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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钦 吾仑太·吐尔逊拜

新编《特克斯县志》，历时十余载，数易其稿，终于审定出版。千

载史实集册页，百业成就呈巨卷；锦绣山水归笔底，英模人物人毫

端。此志的出版，实为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7我国自古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当今，政通人和、物阜年丰，

修志正当其时。县志，是介绍一县之百科全书，它记载一县的地理历

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的演变过程，使我们“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因此，编纂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的新

县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子孙的大事、好事、善事。

特克斯自古以来为我国多民族居住的地方。昔Et人烟稀少、交

通闭塞、经济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特克斯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半个世纪以来，和祖国各

地一样，特克斯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策英明，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得力，

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

《特克斯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载了

特克斯的自然环境、历史变革、资源状况，充分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

注：马永钦，中共特克斯县委书记。

吾仑太·吐尔逊拜(哈萨克族)，特克斯县县长、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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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一部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

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有着“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是特克

斯县一项大的文化工程。特克斯县各级领导受党重托，当政于此，应

将此志常备案头，细研勤查，深谙县情，借鉴前人得失成败，更好地

．勤政为民，当好人民公仆。

特克斯县地处天山腹地j山青水秀，胜境无数；／k圭l"奇城，天下

独步。百里草原，六畜兴盛；-)iI沃野，五谷丰登。在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只要同心协力，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进一步弘扬“要干事、快干事、干大事，苦干实干加巧干”的

特克斯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特克斯的发展前景必将无限美好。我们期待着一个更繁荣、更

美丽的特克斯出现在祖国的西部边陲。
”

在《特克斯县志》编纂过程中，县直各单位先后动员安排了近百

人参与其事，编纂人员更是不辞辛劳勤于笔耕，自治区、自治州、地

区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和指导。在此，我们向付

出辛勤劳动的县志编纂人员，向所有支持、指导县志编纂、审定、出

版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2003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

持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努力体

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为当政者提供资政的史料依据，为广大群众

提供全面、系统的地情资料，发挥志书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

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尾设附录。全志按编、章、节、目4个层次编

写，共计27编、105章、393节。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发展，力求纵不

断线，横不缺项。

三、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起自可考稽之时，下限至

1990年。为有利于存史、资政、概述、附录下延至2002年。图片资料

采至2004年。

四、入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通例，不限主、客籍，以卒年为序；

烈士英名录所录烈士以民政部门确认为准，按牺牲年月为序；人物

简介收录在各行各业卓有成就的知名人士；先进模范人物收录获国

家、自治区各系统授予荣誉称号者；高级知识分子按批准年月为序；

离休干部名录按离休时间为序；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按批次为序。

五、本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炼、流畅。

六、数字、纪年按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表述。计

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

七、少数民族人名加父名，个别缺如者，只录本名，女性加注。古

地名依历史称谓加注今名。1984年后，地名通用《特克斯地名图志》

颁行的标准地名。

八、本志资料采用国家、自治区、自治州、县档案材料和正史、旧

志、报刊及图书杂志。有关人士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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