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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鄂伦春自治旗委员会书记张继勋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旗长孟松林

喜逢鄂伦春自治旗成立50周年之际，继《鄂伦春自治旗志》出版后，续修

的《鄂伦春自治旗志》(1989。1999)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全旗各族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鄂伦春民族文化史上的又一件盛事，也是为建旗

5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o

1991年，《鄂伦春自治旗志》出版发行o《鄂伦春自治旗志》记载了自治旗

建旗40年全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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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鄂伦春自治旗志》是本旗的第一部志书，历经十余载，墨香犹存o

1999年8月23日，旗委、旗政府决定续修《鄂伦春自治旗志》o经旗档案

史志局全体编纂人员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续修的

《鄂伦春自治旗志》，从内容上，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自治旗各族人民在这历

史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树立求真务实

的竞争意识，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在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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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注重了独立性，又保持了连续性，

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作了概括记述，

孑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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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11年来，自治旗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了重点记述。

续志真实地再现了全旗各族人民携手并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鄂伦春族人

民自立自强所建立的业绩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鄂伦春人从在森林里游猎到定居，发展至今，经历

了三次民族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大跨越：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成立鄂伦春旗，

1952年改称为鄂伦春自治旗；1958年，自治旗境内的鄂伦春族猎民从游猎全

部实现定居；改革开放以后，鄂伦春人不断探索“自我生存、自我积累、自我发

展”的道路，广大猎民在从事猎业生产的同时，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

1996年1月，自治旗人民政府作出了禁猎的决定，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标志

着鄂伦春民族彻底告别传统猎业生产，走上了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道路，

完成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迈上了有史以来最勇敢、最壮丽的征程o

90年代是变革、发展的年代，改革的大潮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观念。同

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全旗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深化改革的岁月里，在这片

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与其他兄弟民族亲密团结、开拓进取，谱

写了自治旗日新月异的壮丽篇章。回顾过去，我们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

欢欣鼓舞；展望未来，我们对自治旗的明天充满了希望。

这部续志，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家乡、爱民族、爱祖国教育的好教材，是客

居他乡的人们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为家乡做贡献的指南，是有志于投资开发

建设鄂伦春的国内外人士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横陈百科，纵列数载。在各级党政领

导的重视与支持下，编纂人员呕心沥血，夜以继日，辛勤笔耕，几易其稿，始得

修成80万言的续志。期间，也得到多方人士及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值此，在

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旗委、旗人民政府向一切有贡献于《鄂伦春自治旗

志》(1989。1999)编纂与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2000年l2月30日



凡 例

凡 例

一、《鄂伦春自治旗志》(1989—1999)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真实地记述鄂伦春自治旗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1989年，下限1999年。为保证叙事的完整性和志书的资料

性，个别卷章内容上下限有所延伸。

三、本志记述的内容，以本旗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主。对驻旗单位以及黑龙

江省代管的地区，依据其行业类别，在有关卷章中略记。

四、本志采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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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现鄂伦春族放下猎枪、完成生产生活方式重大变革的史实，本志设

特记以记其事。

五、本志依照原《鄂伦春自治旗志》的框架，采用中篇结构形式，以章节体

设篇立目。

六、全志共35卷，横丰liq'l类，纵写史实。志末置附录，附录收录重要历史

资料、文献及编纂始末等。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为在本旗建设与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和有

广泛影响的已故人士立人物传略或作人物生平简介，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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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部分辑录获得区(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出席自治区以上党

代会、人代会、政协大会代表和委员，本志断限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离休干部

及已故离休干部。对本旗社会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

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八、本志由各有关单位、乡镇提供基础稿，资料来自旗档案馆、图书馆、统

计部门及报刊等，部分为知情者提供的口碑资料。数字以旗统计局提供的数

据为准，统计部门欠缺的，采用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

九、鉴于本旗建置时间距今较短，为保持续志使用的独立性，本志就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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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志适当作了补记(如水利卷)o凡所记资料与前志有出入者(如畜牧业卷草

场类型)，以续志为准。

十、需要注释的名词，一律采用页下注。

十一、断限内的表头不标时间，不完整的或某一年份的注明具体年份。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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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协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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