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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的各

生产既

从事撰

立国之

言：“交

求之人

物，自古阙载。盖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记注所不能及也。"

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志》观点正确，体制完善，史料翔实，文

约事赅，图文并茂，此是志之尤为可贵者! ·

书既成，余喜而略题数言以志庆!

缮积琵
’

一九九四年初冬八八叟识于北京故元大都安贞里寄庐
●

，

傅振伦，河北省新河县人，1906年9月生。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协

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博物馆学会等名誉理事。曾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长自师范学院

史地系主任，南开及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中国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方志文存》、

《方志论著选》、《文录类选》等24种专著。’



第一部《乌拉特中旗志》，经各方面志士仁人同心协力，忘我工

作，历时十载，终于和我们见面了。 一r+

乌拉特中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地处祖国北部边陲，毗临黄河

后套平原。南部巍巍阴山如屏，山后草原广阔，水草丰茂；山前黄河故

道横贯东西，沿河遍布良田沃土：宜农宜牧。资源丰富。设旗始自清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一至今300多年，然而这片土地的被开发，却

可上溯到秦汉，如今横穿旗境的秦汉长城遗迹，尚清晰可见。全旗现

有人口13万多，系多民族聚居，其中蒙古族占18．4 o／I，汉族占81％。

先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祖祖辈辈在这里辛勤劳动，推动社’

会进步，谱写历史篇章，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涌现了许多可

钦可敬的人物。可惜已往，史志阙如，任其湮没。而今《乌拉特中旗

志》终于付梓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为此，我们除深表贺忱外，更以
．*

4

先睹为快。4
．

‘

．”

《乌拉特中旗志》，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扬认真、求实、创新的精神和风格，如实地

记述了这块土地上的兴衰荣辱，沧海桑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全志70余万言。纵横捭阖，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借

古鉴今，古为今用，资料翔实，繁简适度，地方色彩鲜明，时代气息浓

厚。时间跨度虽长而脉络清楚，内容层面虽广而重点明晰。既可作为．

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又可作为服务于改革开

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考资料。它集“存史、资治、教化"之作

用于一册，利在当代，功亘千秋。 ·

·

修志浩繁艰难，又非常人可察知，修志人员清苦、辛苦、艰苦。他：

们广征博采，考据旁证，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默默勤勉，负重笔耕，查

阅成千上万档册纸卷，征集整理编写出百万字史志资料，直至编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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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志稿而付梓。为此，我们心情十分感奋，谨代表旗党委、旗人民政府

向编纂旗志付出大量心血的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向所有支持关注

旗志与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浏览全志，思绪万千，抚今追昔，感慨不已。。愿后继者承上启下，

兴利除弊，再展宏图。愿此浩帙长卷，给今人以启迪，给后世以借鉴，

建设桑梓，造福人民。是为序。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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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乌拉特中旗志》历经十余春秋，现在终于问世了。我们作为土生

，土长的乌拉特中旗人，感到分外高兴，它是乌拉特中旗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志书，是乌拉特中旗各族人民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乌拉特中旗各

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为此，我们首先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乌拉特中旗人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指导、帮助

和关心的专家、学者、领导等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乌拉特中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这里世代居住着勤劳、勇敢的

各族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朝代更替，终

于迎来了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草原人民的新生。解放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走上了光明大道，从根本上提高了政治

地位和改变了乌拉特草原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旗各

族人民更加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使乌拉特中旗百业兴旺，发生了巨

大变化，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号象。

《乌拉特中旗志》可作为对全旗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

书。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方针j政策

7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立足当代的原则，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本旗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共21编80余万言，较详细地

反映了过去的兴与衰、功与过、得与失、是与非。这部旗志不仅是反映

旗情资料的数据库和工具书，而且它对我旗今后更进一步搞好改革

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都可起到为现实服务的积极作用。

《乌拉特中旗志》既有历史信息，也有当代信息。它记载了我旗的

区域沿革、山JlI、气候、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风俗、人物等，把这些

珍贵的史料展现出来，目的是昭示当代，启迪后代，起到“资政、存史、

教化”的功能作用。也可通过旗志这个面向社会的桥梁和窗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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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世界，把乌拉特中旗介绍给广大读者，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乌拉

特中旗，认识乌拉特中旗，热爱乌拉特中旗，开发乌拉特中旗，建设乌

拉特中旗。

编修史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本书虽然经编修人员查阅了

数以百万计的资料，走访了许多老同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水平所

限，难免有所疏漏，还望广大读者见谅，并请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今后

修订。 一-．一， t

中共乌拉特中旗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乌拉特中旗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 ，

●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常务副旗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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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乌拉特中旗志》广征博采，纵书历史，横陈百业，桩桩编纲立目，

层层章节分明；褒英烈之威武豪壮，志历代之荣辱盛衰，将乌拉特中

旗历史浓缩汇集成一书，融天地人事物于一体，确是一部纷纭浩繁的

社会系统工程，委实可钦可贺I

志书的编修者，生活清苦，工作勤奋，以很高的事业热情和责任

感，茹苦含辛，任劳任怨，遣情斑管，运秀毫端，淬石厉笔耕于墨海文山

之中i历十余载之寒暑，终于修成志书，功不可没，理应褒奖。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观今鉴古，历

史是一面镜子，承前启后，以史育人，治国安邦，兴家创业，借鉴资治，

皆有功效。昨为今之史，今为明之史。愿《乌拉特中旗志》成为我地经

世致用之书，有益于全旗各民族千秋万代之伟业。．

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形

势下，志书应运而生，可谓吉祥之兆。社会需要志书，志书服务社会，

它必将在乌拉特中旗13万各族人民的新长征中发热闪光!

余莅任不久，适逢志书出版之际，特作序以为恭贺。
．

’

I／b ■
中共乌拉持中旗委员会书记 卜—LI夏l

1994年9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发端

一届

历史

事以

三、本志根据现代社会分工进行科学分类，采用横排门类，纵述

史实的体例要求，运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共设21编64

章254节，编首设概述、大事记，编末设附录、编修始末。概述、大事

记、附录、编修始末不列入编。 一

四、本志表述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概述有议有叙，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其余皆用记叙文体，叙而不议，寓褒贬于记

述之中。-_ 一 ．_

五、本志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前均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

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前后，“建国前、后一，系指1949年10月1 El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志所记年代，均为20世纪之年代，故年

代前未加世纪字样。 。，．。

’六、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当时版图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以现行版图为限： 、

、

七、本志记述的地理名称、机构及职官，均以当时当地的习惯称

谓记录。为便于今人了解，一律加注今名。为了记述方便，一些地名和

机构名称，志文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如：乌拉特中公

旗、乌拉特中旗简称为中公旗、乌中旗，乌拉特东公旗、乌拉特后旗简

2Z



限，以本籍人为主，兼记在本旗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物。遵循生不立

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附录人物简介，略记贡献较大的在

世名人，以生年为序。《烈士英名录》收录本籍和牺牲在本地的客籍

人。《人物表》收录自治区厅级系统以上表彰的英模人物和本籍的县

团级以上的干部为限，高级知识分子收录本籍及在本地任高级技术

职称者。 ‘．j。

’十五、本志所采用的地图，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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