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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县文物志穿d客才≮；多0蠹}右召免k辛紊各。

和林格尔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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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和林格尔县文物志》初稿，是在一九八六年全县文物普查

的基础上，又在一九八七年抽组人员进行整理编纂而成的。在编

写过程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鸟盟文化处两级行政

文化部门直接派人指导下，现已修改定稿，让我审阅，’并绪言几

句，就算上一个以序为引吧。
。

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和林人；但对全县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发

展情况，并不十分清楚。翻阅了文字稿，看了大量文物图和文物

照片，看到了同志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感受很深。、
⋯“1

和林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重要的文物古迹，如闻名中外

的汉墓壁画，历史悠久的土城子古城、参与出国展览的鲜卑金器

等，我是熟悉的。但是，文物普查中所发现的那么多新的文物遗

址，我可不清楚。如浑河两岸存在着距今五千年的诸多原始村落

遗址，我们祖先精工琢磨的石制工具、花纹美丽的彩陶片，这些

都是我县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又如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短

剑和上面的铭文，汉代的钱范，这些对考证和林的历史和研究经

济史是有重要价值的。想像不到的是辽金元三代的遗址，那么丰

富，基本布满了全县各个沟海岔岔，可知那时入口繁衍，民族经

济兴旺。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和林的历史文物中也可

见物知之。
’

和林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林县是大青山

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遗留下许多革命遗址和可歌可

泣的革命英雄事迹，在这里也得到了反映。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教材。和林县又是一个蒙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物又

得到了初步调查与整理，这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极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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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任务是开放、搞活，改革，要进行社会主义

神文明建设，就要振兴家乡、振兴和林，让和林兴

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信息，我在这里略举几

经营，农业、牧业并举，在汉墓壁画中都有反

多样性，原始陶器烧得比我们现在的还好，秦砖汉

在烧制的好，城市建设规模比我们现在的县城还要

工艺品，有些就在和林铸造。讲到文化艺术水平、彩

陶，壁画，其它器皿图案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创造新的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借鉴。

我们以文物为师，就要爱护文物，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不仅

有关部门要做，各部门都要傲。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要

尊重自己的历史，要永远宝用这些器物，要从中吸取力量，继承

蓝发扬革命传统，各民族团结一致，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和

林格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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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和林格尔县文物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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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k／k年三月一日

·李淑莲，中共和林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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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县历史悠久，文物丰富。1 9 8 6年经过初步文物

普查，共发现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民族文物和古生物化石的遗

址点4 4 0余处。其中历史文物各类遗址3 9 1处。从新石器时

代至明清，基本没有大的缺环。这许多历代遗址和遗物，-生动而

： 具体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斗争的一个侧面，反

+． 映了和林格尔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
· 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智慧的结晶。只要我们逐一地细细观察研

究，就会得到许多丰富的知识，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为伟

．大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要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要尊重自已光辉

．灿烂的历史。这是我们编写这本文物志书的目的。 ．

‘

和林格尔县是伟大祖国的T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世世代

代居住和建设的家乡。我们发现了如此丰富的文物遗迹，就要爱

护文物，精心保护文物，并以文物为师，学习、研究文物，要永

远宝用之。编写出文物志，借以从中吸取力量，见物思史，触物

．思人，因物思义，从而更好地去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

，’我们编写文物志的宗旨。

编写文物志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新的工作。如何编写，心中

无数。再加上工作人员文化、业务素质低，更无法胜任。但是普
鼍 查材料已拿回这么多，自己不去学习着编写，又去等谁来承担这

争
‘

项任务呢?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硬着头皮本着边学边做的原

‘ 则，大胆地开始了文物志编写。从1986年1 0月开始，到1988年

。 3月，经过近2 0个月的时间，在内蒙，乌盟两级文物考古专业

工作者的具体指导下，反复修改，四易其稿，才编写成现在这个

，样子。为了使文物志能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除对历史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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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重点遗址作了进一步复查外，我们还组织力量，对革命文物

与民族文物，进行了较全面的补充调查。革命文物与县党史办进

行了密切的配合，民族文物与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了密切的配

合。

我们通过对文物志印编，我们全体编写组的同志都得到一次

具体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愈来愈认识到要想把文物志编写

好，真乃难而不易。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尽

力把《和林格尔县文物志》编写好，使它成为一本具有一定史料和

科研价值的文物资料读物。
7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乌兰

察布盟文化处的指导。北京市自然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博物馆、乌盟文物站，以及和林县委、政府、民委、党史办、县

志办、文化局等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与亲切关怀，并得到内

蒙、乌盟许多学者、专家的具体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志稿中从体例到具体章节的编写都还有

不少问题，恳切希望领导、专家和各兄弟单位不吝赐教，并给予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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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1。’． ’·1， 一!

!、．．：第·节 面貌与现状．．·OOg OOO OOO 000 OOB OBO 00·(1歹‘

“。第三节一，’历史沿革厶⋯⋯⋯⋯⋯⋯⋯⋯(4)

．|。第三节⋯文物分布OOei·⋯⋯⋯⋯⋯⋯”⋯(9一

第二章⋯古遗址。⋯⋯。⋯⋯⋯’¨⋯．。：2’j
f t。第一节⋯古生物化石遗址⋯0，¨_·，!

’

'●

一1：～密令蜀植物化石遗址⋯o⋯：j⋯⋯j⋯⋯?·?⋯⋯⋯(3．6)
’

2：右灰窑动物化石遗址·，：：“：”：：⋯·：·：⋯⋯⋯⋯⋯⋯(16)
i r， ⋯⋯ r一⋯⋯? ⋯，··⋯⋯⋯t rt

．一：

‘。．j第二节⋯新石器时代遗址⋯·． 。；

’、一I?’榆树沟遗址·；一·；；·；；⋯··aDB Oj·；；二⋯⋯⋯⋯⋯⋯⋯⋯(17>

2：秦家廿七号遗址⋯二⋯‰二；出⋯“““⋯⋯⋯⋯⋯一(20>

8、东梁遗址⋯⋯⋯⋯忡．．．⋯⋯．．．·一⋯⋯⋯⋯一—一．．．(2謦)

4，西梁地遗址⋯⋯⋯⋯⋯⋯⋯⋯⋯⋯⋯⋯⋯⋯⋯⋯(25)
、

5|’’‘大梁圪旦遗址：：：··：·：：：：：·：··j·j：⋯j_：：：⋯⋯⋯⋯⋯·(27)

6，樊家十五号遗址⋯w⋯⋯O⋯．．．⋯”⋯⋯．．．⋯⋯⋯(29)
7，郭家阳坡遗址⋯⋯⋯⋯⋯⋯．．．⋯⋯⋯⋯⋯⋯⋯⋯(31)

㈠’8I’赵城坟园遗址：jjj：·‘jj·’”j⋯·：·i·j“?j⋯⋯⋯”ooe eocene(33)



9，小西壕遗址⋯⋯⋯⋯⋯⋯⋯⋯⋯⋯⋯0"0⋯⋯⋯⋯·(34)

10、喇嘛洞窑南湾遗址⋯⋯⋯⋯⋯⋯⋯．．．．⋯⋯⋯⋯⋯(35)

{ t

第三节 战国、j秦、汉时期遗址

l j，小阳坡遗址w⋯．．．．，．w⋯⋯⋯．．．．．．，．．⋯⋯一⋯⋯(36)

2、崞县窑遗址⋯⋯⋯⋯⋯⋯⋯⋯⋯⋯．．．⋯⋯⋯⋯⋯(38)

3、。大沙梁遗址⋯⋯⋯··j⋯⋯⋯。”j⋯：⋯⋯⋯⋯⋯⋯”(40)

4、前小骆驼沟遗址⋯⋯⋯⋯⋯⋯．．．．．．⋯⋯⋯⋯⋯⋯(42)

5、三眼井头道峁遗址⋯⋯⋯⋯⋯⋯⋯⋯⋯⋯⋯⋯⋯(43)。

8、’丈房沟后沙湾遗址⋯·⋯·⋯⋯⋯．．．⋯一⋯⋯⋯⋯-(44’)

7、前海子洼大阳坡遗址⋯⋯⋯⋯⋯⋯⋯⋯⋯⋯⋯”(45)
8、当铺窑芦家梁遗址⋯⋯⋯⋯⋯⋯⋯⋯⋯⋯⋯⋯⋯(46)

9、小窑湾遗址⋯“⋯⋯⋯⋯⋯⋯⋯⋯⋯⋯⋯⋯“⋯(47)

10、官地遗址⋯⋯⋯⋯⋯⋯⋯⋯⋯．．．⋯⋯”⋯⋯⋯一·(47)

1l、西南圪塔地遗址⋯⋯⋯⋯⋯⋯⋯⋯⋯⋯⋯⋯⋯⋯(49)

12、樊家窑遗址⋯⋯⋯⋯x⋯⋯⋯⋯⋯．^．．⋯⋯⋯⋯⋯·(50)

13、后窑沟遗址⋯⋯⋯⋯⋯⋯⋯⋯⋯⋯⋯⋯⋯⋯⋯⋯(50)

14，圪洞坪遗址⋯⋯”：⋯⋯⋯⋯⋯⋯⋯⋯⋯⋯⋯⋯⋯(51)

15．居家窑遗址⋯⋯⋯⋯⋯⋯⋯⋯⋯⋯⋯⋯⋯⋯⋯⋯(51)

16、坝房后遗址⋯⋯⋯：⋯⋯⋯⋯⋯⋯⋯⋯⋯⋯⋯⋯”(52)

17，丁家山犁洼遗址⋯⋯m⋯⋯⋯-·OO OOOOOO QO’Q⋯⋯⋯(53)

。18，西沙梁遗址⋯⋯⋯⋯⋯⋯·“⋯?⋯⋯⋯⋯⋯⋯：⋯·(53)

·’第四节 魏晋北朝隋唐时期遗址 。

南沙圪旦遗址⋯⋯?⋯⋯⋯⋯⋯⋯⋯⋯⋯．．．⋯⋯⋯⋯”(54)

‘第五节辽、金、。元时期遗址 ，

：1，韭菜滩遗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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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七亩圪塔遗址⋯·：·?⋯⋯⋯⋯⋯⋯⋯⋯⋯⋯·?⋯⋯(64)

，·6，上脑亥遗址⋯⋯⋯⋯⋯⋯⋯⋯⋯⋯⋯⋯⋯⋯⋯⋯(65)

。7、四十亩地遗址⋯⋯⋯⋯⋯⋯⋯⋯⋯⋯⋯⋯⋯一⋯(67)

8、缸房平地遗址⋯⋯二⋯⋯⋯⋯⋯⋯·?⋯⋯⋯⋯⋯⋯，(67)

9、草窑沟座场地遗址⋯⋯⋯⋯⋯一?⋯⋯·士．、．．⋯⋯⋯(68)

10、草场湾社康遗址⋯⋯⋯⋯⋯⋯⋯⋯⋯⋯⋯⋯⋯⋯(69)

11、将军沟小朝天峁遗址⋯⋯⋯⋯·p·oo．ooo oog ool··⋯·；’·(69)

12，海流屯遗址”7．．．⋯⋯·．．··??·?⋯?·?·??⋯⋯⋯⋯⋯⋯(70)

， 13，．八号四坪遗址⋯⋯⋯⋯⋯·o⋯⋯⋯⋯⋯⋯⋯⋯⋯(70)

14，暖水湾遗址⋯⋯⋯⋯⋯·．．⋯⋯·?·?⋯⋯⋯⋯⋯⋯·(70)

15。泉子坡遗址·?··?··．．⋯⋯¨⋯⋯?¨．．．⋯⋯⋯“⋯⋯<71)

16，社康阳坡遗址⋯·．．．⋯?⋯·OB 4F 0097⋯．．．⋯⋯⋯⋯⋯”(71)

17，林通窑子遗址⋯⋯⋯⋯⋯⋯⋯一⋯⋯⋯·?⋯⋯⋯·(72)

18、旧营子遗址⋯⋯⋯⋯⋯⋯⋯⋯⋯⋯⋯⋯⋯⋯⋯·：·(72)

19、瓦片梁遗址⋯⋯⋯⋯⋯⋯⋯⋯⋯⋯⋯⋯?P叶·．．．”(73)

√’20、破营子遗址．．．·”⋯·”．，．一·”．．．一．．，⋯⋯叩⋯⋯⋯(74)

21，．一间房路遗址⋯⋯⋯．．．”·一”一^¨w·”一一·?·，·：·量74)

一j22，大烟地遗址⋯⋯一”⋯⋯⋯”一，一一··o eoeuoe

o·oJ,ee·：·(75)

．，1"23、严家湾地遗址．．．w·⋯一⋯一⋯⋯⋯⋯⋯⋯⋯⋯”(76)

：，·24．，．北梁地遗址w·”w,moe e．”⋯”””w。w⋯⋯⋯⋯⋯⋯<76)

’25、东山圪旦遗址一，¨一·v胛一””·ww⋯⋯⋯·矗⋯⋯![77)

’26、丈夫湾遗址一·e,o．o·o一”w⋯⋯⋯⋯⋯·，⋯竹·⋯⋯”．(77)

．，27，城壕地遗址⋯·”w—k⋯o一-，，”一w⋯?⋯⋯⋯⋯：·(78)

。28，缸房遗址⋯⋯⋯⋯⋯⋯⋯⋯⋯⋯⋯⋯⋯”o睁·'·?·‘78)

．29、．三亩湾遗址⋯．·”⋯⋯．．⋯·t⋯“～V⋯⋯⋯⋯⋯⋯(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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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一·⋯”··⋯⋯””·”·”··一···”·”·(79>

i蛊址“⋯⋯”···“⋯⋯”··一”⋯⋯⋯⋯⋯”·(80>
窑头遗址⋯⋯⋯⋯⋯⋯⋯⋯⋯⋯⋯一⋯⋯·(81>

湾遗址⋯⋯⋯⋯⋯⋯⋯⋯⋯⋯⋯⋯⋯m⋯(81>

j址”·”·”·”···⋯⋯⋯⋯⋯⋯⋯·”⋯⋯⋯⋯·(82)-

五号遗址⋯⋯⋯⋯⋯⋯⋯⋯⋯⋯⋯⋯⋯⋯(82)

：址··⋯⋯⋯⋯⋯⋯⋯⋯⋯·⋯·⋯⋯⋯⋯···n(83)

遗址⋯⋯⋯”·⋯”·⋯⋯⋯⋯⋯⋯⋯⋯⋯⋯(84>

．古城址 。

·，

古城⋯”·⋯”··：⋯··j⋯⋯··：··⋯””·⋯·⋯··(85)_

2乙汉武成县故城⋯⋯⋯⋯⋯⋯⋯o⋯⋯⋯⋯⋯⋯⋯(90)

3、小红城古城⋯⋯⋯⋯”：⋯·．．．⋯⋯”：⋯⋯⋯⋯⋯⋯(92)一
’ 4、大红城古城”O OOOOOO⋯⋯⋯⋯⋯．．．⋯⋯⋯⋯⋯·一⋯(97>

‘5、玉林卫故城⋯⋯⋯⋯⋯⋯．．．·j··i⋯⋯⋯⋯⋯⋯⋯一·(99)
‘

●

第七节．古墓葬． ⋯⋯。 ，

‘一‘战国墓 一 ‘·‘ ·’一' ～
，

。

樊家窑战国墓⋯⋯“⋯”“⋯⋯“⋯““⋯⋯⋯⋯⋯⋯(102)

=、汉墓⋯⋯⋯⋯⋯⋯⋯”一⋯⋯⋯“⋯⋯⋯⋯⋯⋯⋯(104>

：’l‘小板申汉墓⋯．．．⋯⋯⋯⋯mm⋯¨．．．⋯⋯⋯⋯⋯·(104)

2、乱坟梁古墓群⋯⋯m⋯．．．⋯m⋯⋯⋯⋯⋯⋯⋯⋯(110)·

。3、’壬墓梁墓群⋯“⋯⋯⋯⋯⋯⋯+m—OO·O0000 000⋯⋯⋯(113>

．．4、七星堆墓葬．．．⋯⋯．，．⋯。qre*eeo ooV“⋯“⋯⋯⋯⋯⋯”(114)
’

5、前瓦窑古墓梁墓群eel eoo'ee'emmn" O q⋯(115>

。6，‘白其口墓地⋯⋯·n⋯，“⋯⋯“⋯⋯⋯⋯⋯⋯⋯⋯·(116)

兰、北魏墓葬⋯⋯P⋯⋯·‘⋯’一，
另皮窑北魏古墓0‘00'fe0000fn一⋯～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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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墓葬
、

1，土城子古墓⋯⋯⋯⋯⋯⋯⋯-．．．⋯⋯⋯⋯⋯⋯·：i“(11-9-4)

2，东梁墓葬⋯⋯⋯⋯⋯⋯⋯⋯⋯·母曲·建够碉⋯·茁(王貂懂
五，辽、金、元墓葬 ．一。。，． 。，． 哪

!、草厂墓地⋯⋯⋯⋯⋯⋯⋯··¨⋯“⋯。·．．．⋯巾⋯⋯。(123，

2、十六号墓地⋯⋯⋯⋯⋯⋯⋯．·：⋯■厶!：．．．⋯‰·j⋯“(127)

；，，第八节⋯古窑址⋯⋯⋯⋯⋯⋯⋯⋯：。，t

一、汉代窑址一?⋯⋯⋯⋯⋯⋯“¨⋯⋯⋯⋯⋯⋯t j，t。

‘羊塔沙圪旦窑址·”OB·一OO BQ·。Oe 4—0 0、··：：·：：·：：·：：。．：：1．：．．：：j⋯⋯“(128)

=，辽，金，元时期窑址 ‘■：‘乏¨>： !t‘．’j。

，，1，7．。善其峁瓦片坡窑址?”：：：：‘：?：。：：⋯．．．⋯：?’：⋯⋯⋯⋯(130)
。2、二墓咀窑址⋯⋯⋯⋯⋯⋯⋯⋯⋯⋯⋯⋯⋯⋯．．．··．(131)

．一’第九节⋯古建筑⋯．⋯⋯⋯⋯⋯一．r．。

。‘1≮’塔梁古塔：·：⋯⋯：：·：：·：：：：·O⋯e·O—O··：··：·：：·：”：：·：⋯⋯·“(131)
I 2、“魁星楼¨···‘t。··-，¨～。，t，‘”···。：!j●·jji。多，”·⋯ji·：···”(133)

。‘_第十节．碑。。刻⋯√”：jI{j．≯-晕 “■蔓j?
1、樊家窑石碑⋯⋯⋯⋯⋯⋯⋯⋯Ⅲr絮·可·?·-⋯·≯(134’】

2，五素途路(武松)石碑⋯⋯⋯⋯⋯⋯⋯⋯⋯⋯⋯(136)
，

” ’

⋯．0 ．二。：o 一～1‘

第十一节长。城。’1一”。
’

⋯： 一·t一．? 。(’ 。：’；．j I。： ‘’：，‘

．■?明长城次边⋯，．1 ·： ，t ·t
‘．

，

一；1 x地理形势⋯⋯⋯⋯⋯⋯⋯⋯⋯⋯⋯．．．⋯⋯⋯⋯⋯(138)

。j
2 k长城遗迹⋯⋯⋯⋯：⋯⋯⋯⋯⋯⋯⋯⋯⋯⋯⋯⋯·(139)

．．3，墩台⋯⋯⋯⋯⋯⋯⋯⋯⋯．．．⋯⋯⋯⋯⋯⋯⋯⋯⋯(,139)

，：，明长城”：·!·：：：·：：⋯：⋯⋯⋯⋯⋯⋯⋯⋯⋯·?⋯⋯⋯⋯(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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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绥南地委在和林南部的抗日斗争⋯⋯⋯⋯“·“⋯(163)，

3、班玉磕工作团在和林东山的抗日活动⋯⋯⋯⋯⋯(164)．

4、绥西托和清县游击队在和林平川的抗日斗争⋯⋯(165>

S、安正福武工队在和袜东北山区的抗白斗争⋯⋯··．(166)
6：‘和林县℃浑河北部)的解放斗争⋯⋯⋯⋯?⋯⋯”(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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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托和清(浑河南部)的解放斗争⋯·”⋯⋯?一⋯⋯(171)

8，和林格尔县的解放斗争⋯⋯⋯⋯⋯⋯．．．⋯⋯⋯叩(177)
- 1

r ：

第二节革命遗址，．，．． ；

j ÷： ·‘1

1，二道沟革命遗址⋯⋯⋯⋯⋯⋯⋯⋯⋯⋯⋯⋯⋯⋯(178>

2、后爱好庄革命遗址⋯⋯⋯⋯⋯⋯⋯⋯⋯⋯-·：⋯⋯(179>

3，李家山沟与董家窝铺贾自家干部驻地遗址⋯⋯⋯(179)

’4，黑老窑土围子遗址⋯⋯⋯⋯⋯⋯⋯⋯⋯一·⋯⋯⋯(180>

5，牛窑子革命遗址⋯⋯⋯⋯⋯一⋯⋯⋯⋯⋯·一⋯⋯·(181>

6、刘犁窑子安正福驻地遗址⋯⋯⋯⋯⋯⋯⋯⋯⋯⋯(181>‘

7，西梁村安正福武工队驻地遗址⋯⋯⋯⋯⋯⋯⋯⋯(182>

8，灯笼素村安正福武工队驻地遗址⋯⋯⋯·一⋯⋯唧(182>

9，张云峰同志牺牲地⋯⋯⋯．．．⋯⋯⋯．．．⋯⋯⋯⋯⋯(182)

10、贾补营歼灭白万新复仇队土围子遗址⋯⋯·'_⋯·(183>

．11，东南窑子和林县政府驻地遗址．．．⋯⋯．．．、⋯⋯．．．⋯(183>

12、黑老窑乡张明沟村革命遗址⋯tt⋯⋯⋯⋯⋯⋯⋯·(184>

．13、榆林城战斗遗址⋯⋯⋯⋯·r⋯·．．⋯⋯．．．⋯·?⋯⋯·(184>

14、托和清县的地道遗址⋯⋯⋯⋯⋯⋯⋯⋯⋯·oo 000oo,(186>

15之二道边托和清县政府财政科驻地遗址一⋯，．．⋯·。·(188≯

16、东石咀子托和清县大队消灭冯子明骑兵团战斗遗≯％
* 址”⋯．．”···”·⋯⋯”·“··?·⋯．．⋯⋯⋯··”·”一·⋯⋯(188>

，17、杨成武、李井泉于石灰窑村接见绥蒙地区干部遗

址⋯”·”····”···?⋯··”···”叩”···”·一···一·4PO⋯”···一n89>

：18、贺龙同志夜过南天门遗址·≯⋯⋯～⋯⋯⋯⋯⋯·一(‘190>

19、骑兵旅于迭力素歼灭一、二、三中队战斗遗址⋯(191>

20、后坝村和林县政府驻地遗址⋯⋯⋯⋯”⋯⋯⋯⋯·(192)

21，脑包山革命遗址⋯⋯⋯．．．⋯⋯⋯⋯⋯⋯⋯⋯⋯⋯(192>

22，鸡山革命遗址⋯⋯，-．⋯⋯⋯⋯⋯⋯⋯⋯⋯··．．⋯⋯(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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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面貌与现状

和林格尔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西南境，东经11 1

度4 9分，北纬垂0度2 8分。东与凉城县、东南与山西省右玉

县相邻，南与清水河县毗邻，西与托克托县相接，’北与自治区首

府呼和浩特市郊区土默特左旗接壤。东西广70、南北袤78公里，

总面积3410平方公里。全县共1 7个乡(镇)，172个行政村，792个

自然村。根据1 9 8 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44，947户，总

人口178，161人，其中男性96，968人，女性81，193人。它是以蒙古族

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其中蒙古族人1：37，595人，

古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三。． ， j ’，l

境内地形复杂，属山，川，丘陵、平原的交接地带。东南部

|山峦绵延，西南部丘陵起伏，北部和西部系平原区。平均海拔

1，100米，最高海拔2，100米。山脉多属蛮汉山系，主要山峰东有

4亡牛山，山峦重叠，群峰峥蝾，南有圣山，奇峰林立，．晕岩峻

峭，中有黑山，山势雄伟，山色秀丽。又有东西两摩天岭，东摩

天岭主峰南天门山，峰峦竞秀，泉溪潺潺，绿涛泛波，’林海滴

翠，群峰横立天际。天然林以串杨、桦树为主，还有山杏、沙

枣，胡榛子等二十多个品种，自建南天门林场以来，工人和技术

员又在南天门山上培育了油松、落叶松、樟子松等十几个品种的

树木，还栽种了桃李果树。阳春，红色的山丹花一朵朵、一簇簇

点缀在林间山地，黄色的山花-粉色的果花，紫色的桃花吐蕊开

放，争芳斗艳，盛夏，丹朱般的海棠，赤砂似的红豆又相继绽

彩，深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I冬季，雪笼山川，银蛇起舞。



塞外“花果山，，的风姿，比之桂林山水，更具一趣。其西摩天岭横

在境内西部南北，峰峦多为荒山秃岭。和林境内地层结构均为风积

层和冲积层两类。风积层由细沙、粉沙组成，分布于浑河两岸的

丘陵地带及西摩天岭两侧，厚度约3 0米上下，冲积层由砂、砂
’

砾、粉砂和粘土组成，分布在宝贝河、茶坊河、石匣沟下游的平

原地区，厚度在1 5米左右。

境内主要河流：。浑河，境内全长7 5公里，发源于山西省右

玉县，流经本县新丰乡、新店子乡，大红城乡’经清水河县注入

黄河。年均径流量1．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为2，840立方米／秒，

此河是境内最大河流之一。从右玉进入和林，谷口纵深，山路畸

岖，在杀虎口一带，诸流交汇，形成主流和天然隘口，也成为通
’

川大道的枢纽，民间流传“走西口带就指杀虎口。宝贝河，境阿

、长度59．5公里，发源于本县东摩天蛉诸沟，流经胜利营：城关，

巧什营，流入托县境内，年均径流量l，960立方米，最大流量为

1，730立方米／秒。宝贝河流量不大，也是境内大河之一，由东

南流向西北，上游流经黄土丘陵，．高山深谷，宽阔的河床，灌注

丘陵坡地，平川良田，丰富了和林人民的经济生活。茶坊河，：劈

内长度约4 3公里，发源于本县浮石山，流经灯笼素、公喇嘛，

‘注入呼和浩特市郊区大黑河，年均径流量1，330立方米，最大流‘

量为1，140立方米／秒。古力半几河，境内长度约4+4公里，发

源于本县羊群沟乡圪针沟，流经新红乡，注入浑河，年均径流量

19．35立方米，最大流量为219．90立方米／秒。除浑河、宝贝河‘

外，其余两条河均为季流河，雨季水量较多，旱季水量微小甚至
。

干涸。

境内风沙大，雨水少，属中温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日夜温差 ·

变化较大，年平均气温5．4摄氏度，最高气温37．5度，最低气温

零下34．5度。年平均降水量417．9毫米，最大700毫米，最d',20 l

毫米。无霜期118—152天，平均无霜期1 2 8夭。年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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