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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共达拉特旗委员会书记苏建荣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旗长额尔敦仓

正值达拉特旗各族人民团结进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之际，《迭

拉特旗志》付梓问世，邃是达拉特旗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是文化建

设的一件大事，旗党委、旗人民政府向《达拉特旗志》的问世表示衷心

的祝贺。

达拉持旗的发展史，是整个鄂尔多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旗境

内瓦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秦直道遗迹、汉代古墓等，都记

录着达拉特旗久远的人类文明。达拉特旗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风云变幻，沧海桑田，有许多民族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

瑰丽多彩的文化。从清代顺治六年建立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即今达

拉特旗)至今也已经300多年了。这期间，达拉特旗经历了巨大的社

会变革，旗内各族人民曾经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封建王公和国民党反

动派的欺凌和压榨，达拉特旗人民掀起过反对封建王公暴政的“独贵

龙”运动，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洋教和反对清王朝“开放蒙荒"的抗垦

斗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达拉特旗的土地上开始进行了

推翻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达拉特旗才一步

步走向光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在达拉特旗开

辟了工作。许多老一辈的中国共产党员、志士仁人，在动员、组织达

拉特旗人民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巨

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的业绩可歌可泣，当永载史册。新中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创造崭新生活，

使达拉特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t■量■■f，，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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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春风给达拉特大地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全旗经济建设和

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达拉特旗从

远古走来，迈进今天的伟大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

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继续

前进和发展的基石，我们不仅要记载，还要研究、利用，要传承文明，

惠及后世。

《达拉特旗志》卷帙浩繁，资料翔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达拉特旗

从古至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是一

部利用价值很高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达拉特旗志》的出版，为人

们了解和研究达拉特旗的历史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务件，我们要重视

和珍爱这一成果，加以研究利用，为达拉特旗的建设发展服务。

．让我们继承和发展达拉特旗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与时俱进，

开创未来!

二o o六年四月



凡 例

凡 例

一、《达拉特旗志》是在中共达拉特旗委员会和达拉特旗人民政

府领导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编写

的全面反映达拉特旗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志书，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

特点。

二、全志记事的时间范围，上限尽力追根溯源，下限至1999年

末。《大事记》下限为2002年12月31日。

三、全志记事的空间范围，一般以2002年达拉特旗的行政区划

为界限，但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中，依据当时的地域界限。

四、志书中设编、章、节、目4个层次。全书分28编、124章、419

节。志文以横排竖写为主，大事记为编年体。

五、人物传不分人物类别，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人物表收录革

命烈士和受到国家及自治区级奖励的先进模范人物。烈士以牺牲时

间为序排列，先进个人以获奖先后为序。。

六、各类数据大部采用统计部门数据，采用有关部门数据。

七、有些章、节中所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为旗

内作者撰写和创作的获得盟级以上奖励的作品。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年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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