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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4888米

的中国天山

第四主峰喀

尔里克山

中国四大鸣

沙山之首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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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蔷四十秉缳卫战烈士慝囝

伊吾四十天保卫战

1950年3月底至5月初，中国，
解放军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i
胡青山营长的指挥下，打垮了乌斯满

乐博斯等700余名匪徒的凰攻，孤I

守伊吾40天，成为新疆捌匪战斗的‘
藏帜，得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嘉奖

连荣获“钢铁=连”的光荣称号。



1．嗡密地区行署副专员

托乎据汗-司马义在

淖毛渤乡检查计划免

疫工作

2'啥密地区防疫站工作

人员深入牧区为适龄

儿童攮种疫苗

3．食品监督员在县城食

品商店检查食品卫生

眵浩



4．1985年建成的党

政机关办公大楼
5．伊吾镇振兴路街

头小景

6．1姻§年6月1日召

开的弛生子女家庭

运动会

7。赛马

8．麦西莱甫
’

I。．礓瑚



水晶石

分布在淖毛湖和下马崖之问的胡扬

F]

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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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县各族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

伊吾县地处天山北麓东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3 000年以前，先民们就

在这里从事渔猎，繁衍生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为促进西域和内地

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新疆和平解放后，原国民党伊吾县长艾拜都拉在匪首尧乐博斯的指使下，发

动反革命暴乱，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经过40天浴血奋战，使震惊全国的伊吾保卫

战取得伟大胜利。

伊吾县是自治区21个牧业县之一，辽阔的草原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农业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种植小麦、大秋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理想

之地；矿藏资源十分丰富，有煤、明矾、芒硝、石油和金矿等，是一块具有巨大潜力，

大有作为的处女地。

天山有头，伊吾岂能无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伊吾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伊吾

县志》，为加强领导，专门成立了由县党政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伊吾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地方志编辑室，积极开展修志工作。

编纂县志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建设工程。为了完整地、系统地记述全县新

旧社会及各个时期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巨变，雄

辩地展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

伟大真理，县志办的同志们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具体指导、

全县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一些老同志的热忱帮助下，历经八个寒暑，广泛收

集资料，反复修订篇目，呕心沥血，锲而不舍，认真编纂，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

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向全县人民献了一份厚礼。对于他们多年艰苦奋斗所付出的

心血，每个受益于县志的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新编《伊吾县志》，主要记述从1935～1985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县的自然风

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观点正确，资料翔

实，不愧为一部反映全县基本面貌的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发行，必将为广大干部和

’群众进一步认识县情、研究县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历史借鉴和可靠依据；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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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提供乡土教

材。总之，在全县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都会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当《伊吾县志》即将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县委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关心

和帮助过县志编纂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这

部县志是很难问世的。让我们在-F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充分使用县志资料，发挥县’

志“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为继续深化改革，加速建设步伐，促进我县经济再上

一个新台阶而努力奋斗。

；昙薹主喜墨裹萎萎霎萎兰差 朱恩祥
伊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

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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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伊吾县志》作为一部新型的地方志书，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她的诞生，不

仅将为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还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珍贵资料，诚为全县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为改变经济落后面貌艰苦

奋斗，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

改革开放，全县面貌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时逢盛世，盛世修志。通过反映我们

这个伟大时代的大量历史资料，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J顷利与曲折，成功与失误，

经验与教训，记载下来，昭示后人，这对于保存史料，鉴往知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子刊、后代，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伊吾县志》的编纂成书，为全县人民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和好事。

《伊吾县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正确的

政治观点和志书的体例形式，着重记述自伊吾建县以来50年的历史，从自然到社

会，从经济到政治，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既全面记述，又突出重点，基本上达到了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重要的实用价

值。
’

八年多来，县志编辑人员以修志为己任，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克服了无数困

难，搜集了大量档案、图书、报刊和口碑资料，经过核实整理，去粗取精，认真编纂，

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60多万字的资料性著作，为自治区地方志园地增添了

一朵新花。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

当前，我县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使全县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这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我们将会从《伊吾县志》中学到不少东西，吸取丰富的营养。作为一面历

史的镜子，她的正式出版发行，定将为我县各级领导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对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两个离

不开"教育，推动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县长、县地方志编委副主任 尼扎木丁·艾依提

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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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有史以来第一部《伊吾县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出版问世，值得称

颂。 ：
‘’

我走马上任，志稿已定，捧读之后，颇感欣慰。一个万余人的边境小县，能完成

一部前人未纂就的60余万字的《伊吾县志》，大志可嘉!掩卷品评，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新编《伊吾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广征博采，立足当代，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伊吾自然与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其

二，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色突出，图文并茂，融科学性、资料性、思想性为一体，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三，志书中全面系统反映县情的资料，

为帮助我们加深对伊吾的了解和认识，使我们从。只缘身在此山中”走出来，进一

步研究、开发、建设、振兴伊吾提供了重要条件。其四，它既是一方之百科全书，又

是一部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它既是党政机关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又为国内外

人士打开了解伊吾的窗口。其五，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概厉史、详现状，记史实、彰

因果，具有鉴昔通今的作用。

我为《伊吾县志》的编纂成功而振奋。伊吾各族人民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辉的一

页，我坚信，在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中，也一定会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用自己的聪颖智慧和勤劳双手谱写出更加壮

丽的新篇章!

中共伊吾县委书记 王好义

1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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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方便，志后附有参阅书目。

四、志书断限 上限从1930年建县起，个别内容简略追溯到秦汉时期，下限

至1985年。为便于读者了解下限以后的有关情况，“附录"中记载了全县1986～

1992年的大事和国民经济发展数字。

五、文体纪年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般不加议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均括注公元年号；新中国成

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人物立传 凡入传人物均为对本县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对于各

条战线上的先进个人，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在有关章节中予以简要记述。

七、数字根据 本志所用的各种数据，均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部

门缺少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八、本志中的“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前(后)’’指1949年9月

25、26 El新疆和平起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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