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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志》总监修、副总监修

第一届

总监修：阿格旺(中共阿巴嘎旗委书记)

额尔登孟克(阿巴嘎旗人民政府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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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总监修：额尔登孟克(中共阿巴嘎旗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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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监修：褚延祺(中共阿巴嘎旗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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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志》历届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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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宝山(阿巴嘎旗档案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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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宝山(阿巴嘎旗档案局局长)

伊达木扎布(阿巴嘎旗公安局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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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云(阿巴嘎旗财政局局长)

达拉哈(阿巴嘎旗畜牧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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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鲁(阿巴嘎旗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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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健(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郝春云(阿巴嘎旗财政局局长)

高勒扎布(阿巴嘎旗档案局局长)

马格斯尔(阿巴嘎旗民族事务局局长)

第四届

主 任：巴根那(中共阿巴嘎旗委副书记)

副主任：道尔吉(中共阿巴嘎旗委组织部部长)

白丽华(中共阿巴嘎旗委宣传部部长)



委

主

副主

委

额尔登达来(阿巴嘎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穆怀垣(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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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高志杰(中共阿巴嘎旗委办公室主任)

宋玉山(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斯琴毕力格(阿巴嘎旗劳动人事局局长)

马爱民(阿巴嘎旗财政局局长)

敖日布(阿巴嘎旗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都古尔(阿巴嘎旗人大科教文卫委主任)

格日勒图(阿巴嘎旗文体局局长)

宁布(阿巴嘎旗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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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褚延祺(中共阿巴嘎旗委副书记)

任：道尔吉(中共阿巴嘎旗委组织部部长)

白永春(中共阿巴嘎旗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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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志》编修机构

第一届

主任：道尔吉斯登 ·

副主任：满都拉图 王振英 都古尔 ．

编辑、工作人员：宝力道、贡其格、旺其格、高志杰、革命、达古拉、

王晓媚、陈国栋、鸟兰

特邀编辑：丹毕尼玛

借调人员：敖日布、鸟仁其木格、其仁吉德、巴布、张晚辉

第二届

主 编：那木吉’

副主编：韩秀明、郭亚飞、徐润月

编辑、工作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伟江、鸟 兰、方桂琴、刘玉平、那木吉、海延峰、

徐润月、杨媛媛、胜 利、郭亚飞、l郭韫馥I、朝 克、

韩秀明

蒙 译：那木吉、布和、乌云其木格 ．’

英 译：孙雪梅、张丽珍

校 对：那木吉、韩秀明、郭亚飞、青巴雅尔

装帧设计：胜利

版式设计：韩秀明 一

电脑制作：阎斌、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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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志》(稿)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雁卿(中共锡盟委副书记、锡盟党史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新吉勒呼(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

陈 勇(锡盟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褚延祺(中共阿巴嘎旗委副书记、《阿巴嘎旗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

道尔吉(中共阿巴嘎旗委组织部部长、《阿巴嘎旗

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白丽华(中共阿巴嘎旗委宣传部部长、《阿巴嘎旗

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穆怀垣(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副旗长、《阿巴嘎旗志》

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钢呼雅嘎(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委 员：苏那木(原《阿巴嘎旗志》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

图日根(原《阿巴嘎旗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道尔吉斯登(《阿巴嘎旗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周继贤(《阿巴嘎旗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孟国荣(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编辑)

刘 文(锡盟史志办地方志科副科长)

鸟达巴拉(锡盟史志办地方志科副科长)

孙优木(锡林浩特市史志办主任)

苏战勇(苏尼特左旗史志办主任)

鸟日娜(正蓝旗史志办主任)

●●I--l：

，．p

．

。o▲；。。．●■■■-■-呖镟；

i



鸟力吉(东鸟珠穆沁旗史志办主任)

胡广仁(多伦县史志办副主任)

王建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志》主编)

高志杰(中共阿巴嘎旗委办公室主任、《阿巴嘎旗

志》监修委员会执行监修)

刘永健(阿巴嘎旗人大办公室主任、《阿巴嘎旗志》

．监修委员会执行监修)

宋玉山(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阿巴嘎旗

志》监修委员会执行监修)

张延春(中共阿巴嘎旗委宣传部副部长、《阿巴嘎旗

志》监修委员会委员)

旺海军(中共阿巴嘎旗委办公室副主任、《阿巴嘎旗

志》监修委员会委员)

李增银(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阿巴嘎

旗志》监修委员会委员)

都古尔(阿巴嘎旗人大科教文卫委主任、《阿巴嘎旗

志》总纂领导小组成员) ，

那木吉(阿巴嘎旗史志办主任、《阿巴嘎旗志》主编)

徐润月(《阿巴嘎旗志》副主编)

韩秀明(《阿巴嘎旗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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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志》编辑任务分工

那木吉：负责《阿巴嘎旗志》组织领导、总纂、出版、印刷全面工

作，编辑目录、文化

韩秀明：协助主编开展总纂、出版、印刷及编辑部日常工作，负责

统稿、校对、版式设计工作，编辑畜牧业、农林水渔业、工

业、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城建环保、教育科技、文

化

郭亚飞：协助主编开展总纂、印刷工作，负责统稿、校对工作，编

辑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

经济管理、宗教习俗、人物、文献辑存、修志始末

徐润月：协助主编开展专业志整理、总纂工作，编辑建置、自然环

境、人口民族、畜牧业、农林水渔业、工业、商业、经济管

理、政权政协、人事劳动、文化

方桂琴：开展图片征集工作，编辑政权政协、民政、人事劳动

刘玉平：编辑建置、商业、政党群团、政法、军事、卫生、宗教习俗

胜 利：负责图片征集、编辑，装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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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祖国北疆的阿巴嘎草原，沃野千里，苍茫无垠；沙地林茂，河

畔草丰；湖泊粼光，鱼跃鸟飞；五畜兴旺，蕴藏丰饶。自汉时有属辖至

元代封地及清朝建制于今，以蒙古族为主体、以畜牧业为主业的草原

人民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美丽富庶的土地上，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一代胜过一代的光辉业绩，理应载入史册以铭

记之。基于此，1986年，旗党委、政府组织成立了党史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并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展首次地方志编修工作。历经16载，数易

其稿、几易其人，现成书付梓，填补了阿巴嘎旗无志之历史空白，了却

了众多修志者的夙愿。 。

《阿巴嘎旗志》是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

书，力求存往事之真容；求发展之规律，使之真正发挥地情书和资料

库的功能，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现实作用。全书共22篇、109章、

96万字，系统地记载了阿巴嘎旗人文地理、发端建制、境域变迁、风

土民情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谓横陈百业，纵贯古今。记述内容以新中

国成立后之历程为主，是阿巴嘎旗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阿巴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马背民族特有的勤劳、勇敢、豪放与纯朴艰苦创业，在沧桑巨变

的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而且正以崭新的姿态，科学的观念，创造着更

加卓著的业绩。用丰富、真实的资料来全面反映阿巴嘎旗社会发展建

设的历程，就是要诉诸于人们鉴古知今的真谛——党的民族政策是

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根本；社会主义制度是边疆少数民族文明富裕

的保证。

5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人们有过欢欣和喜悦，也有过



阿巴嘎旗志

痛苦和忧虑。客观、公正地记录阿巴嘎旗物质、意识领域的过去和现

在，成败与得失，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历

史，立足现在，创造未来；就是要让领导者、决策者鉴古察今、兴利除

弊、励精图治、造福人民；就是要让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阿巴嘎草原

古老的历史、当代的文明，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和异彩纷呈的民俗民

风，投身到北国边疆，或观光旅游、猎奇探幽，一睹北国“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的壮观景象，或投资开发，与草原各族人民联袂创业，共同描

绘阿巴嘎旗美好的明天。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阿巴嘎旗志》能够在新世纪出版，是为阿

巴嘎旗文化领域又增一瑰宝，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这部阿

巴嘎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是对阿巴嘎旗各民族历史足迹追根

溯源的史书；更是对阿巴嘎草原丰饶物产详细探究的志载，它洋溢着

绝粹的阿巴嘎的草香、奶香，回荡着这块土地久远的足音。从此一方

乡土展卷可得，据本溯源，由往知来。阿巴嘎旗人民有了自己的自然

与社会的百科全书。

愿阿巴嘎草原蓝天碧野钟灵毓秀；

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幸福安康!

最后，我谨代表旗委、政府向在《阿巴嘎旗志》编纂过程中给予支

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专家和有关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謦。

中共阿巴嘎旗委副书记前廷谌
二Oo一年九月十八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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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阿巴嘎旗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

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阿巴嘎旗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体现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阿巴嘎旗志》上限依事物发端和掌握的史料而定，下限断于1999年底。

取事记述，力求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以反映历史规律，体现客观规律。

三、《阿巴嘎旗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载，以志为主，辅

以图、表和照片。行文为记叙体，语体文。

四、《阿巴嘎旗志》横排竖写，以事分类，以时为序。结构分篇、章、节、目、子

目5个层次，篇自为志，共22篇、109章、424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篇目。

五、阿巴嘎旗为纯牧业旗，为反映地方特点，志书对“畜牧业”一篇作较为详

细的记述。

六、“大事记”简要记述阿巴嘎旗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根据“详今略古”的

原则，越接近现代，记述越详。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七、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旧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若年代前末注明所属

世纪的，均指二十世纪的某一年代。志书中解放前后指1946年前后。

八、表序分为三级。一级表示篇数，二级表示章数，三级表示该表在志书全部

表格中的顺序。续表不排表序。例如：表3—2—23，“3’’表示第三篇，“2"表示第二

章，“23”表示该表为志书表格中第23张表格。

1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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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阿巴嘎旗称谓及地域范围屡次变动。称谓及地域变更前的史事亦如实

叙述，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表述中使用的“全旗99、66本旗”、“阿巴嘎地

区’’均为现行行政区名称阿巴嘎旗及其辖域的代称。地名变化在“建置篇”、“民政

篇"中详细记述。

十、“人物篇’’设传、录。凡有特殊影响的古代、近代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有重大贡献的已故知名人士立人物传略；革命烈士入烈士名录，以褒英名；

自治区级以上劳模亦列英模名录，以壮嘉荣。

十一、志文中数字一般采用阿巴嘎旗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统计局缺少的则

采用业务部门数据。
’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设篇，本着宜粗、宜略、

宜分散的精神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

十三、志中行文参照1995年9月28日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志行文规

则》，数字用法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6年12月31日

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度量衡单位均按国家标准计

量法换算为公制。

十四、文献辑存尽可能选录对本地政治、经济等有重要影响的文件、文稿。‘

十五、志书资料大部分由各专业单位提供，部分资料由档案馆提供，部分资

料是由编修人员搜集的口碑资料，经考证甄别后入志，志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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