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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白玉玺

我的第二故乡——乌鲁木齐县安宁渠区四十户乡是米采的近邻，1958年人

民公社化时期，也曾一度划归米泉县，因此，我对米泉县(市)怀有一种特殊的乡

土感情。这些年，我也多次去过米泉，每次去都有一种常去常新的感觉，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米泉人民沭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使米泉

的发展变化更是一日千里，使人耳目一新。

米泉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只是代表米泉本身，而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新疆发

展的缩影，《米泉县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米泉今后的社会进

步与发展将起到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米采县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全面系统的记述了米泉的自然环境、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风俗、人物等方面的历史演变和现状。着重记述了新

中国成立后米泉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家园的史实，集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地方特色于j本。是了解米泉、研究米泉历史与现状不可缺少的地情资料书，也

是对子孙后代及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的主动教材。

在《米采县志》杀青付梓之际，县志办的同志邀我对志稿作一次统审，并嘱

我为《米泉县志》作一篇序，我便乐此不疲、愉快的接受7此项任务。其原因有

二：一是想借此机会更进一步的了解米泉。二是也想系统的阅读一部县志。为

此，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对《米泉县志》进行了阅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

见。这部县志对我的总体印象是：政治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详略得

当，全面真实地再现了米泉的百年沧桑，较为真实的记述了米泉的工农业生产

的振兴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集中反映了米泉独特的地缘优势、便捷的

交通和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稳定的社会形势。

{：米泉县志》的出版，必将对米采今后的发展起到资治、借鉴、教化的作用。

也必将对推动米泉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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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愿米泉各族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

引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取得更加灿烂辉煌

的成就!

浅文陋牍以为序。

注：序一作者白玉玺系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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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李风成李风清

一部惠及子孙后代，服务当今社会的新型地方志《米泉县志》与广大读者见

面了，这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宏伟

工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固有传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国

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用新的观点、新的材

料、新的方法编纂一部体例完善，内容翔实，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

县志，已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基于此，原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早在1985年3

月就做出了编修《米泉县志》的决定，原任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高凌霄、马成

德、熊辉银、马敏贤、李付元、张洪运等同志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都给予了

大力支持，在全市各单位的共同协助和史志办3任主编及编辑的数年努力下，终

于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米泉县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详

实，它的问世．必将对全市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资治、借鉴和教化的作用，对此我

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米泉自1928年建县以来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70年来米泉各民族人民在

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艰苦创业，赢得了沧桑巨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各族人民“团结求是，文明敬业，拼搏实干，负重争

先’’。今日的米泉真可谓工业涌黄金，良田吐玉珠，市场更繁荣，城市绽新颜。堪

称为新疆经济发展黄金地带上的一颗璀灿的明珠。

米泉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在95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富饶的田野，广阔

的牧场，而且有煤、铁、石英沙等数十种地下资源和贝母、当参等50余种中草药。

地理位置优越，被称为乌鲁木齐改革开放的门户。我们期望通过《米泉县志》这

本书使您对米采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更希望全疆乃至全国的有识之士和我们

一道来开发和建设米泉这块宝地，使米泉更加繁荣、更加光辉灿烂。

《米泉县志》的出版，凝聚着一代人的心血，特别是参加编修县志的同志以

及昌吉州、自治区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

辛勤笔耕，甘于平淡，默默奉献，编著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志书。籍此志成之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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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代表中共米泉市委、米泉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各族人民，向《米泉县志》全体

编纂人员和为编修县志付出心血，给予帮助的单位及领导、专家、朋友们，一并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谢意1

1998年12月

注：序二作者李风成现为中共米泉市委书记，李风清现为米泉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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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地记述米泉县各个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书表述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穿插于编章之中。以编、章、

节、目为基本框架，横列门类、纵写史实。概述为全书之纲，大事记为全书之经，

置于编首。专志设22编、99章。编末设附录。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适当追溯各项事业起始的历史渊源，下限至

1985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米泉县自然和社会情况。

四、本志资料多来自米泉县档案馆的馆藏卷宗，并有少量口碑及书刊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数据，以统计局提供的为准，辅以档案资料及业

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书中引用的资料一般不列出处。

五、计量单位采用公制，个别不易换算和历史上使用的习惯计量单位加以

沿用，但括注换算标准。

六、本志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列传的人物以1985年底以前过世

的对全县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录具有影响的其他人物。对有重大

贡献的生入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七、附录收录1986"-,1997年米泉县(市)大事记和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

概况，以利于读者使用。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中地名，现代地名以《米泉县地名图志》为标准书写，历史地名以当

时名称并括注现代地名写出。政区及机关名称采用当时法定名称。人名尽可能

记全名，历史人名尊重当时译音用字。

十、全书文字、图表的书写，遵循《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简

化汉字总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行文通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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