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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奈曼旗有文字可考的开发建设史

300余年，此前却没有地方志书予以系统记载，实谓一种缺憾。而今，这部《奈曼

旗志》于21世纪开局之年、建党80周年之际编纂面世，填补了这项空白，确是盛

世大事。为此，我们满怀喜悦之情，表示热烈祝贺!

《奈曼旗志》是奈曼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是我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大丰硕成果，更是我旗发展史上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全书存史与借鉴并重，

具有“资政、存史、育人一的重要作用。志书以求实的笔触、翔实的史料，密集的信

息，向世人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它详尽地记录了奈曼旗的历史沿

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记述了自17世纪中叶以来，勤劳勇敢的奈曼各族人民

开发建设家园的宏壮历史；再现了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奈曼人民以威武不

屈的民族精神，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壮烈场景；追述了解放战争时

期，奈曼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前仆后继，英

勇斗争的光辉历程；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奈曼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伟大业绩；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奈曼人民以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

《奈曼旗志》是认识奈曼、了解奈曼的重要“窗口竹。透过这个窗口，能够全面、

深入、客观地审视奈曼的历史与现状。希望《奈曼旗志》作为传播友谊的桥梁，传

递信息的载体，促使奈曼与外界更为广泛地对接，把旗内外、区内外、国内外的家

乡亲人、关心奈曼改革与发展的四海友人紧密联系起来，凝聚力量，激扬斗志，使

奈曼以良好、全新的形象，以坚实、稳健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纂人员在浩繁的资料中，经过无序中梳理，驳杂

中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采撅，含英咀华；考证钩沉上下数百年历史，披

阅增删反复十余载春秋，终集精华于一体，取所需于一册。在此，我们向全体编纂

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在志书编纂过程中，也得到了区、盟(市)上级业务部门和

兄弟旗县市区方志界同行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

支持和关注，在此一并致谢。虽如此，书中难免有挂漏之处，恳请有识之士指正，

后续志者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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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奔涌而来，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

“九五"伟业已经筑就，“十五"蓝图正待勾画，我们当前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用

较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让奈曼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文明。“前事不忘，后世

之师。’’现实是历史的承传，未来是现实的延续。做好现在的工作离不开历史经验

的烛照，谋划未来逾越不了客观现实的台阶。在这片古老文明的热土上，奈曼人

民用智慧和汗水凝聚了这部雄壮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必

须以史为照，认真借鉴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伴随新世纪加快发展的时

代强音，切实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旗委、旗人民政府有信心带领

全旗42万各族人民团结拼搏，将奈曼的未来建设得更加壮丽辉煌!

中共奈曼旗委员会书记贾裕民

奈曼旗人民政府旗长王志国

2001年11月



凡例

凡 例

一、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记述奈曼旗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突出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志书贯通古今，上限自有奈曼旗建置始，下限至1998年。为综述始末，

。大事记劳、。人物力、个别章节对上下限略有突破。

三、志书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图表及附录组成，以篇、章、节、目

的结构层次编写。全志共设30篇123章443节；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

种体裁，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四、志书文体为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大事记采用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篇，散见于大事记和

专业志中。

六、地区、机构、职务名称均以当时称谓。地理旧名注以新名。

七、人物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人物以奈曼籍为主，客籍为辅；人物名

称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八、志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以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东北沦陷时期纪年加注伪满年号。

九、志中数据，皆以奈曼旗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不足者以有关单位提供

的可靠数据和历史档案数据加以补充。数字用法执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上的规定》，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执行1984年国务

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志书资料主要由奈曼旗档案馆和旗直属各单位提供。解放前的历史资料

来源于盟内外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或已出版的图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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