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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是反映敖汉旗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事业的第一部志书，它真实地记载了敖汉旗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及

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本系统备职能部门的业务活动成

就及经验教训，为今后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之

鉴。
、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存史资治的重要作用。首先是资治，本志是一部具有真实性j：j：：。

科学性、资料性的专业志书，‘它将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服务，j j．

为事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使从事这项事业的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减少失误，促进事业发展。其次是存史，本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较系统地记载了．我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历史，客观地反

映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的全貌。是非功过不作评说，只记述事实供人。

们研究，为地方建设史、民族发展史和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史料。’

第三是教化，通过本书使人们了解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变化和现状，激励人们热爱

中固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振兴敖汉，建设未来，

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

．从事修志工作的几名同志，几度春秋、，潜心笔耕，斟字酌句，数易

其稿。他们为征得资料，走街串巷，奔波走访，编图纂稿，辛勤劳动．



汇集整理．，罗织章节，终成此书．这是我旗建设史上可喜可贺的一
÷

二

件大事。为此，我代表建设系统全体职工向参加编写此书的同志们致
。j

谢，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的同志们致谢。

敖汉旗城乡建设局局长

徐文俊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敖

汉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编纂，本着详今略古，一详近略远的原iN,4，在尽可能追溯

清楚敖汉旗城乡建设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同时，竭力突出时代与地方特

色，尤其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旗城乡建设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因、此，上限因事而异，一般追溯事至发端，下限止于1 996年底。

三、本志遵循“横排竖写，以类系事，横不丢项，竖不断线” 的。

要求，以本系统所辖业务分类?，按章、节、 目3个层次编写，共列1 3章

64节。各章力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文字简明，脉络清晰， 通俗易懂。

四、为使本志真实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城乡建设情况，随文配

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

五、 本志资料源于《敖汉旗志》、 《敖汉文史资料．选辑》、

旗档案馆、统计局和局属各股、站、所、公司、档案资料，也有少部

分是经过鉴别、考证过的口碑资料。
·

六、纪年的写法：建国前的纪年， 采用汉字书写， 括号内用’

阿拉伯数字标明公元纪年，建国后则用公元纪年。

七、度、量、．衡单位， 多以公制为准：7土地面积根据志文需要

分别采用了市亩、公顷和平方米3个单位名称。

八、本志所用历史地名， 皆以原名书写，在括号内标注今名。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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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南部，东与哲里木盟奈曼旗、辽

宁省北票市接壤：西与辽宁省建平县及赤峰市松山区毗邻，南与．辽宁

省朝阳市相连，北依隔老哈河与翁牛特旗相望。 东西最宽1乏2公

里，南北最长t76公里，总面积8 2 94．14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1 9 03 07—1 2 0。53 7，北纬4 1。4 2，--43。0,2，之间。 ．

．1 996年，全旗辖5个镇，1个苏木，24个乡，6个居委会，3 3 0个村委

会，3 1 20个村民小组，185 9个自然村。全旗总户数1 24887户，总人口达

5663 3 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 0277人。有蒙古、’汉、回、满、朝鲜、达

斡尔、鄂温克、壮、锡伯、苗等民族。

敖汉旗地处燕山北麓与松辽平源的过渡地带，地面呈不规则的缓

坡形，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黄土发育，

地形复杂，高山与河流之间多向阻开阔的台地，很适宜．人类居住。

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古代先民依山傍水，穴居野处，过着渔猎和耕牧相

结合的原始生活。从兴隆洼遗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址到境‘

内蜿蜒2 00多公里的燕长城遗迹；’从辽代武安州古城址到清朝末期的

海力王府；从五十家子万寿白塔到下洼大佛寺；从伪敖汉旗公署的四

． 合院到当今的旗人民政府大楼。敖汉各族人民经过数于年的分化、融

合．发展：变迁。，创造了一部人类生活从穴居到现代建筑的建设发展史。

， ，敖汉旗人民政府驻地新惠镇地处本旗西南部的孟克河畔，石羊石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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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虑山下，总哆积t8．1 2平力公墨。，建城区面积5．5平方公里。镇内有6个

居委会和4个村委会，：i 10,7 1．0卢；。3 1 32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 2 98 0人：是全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

新惠作为县城始建于伪康德四年(1 937年)四月。伪旗公置成立

后，相继修筑了城墙、炮楼等防御设施。城内规划为方格网状街道。公

。用房屋多临街而建，住宅分布在巷道边。到1 945年新惠解放，这里没有

一家工厂。文化、教育、商业、交通等十分落后：只有德丰粮栈，瑞

兴成商店，仇德盐栈等几家稍大一j点的商业店铺和l所小学。市政建

设只有l条狭窄的士路和几条胡同。在0．8平方公里的城区内仅有各

类建．筑3万多平方米，除旗公署等少数房屋为砖木结构外，其余皆为

土平房。 ～．‘

解放40多年来j新惠镇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

·历程。5 o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镇内各项建设‘发

展较快。尽管当时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各项建设大多是初级的，低标．

准的，但是总的来看建渡速度比较协调，建没规模比较切合实际，兴

办了一批工业企业。50年代末期，由于受“大跃进”影响，盲目地追求

高指标，发展速度失控j一些无基础、无原料、无技术的基本建设项目仓

健上马。·，镇内人口猛增，从1 957年的68‘18入增加到1 558年1约：1 36 1 2入，

1年增长1倍多：城镇人口的。膨胀给城镇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

城镇基础设，麓龊不上，城镇生产生活秩序开始发生混酞，各项事业的比

葫?多年严．查爱调：：a’0年’代初期，全旗人民认、真贯彻调肇方封，i对盲目上．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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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实行．一关j，停、并、转”，建设速度放慢，比例失调t状。

况开始好转，j经济秩序逐渐恢复正常。1 966：年开始的9文化大革命”‘，、

使刚刚恢复正常秩序的城镇建设又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1 o年，．新

惠镇的建设处于停顿状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1 976年“文化大

革命≯结束，在“调整、改革，巩固、 提高” 方针的指引下，+

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1 97b年，横贯敖汉

北部的京通铁路建成通车；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同意，敖汉旗政府

，驻地决定由新惠镇迁往木头营子(敖汉镇)。同年成立敖汉旗基本建

设局，负责新旗址即敖汉镇的规划建设与施工，新惠镇的基本建设

再度进入维持现状的停顿状态。‘1 97 9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内蒙古

自治区原区划，敖汉旗随原昭乌达盟从辽宁省划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1 98 1年9月，经原昭乌达盟委批准，敖汉旗址不再搬迁， 继续留驻

新惠镇。至此，新惠镇的各项建没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的轨道。为了改造旧城、建设新城，旗政府从1 98 2年起组织力量编制

《新惠镇总体规划》并相继制定了《新惠镇城建管理暂行办法》等一

，系列地方性法规。1 985年5月，《新惠镇总体规划》经赤峰市人民政府

正式批准，从而为新惠镇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发展目标。城

．镇建设迅速发展，新惠镇旧貌换新颜，呈现出兴旺发达的现代化景象。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市政设施从无到有。。自1 984年开始

镇内扎条主要街道都铺设了沥青路面，几条小巷驰进行了硬化，街

一二!巷硬化总长达l 0公里。基本士改变了街道凹凸{群，。泥泞难行状说．j
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结束了过去人挑辘轳摇的历史。‘1．98 1年兴建：了简

3



概 述

易自来水，1 983年开始建造城镇给水工程。打水源井8眼， 铺设自

来水管道3’0公里，修建5 0'0吨清水池1座，目供水量达到3 000吨。1 08 21

， 年起镇内修建地下排水管道，到1 996年共修建排水管道20公垦， 初i

步解决了新惠镇排水排污难的问题。城镇绿化美化水平逐年提高，7条

主要街道已基本绿化。街道绿化带长度l 0．5公里，1 1个单位进入市级

庭院绿化达标单位。石羊石虎山、小团山已基本实现绿化，成为人们．

节假日游览、休憩的好场所。城镇绿地总面积达到1 3万平方米，。绿化

覆盖率达到2 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2．7平方米。城区内公共厕

所、点基本完备。新惠镇成立了清洁队，配备了机动车辆，环境卫生状

况垃圾明显改观。城镇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到1 996年市话实现程

控化，并开通了B P机和移动电话。1 98 9年3个主要路口设置了警亭

和指示灯，保证了人员、车辆的安全。城镇文化福利设施建筑‘日趋完

善，先后建起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电视台等文化娱乐设施。镇

内有师范学校1所，中学-4所(其中包括蒙中1所)，小学4所，还有旗医

院、中蒙医院，防疫站、保健所等医疗防疫机构，为群众提供了防病医

病的方便条件。城镇房屋建设逐年增多，解放前新惠最好的房子是伪

旗公署的青砖瓦房。解放后经过重新规划建设，现在已是砖房-K舍，

高楼林立。到1 966年末，实有房屋面积已达8 o万平方米。。党政群团机

， 关办公用房大部分楼房化，唐1民住宅也由土平房换成了砖瓦房或住宅

楼，人均居住面积由1 97 9年的3．?平’方米提高j到7二5平方米。
’

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城镇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解放初期，新



概 述

惠镇’基本上属于以农牧业为主的农村化集镇，，既无工’业可言，r经济技

术又十分落后。5 o年代，全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后创办了

被服厂、木工厂、粮油加工厂、印刷厂、皮毛厂等一批小型工业企业，

为后来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8 0年代，随着城镇基础没

施的不断完善：城镇经济迅速发展。香油厂、啤酒厂、针织厂、油浸

厂、洗毛厂j．杏仁饮料厂等一批新兴工业项目相继建成。供销商场、

百货大楼、五金商场等商业大楼拔地而起，集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基

本形成规模。城镇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同时有力

地促进了城乡建设的发展。

⋯敖汉旗村镇建设变化较大，解放前，农村牧区建没缺乏统_规划

村屯面貌破旧不堪，‘部分牧民住蒙古包，农民住马架子、‘地窨子。

解放后，农牧民住房条件逐步改善。自1 98'3年开始，对全旗的乡镇、村

庄建没进行了统一规划，村镇面貌有很大改观，农牧民住房已由土

平房向砖瓦房发展。村镇道路、自来水、供电、邮电、排水等基础设施

逐年增多。到1 996年末，全旗村镇实有房屋总建筑面积达到1：066．44

万平方米；公路里程1 1 3 5．5 1公里；有16个乡镇政府所在地，1 56个村

用上了自来水；全部乡镇所在地和95％以上的村庄通了电； 全旗3 0

个乡(镇、苏木)安上了程控电话，并实现了全市联网。少数乡镇修

建了排水、公厕等市政设施。-

全旗自然环境良好。敖汉地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

有5条主要河流，分属西辽河与大凌河水系：，。地貌类型有山地。、。’丘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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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间，地，5 o一6 0年代，天然植被受到破坏。自7谚午代开始，开展了’

全民植树造林、‘种树种草活动，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旗有林面积

4 o、8万亩，林木覆盖率3 2．4％。种草面积92．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 9t．88万亩，自然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环境日益向良性循环

发展。1 984年开始没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几年来，在环境管理、监测

和污染源治理方面故了大量工作。全旗排污量较大的工矿企业基本都

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和改造，有95％以上的工业及采暖锅炉安装

了消烟徐尘堤备。对锅炉烟尘、工业废水、噪声、河水等实施了监测

控制。通过征J欠排污费手段，为治理污染、改善环境， 积累了资

金。同时对新建项目实行“三同时”制度，有效地控制了新污染源的产

生。城乡人民E舌K严大’百叟提高，到1 996年末有6 000户居民使用上

了石油液化气，城区还实现了集中供热。

敖汉旗建筑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只有几个“锅伙把”，可以搭建砖

木结构瓦房。如今发展到5级以上企业9个。其中2级1个，4级2个，5级

6个。6级以下施工企业23个。从业人数达到8 00，0人。形成了从没计到

施工及质量管理监督完整的工程建筑体系。旗建筑公司由1个只有几十

．人的建筑社发展成为二级建筑安装企业。乡镇建筑队伍如雨后春笋j成

为乡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建筑施工技术和工程质量也不断提高，

彩喷砂、干粘石，刮大白、彩磨石等先进工艺技术在工程中得以推广

应用。自1 98 0-年-旗公安局办公楼工程首次创出了市乙级优质工程后．_二．

整个建筑业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勃勃生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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