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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在乌海建市二十周年之际，《乌海市志》作为本地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终

于付梓出版了。这是全市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谨以喜悦的心情表示诚挚的祝

贺。

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兴工业城市，开发于50年代末期，建市于70年

代中期。尽管乌海的过去在史书上缺少记载，但也有着悠久的史迹可循。早在新石

器时代，远古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块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留下了闻名的桌子山岩画、

秦代长城、汉代古城等历史文化遗迹。

乌海市矿产资源丰富，素有“塞上煤都’’之称，从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算起，

这里的煤炭开采业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然而真正发生历史性变化则是在新

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建设，

经过乌海人三十多年的艰苦创业，终于把这片昔日仅有零星小煤窑的荒原，建设

成了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兴城市，成为自治区西部重要的能源、化工、建材工业基

地。

抚今追昔，我们有责任将乌海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开发建设的艰难

历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真

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尤其要把乌海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建

立的卓越功勋载入史册，垂范后世。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大胆改革

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全面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形成了政治安定、民族团结、

经济发展、百业兴旺的良好环境，为编纂《乌海市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经过

近十年的认真准备，于1994年初，《乌海市志》的编纂工作全面推开。在不到三年

的时间里，参与撰写和编辑的150多名工作人员通力协作，精心著述，认真编修，

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体现了群体的力量和智慧，终于将这部志

书奉献在读者面前。在编纂过程中，全体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公正的

态度，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反映乌海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并挖掘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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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几经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完成

了这部远溯千年、广涵各科、字上百万的第一部乌海通志。

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乌海市志》的问世，向我们展示了乌海的

历史全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市情特点，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建设，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它既是帮助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探

寻规律，进行科学决策的市情书；又是教育全市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进行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对于继往开来，振兴乌海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

意义。

志之所载，只能说明过去，今后乌海的发展，特别是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和

任务，还有赖于全市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用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来鼓舞和鞭策自

己，开拓进取，再建殊勋。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无愧于前贤的厚

望，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志成之际，我们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感谢全体编纂人

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编著；感谢上级部门和友邻地区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专家、

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

我衷心地希望这部志书能够激发更多的同志和朋友热爱乌海，建设乌海，为

把乌海市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裕、文明的现代化城市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中共

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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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乌海市志》问世了，可喜可贺!

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南接宁夏银川平原，北连巴盟

河套灌区，东临鄂尔多斯高原，西靠阿拉善草原，是连接华北、西北的纽带和桥梁，

是内蒙古自治区“两带一区’’发展战略中铁路沿线带和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发展

战略西移和沿边战略的主要实施区之一。乌海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民勤劳，素

有“乌金之海”、“黄河明珠”之美誉，开发建设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解放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规模开发建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

海各族人民艰苦创业，使一个人烟稀少的牧区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城市。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又被列为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

放试验区。这是乌海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奋发进取、辛勤劳动的结果，是正确地执

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和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从技术力量、管理人才、劳

动力的大力支持所分不开的。

乌海的开发建设是“大跃进"中上马的，经历了困难时期的大调整，十年“文化

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我作为

乌海开发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二一，并在乌达煤矿和乌海市工作过一段时间，

对这一段艰苦历程记忆犹新。《乌海市志》真实、全面、客观地记述了35年来开发

建设的曲折过程，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经济

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乌海人民，

为乌海开发建设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如果他们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面向21世纪的乌海，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从“九五"开始经济建设重

点西移，国家将更加重视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政

策。相信乌海市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牢牢把握党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开放

试验为动力，全面实施资源转化战略，积极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转型，努力实

现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环境优美，一定能把乌海建成自治区重要的能源、建材、化

工基地和以葡萄为主的水果生产基地，成为自治区西部具有较强辐射力、功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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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齐全、繁荣、富强、文明的中心城市。

《乌海市志》是新编的一部好的地方志书，它具有资料翔实，实事求是，重在记

事，不尚议论，从本地出发的特点。志的本意为记录，“夫志者记也"。“鉴往事而资

治道"，它将会教育人们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有用教益。愿它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为自治区、乌海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昌盛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并为

乌海各族人民所欢迎和喜爱。

衢篮京
／ 7

1996年6月30日于呼和浩特



凡 例

凡 例

一、《乌海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乌海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坚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过"的原则。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史事，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恰

如其分地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成就与经验教训。 ·

二、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

放、试验区建设时期，注意突出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三、专志按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横排门类、纵述历史、事以类从、逐级统

属。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除概述、大事记

外，分设21篇；附录收入重要文件和《乌海市志》编纂始末。 ，

四、《乌海市志》为通志，上限据实追溯，下限为1993年底，个别节、目延续到

1995年底。记述范围根据国务院批准成立乌海市的批示区域为依据，即原乌达市

和海勃湾市辖区范围，其区域称谓，建市前称“乌海地区"。

五、志文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六、为系统准确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在乌海地区的活动和乌海地区开发建设的

特点，便于了解乌海经济的总体面貌，在经济部类之前设经济综述一篇，在中国共

产党一章中，设重大活动纪事一节。重大活动纪事以纪事本末体形式，记述中国共

产党在乌海开发、建设、改革开放中的活动及历次重大政治运动的情况。

，i 七、乌海建市时间短，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在篇目设计中，对民俗、方言、歌谣、

族源等未独立设篇。
’

八、表述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均依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 九、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用历朝和民国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

j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历朝纪年的年、月、El用汉字，民国与公元纪年的

／ 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颁布的《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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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所记数据原则上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不详的，采用各部门

经核实的数字。

十一、领导人名录中录入1993年以前的历届市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乌海地区开发建设中有贡献者，

在大事记或专业志中用以事系人的方式予以记述。

十二、人物篇中设人物传略、逝世人物名录、名人表。人物传略，遵循“生不立

传”的原则，对长期在乌海工作，有较大影响并在乌海逝世的人士予以记录。逝世

人物名录，收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国家各部(委)及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市级领导。名人表，收录现职(包括离退休)

的国家各部(委)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和有突出贡献并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及特级教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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