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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0

李春

《和硕县志》即将出版了，这是和硕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

它的正式出版发行．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

果．也是全县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和硕县志》的出版．

对我们熟悉地情．r解历史．把握现在．开创未来．从实际出发．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提高效益，促使县级经济腾飞和社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和硕县位于新疆中部天ⅡI南麓．焉耆盆地东北部．南濒中囝最

大的内陆淡水湖一～博斯腾湖。地处东疆、南疆、北疆交汇点．是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东大rj，索有南疆第一县之称．是巴州农牧业，L

产发展较快的一个县，

和硕县具自悠久的历史．汉代是西域二l‘六固之一危须凼占地．齿代是古丝垌之路上D0

重镇：和硕在很早“前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清乾隆三十六年(1 771年j．卫拉特蒙古

和硕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后，和硕持中路左、中、右3旗lo苏木驻牧县境．同境内

各嫉人民亲如兄弟．和睦相处．共同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生息繁衍．劳动创造：在方圆

1 2 892半方公里的县境内，水草丰美．林木茂密．冰川众多．矿产资源丰富，东北部J|J区的塔

西罕草原是县境的高山牧场，和硕滩一带是著名的和硕马的产地．布楞沟林区的云杉参天而

立：1II外4F原区土地肥沃．佳禾遍野．是巴州的主要粮油基地。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

和硕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一块正在开发的宝地，

由于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硕县交通闭摩，生产原始．

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斗|共f一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和硕县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和提高．使昔U满目凄凉的穷山僻壤．呈现一片千红竞艳．百业兴旺的新气象，改节开放以

来激越的奏呜曲．为古老悲壮的牧歌增添，雄浑壮阔的新乐章，各族儿女跨上时代的骏马，

携手并胄．发扬“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争创一流”的和硕精神+坚持“依托资源．强

农促L确I商必旅．4：西合作，科教兴硕，富民强县”的方针，为建设新和硕向前飞奔，

+和够!县志拍j编修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地

方，E编委会和巴州史志办的统一部署和全面指导下．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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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的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从1986年起步，历时十载，六易其稿．终于圆满完成这一艰巨

丽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

《和硕县志》本着继承传统、力求创新的原则，立足当代．详蚀略同．以记述和硕建县后的

县情为重点，纵横古今．横陈百科，全面系统地记述_r和硕县的行政区划、自然资源、民旅宗

教、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改革、经济、科技、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各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和硕县各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

社会主义新和硕的光辉而又曲折的历程。《和硕县志》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把《巴

图色特启勒图中路和硕特盟》独立设卷．详细记述其源流、迁徙．发展全过程，把“东归”精神

载人县志．发扬光太+意义极其深远。

在编修《和硕县志》中．县史志办以及全体修志人员勤奋耕耘，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在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关心下，在全县各币位、各部门的协助下，在老干部、老同志的

帮助下，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完成r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编修《和硕县志》过程中，得到了r自活区地方志编委会、巴州史志办的指导和帮助．得

到r县内外学者、专家的热情帮助，得到r全县各单位、各部f J的密切配台，得到了和硕县的

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关怀，值此《和硕县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和硕县委、县人

民政府向为《和硕县志》的出版给予过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单位、领导、专家、学者及编纂人

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编纂人员的水平有限．

《和硕县志》的差错漏缺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7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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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一
／J 一

金德克

《和硕县志》经过十年编纂．今天终于出版了，+这是和硕县各旅

人民生}舌中的一件大事。十年里，上级领导和地方志的专家及同仁

对修志工作给予r热情的关怀和具体的指导．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三届领导为修志工作倾注了大量，C·血．社会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

培育了这株新生的幼苗，县志编纂人员为修出和硕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县志付出了辛勤劳动。在这里．我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向。

切支持过《和硕县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向所有参与编写、q，

定志稿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修志可知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明得失、察未来，我认为这夺

·3·

志书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应用马克恩主义的立场、观点RJ方法．对和硕的历史与

现状做出r正确的科学的论述，既从事实出发．反映历史的真面目．叉服务于现实．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观全书．可以看到．和硕是西汉时期西域危须国故地，是古丝绸之

路的必经之地。清乾隆三}六年(I771年h U拉持蒙古和硕持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

后．和硕特部3旗10苏木驻牧县境，长期以来，各民旅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开发、

建设r美丽的和硕绿洲。过去，和硕的开发和发展，靠的是各民旌的团结台作．历史的经验告

诉我们．团结、稳定、统一符合各旅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和硕的

繁荣和昌盛．更加需要各民旅的精诚团结．携手共创光辉的明天，

《和硕县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r垒县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发

扬．又有失误的教训值得记取，可以说．它是一本综合性的资料工具书．是我们工作的好参

谋，

和顶历史悠久．县志编纂人员广征博采，搜集资料500多万字．六易其稿，修出百万字的

志书。我们能编修出这样的志书．应改无愧于祖先、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了。《和硕县志*

虽正式出版r，但我们感到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资料不全、一些史线不顺等，这些还有待于

社会的评议和后人的修订，

注．宅锥克．豢_占媛．和硪县县长和硬县史卷镀导小组副组长

1 9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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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和硕县志》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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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纵述和硕千年

历史，横载百业兴衰，实事求是地记述和硕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和硕县志》以卷、章、节、目为基本框架，以记、述、志、表、传、录为主要形式，概述置

于卷首，各专业卷横丰lh'-J类、纵写史实，卷尾设《大事简录》。 ．

《和硕县志》特设《巴图色特启勒图中路和硕特盟》卷，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

族特点。

三、《和硕县志》记事时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除个别内容记述到199"1年

外，一般截至1995年底。

四、《和硕县志》的《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注重反映革命先烈、革命干部、有影

响的历史人物和对和硕县作过一定贡献的人物，自治区、自治州和全国性的先进模范人物、

离休干部及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列表记载。一些人物的事迹，用“以事系

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五、《和硕县志》资料以县、自治州、自治区档案资料为主，辅以调查来的资料，引文不一

一注明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农业生产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志书中

的数据，均为县属单位数据，如包括驻县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农垦团场、巴州清水

河农场及驻军等)资料，用括注说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

六、纪年、月、El的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通用的纪年，用括号注明公历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用汉字书写的年、月、日表示农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

为公历。

七、数字的书写，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计量单位的书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清代和民国时期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能换算

为现行计量单位的用括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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