏连仲同志在《锡林郭勒盟志》评审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37

《锡林郭勒盟志》总纂承包方案⋯⋯⋯⋯⋯⋯⋯⋯⋯⋯⋯⋯⋯·?⋯“·2039

关于做好《锡林郭勒盟志》(自审稿)评审工作的通知⋯⋯⋯⋯⋯⋯⋯2041

关于做好《锡林郭勒盟志》(自审稿)旗、县、市概况评审工作的

通．知⋯⋯”⋯⋯⋯·”⋯⋯⋯⋯··⋯⋯⋯⋯⋯⋯⋯⋯⋯⋯⋯⋯⋯””·⋯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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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编审人员名单

《锡林郭勒盟志》各专业志编写及审稿人员名单⋯⋯⋯⋯⋯⋯⋯⋯⋯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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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田 文 化 ·1361·

第一章群众文化

第一节 活 动

． 一、文化宣传
’

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宣传教育。包

括扫盲识字、宣传时事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创作

和演出等。建国初期，宝昌县(太仆寺旗)用仅有的一架脚踏琴和一台幻灯机开展

抗美援朝、婚姻法、生理卫生等内容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文艺活动。幻灯除在城镇

定时放映外还到农村流动映出。60年代，文化馆干部下乡调查，编写剧本、拍摄

照片和绘制图画，搞出村史、家史、翻身史展览，在城乡流动展出。多伦县在50年

代即开办街头屋顶的话筒广播、幻灯放映、黑板报和画廓，以图片、图表、模型、实

物、自制连环画和报纸摘要等形式宣传时事政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法

令。1959年举办“建国十周年多伦县各项事业成就展览"。1963年举办了“雷锋

生平事迹展览竹和“三合屯史展览”。正镶白旗1956年文化馆建立以后即进行幻

灯放映、小型演出等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

80年代以后，配合政治形势和经济建设，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太仆寺旗文化

馆结合。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印制关于文明礼貌月的宣传材料，发到工厂、部

队、机关、学校和农村社队，并举办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和治理“脏、乱、差"的摄

影展览，推动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

太仆寺旗文化馆还配合有关部门多次举办法制教育展览和计划生育、人口

普查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多伦县结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经济建设，1986年

举办。多伦县教育成就展览力，198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时举办了

“全县各行各业建设成就展览一。正镶白旗80年代开展图片陈列、投影电视和墙

报等方式的阵地宣传教育活动。

二：群众文化创作

出自于蒙古族群众或民间艺人之手的漆画、雕刻、纹绣、服饰制作，以及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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