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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编修地方志是保存资料、资治当今、

垂范后世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

转移和四个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编修新志事业在全国各地陆续兴起。进入90年

代以来，全国修志工作硕果累累。在这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业取得辉煌成就的

今天，《喀喇沁旗志》即将问世，这是喀喇沁旗文化建设上的可喜可贺之举。

喀喇沁旗历史悠久，自后金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设立旗制后，喀喇沁

旗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物质文明和历史文化。新中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谱写出一篇又一

篇精彩的华章。历史的车轮旋转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审视过去走

过的脚印，开始寻找一条能更快发展的道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指引下，喀喇沁旗各族人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尽快摆脱贫穷，建设

一个社会发展、经济腾飞、人民富裕的新喀喇沁。

喀喇沁旗是二个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区，是传统的农业旗。新中国成立40多

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各族群众的艰苦奋斗和历届党委、政府的不懈努力，全旗

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工业基础也有了很大加强，全旗各族人民的

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还有明显差距。喀喇沁旗

存在着希望，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全旗上下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地缘优势，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坚持不懈地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在稳定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同时，激活全旗工交财贸企

业的活力，同时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实现共同发展。去年，喀喇沁旗筹资4000余

万元，实施了大规模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旗政府所在地锦山主街的综

合改造，新建了两座跨河大桥，新建了马鞍山水库，新建了锦山宾馆贵宾楼，开

通了陈砬公路，维修了福会寺、龙泉寺，喀喇沁旗投资硬件得到了初步改善。招

揽八方客商，汇聚四海朋友，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一大批国内外客商来喀

喇沁旗投资办实业。喀喇沁旗还有更宏大的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制定了更为长

远的发展规划，相信在下一个新世纪里，一个繁荣、富裕、文明的喀喇沁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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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在世人面前。

《喀喇沁旗志》的编修，实际上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旗情调查和研究，为我

们正确认识旗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翔实的资料。这对于各级领导借鉴历史经

验做出正确决策，对于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国内外宣传介绍喀喇沁，促进改革开放，促进两个文明建

设将发挥积极作用。

《喀喇沁旗志》在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了喀喇沁旗的自然风貌和历史

现状，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大发展和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强国富民的真理，讴歌了全旗各族人民的丰功伟绩，体现了时代特

点、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

《喀喇沁旗志》的出版面世，可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喀喇沁、认识喀喇沁、研

究喀喇沁提供可靠而翔实的资料。

《喀喇沁旗志》的编修工作是喀喇沁旗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在志书即将正式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喀喇沁旗志》做出贡献的旗

内外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忌翥妻裂，参蓑妻?鑫量薯吴力吉《喀喇沁旗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口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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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世纪之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50周年，在喀喇沁旗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喀喇沁旗志》终于面世，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编一部具有时代特点、民族特点

和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全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

要。盛世修志，盛世之举。

喀喇沁旗地处三省交界之地，燕山之背，大兴安岭之阳，为关内通往塞外的

咽喉要地。这里山川秀美，土地肥沃，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等遗址在旗境内广

有分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描绘了绚丽

的历史画卷。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喀喇沁旗的历史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喀喇沁旗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励精图志，奋发进

取，不断谱写新的篇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喀喇沁旗

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投资环境日益改

观，城镇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项事业蒸蒸

日上。现在，全旗各族人民正按照已经确定的“九五”蓝图，以更加开放的雄姿，

更加宽广的胸怀，昂首迈向21世纪。

《喀喇沁旗志》是历史的记录，是地情的载体，它肩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人”的历史使命，将以“存史、资治、教化"的独特功能，为社

会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喀喇沁旗志》的出版面世可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喀喇沁、认识喀喇沁、研

究喀喇沁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翔实的资料。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古人云：“治天

下以史为先，治郡国以志为鉴’’“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喀喇沁旗志》

的出版，将对全旗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信息和资料，对于各级领导借鉴

历史经验作出正确决策，对于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外界宣传喀喇沁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推进改

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喀喇沁旗志》的出版定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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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希望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通过研究志书，总结历史经验，

创出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新的业绩。同时希望《喀喇沁旗志》作为传播友谊的

桥梁，传递信息的媒体，走向全国，飞向海外，让越来越多的家乡亲人、四海朋友

瞩目喀喇沁，共图喀喇沁发展之大业。

《喀喇沁旗志》是全旗文化建设的一大工程，是凝结着集体智慧结晶的一大

成果，在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喀喇沁旗志》流出过汗水，献出过智慧，

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搿喜巍镰羹慧差张志安《喀喇沁旗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4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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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喀

喇沁旗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存真求实，体现时代特色，突出民族特点和地区特

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参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结合喀喇沁旗实际，本志卷首设概述、

大事记，卷尾设附录、编后记等。本志结构分卷、章、节、目四个层次，目下酌情加

细目。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包括照片)、表、录等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共

设36卷、170章、557节。

四、本志上限尽力溯至发端，下限截止1995年末，部分内容延至1996年末。

部分照片延至1999年1月。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

记及有关章节。

1六、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实职县处级以上干部采用名录形式，

只记述任职时间。人物卷遵照修志惯例，生不立传。

七、历史纪年，以中华民国成立为界以前用汉字标示，括注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标示。

八、数据，主要依据旗统计局《统计资料》，统计资料不足时，使用各专业部

门数据。数字书写，执行国家1987年2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

九、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现行版图为主，兼顾历史区域。政区地名及机关单

位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个别记述括用现名或原名，以《喀喇沁旗地名志》为准。

十、计量单位除个别不便换算的旧计量单位从习外，均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单位。‘
‘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图书、报刊和经过鉴别、考证过的口碑资

料，均不注明出处和记述者。个别附录引用的署名文章和医药献方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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